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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U 舌

DL／T 814--2002《配电自动化系统功能规范》已发布多年，某些条款已不适合当前需要，其内容亟

待更新和补充。为有效开展配电自动化工作，满足智能电网建设需求，为配网调度和生产指挥服务，特

对DL／T 814--2002进行修订。本标准的修订是在总结以往配电自动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国内供电

企业生产运行的实际需要出发，参考了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新近制定的相关技术标准，并广泛

征求了有关科研、设计、生产运行单位以及自动化设备供应厂商的意见，最终编制完成。

本标准的修订版本与DL／T 814--2002版本相比，主要体现在以下内容的更新和补充：

——修改了配电自动化系统配置图并增加了基本架构和要求；

——对配电自动化主站、子站和终端的功能作了修改和补充；

——增加了配电自动化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信息交互相关内容；

——增加了馈线自动化的功能。

本标准是DL／T 814--2002的修订版，自本标准生效之日起，DL／T 814--2002即行废止。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全国电力系统管理及其信息交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

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东方电子、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山东理工大学、积成电子、南瑞继保、深圳供电局、广东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兵兵、马君华、刘东、赵江河、刘健、徐丙垠、岳振东、周文俊、黄健、

陶文伟、杜红卫。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自广路二条

一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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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

DL，T 814—2013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压配电网的配电自动化系统及相关设备的丰要技术要求、功能规范以及应遵循的主

要技术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眄己电自动化及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改造、验收和运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J}】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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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9远动终端设备

GB／T 13730地区调度自动化系统

GBFI"1428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30149 电网通用模型描述规范

DL／T 476电力系统实时数据通信应用层协议

DL／T 516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管理规程

DL／T 550地f)(电网调度自动化功能规范

DL／T 599城rb"'bfE压配电删改造技术导则

DL／T 634远动设备及系统

DL／T 721配电网自动化系统远方终端

DL／T 890能量管理系统应用程序接口

DL／T 1080电力企业应用集成配电管理的系统接口

3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3．1术语和定义

3．1．1

配电自动化系统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实现配电网的运行监视和控制的自动化系统，具备配电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馈线自动化、电网分析应用及与相关应用系统互连等功能，主要由配电主站、配电子站(可

选)、配电终端和通信通道等部分组成。

3．1．2

配电自动化系统主站master station of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配电自动化系统主站(简称配电主站)主要实现配电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等基本功能和电网分析应用

等扩展功能，为配网调度服务。

3 1．3

配电自动化系统子站slave station of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配电自动化系统子站(简称配电子站)是为优化系统结构层次、提高信息传输效率、便于配电通信

系统组网而设置的中间层，实现所辖范围内的信息jL=集、处理或故障处理、通信监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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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remote terminal unit of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简称配电终端)安装在中压配电网的各种远方监测、控制单元的总称，主要

包括馈线终端、站所终端、配电变压器终端等。采用通信通道，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等功能。

3 1．5

馈线自动化feeder automation

利用自动化装置或系统，监视配电线路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线路故障，诊断出故障区间并将故障

区间隔离，恢复对非故障区间的供电。

3．1．6

信息交互information interactive

应用系统问的信息传输与共享。

3．2缩略语

DMS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配电管理系统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

OMS Outage Management System停电管理系统

PMS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生产管理系统
FA Feeder Automation馈线自动化

SCADA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数据采集与监控
DTU Distribution Terminal Unit配电终端(即站所终端)

FTu Feeder Terminal Unit馈线终端

刑Transformer Terminal Unit配电变压器终端

4总体要求

4 1 配电自动化系统应以面向配电网调度和生产指挥为应用主体进行建设，实现对配电网的监视和控

制，并满足与相关应用系统的信息交互、共享和综合应用需求。

4．2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满足国家、行业的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4 3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按照可靠性、经济性、实用性、先进性原则，充分利用已有设备资源，综合考

虑多种通信方式并合理选用。

4．4配电自动化系统设计应满足系统通用性和扩展性要求，减少功能交叉和冗余。

4 5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满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4 6配电自动化系统应选择模块化、少维护、低功耗的设备。

5配电自动化系统架构

5．1 自动化系统组成

配电自动化系统如图1所示，其主要由配电主站、配电子站、配电终端和通信通道组成。其中，配

电主站实现数据采集、处理及存储、人机联系和各种应用功能；配电子站(可选)是主站与终端之间的

中间层设备，根据配电自动化系统分层结构的情况而选用。配电子站一般用于通信汇集，也可根据需要

实现区域监控功能；配电终端是安装在一次设备运行现场的自动化装置，根据具体应用对象选择不同的

类型；通信通道是连接配电主站、配电了站和配电终端之间实现信息传输的通信网络。

配电自动化系统通过与其他相关应用系统(外部系统)互联，实现数据共享和功能扩展。

5．2基本架构和要求

521配电自动化系统根据配电终端接入规模或通信通道的组织架构，一般可采用两层(即主站层一终

端层)或互层(主站层～子站层一终端层)结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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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配电自动化系统示意图

5 2．2配电自动化系统的监控对象应依据一次设备及配电自动化的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各类信息应根据

实时性及嘲络安全性要求进行分层或分流处理。

5 2 3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功能扩展、综合性应J}】或Ⅱ动化应用，宜通过信息交互总线与其他相关系统进

行数据共享和信息整合米实现。

5．2．4配电自动化系统应面向食业所辖整个配电网的运行控制与管理，其主站配置应满足对全部配电线

路和设备的监控和管理以及信息交互应用；终端配置和接入应循序渐进和分步实施。

5．2 5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支持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控制、瓦动化应用等智能电网的扩展需求。

5．26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根据奉企、】k所辖配电网的网架结构、设备状况和实际应用需求，合理选用配电

终端类型及配置。对嘲架中的关键性节点，如架空线路联络开关，进出线较多的开关站、配电室和环网

柜，采用“三遥”(遥信、遥测、遥控)配置；对刚架中的一般性节点，如分支开关、无联络的末端站

室，u，采用“婀遥”(遥信、遥测)或“一遥”(遥信)配置。

6配电主站功能

配电主站功能如表1所乐，其分为公共平台服务、配电SCADA功能、馈线故障处理、配电}c)9分析

应用和智能化功能。这些功能义町以归类为綦本功能和扩展功能。

6 1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事件顺序址录、事故追忆／【旦】放、系统时间同步、控制与操作、

防误闭锁、故障定位、配电终端在线管理和配电通信网络一况监视、与上一级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一

般指地调EMS)rf．联、网络{fi扑着色等。

6 2扩展功能

扩展功能包括如F部分：

a) 馈线故障处理：与配电终端配合，实现故障的自动隔离和非故障区域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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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其他应用系统互联及互动化应用：通过系统间互联，整合相关信息，扩展综合性应厢。

c) 配电网分析应用：网络拓扑分析、状态估计、潮流计算、合环分析、负荷转供、负荷预测等。

d)智能化功能：配电网自愈(快速仿真、预警分析)、计及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的运行控制及应

用、经济优化运行以及与其他智能应用系统的互动等。

表1配电主站功能

功 能 基本功能 扩展功能

1)数据高速缓存； √

2)数据镜像和压缩： √

3)并发控制与事务管理； √
数据库管理

4)历史数据库在线备份： √

5)数据集中控制： √

6)查询语言检索数据库 √

1)全数据备份： √

数据备份与
2)指定数据备份； √

3)定时自动备份； √
恢复

4)全数据恢复； √

5)指定数据恢复 √

1)图模一体化网络建模； √
系统建模

2)外部系统信息导入建模 √

1)多态模型的切换： √

2)各态模型之间的转换、比较及同步和维护； √

多态多应用 3)多态模型的分区维护统一管理； √

公
服务 4)提供实时态、研究态、未来态等应用场景； √

共
5)支持各态下可灵活配置； √

平
6)支持多态之间可相互切换 √

厶
口

1)用户管理： √
服

务 权限管理 2)角色管理： √

3)权限分配 √

1)告警定义： √

2)分类、分级告警： √
告警服务

3)语音及画面告警； √

4)告警信息存储、查询和打印 √

1)支持实时监测数据及其他应用数据； √

2)报表设置、生成、修改、浏览、打印； √

报表管理 3)按班、日、月、季、年生成各种类型报表： √

4)定时自动生成报表； √

5)按指定时间段生成报表 √

1)界面操作； √

2)图形显示： √

3)交互操作画面； √

人机界面 4)数据设置、过滤、闭锁； √

5)多屏多窗口显示、无级缩放、漫游、分层分级显示等： √

6)图模库。体化： √

7)基于图形对象的快速查询和定位 √

4



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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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基本功能 扩展功能

1)嘲络及通信管理： √

2)系统竹点状态监视： √

系统运行 3)软硬件功能管理： √

状态管理 4)状态异常报警； √

公
5)在线、离线诊断工具； √

共
6)系统配置管理 √

亚
1)通信配置管理： √

厶 系统配置
口

管理
2)刚络配置管理： √

服 3)系统参数配置管理 √

务

1)嗍I一发柑： √
wEB发布

2)报表浏览 √

1)信息交互遵循DL／T 1080； √
系统瓦联

2)支持柑关系统问旺动化应用 √

1)各类数据的采集和交换； √

2)人数据量采集； √

3)支持多种通信规约： √

数据采集 4)支持多种通信方式； √

5)错误检测； √

6)通信通道和终端运行工况监视、统计、报警和管理： √

7)支持加密认证 √

I)模拟毓处理： √

2)状态量处理： √

3)非实测数据处理： √
数据处理

4)多数据源处理： √

5)数据质量码计算： √

6)统计计算 √

1)事l"l：J顿序记录(SOE)； √
数据记录

2)条件触发数据记录 √

配电 1)人1，设置： √

SCADA 2)标识牌操作： √

功能 操作与控制 3)闭锁和解锁操作； √

4)远方控制与调节： √

5)防误闭锁 √

1)I乜网运行状态着色： √

网络拓扑
2)供电范围及供电路径着色： √

3)动态电源着色： √
着色

4)负荷转供着色： √

5)故障指示着色 √

事故／J)J史 1)事故／i)j史断面【丌J放的启动和处理； √

断面叫放 2)事故／历史断面蚓放 √

信息分流及 1)责任区设置和管理； √

分K 2)信息分流及分K √

授时和时间 1)北÷l_或GPS时钟授时； √

『司步 2)终端／子站时问同步 √

打印 各种信息打印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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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功 能 基本功能 扩展功能

馈 1)故障定位； √

线 2)故障隔离及非故障区域的恢复； √

故 馈线故障 3)故障处理安全约束； √

陪 处理功能 4)故障处理控制方式； √

处 5)主站集中式与就地分布式故障处理的配合； √

理 6)故障处理信息查询 √

1)适用于任何形式的配电网络接线方式：

2)电气岛分析：
√

网络拓扑
3)支持人工设置的运行状态；

√

4)支持设备挂牌、投退役、临时跳接等操作对网络拓扑的影
√

分析 √
响：

5)支持实时态、研究态、未来态网络模型的拓扑分析；
√

√

6)计算网络模型的生成

1)计算各类量测的估计值： √

2)配电网不良量测数据的辨识： √

状态估计 3)人工调整量测的权重系数； √

4)多启动方式； √

5)状态估计分析结果快速获取 √

1)实时态、研究态和未来态电网模型潮流计算： √

配 2)多种负荷计算模型的潮流计算； √

电 潮流计算 3)精确潮流计算和潮流估算； √

网 4)计算结果提示告警； √

分 5)计算结果比对 √

析
1)实时态、研究态、未来态电网模型合环分析； √

应
2)合环路径自动搜索； √

用
3)合环稳态电流值、环路等值阻抗、合环电流时域特性、合 √

合环分析
环最大冲击电流值计算；

4)合环操作影响分析： √

5)合环前后潮流比较 √

1)负荷信息统计； √

2)转供策略分析； √
负荷转供

3)转供策略模拟； √

4)转供策略执行 √

”最优预测策略分析； √

2)支持自动启动和人工启动负荷预测； √

3)多日期类型负荷预测； √
负荷预测

4)分时气象负荷预测； √

5)多预测模式对比分析： √

6)计划检修、负荷转供、限电等特殊情况分析 √

1)提高供电能力； √

网络重构 2)降低网损； √

智
3)动态调控 √

能 配电网运行 1)故障仿真与预演； √

化 与操作仿真 2)操作仿真 √

功

能 配电网调度
1)调度操作票； √

运行支持
2)保电管理； √

3)多电源客户管理： √
应用

4)停电分析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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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基本功能 扩展功能

1)分布式电源／储能设备接入、运行、退出的监视、控制等 √

分布式电源／ 互动管理功能；

储能接入 2)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接入系统情况下的配电网安全保护、 √

独立运行、多屯源运行机制分析等功能

1)智能预警； √

智 2)校正控制； √

能 配电网自愈 3)相关信息融合分析： √

化 4)配电网大面积停电情况下的多级电压协调、快速恢复功能； √

功 5)大批量负荷紧急转移的多区域配合操作控制 √

能
1)分布式电源接入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分析； √

2)负荷不确定性条件下对配电网电压无功协调优化控制； √

3)在实时量测信息不完各条件下的配电网电压无功协调优 √
经济运行

化控制；

4)配电设备利用率综合分析与评价： √

5)配电网广域备用运行控制方法 √

7信息交互

7．1基本要求

信息交互基于消息传输机制，实现实时信息、准实时信息和非实时信息的交换，支持多系统间的业

务流转和功能集成，完成配电自动化系统与其他相关应用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信息交互宜遵循DL／T

1080的标准构架和接口方式。

信息交互应满足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采取安全隔离措施，确保各系统及其信息的安全性。

7．2交互内容

7 2 1 从相关应用系统获取的信息

配电自动化系统从相关应用系统获取以下信息：

a)从上一级调度(一般指地区调度)自动化系统获取高压配电网(包括35kV、110kv)的电气接

线图、网络拓扑、运行数据和相关设备参数等；

b) 从生产管理系统(PMS)获取中压配电网(包括10kv、20kv)的相关设备参数、配电网设备

计划检修信息和计划停电信息等；

c) 从生产管理系统(PMs)或配电GIS系统获取中压配电网(包括10kV、20kV)的馈线电气单

线图、网络拓扑等；

d)从营销管理信息系统、配电GIS系统或生产管理系统(PMS)获取低压配电网(380V／220V)

的网络拓扑、运行数据和相关设备参数等；

e)从营销管理信息系统获取用户故障信息、低压公用变压器／专用变压器用户的相关信息。

7．2 2 向相关应用系统提供的信息

配电自动化系统向相关应用系统提供配电网图形(系统图、站内图等)、网络拓扑、实时数据、准

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分析结果等信息。

7 3交互方式

信息交互宜采用面向服务架构(SOA)，在实现各系统之间信息交换的基础上，对跨系统业务流程

的综合应用提供服务和支持。接口标准宜遵循DL／T 1080．1中信息交换模型(IEM)的要求。

7 4交互的一致性

配电自动化系统和相关应用系统在信息交互时宜采用设备命名和模型规范，确保各应用系统对同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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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象描述的一致性。

电气图形、拓扑模型的来源(如上一级调度自动化系统、配电自动化系统、电力GIS平台、生产管

理系统等)和维护应保证源端唯一性。

8配电终端

8．1终端类型

根据应用的对象及功能，配电终端可分为馈线终端(FTU)、站所终端(DTU)、配电变压器终端(TTU)

和具备通信功能的故障指示器等。

配电终端功能还可通过远动装置RTU、综合自动化装置或重合闸控制器等装置实现。配电自动化系

统应根据本企业所辖配电网的网架结构、设备状况和实际应用需求，合理选用配电终端。

8．2终端功能

配电终端根据配置不同可以有且不限于以下功能：运行信息采集、控制、故障检测、事件记录、时

间同步、远程维护、自诊断、数据存储、通信等，见表2。配电终端一般应支持以太网或标准串行接口，

与配电主站／子站之间的通信宜采用DL／T 634．5101《远动设备及系统第5-101部分传输规约基本

远动任务的配套标准》、DL／T 634．5104《远动设备及系统第5-104部分传输规约采用标准传输协

议集的IEC 60870．5．101网络访问》等通信规约。采用无线公网通信的终端设备，必须具备加密认证的

功能。

表2配电终端功能

站所终端 馈线终端 配电变压器终端

功 能 基本 选配 基本 选配 基本 选配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开关位置 √ √ √

终端状态 √ √ √

状 开关储能 √ √

态 sF6开关压力信号 √ √

量
通信状态 √ √ √

保护动作信号 √ √

装置异常信号 √ √ √

中压电流 √ √ √

数 中压电压 √ √ √

据 中压零序电压／电流 √ √ √

采

集
中压有功功率 √ √ √

功
中压无功功率 √ √ √

能
功率因数 √ √ √

模 低压电流 √ √

拟

量 低压电压 √ √

低压有功功率 √ √

低压无功功率 √ √

低压零序电流及三相不平衡电流 √ √

温度 √ √ √

蓄电池电压 √ √ √

电能量 √



表2(续)

站所终端 馈线终端 配电变压器终端

功 能 基本 选配 基本 选配 基本 选配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开关分合闸 √ √ √

控制

功能 各用电源自投装置投停 √

蓄电池远方维护 √ √

上级通信 √ √ √

数 下级通信 √ √ √

据 校时 √ √ √

传 抄表功能 √

输 其他终端信息转发 √ √ √

功

能 加密认证 √ √ √

电能量转发 √ √

当地参数设置 √ √ √

维 远程参数设置 √ √ √

护 程序远程下载 √ √ √

功 远程诊断 √ √ √
能 设各自诊断 √ √ √

程序自恢复 √ √ √

馈线故障检测及记录 √ √

故障方向检测 √ √

单相接地检测 √ √

过流、过负荷保护 √ √

一次重合闸 √

就地模式馈线自动化 √ √

合环功能 √ √

其 终端用后备电源及自动投入 √ √ √

他 事件顺序记录 √ √ √

功 配电变压器有载调压 √

能 配电电容器自动投停 √

最大需量及出现时间 √

失电数据保护

三相不平衡告警及记录
√ √ √

√

越限、断相、失压、停电等告警及记录 √

电压合格率统计 √ √

模拟量定时存储 √ √

当 运行、通信、遥信等状态指示 √ √ √

地 终端蓄电池自动维护 √ √

功 当地显示 √ √ √

能 其他当地功能 √ √ √

9配电子站

9．1子站类型

配电子站分为通信汇集型子站和监控功能型子站。通信汇集型子站负责所辖区域内配电终端的数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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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处理与转发；监控功能型子站负责所辖区域内配电终端的数据采集处理、控制及应用。

9 2配电子站功能

配电子站的功能见表3，采用无线公网通信方式通信的子站设备和具备遥控功能的子站设备，必须

实施加密认证的措施和具备相关功能。

9 2．1 通信汇集型子站功能包括：终端数据的汇集、处理与转发；远程通信、终端的通信异常监视与上

报、远程维护和自诊断。

9 2 2监控功能型子站除应具备通信汇集型子站的功能外，还包括在所辖区域内的配电线路发生故障

时，予站应具备故障区域自动判断、隔离及非故障区域恢复供电的能力，并将处理情况上传至配电主站：

信息存储和人机交互。

表3配电子站功能

通信，7：集型 监控功能型

功 能 基本 选配 基本 选配

功能 功能 功能 功能

状态量 √ √

数据 模拟量 √ √

扩集 电能量 √ √

事件顺序记录 √ √

控制 当地控制 √

功能 远方控制 √ √

与主站、终端通信 √ √
数据

与其他智能设备通信 √ √
传输

加密认证 √ √

维护 当地维护 √ √

功能 远方维护 √ √

故障区段定位 √
故障

故障区段隔离 √
处理

非故障区段恢复供电 √

通信 通信故障监视 √ √

监视 通信故障上报 √ √

校时 √ √

设备自诊断及程序自恢复 √ √
其他

后备电源 √ √
功能

人机交互 √

打印制表 √

10馈线自动化

10．1基本要求

馈线自动化功能应在对供电可靠性有进一步要求的区域实施，应具备必要的配电一次网架、设备和

通信等基础条件，并与变电站／开闭所出线等保护相配合。

10 2实现模式

馈线自动化可采取以下实现模式，实际使用可能是其中一种模式或混合模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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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地型。在配电网发生故障时，小需要配电主站、配电子站和配电终端控制，通过时序配合，

隔离故障，恢复非故障区域供电。

b)集中型。在配电嘲发生故障时，借助通信手段，通过配电终端和配电主站／子站的配合，判断

故障区域，并通过遥控或人_[隔离故障，恢复非故障区域供电。集中型馈线自动化包括全自动

方式和半自动方式。

c) 分布式。在配电嗣发生故障时，不需要配电主站或配电子站控制，通过配电终端之间的相互通

信和保护配合，判断故障区域、隔离故障，恢复非故障区域供电，并上报处理过程及结果。

11对通信通道的要求

11．1基本要求

配电通信系统可利用专网或公网，配电主站与配电子站之间的通信通道为骨干层通信网络，配电主

站或子站至配电终端的通信通道为接入层通信刚络。其中：

a) 骨干层通信网络原则上应采用光纤传输网，在条件不具备的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其他专网通

信方式作为补充。骨干层网络应具备路由迂回能力和较高的生存性。

b)接入层通信网络应因地制宜，可综合采用光纤专网、配电线载波、无线等多种通信方式。采用

多种通信方式时应实现多种方式的统一接入、统一接口规范和统一管理，并支持以太网和标准

串行通信接口。

11 2通信方式

通信方式主要包括光纤专删、配电线载波、无线专网和无线公网。其中：

a) 光纤专网通信方式宜选择以太网无源光网络、工业以太嘲等专用光纤网络；

b)配电线载波通信方式宜选择中压电力电缆屏蔽层载波等；

c) 无线专网通信宜选择符合国际标准、多厂家支持的宽带通信方式；

d)无线公网通信宜选择GPRS／CDMAJ3G通信方式。

具备遥控功能的配电自动化区域应优先采用专网通信方式；依赖通信实现故障自动隔离的馈线自动

化区域宜采用光纤专网通信方式。

采用无线公网通信方式时应符合相关安全防护和可靠性规定要求。

1 2主要性能与技术指标

配电自动化系统的主要性能与技术指标见表4。

表4配电自动化系统主要性能与技术指标

内 容 技术指标

遥测综合误差 ≤l 5％
模拟量

遥测合格率 ≥98％

状态量 遥信动作正确率(年) ≥99％

遥控正确率 ≥9999％
遥控

遥控拒动率 ≤2％

开关量变竹传递到土站 <30s(各种通信方式)

遥控完成时间 <5s

系统响应 烈机热备用切换时间 <20s

时间 站内事件分辨率(站内单个远方终端) <10ms

蕈要模拟量越死区传递时问 <15s

画面调片j时间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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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内 容 技术指标

事故画面推出时间 <10s

系统响应
信息交互速率 ≥500kB／s

时间
信息交互接I：l并发连接数 ≥5个

故障区段自动隔离 <1min
故障处理

非故障区段自动恢复送电 <：2min
时间

系统并发处理馈线故障个数 ≥10个

子站、远方终端平均无故障时间 >2年

系统主站设备可用率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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