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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源—网—荷”的Ａ矿企配电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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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山西 大同０３７００３）

摘　要：“能源互联网＋”已经渗入到各个行业，电力行业尤为突出。Ａ矿企借扩大产能时间节

点，针对供配电系统中的电压等级、通讯网络方面存在的不足。利用“源－网－荷”这一能源互联网

思维，从源、网、荷三个层面进行优化，使之达到源荷协同，减少冗余，反馈及时的目的。项目实施结

果表明：控制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得以实施，达到毫秒级的 “黑启动”，为安全高效矿井建设提供了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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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技术已成为推动我国能源产业转型重要

手段之一，是推进能源消费改革、能效消费改革、能

源结构改革、能源体制改革的利器。基于智能电网

在能源互联网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提出了能源互

联网广义“源—网—荷—储”协 调 优 化 运 营 模 式［１］。
能源互联网技术具备“开放、互联、对等、分享”的特

征，不仅对国家大型电网使用，对于小型微电网同样

使用［２］。针对我司二矿排矸楼的配电、供电 设 施 设

计采用了 “源－网－荷”思 想，因 地 制 宜、源 荷 协

调、网络共享的模式进行实施与建设。

１　荷

１．１　负荷统计

经负荷统计计算：６６０Ｖ设备总容量１　０２８ｋＷ。
其中：系统设备３４台，容量９３６ｋＷ；外运设备６台，
规划最低负荷为３６９．３ｋＷ，容量９２ｋＷ。

１．２　负荷分类

按设备重要性（重要、一般、不重要）对系统设备

及外运设备进行分类为：
重要设备６台，容量３１７ｋＷ；一般设备２４台，

容量５９７ｋＷ；不重要设备４台，容量为２２ｋ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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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停机时间不允许超１０ｍｉｎ，且停机前应有调度

策略，一般设备可停机２ｈ，也需要有停电计划及预

先通知及预案，不 重 要 设 备 允 许 停 机２４ｈ，无 需 预

案，但应及时修复。

１．３　负荷特性

重要 设 备 为２４ｈ连 续 运 行，最 低 负 载 率 为

６０％；设备为２４ｈ连续运行，最低符合率３０％；不重

要设备为间歇运行。

２　源

　　拟定以引自１０ｋＶ的低压配所干线作为６６０Ｖ
设备 的 总 电 源，容 量 为１　２００ｋＶＡ，最 大 小 时 出 力

１　２００ｋＷ·ｈ，由３台４００ｋＶＡ箱 式 变 压 器 构 成。
同时，其中一个相变采取双回供电模式，以确保重要

设备不间断供电。
另外，进 光 伏１ ＭＷ 光 伏 对 系 统 进 行 供 电。

即：以公用电源作为基础光伏发电作为补充的新型

电源模式。

３　网

　　根 据 电 源、负 荷、用 能 特 征，绘 制 包 括 电 源、负

荷、储能、能源管理平台在内的配网系统图，见图１。

图１　配网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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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控制系统及控制方式

为了满足用户要求，提高全员效率，设计考虑系统

工艺设备一般均由能源管理平台调度。系统控制设

备，设有集中控制和就地控制两种方式，用以满足单机

调试、设备检修维护和现场遇到紧急情况时停车需要。

为保证整个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有针对

性地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控制系统电源由交流净

化稳压电源提供；二是对控制系统所需的电气元件

采用进口产品；三是控制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四是全

面、良好、完善可靠的接地系统；五是控制程序上设

计相应的保护程序。同时，本生产控制网络作为独

立的控制网采取并网不上网模式，设独立的网关和

处理器，从而阻止外界病毒的攻击，保证控制系统可

靠、稳定，同时又兼顾后期的扩容［３－４］。

３．２　主机选型及控制室布置

确定 控 制 系 统 主 机 选 用 ＡＢ 公 司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ｏｇｉｘ系 列 主 机；控 制 系 统 选 用 ＡＢ　１７５６系 列Ｉ／Ｏ
模块。ＰＬＣ控 制 主 站 设 在 排 矸 车 间 一 层 低 压 配 电

室，主站和上位机之间采用ＥｔｈｅｒＮｅｔ通讯。
系统生产调度、指挥中心：集控室内设１套工业

控制计算机、工业电视切换主机、监控计算机、打印

机和调度电话操作键盘置于操纵台上。

３．３　控制系统设计

集中起车前，系统可以发出预警信号，按设定顺

序自动起车。系统有起停车预告声光信号、紧急停

车信号和设备故障报警信号。集中控制方式选择：
筛分系统所有设备集中控制运行模式分为单机集中

控制、单机就地控制和顺序控制三种。所控制设备，
可在集控室单独启动和停止，集控室工作人员可根

据当时生产需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集控方式有自

动集控和手动闭锁集控。集控闭锁方式可将参数进

行人工干预可调控。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若现场设备出现故障，系统

可以将检测出的故障信号传到集控室内，并且可以

发出事故报警。对于危及设备和人身安全的事故可

以直接紧急停车。正常停车时设备将按照顺煤流方

向停车，缩小设备空运转时间。

３．４　检测、计量和保护装置

１）对各种参数的实时检测，统计，并深度学习。

２）对主要工 艺 设 备 和 单 机 容 量 在５５ｋＷ 及 以

上的设备进行电流监测。

３）所有带式输送机均设跑偏开关、拉绳开关，失
速开关，在运量大、速度快、易发生堵塞的关键溜槽

内，设置溜槽堵塞开关；对变压器设瓦斯、温度保护；
所有刮板输送机均设有欠速保护。

上述信号上传至控制室，若出现异常状态，系统

将及时报警。

３．５　通讯

关键岗位设置有与矿井调度通讯系统相配套的

电话，同时设置扩播电话，配备移动对讲机，采用多

种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３．６　视监视系统

为方便生产调度管理，提高远方集控操作的安

全性，设计考虑设置工业电视监视系统，在各生产车

间主要生产岗位设置摄像机，在集控室设切换主机

盒、硬盘录象机、视频分配器等。该系统 可 定 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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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画面，任意设置切换时间，对现场进行实时监视，
并通过以太网将视频信息上传。

４　结束语

　　通过能源管理系统的使用，降低能耗约３％，起

到了节能效果。试验性的引进清洁能源，降低碳排

放。即：采用能源互联网思想，采取“源—网—荷”对
矿业企业的配电系统改革，有利于形成源荷协同，多
能互补，甚至实现主动负荷对区域配电网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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