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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   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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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网柜系统集成与接口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网柜系统集成与接口标准 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环网柜系统集成与接口标准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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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环网柜系统：由多个环网柜单元组成，通过特定的电气连接和通信网络，实现电力分配、控制和保

护的集成系统。 

接口：环网柜系统内不同设备或模块之间进行信息交互、能量传递的物理或逻辑连接点。 

系统集成：将环网柜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开关设备、保护装置、通信模块等，按照一定的规范和

要求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功能完整、协调运行的系统。 

4 系统集成要求 

（一）功能集成 

环网柜系统应具备电力分配、负荷控制、故障隔离、保护动作、数据采集与传输等基本功能。 

支持与上级调度系统、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进行通信，实现远程监控、操作和管理。 

具备扩展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电能质量监测、分布式电源接入控制等功能模块。 

（二）设备兼容性 

不同厂家生产的环网柜单元应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够通过标准接口实现互联互通。 

开关设备、保护装置、通信模块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确保其性能和质量。 

（三）可靠性 

系统应具备高可靠性，在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下都能保证电力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采用冗余设计，关键设备（如通信模块、电源模块）应具备备份功能，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5 接口类型与规范 

（一）电气接口 

一次电气接口：用于环网柜单元之间的电力连接，包括母线连接、电缆连接等。接口应符合DL/T [具

体编号] 中关于一次电气连接的要求，确保连接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二次电气接口：用于环网柜内部设备之间的信号传输，如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等。接口应采用

标准的接线端子和连接方式，便于设备的安装和维护。 

（二）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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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如以太网接口、RS - 485接口、无线通信接口（如LoRa、NB - IoT）

等。物理接口应符合相关通信标准的要求，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通信协议：采用标准的通信协议，如IEC 60870 - 5 - 104、DNP3.0等，实现环网柜系统与上级系

统之间的数据交互。通信协议应支持数据的实时传输、远程控制命令的执行等功能。 

（三）人机接口 

提供本地人机界面，如液晶显示屏、按键等，方便现场操作人员进行设备状态查看、参数设置和故

障处理。 

支持远程人机交互，通过Web界面、移动终端应用等方式，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6 接口性能指标 

（一）电气接口性能指标 

一次电气接口：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短路电流承受能力等应符合设备的技术参数要求。 

二次电气接口：信号传输的准确性、抗干扰能力等应满足系统运行的要求。 

（二）通信接口性能指标 

物理接口：通信速率、误码率、传输距离等应符合通信标准的要求。 

通信协议：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可靠性、兼容性等应满足系统集成的需求。例如，数据传输延迟应

小于[具体时长]，数据丢失率应小于[具体比例]。 

（三）人机接口性能指标 

本地人机界面：显示清晰度、操作响应速度等应满足现场操作人员的需求。 

远程人机交互：界面友好性、功能完整性、数据更新频率等应满足远程监控和管理的需要。 

7 测试方法 

（一）电气接口测试 

对一次电气接口进行绝缘电阻测试、耐压试验等，检查其电气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对二次电气接口进行信号传输测试，验证信号的准确性和抗干扰能力。 

（二）通信接口测试 

使用专业的通信测试设备，对物理接口的通信速率、误码率等进行测试。 

模拟不同的通信场景，对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实时性等进行测试。 

（三）人机接口测试 

对本地人机界面进行功能测试，检查显示内容是否正确、操作是否灵活。 

对远程人机交互进行测试，验证界面功能是否完整、数据更新是否及时。 

8 接口管理 

（一）接口文档管理 

建立完善的接口文档，包括接口定义、接口规范、接口性能指标等内容。 

接口文档应随着系统的升级和改造进行及时更新，确保文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接口变更管理 

当接口需要进行变更时，应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审批和实施。 

变更后的接口应进行重新测试，确保其性能和功能符合要求。 

（三）接口维护管理 

定期对接口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发现和解决接口存在的问题。 

建立接口故障应急处理机制，确保在接口故障时能够快速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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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网柜系统及其接口部件应有明显的标志，包括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接口类型等信

息。 

 

（二）包装 

包装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能够保护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受损坏。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说

明书、合格证、接口连接线等。 

 

（三）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冲击和雨淋。 

 

（四）贮存 

环网柜系统及其接口部件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贮存期限应不超过[具体

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