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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电网设备通用数据模型命名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设备通用数据模型的命名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系统在线和离线应用系统建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DL／T 1171—2012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D价510全国电网名称代码
DL，r 890．301／IEC 61970—301 能量管理系统应用程序接口(EMS．API)第301部分：公共信息模

型(CIM)基础

DL／T 1040 电网运行准则

SD 240—1987 电力系统部分设备统一编号准则
vo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网设备的基本名称short n且me of equipm蚰t

采用调度系统的统一命名体系，按调度发文所确定的调度关系和设备命名、编号。

3．2

设备的路径名称pathname ofequipmeⅡt

按照规范的组合规则对设备所属的电网、厂站和电压等级等属性的描述。

3．3

设备的全路径名称 fuU pathname of equipmeⅡt

用于交换和访问电网一次设备的完整名称，即设备的路径名和设备的基本名称的组合，在系统范

围内具有唯一性。

4电网设备全路径名称

4．1 电网设备全路径名称结构如图1所示。

l虫凰．[站线，虫压笠级．衄匾．幽壹啦．属性l
图1 电网设备全路径名称结构

其中，带下划线的部分为名称项，小数点“．”和正斜线“／”为分隔符。具体说明如下：

a) “电网”指设各所属调度机构对应的电网名称，电网可分多层描述，当一个厂站内的设备分属

不同调度机构时，站内所有设备对应的电网名称应一致，如没有特别指明，选取最高级别的

调度机构对应的电网名称。

1



DL，T 1171—2012

b) “厂站线”指所描述的发电厂或变电站或输配电线路的名称。

c) “电压等级”指电力设备的电压等级，单位为kV。

d) “间隔”指变电站或发电厂内的接线间隔名称，或称串。

e) “设备”指所描述的电力系统设备名称，可分多层描述。

f) “属性”指部件的属性名称(如P、Q等)，由应用根据需要进行定义和解释。

4．2 电网设备全路径名称结构中除“间隔”和“属性”部分外，均直接采用一次命名，基本规则如

下：

a) 自然规则。所有名称项均采用自然名称或规范简称，推荐采用中文名称。

b)分隔规则。用小数点“．”作为层次分隔符，将层次结构的名称项分隔；用正斜线“／”作为定

位分隔符，放在“厂站线”和“设备”之后。在有的应用场合可以不区分层次分隔符和定位

分隔符，可全用“．”。

c) 分层规则。各名称项按自然结构分层次排列。如“电网”可按区域电网、省电网、地市电

网、县电网等；“设备”可分多层，如一次设备及其配套的元件保护设备。

d)转换规则。当现有系统的内部命名与本命名规范不一致时，与外部交换的模型数据名称需按

本规范进行转换。新建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应直接采用本规范命名，减少转换。

示例1：某电网．晋城站／500kv．1撑变压器．高，有功。

示例2：海南／总负荷。

5 电网及调度机构命名

电网命名参照GB／T 2260《中华灭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电网名称不加任何前置词或后置词修

饰，如“华北”表示华北电网。省级以上电网规范名称如表1所示，地、县级电网和调度机构原则上

按照GB／T 2260和上述原则进行命名。

电网分三级进行描述，即省级及以上电网、地级电网、县级电网。当所描述的电网模型不涉及上

级或下级电网时，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上级或下级电网名称。

1表1列出省级以上电网的规范名称，其中的“电网名称”、“中文简称”、“英文简称”三种命名方

式原则上是等价的，应用系统应能够自动识别处理。为提高效率，宜采用表1所列“电网名称”，若采

用“中文简称”或“英文简称”时，应在交换文档中以参数方式显式说明；在一个电网的描述文档中

应仅选择一种方式。

表1省级以上电网规范名称

序号 电网名称 中文简称 英文简称

0 中国 中国 CN

1 国网 国网 SG

2 华北 华北 NC

3 北京 尿 BJ

4 天津 津 TJ

5 河北 冀 EB

6 山西
皿

SX目

7 内蒙古 蒙 NM

8 山东 鲁 SD

9 东北 东北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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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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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电网名称 中文简称 英文简称

10 辽宁 辽 L]N

11 吉林
=b

JL目

12 黑龙江 黑 U

13 蒙东 蒙东 MD

14 华东 华东 EC

15 上海 沪 SH

16 江苏 苏 JS

17 、：浙江 浙 zJ

18 安徽 皖 AH

19 福建 闽 FJ

20 华中 华中 CC

2l 河南 豫 EN

22 湖北 鄂 HB

23 湖南。 湘 HN

24 江西 赣 J)(

25 四川 川 SC

26 重庆 渝 CQ

27 西北 西北 NW

28 陕西 陕 SN

29 甘肃 甘 GS

30 青海 青 QH

3l 宁夏 宁 NX

32 新疆 新 Ⅺ

33 西藏 藏 XZ

34 南网 南网 CSG

35 广东 粤 0D

36 广西 桂 GX

37 云南 云(或滇) YN

38 贵州 贵(或黔) GZ

39 海南 琼 HA

40 香港 港 HK

41 澳门 澳 MC

42 台湾 台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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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电厂、变电站命名

发电厂和变电站的名称采用由所属调度机构命名的自然名称。当需要区分厂、站类型时，发电厂

(含火电厂、水电厂、核电厂、风电场等)名称后加“厂”字；变电站(含变电站、开关站、换流

站、集控站等)名称后缺省加“站”字，也可以省略。如阳城厂、三峡左一厂、南阳站或南阳等。

当需要指明厂站所在电网时，厂站名前面冠以所属电网名称，一般按调度关系划分。如：国网．阳

城厂、华北．大同等。如果一个厂站内部含有多重调度关系，可按该厂站最高电压等级所属调度关系，

在前面冠以相应电网的名称。

7线路命名

输电或配电线路由所属调度机构根据SD 240一1987《电力系统部分设备统一编号准则》进行命名。

线路是连接两个相同电压等级厂站的特殊设备，当描述电网时，线路(含两端)作为一个整体，

与厂站处在相同的描述层面，线路名前面冠以所属电网名称(一般按赢接调度关系确定)，如：“华北．

大房1线”表示华北电网大同到房山的第1回线路。线路的两端(简称线端)位于厂站内部特定电压

等级的特定间隔之中，当需要对线端进行详细描述时，线路(线端)可作为设备出现在厂站内的间隔

中；如：“华中．南昌／500kv间隔1腐进I线／有功”表示华中电网南昌站侧500kV南进I线有功功率。

8电压等级命名

电压等级规范格式为“额定电压+kv”，如果为直流，前面加上“DC”。如：“500kV”表示500kV

交流，“DC500kv”表示±500kv直流■在不需要特别指明电压等级的情况下，该项可以省略。

9间隔名称

间隔(Bay)指厂站内特定母线接线方式下一组密切相关设备的集合，也称为“串”或设备组。间

隔的命名采用“间隔+序号”的方式，如：“间隔l”、“间隔2”等。间隔的前面可加电网、厂站、电压

等级等描述，后面可加设备、部件等描述，如：“华东．黄渡／500kV间隔2．开关5022／状态”表示华东电

网黄渡变电站500kV第2间隔开关5022的状态。对于不支持间隔描述的老系统，可省略该项。

10电力设备命名

主要电力设备包括母线、发电机、变压器、变压器绕组、断路器、刀闸、负荷、电抗器、电容

器、串抗、串补、换流阀、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等。电力设备的名称采用调度命名，其

命名规范遵照SD 240一1987《电力系统部分设各统一编号准则》。交流线路和直流线路的命名方式见第

7章。表2列出主要电力设备的命名规范。

表2主要电力设备命名规范

设备名称 英文简称 备 注

编号玎母线 BBn Bus B锄丐ectiOn

编号棚机 GUn Gen鲫tor Umt

编号蜘变压器 PTn Powcr TI硼sfomcr

编号轴变压器一高／中／低 豫Ⅳ Tr蚰s妇mer W砌ing

编号f开关 CBi B∞aker

编号i刀闸 DSi Discormector

编号f地刀 GDi GrouⅡd Disconnector

4



表2(续)

DL，T”71—2012

设各名称 英文简称 备 注

编号门负荷 LDn Load

编号肝电抗 REn Shunt Compens咖r

编号一电容 CA』l Skmt C岫p哪sator

编号玎串抗 SRn Ser主es Co瑚peI培ator

编号对串补 SCn Series COfnpe瑚a幻r

编号订换流阀 f壬扔 Conve毗r Vhlve

编号胛电流互感器 CTn C眦ent 1．ransfo仰er

编号圩电压互感器 PTh，CVTh Potential 11ransformer

编号n避雷器 MOAn MOA(1igh协ing an弓ster)

注1：表中门表示设备序号。一般从1开始顺序编号，如：“l拌变压器”、“l舟机组”。

注2：表中l表示设各标识。主要用于断路器和刀闸等。如：“50ll开关”、“CB5033”、“DS50331”等。

11 量测命名

量测主要包括遥测和遥信两类，每一类又分为设备量测和非设备量测。

设备量测的命名方式：

设备名／量测类型

非设备量测的命名方式：

厂站或区域名称／量测类型

其中，常用量测类型见表3。

表3常用量测类型表

中文名 英文名 备 注

有功 P 遥测

无功 Q 遥测

电压 V 遥测

电流 I 遥测

开合状态 ST 遥信

档位 DW 遥测

频率 f 遥测

相角 A 遥测

12电网二次设备命名

继电保护设备和安全自动装置的命名采用自然名称，按被保护的设备进行描述。如：“华北．房山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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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l线．主保护／电流定值”，“华北．房山站／变压器1．主保护／电流定值”，“国调．南阳站／南荆1线．快速

解裂装置／投入运行”等。

自动化设备和系统的命名采用自然名称，按所监控的范围进行描述。如：“国调／自动化系

统．sCADA服务器／硬盘故障”、“国调．南阳站／自动化系统／开发厂家”、“南阳站／PMU／输入通道2．电

流”。

通信设施的命名采用自然名称，按管理范围进行描述。当通信系统内部交换数据时，可采用单一

分隔符“／”；当与其系统(如电网设备检修计划流程等)交换数据时，推荐采用“．”和“／”双分隔

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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