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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集成平台① 
郑浩泉, 陈  刚, 吴淑玮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南京 211100) 

摘 要: 介绍了国网公司电力生产管理系统的集成需求, 分析了其对应用集成平台的诉求, 基于此对应用集成平

台的总体架构、功能设计和关键技术特性进行了阐述, 为电网企业的一体化管理和应用集成提供一个借鉴的思路

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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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SGC integration requirements of 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demand of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ounds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function design and key technical features of the platform.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the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the power 
grid enterprise’s unified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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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设备 (资产 )运维精益管理系统

(Pow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2.0, PMS2.0)是
“三集五大”体系建设中的“大检修”体系内容, 支撑运

维检修全过程精益化管理和电网资产的全寿命周期管

理, 覆盖国网公司运维检修业务, 贯穿生产管理全过

程, 更大范围地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融合[1].  
PMS2.0 为总部、省公司二级部署, 总部、省公司

和地市(县)公司三级应用. 部署在省公司的应用, 同时

支撑省公司、省检修公司和地市(县)公司的运检业务, 
并在地市公司部署电网资源数据代理服务, 以提高地

市公司电网资源应用效率和可靠性; 部署在国网公司

总部应用, 与省公司进行纵向贯通, 支撑国网范围内

的总部上层应用. 由此可见, PMS2.0 作为整个电网企

业管理的核心业务, 涉及众多部门和专业, 跨部门、跨

专业系统的业务协同不可避免. 通过集成平台的建设

和集成规范的制定, 落实了围绕人力资源、财务、物

资等公司核心资源的集约化管理要求. 基于集成平台, 
实现与电网规划、基建管理、调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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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管理的数据共享和业务集成, 实现设备(资产)从规

划、安装、运行、退役、再利用直至报废的资产全寿命

管理, 实现与 ERP、人资、财务和物资的横向贯通, 实现

设备(资产)运检成本归集和资源的优化配置[2].  
PMS2.0 集成平台的建设按照国网公司“三集五

大”的管理要求, 遵循易用性、全面性、适用性、安全

性、信息共享及效率优先原则, 进行系统集成设计, 建
立与其他业务系统的集成规范, 按照分工协同的原则

制定数据集成、流程集成、应用集成标准. 系统集成

设计采用标准化设计, 即标准化接口规范, 开发公用

的标准接口组件, 提升系统集成设计开发效率; 通过

强化日志监控与界面集成监控, 采用接口容错设计; 
采用可扩展性设计, 通过插件式、模块化设计, 场景动

态定制方法, 增强接口可扩展性.  
 

1 集成需求分析 
1.1 总体集成需求 

PMS2.0 的横向数据共享和应用集成主要是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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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总部两个层面. 在省公司层面, PMS2.0 以三种

方式实现三类数据的接入: 一是与输变电在线监测系

统主站直接共享设备在线监测信息; 二是通过海量实

时平台实现配电自动化信息、调度自动化信息、用电

信息采集信息等实时数据的共享; 三是通过数据中心

和 ESB 实现与二级部署的 ERP 系统、营销管理系统、

调度管理系统等管理数据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在总部层面, PMS2.0 主要通过 ESB 和数据中心, 实现

与一级部署的规划管理系统、电能质量监督管理系统、

ERP 系统和直升机智能巡检系统等实现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 并通过纵向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与 PMS2.0 的

省公司应用的纵向贯通. 系统总体集成架构概览如图

1 所示.  
 

图 1 总体集成概览图 
 

1.2 集成分类 
  根据企业实际应用需求的不同, 集成有不同覆盖

范围和实际内涵. 从企业计算机应用的发展趋势可以

看出, 从集成的广度上, 企业计算机应用从 初的孤

立应用, 经过部门级的集成, 企业级的集成、发展到当

今企业间的集成; 从集成的深度上, 集成已经从 初的

信息集成扩展到当今的过程集成和未来的知识集成[3].  
从 PMS2.0 企业集成实现的层次出发, 集成可分

为数据集成、应用集成和流程集成三大类. 数据集成

是指应用在数据层面的共享与同步; 应用集成是指一

个业务应用调用另一业务应用的功能, 执行一个操作

得到操作结果或获取相关信息, 或者发送信息触发另

一个业务应用内的进一步操作; 流程集成是指通过编

排各个业务应用中的功能, 实现一个完整的业务流程.  
 

2  总体架构 
PMS2.0 集成平台将企业内部各种不同的管理信

息系统以及各种企业技术标准规范相结合, 消除各应

用之间的信息孤岛, 将 IT 资源整合为一个整体应用, 
并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4]. 集成平台总体架

构主要由信息展现层、服务整合层、服务接入层、应

用层及集成代理等部分组成(图 2).  

 

图 2 集成平台总体架构图 
 

2.1 信息展现层 
  信息展现层为业务应用的操作提供统一入口和集

成展现的信息平台, 基于规约各种信息展现的形式、

样式供门户及各业务应用作为界面设计参考依据, 并
通过对现有企业门户进行 web2.0 功能嵌入, 实现门户

框架与业务视图的有效融合. 同时通过集成代理接入

国网统一权限平台认证服务、人员组织机构管理、权

限管理等功能, 实现单点登录和身份认证.  
2.2 服务整合层 
  服务整合层提供企业服务总线、服务注册中心和

流程管理平台. 通过企业服务总线为应用系统提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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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集成的能力; 通过服务注册中心实现服务注

册、服务存储、服务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务监控管理; 通
过流程管理平台提供业务流程整合的能力, 实现流程

定义、流程整合、流程编排和流程监控功能.  
2.3 服务接入层 
  服务接入层作为 PMS2.0 对外部应用提供服务的

统一入口, 通过服务接入层, 集成平台支持业务应用

通过标准协议接口接入 SOA 整体架构, 使得业务应用

提供的功能成为 SOA 架构中的服务.  
2.4 应用层 
    应用层提供通用集成逻辑组件以及核心业务逻辑

的远程外观. 从 PMS2.0 的集成需求出发, 应用层主要

包括数据增量捕获、数据聚合、数据加工、数据校验

等公共组件.  
2.5 集成代理 
 集成代理为 PMS2.0 提供对外部系统进行访问的

统一出口, 作用主要有三点, 一是将与外部业务系统

的接口进行扎口, 便于统一管理和监控; 二是屏蔽业

务应用与国网一体化平台、商用套件集成的技术细节; 
三是对接口服务、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三个实体

的行为模型监控[5].  
 
3  关键技术特性 
3.1 平台微内核体系 
 集成平台采取微内核体系设计, 基于 JMX技术构

建, 提供了基础的线程、通讯、资源和事务服务, 其他

扩展服务如安全服务、监控服务、集群服务、JDBC
服务、部署服务等可以通过可插拔的方式加入进来. 
通过微内核体系, 大大减少了集成平台内部接口的复

杂性, 实现更加健壮的软件结构, 并提供更加稳定高

效的运行期表现(图 3).  

 
图 3 集成平台微内核体系 

 

3.2 服务地址透明 
  业务应用的功能接口, 被接入到集成平台中, 集
成平台自动将该功能接口以服务的方式进行封装, 并
注册到服务注册目录. 服务注册目录为所有接入的服

务建立索引, 对这些服务进行编目, 以便服务的请求

者能够通过简单的名称索引, 就可以发现和调用所需

要的服务, 而不需要关心所需服务的具体地址信息, 
做到服务地址透明和服务实现透明.  
  服务注册目录以 UDDI 3.0 标准为基础, 并在此之

上加入了自身的扩展.  
3.3 事件驱动架构 
  事件驱动架构(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  EDA)
中, 通过一系列的构件来为需要简单的事件管理功能

的大型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它所能提供的功能包括事

件生成、事件订阅/发布、事件处理、事件持久化和事

件查询等, 用户可通过简单的配置方式, 订阅自己感

兴趣的 EDA 事件.  
  集成平台采用了 EDA, 定义了系统通用事件模型, 
降低了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扩展系统之间藕合

度, 增加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3.4 通用数据服务 
  集成平台基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 IEC 
61968 系列国际标准, 制定了通用的数据流转服务接

口类型、接口输入输出标准、接口消息模型, 给出数

据流转服务交换方式和交换格式.  
服务的请求者将数据传入时, 会被集成平台封装

成带有元数据的通用数据格式, 这个时候的数据转换, 
就是将传入数据的元数据, 按照目标数据格式的元数

据进行变迁和转换(图 4).  

 
图 4 通用数据服务 

 
  集成平台对每一个接入到平台中的服务数据的元

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通过一系列的元数据变更和变迁, 
使得不同系统间同语义的异构数据能够进行相互转

换、相互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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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数据整合引擎 
 针对各类数据存储介质, 集成平台预置了包括生

产数据库、归档数据库、结构化数据中心、非结构化

数据中心等多种数据访问组件, 并基于业务流程引擎

有机地对数据抽取、转换、整合、装载过程进行编排; 
基于元数据管理对整合过程进行简单定义、修改和重

用. 从而保证整合过程可视化定义、 优化执行.  
 
4  核心功能技术方案 
4.1 统一服务框架 

集成平台由业务应用和集成基础设施两大部分构

成. 业务应用包括 PMS2.0、ERP、物资、营销、调度

等业务系统; 集成基础设施包括企业服务总线、共享

文件服务器、数据中心等套件(图 5).  

 
图 5 统一服务框架 

 
  PMS2.0 通过服务发布引擎将需要对外暴露的功

能接口注册到企业服务总线上, 供外部业务应用调用; 
PMS2.0同时通过服务接入与适配组件, 统一调用外部

应用的功能接口.  
  对于向调度管理系统发起的服务调用, 通过企业

服务总线的协议转换功能 , 将 PMS2.0 发起的

WebService 调用中的 Soap 报文转换为 E 语言文本, 经
FTP 协议保存到共享文件服务器的指定目录中, 调度

管理系统则通过小邮件协议连接到共享文件服务器以

获取数据; 而由调度管理系统发起的调用, 其服务调

用信息以 E 语言文本方式、经小邮件协议保存到共享

文件服务器, 企业服务总线则通过 FTP 协议轮询共享

文件服务器指定目录, 获取到新的 E 语言文件时, 将
其转换为 Soap 报文, 并触发注册在企业服务总线上的

PMS2.0通用数据服务, 后路由到相应的业务功能接

口.  
  对于待发布的业务数据, PMS2.0 通过服务接入与

适配组件 , 将业务数据推送到数据中心 , 同时通过

ESB 通知对端业务应用, 对端业务应用则根据消息通

知, 到数据中心获取相应数据. 同样的, 外部业务应

用也将待发布的业务数据推送到数据中心, 通过 ESB
通知到 PMS2.0, PMS2.0 则根据消息通知中的规则, 到
数据中心中获取相应业务数据.  
4.2 通用集成代理组件 
  通用集成代理组件向业务开发人员提供友好的、

统一的、通用的服务接口代理, 屏蔽底层的通讯细节

(soap、jms、ftp、jdbc 等), 屏蔽数据传输对象格式的

封装(xml、E 语言、二进制对象等). 主要分为两种情

况: PMS2.0 向对端业务系统发送数据, PMS2.0 从对端

业务系统获取数据.  
(1)向对端业务系统发送数据 
首先获取待发送的业务数据; 然后通过服务代理

工厂, 根据服务接口、服务名、服务类型构造对应的

服务代理对象实例(服务类型支持webservice、jms、jdbc
三种); 后通过服务代理对象将业务数据发送到对端, 
服务代理对象同时负责根据业务对象类型上的注解, 
将业务对象实例转换为指定格式的数据传输对象实例. 
该过程以伪代码描述如下所示:  

//从业务数据源中获取业务对象实例 

List<TBDZ> lists = hibernateDao. 

queryForListWithSql(“…”);   

//通过服务代理工厂构造服务代理对象 

IServiceAgent agent = ServiceAgentFactory.create(服务地

址, 服务名, 服务类型); 

//通过服务代理对象将业务对象实例转换为数据传输对象

实例并发送到对端业务系统 

agent.sendDatas(lists); 

(2)从对端业务系统获取数据 
  首先通过服务代理工厂, 根据服务接口、服务名、

服务类型构造对应的服务代理对象实例(服务类型支

持 webservice、jms、jdbc 三种); 然后通过服务代理对

象向对端业务系统获取指定的数据传输对象, 同时根

据业务对象类型上的注解, 将数据传输对象转换为业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5 年 第 24 卷 第 2 期 

86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务对象实例; 后保存到当前的业务数据源中. 该过

程以伪代码描述如下所示:  
//通过服务代理工厂构造服务代理对象 

IServiceAgent agent = ServiceAgentFactory.create(服务地

址, 服务名, 服务类型); 

//从对端业务应用获取数据, 并根据业务类型上的注解

将其自动转换为业务对象实例  

List<TBDZ> lists = agent.getDatas(TBDZ.class, String[] 

params);  

//将业务对象实例保存到业务数据源 

Int recordcount = hibernateDao.save(lists); 
4.3 基于注解的对象映射框架 

在进行集成设计时, 根据集成场景定义了相应的

数据传输对象, 而该数据传输对象往往跟业务系统的

物理对象是不一致的. 鉴于此, PMS2.0 集成平台设计

了对象映射框架, 通过该对象映射框架, 在业务对象

类型上进行注解, PMS2.0 的业务实体对象能够自动映

射为集成场景所需要的数据传输对象; 同样的, 基于

指定业务对象类型上的注解, 数据传输对象也能反向

映射为该类型的业务实体对象(图 6).  

 
图 6 对象映射框架 

5  结语 
  PMS2.0 集成平台是一个遵循 SOA 理念、架构于

微内核体系之上的企业集成基础设施环境, 具备面向

服务、事件驱动、面向消息的特性, 并提供以融合集

成特性和面向服务特性为一体的基础架构, 以一种高

度分布的部署模型, 统一消息的数据模型, 高度可扩

展、包含开放端点的体系, 实现一个对各种业务集成

应用“来者不拒”的智能化的集成和管理中介, 实现被

集成的各个业务应用之间的数据汇总、数据整合以及

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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