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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1/$%/1的电力线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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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电力接地线监测系统的规

划%设计和实现过程'该系统基于 ?MA

!?*)(24*MA4*W4*"模式运行&包括智能接

地监测仪%远程观测点和监控中心系统'

电力线的接地状态由监测仪采集&并通

过 À=短消息向监控平台传输数据'为

确保系统的安全&系统中的关键数据进

行了=Z6 加密'登陆用户对数据库的操

作情况以日志文件的形式保存&支持智

能模糊查询%数据备份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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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F,3*)+0531),

""电力接地线监测系统是利用 À=通信技术采集%记录和显示电力

线路施工和维护中电线接地线物理参量&以供生产管理人员和现场操

作者参考的系统'在大型电力线路施工中&常常有较多的测量和控制对

象&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但又需要统一的管理和调度&特别是在一些

分布很广%环境恶劣的环境下&怎样进行有效地数据采集和传送&从而

进行整体监控和生产管理&保证施工安全&良好的监测系统是必需的'

?>系统结构
AX234S23*0530*4

""本文采用=15*)2)V3公司的H43!%%6开发工具和=15*)2)V3An>A4*W7

4*!%%6数据库以及 À=短信技术&开发设计了一个基于?MA 模式的电

力接地线监测系统+&,

&实现了接地线状态采集%运行模式设置%手机短

信平台设置%信箱管理%工程进度管理%工人工作量计算以及各类查询

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 所示'智能接地监测仪负责数据采

集&通过 À=短消息将数据传送给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通过

F,34*,43与监控平台及工作站的联系&进行数据监控及校验'每个智能接

地监测仪配备有一个短信猫和一台微控制器 $:I!%6&&短信猫通过

<A!9!串口进行数据采集&并将各类短信发送到通信基站&通信基站再

与智能手机进行通信'工作站上运行的短信平台可以与现场工作人员

的手机进行双向通信&提高了系统的人性化水平和工作效率'

图 &"电力接地线状态远程监控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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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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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8指令

;K即;334,31),&;K指令集是从终端设备!K4*7

S1,PGg01US4,3&KG"或数据终端设备!ZP3PK4*S1,PQ

Gg01US4,3&ZKG"向终端适配器!K4*S1,PQ;+PU34*&

K;"或数据电路终端设备!ZP3PI1*5013K4*S1,PQG7

g01US4,3&ZIKG"发送的+!,

'通过 K;&KG发送 ;K指

令来控制移动台 !=).1Q4A3P31),&=A"的功能&与

À=网络业务进行交互'用户可以通过 ;K指令进

行呼叫%短信%电话本%数据业务%传真等方面的

控制'

@P@>微控制器 FG:@=C?

微控制器采用;3*,4Q公司推出的一种小型单片

机 $:I!%6&&其片内含有 ! Y?的@QP2E程序存储器和

&!$ ?的片内<;='$:I!%6& 共有 !% 引脚&如图 ! 所

示'其中D& 口 $ 脚&可以作为一般的准双向端口&在

引脚的驱动能力上&具有很强的下拉能力&工作电压

为 !]8 kJ R'当工作电压在 9 R时&电流相当于 J R

工作时的 &M#&空闲时为 & S;&掉电时仅为 !% ,;&这

样小的功耗很适合于电池供电的小型控制系统'其

主要特点为采用 @QP2E 存储器技术&其软件%硬件与

=IA76& 完全兼容&程序的电可擦写特性&使得开发

与试验比较容易+9,

'

图 !"$:I!%6&

@1T'!"$:I!%6&

$:I!%6& 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与 $%I9& 系统

相比&$:I!%6& 不需要添加额外的 8#L989%!8IJ# 两

块芯片&就具有了相同的功能&从电路板的面积和加

密性来看&$:I!%6& 是合算的'与 DFI单片机相比&

虽说 $:I!%6& 价格高于 DFI的 BKD型号&但大大低

于DFI的 GD<B=型'$:I!%6& 不含看门狗&可以说

是其弱点&但其终端系统%堆栈结构%串行通信能力

和定时器系统都强于 DFI系统'更重要的是&

$:I!%6& 具有DFI单片机所没有的标准串行口&可

以大规模联网应用'

A>系统设计
AX234S+421T,

AP?>智能接地监测仪

智能接地监测仪中的控制器与短信猫之间通过

串口<A!9! 相连接&即Ki&<i和 H̀Z三条线&图 9%

# 中以网络标号相连'由于各自的工作电压不一样&

在这里采用电平转换芯片 =;i9!9! 以实现电平转

换'单片机的并行 FMB口通过网络标号 D&]&%D&]!

和D&]9 分别与三相电力线连接+#,

'通过检测到三相

电力线与三相接地线同时连接才表示接地状态&而

三相电力线与三相接地线同时断开才表示断开状

态'在这两种状态下&$:I!%6& 才通过串行口把状态

数据信息送到 À=数据传输模块中+6,

& À=数据传

输模块利用 À=网络将状态数据信息以短信方式

发送出去'远程接收端通过 À=数据传输模块接收

到状态数据信息&由监控平台进行接收%整理送入监

控中心的监控主机'

图 9"电平转换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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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报表设计

报表设计主要的目的是让管理员%监控中心%远

程监控点%普通用户等不同类型的用户能够查询到

与其身份相关的数据'报表模块主要由工作量统计

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工程进度表%施工人员报

表%接地信息报表等子模块构成&报表形式包括表

格%柱型图%静态显示图等+J,

'

APA>数据库设计

在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中&为了减少数据冗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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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片机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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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修改数据的过程&应该对数据进行规范化'规范化

是在关系数据库中减少冗余数据的过程'在对数据

库进行模式设计时&对关系的分解并不是盲目的&分

解的目的在于减少关系模式的规模&避免不必要的

存储及操作的冗余和数据更新异常'按照模式中所

含数据依赖的复杂程度不同&规定了模式规范的等

级'一般用属性间的函数依赖%多值依赖及连接依赖

的复杂程度作为划分数据库模式的颗粒度大小的度

量标准'

常用的规范化标准有 &H@&!H@&9H@范式&它们

之间的关系为 &H@

+

!H@

+

9H@&范式级别越高&存

储同样数据就需要分解成更多张表'本系统涉及到

如下几张表*管理员表!P+S1,"%员工表!XT."%接地

监测信息表!\5."%短信信息表!--."%工程表!T5."'

各表实体属性及之间的关系如图 6 所示&所有表结

构都符合 9H@范式+J,

'

图 6"数据表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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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统实现
AX234S1SUQ4S4,3P31),

""系统监控平台程序利用 RA!%%6'HGK设计&智

能接地监测仪控制程序编写通过汇编语言实现&报

表设计软件选用I*X23PQ<4U)*3:]%&数据库采用 An>

A4*W4*!%%6&系统中关键数据采用=Z6 加密&系统的

任何操作都将保存在操作日志中&以供查询+8,

'下面

给出部分功能程序实现'

BP?>智能接地监测仪程序流程

智能接地监测仪程序流程如图 J 所示'

图 J"智能接地监测仪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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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连接 5̂ S0/$./$@==C 数据库

Z1SAgQI),, P2,4(AgQI),,4531), 5定义一数据库连接

对象 AgQI),,6

Z1SI),,A3*P2A3*1,T5定义一数据库连接串6

I),,A3*_( A4*W4*_=XA4*W4*-ZP3P.P24_cIDK-dFZ_2P-

DCZ_

!!!!!!

-(5设置数据库连接对象的连接客串6

AgQI),,'I),,4531),A3*1,T_I),,A3*5设置数据库连接

串6

AgQI),,'BU4,!"5打开数据库连接对象6

BPA>短信息发送

FV;+)+5&'<45)*+243'<45)*+I)0,3_% KE4,

=2T?)-t您至少选中一条记录7t&&t错误t

GQ24

@)*S

^

?0QYA=A'AE)(

@)*S

^

?0QYA=A';+)+5&'<45)*+A)0*54_;+)+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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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4

@)*S

^

?0QYA=A';+)+5&'<4V*42E

@)*S

^

?0QYA=A'>123&'IQ4P*5清除列表框o

FV@)*S

^

?0QYA=A';+)+5&'<45)*+243'<45)*+I)0,

KE4,

@)*S

^

?0QYA=A';+)+5&'<45)*+243'=)W4@1*235移到记录

集的最前方6

Z)CE1Q4@)*S

^

?0QYA=A';+)+5&'<45)*+243'GB@_@PQ24

@)*S

^

?0QYA=A'>123&';++F34S@)*S

^

?0QYA=A'

;+)+5&'<45)*+243'@14Q+2!',PS4("[tt

@)*S

^

?0QYA=A';+)+5&'<45)*+243'=)W4H4-35记录移到

下一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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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V

@)*S

^

?0QYA=A'3-3

^

S2T'34-3_ @)*S

^

c?ii'3-3

^

S2T'K4-3

G,+ FV

G,+ A0.

C>结束语
I),5Q021),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MA架构%采用 À=短消

息进行数据传输的电力接地线实时监测系统&并对

电力接地状况数据的采集%信息传输和监控平台的

整体设计进行了分析'在完成智能接地监测仪的硬

件设计和监控中心平台软件设计后&进行了系统整

合%运行%测试'结果表明*系统稳定运行&能成功采

集数据%统计工程进度'目前&本系统已经在安徽阜

阳某电力公司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

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将进行后期的优

化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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