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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业现状
远 程 核 容 系 统 

远程核容系统  |  客户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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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  传统核容运维方式 – 流程与风险

初始条件

•首先蓄电池必须已经处于

浮充状态3～5小时

•工作人员携带核容设备和

备用通信电池组到达站点

工作准备

•断开蓄电池组与整流屏及通信

设备的连接

•将备用通信电池组与通信系统

连接

•将核容设备接入蓄电池组

•检查连接状态是否正确

核容放电

•进行5～10小时放电

•每30分钟测量一遍每块蓄

电池电压

•每30分钟测量一次蓄电池

温度

蓄电池静置

•拆除核容设备

•放电后蓄电池组需静置

1～2小时再开始充电

恢复性充电

•将主用通信电池组与整流

屏连通并开始充电

•充电5～10小时后，进入

浮充状态

•蓄电池进入浮充状态3小

时后，确定运行正常

结束工作并离站

•将系统倒回正常运行状态

•拆除备用通信电池

•清理现场，记录和保存数

据后工作人员离开站点

交通风险

核容设备接入错误

核容设备过热损坏

蓄电池短路或开路

蓄电池酸液伤人

万用表使用不当整流屏短路 备用蓄电池连接错误 备用蓄电池备电不足

蓄电池过放电 蓄电池燃烧 蓄电池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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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  传统核容运维方式 – 问题汇总

人工成本高
上站耗时

两人操作

重复劳动

1

2

3

4

5

6

安全性低
带电操作多

监控不及时

存在短路和火灾隐患

核容方式的火灾隐患

数据可靠性低
人工记录和存储数据

误录风险

泄密风险

充电不科学
由整流器恒压限流充电

效率低

降低蓄电池寿命

能源浪费
大功率负载发热放电

能源被大量浪费

数据不完备
无法进行内阻监控

无法监控极柱温度

无积累电池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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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核容价值 |  降低风险、降低成本

远程核容

核容期间蓄电池随时可以恢复运行

核容与蓄电池监控配合发现电源隐患

风险低

•无作业操作风险
•无维护人员交通风险

无需搬运沉重的核容设备和应急蓄电池组

实现全覆盖

节能和保护蓄电池

传统核容

核容期间蓄电池离线，设备有供电风险

核容与蓄电池监控无关，部分隐患无法发现

风险高

•断、合熔断器存在操作风险
•维护人员有上站交通风险

需人工搬运核容设备和蓄电池组上站

难以实现全覆盖

浪费能源且损伤蓄电池

人工离线式假负载核容

远程核容在线式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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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建设规划  |  2023年上半年完成调研和试点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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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500kV以上站点。

广东电网
已明确要求，通知到各地市局进

行蓄电池远程核容的改造或配置。

贵州电网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广州供电局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广西电网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海南电网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云南电网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深圳供电局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期间

覆盖110kV以上站点。

南方电网 十四五期间完成110KV站点远程
核容建设

国家电网 2023年7月前完成9个省份的试
点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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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核容系统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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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技术路线

严格遵守核容放电规程的基础上，实现远程控制进行核容放电作业

假负载大功率放电仪 DC/DC升压式放电设备 DC/AC逆变式放电设备

蓄电池放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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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淘汰：
• 火灾隐患
• 机房环境温度升高
• 电能浪费

通信电源核容主流技术：
• 节能放电
• 智能充电
• 可靠保护

操作电源核容主流技术：
• 节能放电
• 智能充电
• 母联保护



解决方案  |  通信电源核容

蓄电池监测单元远程充放电主机 单体采集模块

收集单体采集模块的监控和测试数据

将数据汇总并上传至主机

协议转换

接受并执行主机的测试命令

按照平台远程下发的指令进行充放电测试

测试结束上传本次充放电数据

实时上传每节电池的监控数据

对单节电池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电压

       内阻

       极柱温度

环路通信

反接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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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通信电源核容-远程充放电主机

显示屏

• 主机配备一块7英寸显示屏

• 可在站内操作主机完成在线式核容放电

（无需拆接线）

• 主机支持查看单节、组端的蓄电池数据

61850协议

• 主机支持61850协议

• 无需进行协议转换

模块化设计

• 放电模块和预充电模块均为模块化设计

• 提高设备安全性和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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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操作电源核容-智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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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隔离保护单元

• 管理全系统

• 收集和处理蓄电池监控信号

• 完成核容放电任务

• 完成稳流充电任务

• 对故障的蓄电池单体进行隔离保护

双向换流器

• 受蓄电池隔离保护单元控制

• 核容放电时，将蓄电池的直流电转

换为交流电并网

• 核容结束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

电为蓄电池充电

机柜面板指示灯

• 形象展示系统当前运行状态

• 便于远程视频辅助监控

• 便于维护管理人员管理

开关控制模块

• 电控隔离开关完成直流母联

• 手动旁路开关手动停止核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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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核容系统  |  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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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系统功能

通信电源DC/DC核容系统适用于采用       

-48V直流通信电源的机房，为48V直流蓄电池

组进行远程在线监控及核容维护。

操作电源DC/AC核容系统适用于采用一体

化电源的及直流操作电源的机房，为110V、

220V、380V等直流蓄电池组进行远程在线监

控及核容维护。

蓄电池在线监测、在线充电监测功能01

远程充放电控制、放电自动停止功能02

蓄电池监测数据采集、上传功能03

设备回路自检，异常状态停止功能04

故障自动告警、远程故障诊断功能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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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单整流屏直流通信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 充放电主机与蓄电池及通信电源母排相连

• 充放电主机完成核容放电和智能充电任务

• 蓄电池单体采集模块采集电池单体数据

• 蓄电池监测模块汇总单体采集模块数据

• 蓄电池组永不脱离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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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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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采集

单体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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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监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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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单整流屏直流通信电源核容系统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说明

• 正常运行阶段：

• 常闭接触器闭合

• 蓄电池直接在线

• 开关电源为蓄电池浮充，同时为直流负载供电

• 蓄电池为系统提供备电

• 核容放电阶段：

• 常闭接触器断开，开关电源不再对蓄电池充电

• 在线保护二极管确保蓄电池放电状态在线

• 升压模块将蓄电池输出电压升高至略高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 蓄电池向直流负载供电

• 核容终止条件：
• 电池组电压达到设定值

• 单体电压达到设定值

• 放电量达到设定值

• 放电时间达到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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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单整流屏直流通信电源核容系统工作阶段

工作阶段说明

• 稳流充电运行阶段：

• 常闭接触器断开

• 在线保护二极管确保蓄电池放电状态在线

• 升压模块停止工作

• 降压模块启动工作

• 开关电源通过降压模块，以安全电压向蓄电池充电

• 当充电电流下降至浮充电流时，系统恢复正常运行阶段

• 正常运行阶段：

• 降压模块停止工作

• 常闭接触器闭合

• 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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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单整流屏直流通信电源核容系统工作阶段

异 常 保 护

• 充放电主机故障：

• 接触器恢复默认状态，恢复蓄电池在线，断开充放电主机

• 自动停止核容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 交流失压：

• 常闭接触器闭合，充放电主机停止工作，蓄电池在线供电

• 主站通信中断

• 充放电主机判断是否交流失压

• 交流失压则恢复蓄电池供电

• 交流正常则进入稳流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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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双整流屏直流通信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双整流屏接线保护方式

• 每台充放电主机可管理1～2组蓄

电池

• 每次只对一组蓄电池进行核容

• 核容前充放电主机对电控隔离开

关下达指令完成母联

• 确保母联正常后开始放电核容

       

直流母线I + 直流母线II +

直流母线I - 直流母线II -

充放电主机 充放电主机

电控隔离
开关

手动母联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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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接线保护方式

• 每次只对一组蓄电池进行核容

• 核容前充放电主机对电控隔离开

关下达指令完成母联

• 确保母联正常后开始放电核容

• 将蓄电池电能转换为交流380V

并网

       

直流母线I + 直流母线II +

直流母线I - 直流母线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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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阶段

• 正常运行阶段：

• 常闭接触器闭合

• 手动旁路开关打开

• 核容开关打开

• 蓄电池正常在线

• 核容放电阶段：

• 投入电控隔离开关实现母联

• 常闭接触器打开

• 核容开关闭合

• 双向换流器工作，开始并网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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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阶段

• 稳流充电运行阶段：

• 保持电控隔离开关母联状态

• 常闭接触器打开

• 核容开关闭合

• 双向换流器工作，稳流向蓄电池

充电

• 正常运行阶段：

• 常闭接触器闭合

• 双向换流器停止工作

• 核容开关打开

• 电控隔离开关断开母联

• 恢复正常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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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核容系统接线方式

直流操作电源（一体化电源）异常保护

• 换流器或电池隔离保护单元故障：

• 接触器恢复默认状态，恢复蓄电池在

线，断开双向换流器

• 自动停止核容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 交流失压：

• 核容开关打开，换流器停止工作

• 常闭接触器闭合，恢复蓄电池供电

• 主站通信中断

• 隔离保护单元判断是否交流失压

• 交流失压则进入交流失压保护状态

• 交流正常则进入稳流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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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  蓄电池隔离保护

蓄电池隔离保护功能

       

• 电池单体开路保护：

• 电池单体故障开路时，保障电池组供电电

压正常稳定

• 保护转换效率不低于92%

• 电池单体故障隔离

• 监控电池单体漏液、过压、过流、短路状

态

• 监控电池热失控风险

• 将故障电池单体所在子电池组隔离出直流

母线充电回路

• 蓄电池漏液监控：

• 采集蓄电池组漏电流

• 基于单体数据比较判断漏液风险

• 连接条松动监控

• 检测电池单体充放电数据

• 对组内电池数据进行横向分析

• 发现连接条松动风险

• 自动内阻测试：

• 手动或自动执行内阻测试，积累工作数据

隔离保护设计：提高蓄电池组可靠性，降低蓄电池事故风险

宙安科技



系统介绍  |  核容平台功能展示

• 平台高度安全

• 在调度端需要UKey认证、人脸识别（采用3D

活体检测算法）等才能登录系统

• 在下发关键控制命令时也需要双因子认证授权

才可对站点设备进行控制

• 在线一键远程核容

• 生成详细核容报告

• 大量数据训练的特有AI算法，提供更准确的

SOH

• 7×24设备数据分析

• 可视化展示设备运行状态

• 快速确定故障原因

• 特有运维专家系统，基于告警给予处理建

议及参考措施

• 告警分析报表

• 核容报表

• 系统日志报表

安全双因子登陆

远程充放电核容测试

告警信息管理

数据报表导出

       



04应用案例
远 程 核 容 系 统 

通信远程核容系统  |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通信电源远程核容

       

南方电网通信电源远程核容

• 2010年开始进行技术研究

• 2015年开始重点研究DC/DC核容技术

• 2019年汇总各省研究数据和经验

• 2020年拟定企业标准

• 2021年小规模试点建设，拟定建设计划

• 2022年第一年大规模试点建设

• 目标：

• 十四五期间完成所有110KV以上站点通信

电源远程核容系统建设

• 市场份额：

• 超过45%



应用案例|  操作电源远程核容

       

南方电网操作电源远程核容

• 2015年开始进行技术研究

• 2021年开始重点研究DC/AC核容技术

• 2022年汇总各省研究数据和经验

• 2023年拟定企业标准（待发布）

• 当前状态：

• 各地市每年十余套小规模试点

• 典型案例：

• 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220V直流操作电源蓄

电池智能化管理系统

• 云南电网保山供电局智能一体化220V直流

电源系统，



感 谢 您 的 宝 贵 时 间

期望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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