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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示例：XXXXXXXX关键技
术及工程应用

提名者：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提名意见：不少于300字，不超过600字。
同意提名安徽省科技进步X等奖。

与提名书一致

示例：
一、专利
（1）超高压同塔四回交流/双回双极直流线路零序参数测量法ZL201410127025.8
（2）
（3）
（4）
二、标准
（1）IEC 63042-303 Guidelin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UHV AC transmission line
power frequency parameters。
（2）
（3）
（4）

示例：XXX（国网安徽省
电力有限公司）；XXX
（武汉大学）；

示例：1.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研究了长距离交流线路电气参数测量获取
模型与方法，牵头制定国内外标准，应用于皖电东送
等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
2.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贡献：XXX

示例：第一、二、三、四、五
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傅中、胡
志坚、邓军、杨琳、肖遥共同
完成IEEE  1870交流输电线路
参数测量导则的制定。
第一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傅中
、程登峰、刘静与第五单位范
毅共同制定标准与持有软件著
作权。
第二、四、五完成单位主要完
成人肖遥、邓军、杨琳、吴天
宝、范毅共同制定了DL/T

示例：1.陈维江（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院士，
高电压技术）
2.王群京（安徽大学，
教授，电气自动化）
3.
4.
5.

2
电网数字化电能计量关
键技术、成套装备研发
与应用

提名者：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提名意见：计量是电网智能感知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关
系电量的准确结算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经过多年的发
展应用，数字化电能计量系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安徽骨干
电网的建设运行，但在面临数字化计量现场检测、多点分
布式检测、整体误差比对分析，复杂条件下的准确计量和
计量数据深化应用方面仍存在检测方法和装备不完善、计
量方法和装备性能有差距和数据应用发挥不足的问题。
项目组经产学研联合攻关，提出数字化电能计量多维全链
路测试技术，复杂条件下数字化电能计量技术和数字化计
量系统非参数化建模及智能在线感知技术，实现了智能变
电站数字化计量系统全链路装置协同检测，跨变电站间隔
等复杂条件下数字化电能准确计量和无标准器条件下数字
化计量装置的智能感知。项目推动电网数字化计量系统创
新发展和实用化水平提升。
该项目获发明专利16项，发表论文23篇；参与制定国家标
准1项，牵头制定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项、电力行业标准3项
和国网公司企标6项，研制相关检测、计量装置设备10余台
（套）。项目成果在我国首批智慧变电站试点工程中应
用，并广泛应用于省级电网公司和相关装备生产制造企
业，带动产业链升级发展，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升级。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推荐材料及完成人资格，材料真实有
效，符合填写要求。
同意提名该项目申报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计量是电网智能感知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电量的准确结算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
（2021-2035）》明确提出“推动计量数字化转型”，以电子式互感器、合并单元、数字化电能表为代表的数字化电
能计量装置作为电网计量系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在安徽电网大量应用。经过数年的发展应用，数字化电能计量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网量测专业数字化转型，支撑了安徽骨干电网的建设运行，但截至项目开始前，数字化电能计
量领域仍存在以下几点难题。（1）数字化电能计量检测体系不完善，在数字化计量检测方法、现场检测、多点分布式
检测、整体误差比对分析等方面难以满足应用需求。（2）在跨变电站间隔、功率穿越等复杂条件下，数字化系统难以
准确计量，造成现场电量不平衡问题。（3）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电能计量在智能化应用方面的技术优势。项目组针对
上述问题，研究了数字化计量检测技术、计量架构和性能提升技术、数据应用技术并研发成套装备，取得如下创新成
果：
1. 提出数字化电能计量多维全链路测试技术，采用自主发明的延时时间、相位、报文离散度等数字化计量特性检测方
法和基于“同步信号法”、“插值法”双重化无线同步策略的分布式全链路协同检测方法，实现了数字化电能计量关
键特性检测和多点分布式现场检测，并研发成套检测装备，检测精度达到0.05级，运维效率提升1.5倍。
2. 提出了复杂条件下数字化电能计量技术，采用自主设计的网络采样绝对延时补偿方法和基于多点高速采集与网络潮
流分析技术，并研发应用跨间隔数字化电能表、自校准计量装置、集中计量装置和电能计量监测分析装置，实现了跨
变电站间隔、功率穿越等复杂条件下数字化电能可靠计量，准确度达0.2S级。
3. 提出数字化计量系统非参数化建模及智能在线感知方法，基于云边协同的数字计量系统架构，自主设计了数据和机
理混合驱动的数字化计量装置误差状态评价方法和基于多参量退化模型的数字化计量装置误差状态预测方法，命中率
提升50%，可识别0.1%误差波动，实现了无标准器条件下数字化计量装置误差运行态势的智能感知。
项目获发明专利16项，发表论文23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牵头制定国家计量技术规范2项、电力行业标准3项和国
网公司企标6项，配套研发各类数字化电能计量、检测装置设备10余套，并获得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检测通
过。安徽大学王群京教授领衔的评价委员会认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成果在国网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级电网公司和安徽南瑞中天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江苏凌创电气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等产业单位广泛应用，近三年累计实现经济效益约2.5亿元。项目成果有力推动电
网数字化计量系统创新发展，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化转型升级。

一、发明专利16项
（1）数字化计量系统异常现场快速诊断方法及其诊断系统 ZL202110448057.8
（2）适用于智能变电站二分之三接线的电能计量方法及装置ZL201911094105.7
（3）一种电网复杂运行状态下的电能计量系统及方法 ZL202010967909.X
（4）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相位误差检测系统及其方法 ZL201610563410.6
（5）合并单元计量特性现场检测系统及其方法 ZL201410321777.8
（6）基于智能算法的电子式互感器误差短时预测方法 ZL202010243092.1
（7）一种电压互感器误差评估方法及装置 ZL202211371496.4
（8）基于网络采样绝对延时补偿的跨间隔数字化计量方法、装置及系统 ZL201910230460.6
（9）一种智能变电站数字化采样同步转换方法及装置 ZL201811522041.1
（10）一种电子式互感器误差特性在线比对和校准设备及方法ZL201610169981.1
（11）一种电信号的自校准采集方法及系统 ZL202011617889.X
（12）一种加密的计量用合并单元 ZL201510514204.1
（13）一种基于电光同源的报文离散度发送量值溯源装置和方法ZL201710531008.4
（14）一种基于同步脉冲输出电源的电子式互感器校验装置 ZL201210396910.7
（15）一种基于Ot和Lua组合实现组态测试系统、实现方法及设备ZL201811135338.2
（16）一种基于分流器的直流电能计量模块ZL202110988081.0
二、实用新型专利12项
（1）一种基于环境影响因素的互感器运行特性考核平台 ZL201621234169.4
（2）一种数字量输入式标准合并单元 ZL201720904656.5
（3） 一种用于电子式互感器校验仪的校准装置 ZL202022215828.2
（4）一种基于锁相及移相校准合并单元测试仪时钟误差的装置ZL201720928151.2
（5）一种直流互感器暂态校验仪的校验装置及方法 ZL201821966196.X
（6）一种直流电流互感器宽频特性校验装置 ZL201821223744.X
（7）一种直流互感器暂态特性校验系统 ZL201921677783.1
（8）一种计量用合并单元校验装置 ZL201420642466.7
（9）一种数字化电能表现场校验装置 ZL201721246382.1
（10）一种数字化电能计量移动检测平台 ZL201820864256.0
（11）一种多模式智能变电站仿真系统 ZL201921706277.0

丁建顺（国网安徽省电
力有限公司）；胡浩亮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胡琛（国
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
司）；曾非同（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雷鸣（国网湖北
省电力有限公司）；陈
曦鸣（国网安徽省电力
有限公司）；张竹（合
肥工业大学）；任民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
公司）；汤汉松（江苏
凌创电气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刘单华（国
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
司）

1.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研究了数字化电能
计量现场多维全链路测试技术、跨间隔数字化电能计
量技术和互感器误差评估方法，并研发相关检测、计
量装置，参与制定行业、企业标准。
2.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设计了具备变电站计量数据汇聚计算功能
的数字化计量系统架构，研究了报文离散度等数字化
计量特性检测方法，研制相关检测装备，牵头制定国
家校准规范、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3.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研究了数字化计量检测运维等关键技术，
参与成套检测装备研制，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制定以及成果落地应用工作。
4.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研究了数字化电能计量装置的误差状态非
参数化建模方法、评估方法和误差状态预测方法，并
配合成果落地应用。
5.合肥工业大学
主要贡献：研究了基于数据和机理混合驱动的数字化
计量装置误差状态评价方法，并配合成果落地应用。
6.江苏凌创电气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研究了数字化电能计量现场多维全链路测
试技术、跨间隔数字化电能计量技术，参与相关检测
装备研制。

第一、二、三完成单位主要完
成人任民、胡浩亮、雷鸣共同
完成Q/GDW 11847.1—2018《数
字化计量系统 设备检测规范
第1部分：互感器合并单元》企
业标准制定。
第一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丁建
顺、陈曦鸣、刘单华共同持有
核心专利：一种电压互感器误
差评估方法及装置。
第二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胡浩
亮、曾非同共同持有专利成果
与发表论文。
第一、六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
丁建顺、任民、汤汉松共同发
表核心论文：《数字化跨间隔
电能计量系统的现场多维测试
技术》。
第四、五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
胡琛、张竹共同发表核心论文2
篇。
第二、第四完成单位主要完成
人胡浩亮、胡琛共同参与国网
公司总部科技项目《数字化计
量关键设备优化升级及检测、
监督技术研究》（编号：
JLB17201700198）

1.王群京（安徽大学，
教授，电气自动化）
2.熊焰（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教授，计算机）
3.陈池来（中国科学院
和非物质科学研究院，
研究院，智能微系统）
4.周孟然（安徽理工大
学，教授，自动化）
5.刘丙友（安徽工程大
学，教授，自动化）
6.孙斐（合肥大学，教
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学）
7.郑贤龙（芜湖市计量
测试研究所，正高工，
计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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