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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46—2009

fIu 菁

本标准是对DL／T86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相关内容的细化。DL厂r86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

统》包括以下部分：

DL／T 860．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1部分：介绍和概述

DL／T 860 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2部分：术语

DL／T 860 3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3部分：总体要求

DL／T 860．4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4部分：系统和工程管理

DL／T 860．5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5部分：功能的通信要求和设备模型功能和设备模型的通信

要求

DLFF 860．6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6部分：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配置描述语言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结构语言

DL／T 860 7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1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原

理和模型

DL／T 860．7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2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抽

象通信服务接口(ACSI)

DL／T 860．73变电站内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3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基本通信结构一公

用公共数据类

DL／T 860 74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4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兼

容的逻辑节点类和数据类

DL／T 860．8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8．1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映射到MMS

(ISO／IEC9506第1部分和第2部分)

DL／T 860．9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9-1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一通过单向多路点

对点串行通信链路的采样值

DL／T 860．9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9．2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一通过ISOflEC
8802-3GB／T 15629．3的采样值

DL／T 860．1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10部分：一致性测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北京

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国电南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山东积成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永福、何卫、刘佩娟、任雁铭、张海滨、丁杰、胡道徐、王文龙、吴晓博、

王松。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

条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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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DL／T860实施技术规范DL／T1148—2009本标准规定了变电站应用DL／T860标准时系统结构、配置、模型、服务、测试的统一性以及选用参数的规范性，并规定了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模型扩充时应遵循的原则等。本标准适用于应用DL／T860标准的变电站自动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测试、应用等。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中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DLfr860．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2部分：术语DL／T860．5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5部分：功能的通信要求和设备模型功能和设备模型的通信要求DLfr860．6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6部分：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配置描述语言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结构语言DL／T860．7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1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原理和模型DL／T860．7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2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抽象通信服务接口(ACSI)DL／T860．73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3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基本通信结构一公用公共数据类DL／T860．74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7．4部分：变电站和线路(馈线)设备的基本通信结构一兼容的逻辑节点类和数据类DL／T860．8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8-1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映射到MMS(ISO／IEC9506第l部分和第2部分)DL／T860．91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9-1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通过单向多路点对点串行通信链路的采样值DL／T860．92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9—2部分：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一通过ISOflEC8802．3GB厂r15629．3的采样值DL／T8601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第10部分：一致性测试3缩略语ACSIAbstractCommunicationServiceInterface抽象通信服务接口ACTProtectionActivationinformation保护起动信息BRCBBufferReportControlBlock缓存报告控制块CDCCommonDataClass公用数据类COControl(FunctionalConstraint)控制(功能约束)DADataAttribute数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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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Data Object数据对象

DPC Double Point Control双点控制

DUT Device Under Test被测设备

FC Functional Constraint功能约束

FCD Functional Constrained Data功能约束数据

FcDA Functional Constrained Data Attribute 功能约束数据属性

GI General Interrogation总召唤

GoCB Goose Control Block通用面向对象变电站事件控制块

GOOSE GenericObjectOrientedSubstafioaEvents通用面向对象变电站事件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time source) 全球定位系统(时间源)

ICD lED Configuration DescriFltion智能电子设备配置描述

IED IntelligentElectronicDevice智能电子设备

INC Integer status—Controllable整数状态～可控

ISC Integer Step Controlled Position Information整数步进受控位置信息

LD Logical Device逻辑设备

LD0 Logical Device Zero逻辑设备0

LLN0 Logical Node Zero逻辑节点0

LN Logical Node逻辑节点

M Mandatory指定，强制

MMS Manufacturing Message Specification制造报文规范(IS09506)

Mod Mode模式

MSVCB Multicast Sampled value control Bolck多播采样值控制块

O Optional可选

Op Operate／Operating运行／动作

P1CS Protocol Implementation Conformance Statement协议实现一致性陈述(ISO／IEC 8823．2

1994)

P1XIT Protocol Implementation Extra Information for Testing测试用协议实现额外信息

SBO Select Before Operate操作前选择

SCD Substatmn 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变电站配置描述

SCL Substation 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 Language变电站配置描述语言

SCSM Specif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Mapping特定通信服务映射

SGCB Sexing Group Control Block定值组控制块

SPC Single Point Control单点控制

ST Status Information(FuncfionM Constraint) 状态信息(功能约束)

TrgOp Trigger Option触发选项

URCB Unbuffered Report Control Block非缓存报告控制块

UTC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协调世界时

4总则

本标准是DL／T 860标准的细化和补充。本标准细化了DL／T 860标准，规范了DL／T 860标准中不

明确的部分，补充了满足国内应用习惯的部分模型，并规范了工程中可能引起歧义的其他内容。

本标准严格遵循DL／T 860标准。在实施DL／T 860标准的工程中应统一采用本标准。当有新的需求

和扩展建议时，相关单位应协商一致并向标委会提出，经标委会专门工作组讨论确定后实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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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46—20095系统总体结构5．1系统结构基于DL／T860标准的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宜采用100M及以上高速以太网作为通信网络。保护小室与主控室间的通信介质应采用铠装光纤。各小室内部设备问的通信介质可采用屏蔽双绞线，但在涉及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宜采用光纤。变电站层与间隔层之间宜采用星型网或环网结构，各层内部宜采用星型网，不宜采用装置单环网。变电站层与过程层宜分别独立组网。1IOkV及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宜采用单网结构，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应采用冗余通信网络结构。变电站层MMS通信实时性要求比过程层低，冗余组网方式宜采用双星型网或环型网方式。工程实施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中一种。为实践简单起见，过程层采样值通信宜先采用点对点方式通信并使用DL／T860．91进行采样值传输。在通过试点工程积累经验后，可采用DL／T860．92进行采样值传输。用于传输保护信息和跳闸的GOOSE通信宜采用双星型网。5．2网络冗余变电站层与间隔层问的冗余通信机制可采用双网单IP通信或双网双IP通信方式。工程实施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中一种。采用双网双IP通信方式时，两个网络宜同时工作，所传输的信息完全冗余，由客户端选择使用。GOOSE通信宜采用双发双收方式，具体收发机制见附录A。6配置文件、配置工具及声明文件6．1配置文件6．1．1Schema补充本标准采用DL／T860．6规定的SCL标准语法，并根据DL／T860．81在SCLEnums．xsd文件的“tPredefinedAttributeNameEnttm”类型中，增加“SBO”、“SBOw”、“Oper”、“Cancel”四种属性名。612配置文件系统应具备的配置文件包括：a)ICD文件：lED能力描述文件，由装置厂商提供给系统集成厂商，该文件描述IED提供的基本数据模型及服务，但不包含IED实例名称和通信参数。ICD文件应包含模型自描述信息，如LD和LN实例应包含中文“desc”属性，通用模型GAPC和GGIO实例中的DOI应包含中文“desc”属性，数据类型模板LNType中DO应包含中文“desc”属性。ICD文件应包含版本修改信息，明确描述修改时间、修改版本号等内容。b)SSD文件：系统规范文件，应全站唯一，该文件描述变电站一次系统结构以及相关联盼逻辑节点，最终包含在SCD文件中。c)SCD文件：全站系统配置文件，应全站唯一，该文件描述所有IED的实例配置和通信参数、lED之间的通信配置以及变电站一次系统结构，由系统集成厂商完成。SCD文件应包含版本修改信息，明确描述修改时间、修改版本号等内容。d)CID文件：IED实例配置文件，每个装置有一个，由装置厂商根据SCD文件中本lED相关配置生成。6．1．3配置文件一致性要求装置厂家提供的ICD文件应与装置实际能力严格一致。装置最终配置应与SCD文件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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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配置工具

艇开I。具分为系统配胃工“手盯装胃配怦上儿．配性J二儿应崦对导入导出的州强史州进{r台灌：性检

^，乍成的配霄文仆麻能通过SCL们schema验证．什生成和维护配置史仆的版小0和皓·J版乖号。

系统配㈣工儿足系统级配置工n．独寸J：IED。它负责，￡成和维护SCD文件，支持乍成或导八SSD

和ICD文件，其t}-应仪留ICD史什的私有项。系统配置人员根据1程实际配锉的需耍，对 次系统和

IED的芙联芙系、全站的IED实例以及lED间的交换信息进行配罱．完成系统实例化配霞，并导出全站

SCD配髓文忭，提供给客，，端及装置配W|__具使用。

装州配赞]_具负责生成平口维护装茕ICD文件，并支持导八SCD文件吼挺取需要的装置实例配置信

息，完成装霄配背并下装配兄数据到装W。同一厂商应但证其并粪醒装茕]CD文件的数据模扳

DataTypeIemplates的致性。

装R配倒工H应能导入并识别SCD空件中以F实例配置内容：

8) 啦信参数，如通信f同配置、州络IP地蚓、网关地址等；

b)IED名称；

c)GOOSE配霄，如GOOSE拄制块、GOOSE数据集、GOOSE通信地址等．

d)DOI实恻值配竹：

c)数据实例名称；

f) 数据集和报告的宴例眦置。

6 3配置流程

I程实施过程中，系统集成商提供系统配筒I其，根据埘户的需求贸卉船个系统的配罱及鞋调，装

置J商提D#装置配置工具，并负责鼗胃的配性及配台系统集成商进行联调，』l体流程见圈】。

一●～

■刍⋯。=“

I二

图1工程配置流程

’1dER数螂修改时，为实脱全站酗胃统

a) 如*；j址装截私{r功能数据的修艘

b)盘¨小址系统组态实例化数撕的修嫂

山装咒配丑【：J}导入后进行F装：

c) 如粜足装骨ICD摸般数据的修艘，

l

●瓣2
I

鬣

管理，按如下昧mU处理

{|!lJ血接m装置口E置I其修艘后F装：

则lJI系统配簧L具统修改．然后‘I：成新的SCD文件

{【|lJl{i娃置配胃1．具，}成新的ICD文件．系统配霄丁儿导入

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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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146—2009后进行新的实例配置，生成新的SCD文件，再由装置配置工具导入后进行下装。6．4’声明文件工程实施时，声明文件应由装置厂商提供给系统集成厂商，除ICD文件外，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三种：a)模型一致性说明文档，包括装置数据模型中采用的逻辑节点类型定义、CDC数据类型定义以及数据属性类型定义，文档格式采用DL／T860．73和DL／T860．74中数据类型定义的格式。b)协议一致性说明文档，按照DLFF860．72附录A提供协议一致性说明，包括ACSI基本一致性说明、ACSI模型一致性说明和ACSI服务一致性说明三个部分。c)协议补充信息说明文档，包含协议一致性说明文档中没有规定的装置通信能力的描述信息，如支持的最大客户连接数，TCPKEEPLIVE参数，文件名的最大长度以及ACSI实现的相关补充信息等。7模型、建模及扩展7．1建模总体原则DL／T860，7规范了数据模型、服务以及建模方法。应基于面向对象的建模思想和分层次的总体原则对设备进行建模。一般情况下，同一个功能对象相关的数据以及数据属性，应建模在该功能对象中(包括对该对象的扩展)：同多个功能相关，或同全系统功能相关的数据，应建模在公共的逻辑节点或者逻辑设备中。711物理设备建模原则一个物理设备即一个IED，应建模为一个装置对象。该对象是一个容器，应包含服务器对象，服务器对象中应包含至少一个LD对象，每个LD对象中应至少包含3个LN对象。712服务器建模原则服务器描述一个设备外部可见(可访问)的行为，每个服务器应至少有一个访问点。支持过程层自动化的间隔层设备，对上与变电站层设备通信，对下与过程层设备通信，可采用不同访问点分别与变电站层和过程层进行通信。7．1．3逻辑设备建模总体原则DL／T860标准中未规范具体LD如何划分，本标准规定宜把某些具有公用特性的逻辑节点组合成一个逻辑设备。7．1．4逻辑节点建模总体原则需要通信的每个最小功能单元应建模为一个逻辑节点对象，属于同一功能对象的数据和数据属性应放在同一个LN对象中，若标准的LN类不满足功能对象的要求，可进行LN类扩展或者新建LN类，扩展和新建原则见附录B。72模型扩展原则7．21扩展总体规则装置功能分解为需要通信的最小功能单元，应根据DL／T860．74中规范的逻辑节点类列表选择合适的类对功能进行建模。功能建模总体原则如下：a)判断标准已有的LN类是否满足功能要求，若满足则采用合适的LN类；b)若标准已有的LN类不满足功能要求，判断已有的LN类是否满足被建模功能的核心需求，如满足核心需求，则可向该LN类添加新的数据，以满足功能的需求；c)如标准已有的LN类不满足被建模功能的核心需求，则可扩展一个新LN类。7．2．2逻辑节点扩展规则逻辑节点扩展规则如下：a)如有合适的LN类符合被建模功能的需求，则逻辑节点实例应具有该LN类所有必选的属性。b)基本数据相同的功能，应采用源于相同LN类的不同实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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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有合适的LN类符合被建模功能的核心建模需求，则可通过添加若干数据满足被建模功能的

建模需求，LN类的名字不变。

d)如没有合适的LN类符合被建模功能的核心需求，则可根据以下规则新建LN类：

1)LN类的名称首字母应符合DL／T 860所规定的逻辑节点组相关前缀的要求；

2)LN类的名称的其他字母应与功能英文名称有关；

3)新建LN类的名称不可与DL／T 860中已存在的LN类名称冲突，应符合DL／T 860命名空

间的要求。

7 2 3数据扩展规则

添加或扩展数据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如LN类中已有的可选数据能满足要求，则应使用可选数据。

b)标准中定义的LN类中已有的数据，如在一个LN实例中存在该数据类的多个实例，可在数据

后扩展数字后缀。

C) 标准中定义的LN类不满足建模需求，需要添加数据时，如DL／T 860．74的第6节数据名称语

义中规定的数据能满足需要添加的数据的需求，则应选择标准规定的数据添加到该LN类。

d)标准中定义的LN类不满足建模需求，需要添加数据时，如DL／T 860．74的第6节数据名称语

义中规定的数据不能满足添加数据的需求，则可按照以下规定新建数据：

1)新建数据的名称，应尽量采用DL／T 860．74的第4节规定的缩写，通过组合形成新的数据

名称：

2)新建数据应采用DL／T 860．72规定的通用数据类和基本数据类型；

3)新建数据的名称，不可与已有数据名称冲突，应符合DL／T 860的命名空间要求。

7 2 4其他

DL／T 860规范的通用数据类，以及复杂数据类型和简单数据类型一般情况下可以满足变电站自动化

系统的建模要求。因此，不宜扩充通用数据类、复杂数据类型和基本数据类型，宣通过扩展逻辑节点来

满足需求。

7．3设备建模

7 31物理设备建模

一个物理设备宜建模为一个IED，一个lED宜建模为一个server。

7 3．2逻辑设备的建模

7 3 2 1逻辑设备的划分

宜按功能划分逻辑设备类型，按以下几种类型划分：

a) 公用LD，inst名为“LD0”；

b)测量LD，inst名为“MEAS”；

c)保护LD，inst名为“PROT”：

d)控制及开入LD，inst名为“CTRL”；

e)录波LD，inst名为“RCD”。

工程实施中，亦可根据需要适当组合。

7 3 2．2逻辑设备的功能

逻辑设备宜按功能进行如下分类：

a) 公用LD。关于设备本身的信息以及设备中多个功能相关的数据宜建模在公用LD中，例如：

1)装置自检信息；

2)装置告警信息；

3)系统参数；

6



www.bzfxw.com

DL，T1146—2009b)测量LD。设备采集的模拟量信息宜建模在测量LD中，包括交流量、直流量等。C)保护LD。保护相关功能宜建模在保护LD中，包括事件、告警、定值、保护压板等。d)控制及开入LD。设备采集的状态信息和设备的遥控信息宜建模在控制及开入LD中。e)录波LD。录波相关信息宜建模在录波LD中，例如录波启动，录波完成等信息。在不影响正常功能的条件下，不宜划分过多LD。为使定值切换等操作简化，保护功能宜使用一个LD来表示。733逻辑节点的建模7．3．3．1逻辑节点建模原则应直接采用标准己明确定义的LN，不宜采用通用LN。7．33．2模拟量数据建模属于同一测量对象的数据宜建立在同一LN中。交流量和直流量分别按如下原则建模：a)交流量。交流量可分为标量和矢量：1)标量：用于建模频率，功率因数等标量信息。宜采用Mv进行建模。2)矢量：用于建模电压电流等矢量信息。单项值宜采用CMV，数据类型为Vector。三相值相到地的值宜采用WYE，相到相的值宜采用DEL，数据类型采用Vector。b)直流量。宜采用MV进行建模。7．3．33控制数据建模控制数据应建模于控制及开入逻辑设备。控制数据对象的通用数据类应为SPC、DPC、INC、BSC、ISC之一。不同的控制对象分别建模如下：a)断路器控制。断路器控制LN应为CSWI，DO应为DPC。某些情况下，断路器位置只接入合位，可由装置自行处理，但仍应使用DPC建模。同期控制应采用CSWI中Check的sync位区分同期合与强制合，如存在多种同期控制方式(如检无压合)，宜采用CSWI的不同实例实现。b)隔离开关与接地刀闸控制。隔离开关与接地刀闸控制LN应为CSWI，DO应为DPC。某些情况下，隔离开关与接地刀闸只接入合位，可由装置自行处理，但仍应使用DPC建模。c)变压器分接头控制。变压器分接头控制LN应为ATCC，DO应为TapChg。7．3．34开入量数据建模开入量数据应建模于控制与开入逻辑设备。不同开入量对象分别建模如下：a)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入双位嚣。断路器位置接入合位和分位，建模分为两种情况：1)过程层设备智能化，具有过程层通信的情况。断路器逻辑节点XCBR，位于过程层智能设备，断路器位置采用数据Pos，数据属性stVal建模。隔离开关逻辑节点XSWI，位于过程层智能设备，隔离开关位置采用数据Pos，数据属性stVal建模。间隔层智能设备，通过GOOSE接收过程层智能设备的断路器、隔离开关的位置信息。这些位置信息在间隔层设备建模为CSWI(与该断路器或者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型对应)，采用数据Pos，数据属性stVal，供站控层设备与间隔层设备交换信息使用。2)过程层设备非智能化，无过程层通信的情况。断路器逻辑节点XCBR，位于间隔层智能设备，断路器位置采用数据Pos，数据屙性stVal建模。隔离开关逻辑节点XSWI，位于间隔层智能设备，隔离开关位置采用数据Pos，数据属性stVal建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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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站控层设备通信，断路器、隔离开关位置信息在间隔层设备建模为CSWI(与该断路器

或者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型对应)，采用数据Pos，数据属性stVal。

断路器与隔离开关LN置于间隔层设备。

b)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入单位置。应按双位置同样方式处理。由装置自行处理单位置到双位置的

转换。

c)接地刀闸位置。

接地刀闸位置接入双位置，建模同隔离开关接入双位置建模。

接地刀闸位置接入双位置，建模同隔离开关接入单位置建模。

接地刀闸不控制，只接入位置的情况，将CSWI．Pos．ctlModel值置为0，即只有状态(status—only)。

d)分接头位置。变压器分接头位置应采用逻辑节点YLTC，数据TapChg，数据属性valWTr建模。

e) 其他开入。其他开入可采用逻辑节点GGIO，数据lnd，数据属性stVal建模。

7．3 3 5保护跳闸数据建模

保护跳闸命令采用PTRC建模，采用Tr中的phsA，phsB，phsC来表示单相还是三相跳闸。对于单

相跳闸，可将phsA，phsB，phsC中对应数据对象设置为TRUE。对于三相跳闸，将phsA，phsB，phsC

数据对象均设置为TRUE。

如果保护要跳多个断路器，可建模为多个PTRC，一个PTRC对应一个断路器。例如母线保护需要

跳开本段母线上Ⅳ个间隔的断路器，可采用Ⅳ个PTRC建模。这Ⅳ个PTRC的相关数据组成一个跳闸

用数据集供GOOSE使用。保护发一帧GOOSE报文，就可以命令Ⅳ个单元跳闸。

通过GOOSE完成间隔层保护装置之间的配合，以及保护装置与向过程层智能设备的配合。

7 3．3．6保护事件建模

保护事件数据应建模于保护逻辑设备。

保护事件相关数据对象的通用数据类应为ACT、ACD。

保护LN类中可扩展一个DO，建模保护动作相对时间RltTmms(Relative Time)，CDC采用INS。

7．3．3．7告警建模

装置告警和通信告警，如通信插件告警等，可位于设备的公共LD；保护告警，如过负荷告警等，

可位于保护LD。

应采用DL／T 860中规定的GGIO中的Aim进行告警建模。

7 3．3．8保护压板建模

保护压板数据应建模于保护逻辑设备中。保护功能压板宜建模于LLN0。保护出口压板宜建模于

PTRC和RREC中。通用数据类采用SPC。

7．3．3．9装置复归建模

每个装置宜配置一个复归对象，复归数据应建模于公用LD，采用LLN0中的LEDRs和直接控制方

式。

7．3．3．10定值建模

定值宜按以下原则建模：

a) 控制字，例如公共控制字、纵联保护控制字、差动控制字、距离保护控制字⋯⋯，这些控制字

与多个功能逻辑节点相关，控制字定值应建模于保护LD，扩展在LN0中。

b)控制字按照投退方式建模时，与系统相关的控制字应建模于保护LD，扩展在LN0中；与具体

功能相关的控制字，建模于相关的功能LN中：如零序II段投入控制字扩展建模于零序二段的

功能LN中。

c) 与某个具体功能LN相关的定值，如相间I段电抗定值、接地II段电抗定值、接地I段时间定

值⋯⋯，宜建模于该功能LN内。

d) 与某几个具体功能LN相关的定值，如相间距离电阻定值、接地距离电阻定值、电抗零序补偿

8



www.bzfxw.com

DL，T1146—2009系数、电阻零序补偿系数⋯⋯，宜建模于功能LN所在的LD，扩展在LLN0中。定值数据对象的通用数据类应为SPG、ING、ASG、CURVE之一。一般情况下，控制字应采用ING和SPG，其他定值应采用ASG或者ING建模。根据DL／T860规定，定值区号应从1开始。在保护LD的LLN0中，应定义系统参数数据集(dsParam)和成组定值数据集(dsSetting)。两个数据集的成员均为装置定值，数据集成员的排列顺序与装置说明书定值单中定值的顺序相同。两个数据集均仅定义定值顺序，不进行实际通信。7．3．3．11录波建模录波数据应建模于录波逻辑设备。采用逻辑节点RDRE建模，应具备下列数据对象：a)RcdMade，该数据为true时，表示录波完成；b)FltNum，该数据表示用于区别故障的序号，用十进制表示。录波文件(COMTRADE格式)名称可采用：装置名LD名称FltNum故障号故障时间，该命名方式可保证录波文件与故障号的对应关系。故障时间格式应为：年(四位)月(两位)日(两位)一时(两位)分(两位)秒(两位)一毫秒(三位)。7．3．3．12故障相关信息有录波功能的装置的故障信息宜放在xml格式的录波头文件(HDR)中，格式如下：<?xmlversion=”1．0”encoding=”UTF一8”?><FaultReport><FaultStartTime>故障开始时间<／FaultStartTime><Triplnfo><time>相对时间<／time><name>保护事件名称<／name><phase>相gO<／phase><value>参数(1动作，0复归)<／value><／TripInfo><Triplnfo><time>相对时间<／time><name>保护事件名称<／name><phase>相gU<／phase><value>参数(1动作，0复归)<／value><Faultlnfo><!一动作参数对应某个保护动作一><name>动作参数名称<／name><value>动作参数值<／value><／Fauhlnfo><Faultlnfo><name>动作参数名称<／name><value>动作参数值<／value><／Faultlnfo’<／Triplnfo><FaulⅡnf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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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参数对应整个故障一>

<name>故障参数名称<／name>

<value>故障参数值<／value>

<／Faultlnfo>

<DataFileSize>DATA文件大d、<／DataFileSize>

<FaultKeepingTime>故障持续时f司<／FaultKeepingTime>

<／FaultReport>

7．3．3．13数据描述

7．3．3．13．1离线描述

应在ICD文件中提供数据名称描述，供离线配置工具使用。

离线描述位于逻辑节点实例中的数据对象实例DOI节点，在DOI节点的属性desc中填写数据的描

述。

例如：

<LN prefix=”Phs’’lnClass=”PDIS”inst=”1”lnType=”IED／Prot／PDIS”>

<DOI nme=”Op”desc=”相间距离1段”／>
<／LN>

7 3 3 13．2在线描述

宜在设备模型中提供数据名称的描述，供客户端软件或者在线配置工具在线使用在线描述，位于逻

辑节点实例中的DO中，用CDC中的数据属性dU建模数据描述。

7 3 3 14 GOOSE模型

GOOSE模型中，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应为数据属性。

例如：

<DataSet name=”PubGOOSE”desc=⋯’>

<FCDA ldlnst-”CTRL”prefix=”Q0”lnlnst=-”1”lnClass=”CSWI”doName=”Pos”daName=”stVal”
fc=”ST”，>

<FCDA ldlnst=-”CTRL”prefix-”Q1G”lnlnst=-⋯1’lnClass=”CSWI”doNameo’Pos”daName=”qt’
fc=”ST’f，>

<FCDA ldlnst--”CTRL”prefix=”Q2G”lnInst=”1”lnClass2”CSWI”doName2”Pos”daName=”t”
fc=”ST”／>

<／DataSet>

7．3．4网关模型

7．3．4．1逻辑设备LDO

DL／T 860 71中描述逻辑设备LD0为：物理设备是代理或网关时，该网关应包含一个LD0，用于描

述代理或网关本身的数据。

通常网关的LD0应包括：

a) 网关本身的自检信息：

b) 网关本身的告警信息；

c) 网关本身的参数；

网关本身的建模应参考本标准6．3 2和6．3．3。

7．3．4．2逻辑设备代理的模型

一个网关代理的每个设备，都可能包括若干LD，应为每个LD对应建立一个LD模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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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146—20098抽象服务通信接口8．1ACSI服务一致性要求DL／T860定义了抽象服务通信接口(ACSI)模型，对语义以及调用这些服务的操作(包括请求和应答中的参数)都作了详细规定。本标准根据工程实施要求实现的ACSI服务如表1所示。表1ACSI服务一致性要求是否强制(M／O)信息交换模型信息交换服务客户服务器各注服务器SERVERGetServerDirectoryM关联ASSOCIATIONAssociateMMAbortMMReleaseMM逻辑设备LOGICAL-DEVICEGetLogicalDevieeDirectotyMM逻辑节点LOGICAL—NODEGetLogicalNodeDirectoryMMGetAllDataValuesMM数据DATAGetDa衄、hlucsMMSetDataValuesMMGetDataDireetoryMMGetDamDefinitionMM数据集DATA．SETGetDataSetDirectoryMMGetDataSetValuesMMSetDataSetValuesOoCreateDataSetoODeleteDataSetOo取代SubstitutionSetDataValuesMCl定值组控制SettingGroupControlGetSGCBValuesMC2SelectEditSGMC2SeleetAcfiveSGMC2SetSGVa．1uesMC2ConfirmEditSGⅧuesMC2GetSGValuesMC2



www.bzfxw.com

DL，T 1146～2009

表1(续)

是否强制(M／O)
信息交换模型 信息交换服务

客户 服务器 各注

报告Reporting

Report M M

data—change M M

quality—change M 0

data—update O O

GI M M

IntgPd M M

GetBRCBVa|ues M C3

SetBRCBValues M C3

GetURCBValues M C3

SetURCB、枷ues M C3

日志Loging

日志控制块

GetLCBⅧues M C4

SelLCBValues M C4

日志Log

GetLogStatusValues M CA

QueryLogByTime M C4

QueryLogAt=ter M C4

G00SE

SendGOOSEMessage o C5

GetGoCBValues M C5

SetGoCBvalues M C5

GetGoReference O 0

GerGOOSEElementNumber 0 O

采样值SVC

SendMSVMessage G6 C6

SendUSVMessage C6 C6

GetMSVCBValues o o

SetMSVCB、，allies O 0

GetUSVCBValues O O

SetUSVCBValues 0 O

控制Control

Select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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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DL，T1146～2009是否强制(M／O)信息交换模型信息交换服务客户服务器各注控制ControlSelectWithValueMMCancelMMOperateMMCommand-TcrminationMMTimeActivated-Operate0O文件传输FileTransferGetFileMMSetFileO0DeleteFileoOGetFileAttributeValuesMM时间Time时钟同步OC7注1：M为强制，O为任选。注2：如服务器支持取代Substitution，C1为M。注3：如服务器支持定值组控制SeRingGroupControl，C2为M。注4：C3为服务器可支持BRCB、URCB中的一种。注5：如服务器支持日志Loging，C4为M。注6：如服务器支持GOOSE，C5为M。注7：c6为服务器可支持SendMSVMessage、SendUSVMessage中的一种。注8：如服务器支持网络对时，C7为M8．2关联服务器应支持对不同客户的访问视窗。建立关联时应正确设置AP，否则可能会导致连接失败。当MMS通信意外中断时，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检出通信故障的时间应不大于lmin。83目录类服务读数据集目录时装置上送数据应包含有数据路径，使用～／或‘$’作为引用分隔符。FC应按DL／T860．81的顺序排列。8．4数据集本标准规定遥信信号、保护事件等重要状态信号应采用FCD方式上送，而如遥测值等不需要变化时间时可采用FCDA方式上送。数据集在SCD文件中定义，不要求数据集动态创建和修改。&5取代客户首先设置要被取代的值(xy．subVal、xy．subQ、xy．sublD)，然后将xy．subEna属性置成TRUE使能取代。数据值被取代后，服务器端应使用报告服务通知客户端数据值被取代。8．6定值组控制采用读定值组的值方式读取服务器定值信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客户可以进行定值的修改，推荐改定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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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客户端发出选择编辑组请求，服务器响应；

b)客户读取编辑组当前定值，服务器响应{

c)客户写服务器编辑组定值，服务器响应；

d)客户读取编辑组当前定值(用于验证写是否成功)，服务器响应；

e) 客户确认定值修改，服务器响应，新定值有效。

改激活定值组号，可直接由写服务完成。

8．7报告

URCB和BRCB均应采用多客户端可视的实现方式，即客户端可见所有的报告控制块实例。报告控

制块后缀名应为从“0l”开始的两位数编号。客户端只可在报告控制块非使能状态下附加其编号设置报

告控制块参数。报告控制块使能后，报告控制块参数生效。客户端不可同时设置报告控制块的参数和使

能报告控制块。正确步骤应为先禁止使能或已在非使能状态下，设置报告控制块的参数，最后再使能报

告控制块。

服务器端应严格按照设置的触发原因上送报告。

BRCB和URCB传送信息种类宜采用以下分类：

URCB：遥测；

BRCB：保护事件、压板、开入信息、告警。

8．8臼志

8．8．1 日志控制块

8．8．1．1 一个逻辑设备宜具有一个日志控制块，推荐放在LLN0中。

8．8 1 2 日志控制块中的所有属性都应具备。属性的类型、格式都应按DL／T 860．81的规定执行。

8 8 1 3 日志引用LogRef属性应为LDName／Ldinst(LDName／实际LOG名)。
8 8．1．4 OldEntrTm、NewEn舡Tm属性，在传输时应采用EntryTime(6个字节BINARY-TIME)时间格

式，该时间由1984年1月1日0点0分0秒起到日志条目写入时的UTC时间止，在屏幕上显示时应采

用当地时间。

8．8．1．5 OldEnt、NewEnt属性的MMS类型为EntrylD，应是固定长度为8的八位位组串。EntryiD在

显示时应高字节放置在左边，低字节在右边；而且一个字节中的高位应在左边，低位在右边。

8．8 2日志

8 8 2 1 LOG应按照先入．先出的原则写入。

8．8 2 2一个逻辑设备只有一个日志。

8．8．2．3 日志中应包括产生日志的原因(reason．code)。reason．code应是一个最小长度为6位的位串。

包含的原因值应按照产生日志的TrgOps设置填写，但不应包含general—interrogation。

8．8．3 日志服务

8．8．3．1客户使用QueryLogByTime服务，应从RangeStartTime到RangeStopTime的时间段范围内检

索Log条目。客户发出此服务时，在屏幕上填写RangeStartTime和RangeStopTime时间时应采用本地时

间。

8．8．3．2客户使用QueryLogAffer服务，在引用Log中检索应从RangeStartTime起始时间和EntrylD之

后一定范围的Log条目。客户发出此服务时，在屏幕上填写RangeStartTime时间时应采用本地时间，

EntIyID参数也应填写选定的长度为8的八位位组串。

8．9 GooSE

8 91 GOOSE控制块

8 9．1．1 GOOSE控制块应具备DL／T 860．81中的表50所列属性。

8．9 1．2 DatSet数据成员应到最底层FCDA。

8 9 1 3在工程应用时，为提高组播信息接收的总体性能，设备制造商宜根据装置以太网控制器硬件的

4



www.bzfxw.com

DL，T1146—2009哈希算法实现过滤，提供可接收GOOSE报文的组播目的地址。系统集成商在分配组播目的地址时宜评估这些算法的影响，避免出现信息阻塞。892GOOSE服务8．9．2．1GetGoReferenee和GetGOOSEElementNumber服务应按DL／T860．81的18．1．2及附录A的规定实施。8．92．2间隔层设备与过程层设备间的控制及状态信息传输，宜由发送GOOSE报文实现。89．3GoOSE报文8．93．1GOOSE的报文应遵循D叽860．72的表29定义的格式。8．9．3．2GOOSE报文发送按应图2所示的规律执行。图2GOOSE发送过程8．9．3．3GOOSE报文中的SqNum和StNum的初始值应为l。当有事件发生时，StNum应加1、SqNum应变为0，之后SqNum应顺序加1。8．93．4GOOSE报文发送过程中各种时间间隔推荐如下：a)TO：稳定条件(长时问无事件)下重传时间间隔应小于60s并可配置；b)(TO)：稳定条件下被事件缩短的重传时间间隔应小于TO：c)T1：事件发生后，最短的传输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s并可配置；d)T2，T3：直到获得稳定条件的重传时间间隔应不超过20s。8．10采样值8、10．1采样值服务和采样值报文采样值传输宜采用DL／T860．91。在通过试点工程验证传输可靠性后，可采用DL／T860．92。DL／T86091对采样值到Is伽EC8802．3的特定通信服务映射规定得很具体，它规定了建立在与IEC60044—8相一致的单向多路点对点连接之上的映射。DL／T860．91和DL／T860．92映射提供在APDU被递交到传输缓冲区前将若干ASDU连接成一个APDU的性能。被连接为一个APDU的ASDU的数目宜根据采样速率进行预配置，但不可动态改变。当若干ASDU连接成～帧时，最早采样值的ASDU应为帧中的第1个ASDU。8．10．2采样值控制块8．102．1一个逻辑设备可具有MSVCB和USVCB中的一种控制块，并放置在LLN0逻辑节点中。81022控制块应具备DL／T860．72中的表32或表33所列属性。除Refresh．time、Sample．synchronised属性可选外，其他都应具备。810．23对于MSVCB控制块中的所有属性，任何客户可读采样值控制块实例的属性。只有特权客户可修改采样值控制块属性。810．24SmpRate属性规定采样率，即每秒采样次数。宜根据工程应用的要求，选用合适的采样率。81025在工程应用时，为提高组播信息接收的总体性能，设备制造商宜根据装置以太网控制器硬件的哈希算法实现过滤，提供可接收采样值报文的组播目的地址。系统集成商在分配组播目的地址时宜评估这些算法的影响，避免出现信息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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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控制

8．11．1可控数据

8．11，1 1可控数据模型应采用DL／T 860．73和DL／T 860．81附录E．3扩展的定义。

8．11．1．2当DataAttributes数据属性在DL／T 860．73具有FC=CO和ST时，只用FC=ST。

8 11 1 3当DataAttributes数据属性在DL／T 860．73具有FC=SP和MX时，只用FC=MX。

8 11．2控制的服务和服务参数

8．11．2．1 对现场的控制操作应采用增强安全的操作前选择控制模型。该模型应采用SelectWithValue、

Cancel、Operate、CommandTermination服务。控制对象的状态改变应产生报告。

8．11．2．2控制服务的特定公用数据属性类SBOw、Oper、Cancel、ctlVal的定义应采用DL／T 860．81的

附录E．4。带值选择SBOw、取消Cancel、操作Oper服务请求应采用写结构实现。

8．11 2．3控制功能的服务参数应遵循DL／T 860．72的17．5．2的规定。

8．”．2．4对现场设备的控制。服务参数Value、T、Test、Check、AddCause都应具备并严格按照标准

规定的格式填写。

8．11 2．5 Check参数用于同期、互锁检查，类型为PACKEDLIST，同期、互锁检查都使用则将此参数

设置为⋯11，只使用同期检查则设置为“10”，如都不用则设置为“00”。
8”．26 Value中的ctVal／setMag、origin、cflNum参数应填写完整。当采用TimeActivatedOperate时

间激活操作服务时还应包括OperTm参数，其他类型控制服务不应包括OperTm参数。

812时间和时间同步

8 12．1采用网络对时时，应用层协议应为SNTP。传输层协议宜为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8．12 2时标TimeStamp在网络上传输时应采用UTC时间信息格式。EntryTime在网络上传输时应采用

6个字节BINARY-T1ME时间格式。

8．12．3时间在屏幕上显示时应采用当地时间。

8．12 4用于事件时标的时钟同步准确度应为土lms。

8．12．5硬件同步机制(例如GPS或其他)不在本标准范围。

8．13文件传输

8．13．1文件传输模型

8 13．1．1全文件名应由文件路径和一个文件名构成。长度不应超过255个八位位组。

8．13．1．2文件名称是否区分大小写应在PIXIT中声明。

8．13．1．3文件长度以八位位组为单位的长度。最大文件长度应在PIXIT声明中规定。

8．13．1 4 LastModified为文件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其属性类型为TimeStamp，在网络上传输时应采用

UTC时间，在屏幕上显示时应采用当地时间。

8．13 1．5文件后缀用于区分文件的内容格式。后缀不应超过3个八位位组。不应使用DL／T 860．81表79

规定的保留后缀。

8．13．1 6 COMTRADE文件应包含在根目录下的“COMTRADE”文件目录内。COMTRADE文件可使

用3种不同的后缀hdr，cfg和dat。

8．13．2文件服务

8．13．2．1文件服务的参数应按DL／T 860．81中的规定执行。

8 13 2．2 FileName参数不应为空。

8 13．2．3 File．Data参数应包含被传输的数据，file．data的类型为八位位组串。

8．13．2 4读文件目录时，不可使用“+．”’参数。

9测试

9 1测试要求

各制造厂家的产品应经过国内有资质的电力工业质量检验测试机构基于本标准进行的一致性测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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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1146—20D99．2一致性测试准备工作9．21设备制造厂家在提交被测设备前，应准备以下内容：a)协议实现一致性说明(PICS)；b)用于测试的协议实现额外信息(PIXIT)；c)模型实现一致性说明(MICS)：d)设备安装和操作的详细指导手册；e)被测设备的ICD文件。在提交被测设备时，上述文件资料应与被测设备DUT一起提交。其中P／X／T文件应包括以F内容：a)最多可支持同时多少客户关联：b)服务器的关联参数；c)是否有判别通信端口断开的功能；d)动态建立数据集的最大数目是多少；e)动态建立一个数据集时最大的元素数目是多少；f)报告控制块(BRcB、uRcB)的触发条件、任选域和有关参数；2)GOOSE报文收发的能力及报文接收处理能力；h)采样值SCSM类别及报文接收处理能力；i)控制模式和控制时的各种参数(如oreat、test、check等)；J)是否有判别失去时间同步并作标识的能力；k)文件名是否区分大小写，文件最大长度。922检测机构在进行一致性测试前，应准备以下内容：a)客户端模拟器(模拟CLIENT)；b)服务器端模拟器(模拟SERVER)；c)合并单元模拟器；d)测试用的监视分析器；e)模拟时间主站；f)以太网交换机；g)交流信号源；h)模拟断路器或模拟开关；i)测试记录。9．3一致性测试环境一致性测试应建立测试环境(见图3)。9．4一致性测试9．4．1被测设备(服务器)的一致性测试内容测试机构应对制造商提供的PICS、PIXIT和MICS中标明的被测设备的每一项进行一致性测试，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a)文件和设各控制版本的检查；b)按标准的句法(Schema模式)进行设备配置文件的测试；c)按设备有关的对象模型进行设备配置文件的在线测试；d)依据标准检验被测设备的各种模型的正确性；e)按适用的SCSM(DL／T860．81，DL／T860．91和DL／T86092)进行通信栈实现的测试；f)按ACSI定义进行ACSI服务的测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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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测试环境

2)按DL／T 860标准给出的一般规则，进行设备特定扩展的测试。

9．4 2静态测试

检测机构应首先对被测设备进行以下静态一致性测试，并做好记录：

a) 检查提交的各种文件是否齐全和设备控制版本是否正确；

b)用Schema对被测设备配置文件(1CD)进行正确性检验：

C) 检验被测设备的各种模型是否符合标准的规定。

9．4 3动态测试

一致性动态测试的测试用例应完全采用DL／T 860．10的肯定测试和否定测试用例。对每个测试用例

应按正确的操作流程进行测试，并做好记录。动态性能的测试应使用硬件信号源进行触发(触点、电压、

电流等)。

9．5一致性测试结果

检测机构对被测设备进行测试后应出具检验报告。在检验报告中除了对一致性测试内容的每一项给

出结论外，还应详细给出静态检查和每个动态测试用例的测试结果，其测试结果分“通过”、“失败”、“未

测(无此功能)”三种。

被测设备只有通过了静态性能检查和动态能力的一致性测试，获得国内有资质的电力工业质量检验

测试机构的检验报告之后才可集成到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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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规范性附录)GOOSE通信的收发机制DL，T1146～2009A．1GOOSE发送机制A．1．1装置上电时应自动按数据集变位方式发送一次，将自己的GOOSE信息迅速告知接收方。第一帧StNum=1，SqNum=l。A．1．2GOOSE报文心跳间隔时间为系统配置的TO，报文允许生存时间(TimeAllowtolive)为2T0。A．2GOOSE接收机制A．2．1单网接收机制(见图A．1)(初始化)上一帧StNum爿)上一帧SqNm=0I恤文lIIf丢弃报文ffJj更新致据『IA．2．2双网接收机制(见图A．2)A．3GOOSE配置图A．1GOOSE单网接收机制A．31GOOSE控制块、通信地址参数应由系统配置工具统一配置，装置根据SCD文件的配置具体实现GOOSE功能。A．3．2GOOSE输出数据集应为DA方式，由系统配置工具统一配置。A33GOOSE输入定义宜采用Inputs数据定义实现，用Extref．1墓体定义接收数据reLA．4GOOSE告警A41GOOSE通信中断装置应发送告警信号，设置网络断链告警。在接收报文的允许生存时间(TimeAllowtolive)的2倍时间内没有收到下一帧GOOSE报文时判断为中断。双网通信时应分别设置双网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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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断链告警。

图A．2 GOOSE双网接收机制

A 4．2 GOOSE通信时对接收报文的配置不一致信息装置应发送告警信号，判断条件为配置版本号及

DA类型不匹配。

ICD文件中应配置逻辑节点GOERGGIO，根据GOOSE通信组数配置相应的Aim用于GOOSE中

断告警和GOOSE配置版本错误告警。系统配置生成SCD时应添加与GOOSE配置相关的Aim的desc

描述，厂家应根据desc描述配置具体Aim与内部信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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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规范性附录)模型扩展DL，T1146—2009B1基本数据相同的功能逻辑节点建模基本数据相同的功能，应采用源于相同LN类的不同实例。例如，相间距离保护建模为PhsPDIS，接地距离保护建模为GndPDIS，而不是在PDIS粪中扩展相间出口和接地出口。B．2LN类的数据扩展示例电流反时限保护建模时，除了电流定值和时间定值外，可能还有反时限时间系数定值，应在PTOC类中添加反时限时问系数DO，而不应定义新的LN类。<LNodeTypeid=”IED／ProtAPTOC”InClass=”PToC”><DOname=”Mod”type=”IEDMod1”／><DOname=”Beh”type=”IEDBeh1”／><D0name=”Health”type=”IEDHealth1”／><DOname=”NamPlt”type=”lEDNamPlt1”／><DOmaine=’’Str“type=”IEDACD1”／><D0name=”Op”type=”IEDACT1”／><DOnanle=”StrVal”tvDe=”SFASG1”／><DOname=”0pDlTms”type=”SFASG1”／><D0name=”InvTmFactor”type=”SFASGl”／><／LNodeType>B3标准中未定义的保护功能的建模某些保护功能标准未定义，可定义新的LN类，LN类命名规范详见DL／T860．74附录A．4。例如，非全相保护可定义新的LN类PPLD(Poledisagreenment)。<LNodeTypeid=”IED／Prot／PPLD”InClass=”PPLD”><DOname=”Mod”type=”IEDMod1”／><D0nanle=”Beh”type=”IEDBeh1”／><DOname=”Health”type=”IEDHealth1”／><DOname=”NamPlt”type=”IEDNamPlt1”／><DOnanle=“Str”type=”IEDACD1”／><DOflame=”Op”type=”IrEDACT1”／><／LNodeType>B．4数据对象模型新建以及扩展LN实例中存在多个数据结构及语义相同的数据类实例时，应采用在数据对象名称中扩展数字后缀的方式进行建模。例如，YPTR中数据HPTmp的扩展方式见表B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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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l：IPTmp数据扩展示例

I-IPTmpl Winding hotspot 1 temperature(in℃)

HPTmp2 Winding hotspot 2 temperature(in℃)

HPTmp3 Winding hotspot 3 temperature(in℃)

HPTmp4 Winding hotspot 4 temperattt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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