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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IDH-1000 新能源云监控系统是北京中能云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能云联）

总结多年光伏、风力发电站电力监控系统研发和工程应用经验，参照电力行业、

节能环保行业相关标准，采用最新信息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所设计研发的云

端集中监控系统。 

传统的电力监控系统，是以满足电力调度系统的调度功能，以及电力部门运

行维护需求为主的，通信方式以有线方式为主，安全技术以横向物理隔离和纵向

加密认证为主。在新能源领域，除了满足电力调度控制的要求，电站运维方的运

行维护需求以及电站持有方对资产进行监控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新能源电站设

备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物理分布范围广，因此需要监控系统在灵活部署、降低

成本方面做出努力。IDH-1000 云监控系统满足新能源电站需求的全新的监控系

统，系统采用无线有线相结合的通信方式，采用了云计算技术，降低了成本，并

在移动监控方面做出了特色。在就地智能设备接入方面，总结原先 485 总线通信

的限制，创新的使用了 iWilo 可靠就地无线通信技术，在没有提高成本的同时，

扩展了智能设备接入的范围，为户用系统的接入提供了全新的方式。 

系统对用户下属所有电站进行集中管理，提高电站的管理和运维效率，提升

发电量，降低管理成本。系统基于云计算平台，具备管理数百电站的数据接入能

力，支持 25 年的数据存储，完善的权限控制保证数据安全；系统支持多电站接

入、扩展接入新电站，集中管理不同位置的多个电站，分析各电站全年和各月发

电计划完成情况、运维投入情况，辅助集团领导决策分析；系统汇总多个电站生

产数据、融合分析，形成整套跨电站的 KPI 指标来评估电站的运营情况，评估电

站运行健康状态，快速找出效率短板、给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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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应用 APP 介绍 

2.1. 企业级监控 

公司监控包括监控公司下属电站的在线离线状态，以及装机容量、实时功率、

发电量、发电收益、碳减排等 KPI 指数，如图： 

 

图 3 公司主界面 

电站列表显示出该公司下属的所有电站，通过选中某一个电站，进入电站的

监控画面。也可以通过地图导航，点选进入电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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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司电站列表       图 5 地图导航 

2.2. 电站级监控 

电站监控包括电站的状态以及实时功率、收益、发电量、碳减排等 KPI 数据

的监控，如图： 

 

图 6 电站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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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监控包括曲线图表及告警功能。 

曲线用来显示功率曲线以及发电量的日、月、年柱图，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日期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图 7 电站功率趋势曲线      图 8 电站发电量日趋势图表 

    

图 9 电站发电量月趋势图表     图 10 电站发电量年趋势图表 



IDH-1000 分布式新能源云监控系统 

 5 / 15 

 

图 11 趋势图表日期选择 

2.3. 设备级监控 

设备监控展示逆变器、汇流箱、并网表、气象仪等设备的实时数据，如图： 

    

图 12 设备主界面       图 13 曲线数据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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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智能告警功能 

手机应用包括告警功能，告警在公司、电站、设备分级界面展示，实时上送

设备告警信息并提示。显示如下图： 

    

图 14 设备告警列表       图 15 告警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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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监控介绍 

用户界面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公司运行信息、电站运行信息、设备信息、

告警信息以及报表等模块。 

登录界面：可通过手机号和邮箱登录 

 
登录界面 

公司首页：展示公司发电 KPI 数据，电站在线/离线统计，提供地图导航和电

站定位。也可扫描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 

 

公司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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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运行页面：展示电站发电 KPI 数据，功率曲线、日月年发电量图，功率

曲线叠加辐照度作为参考。还可以通过左侧菜单栏查看电站信息、全站设备、报

表、实时/历史告警，进行电站运行对比，还可以实现电站发电量预测功能。实时

告警采用气泡提示，每个电站可以单独设置电价。右上角显示并网时间、电站状

态、天气状况，及导航按钮。 

 

电站页面 

设备运行页面：展示电站主要发电数据，功率曲线、日月年发电量图，还可

以通过左边菜单栏进入对比分析界面进行设备对比分析，查看实时/历史告警。 

 

设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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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仪页面：显示气象数据和曲线。 

 

气象数据 

报表查询：可以按时间生成公司和电站报表，可以导出 PDF 和 excel 格式。 

 

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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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告警页面：显示设备实时告警，新告警特殊提示。 

 

运行告警界面 

历史告警查询：可以按时间、关键字查询历史告警信息。 

 

历史告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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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架构 

系统采用分层分布结构，分为 iPVCloud 云监控中心层、iCommu 通信层、设

备采集层，层与层之间相对独立。系统架构图如下： 

 

4.1. iPVCloud 云监控中心层 

iPVCloud 层提供完善的光伏电站实时监控和管理功能，支持数据采集与处理、

历史数据记录、图形显示及打印、报表及曲线等功能；提供可组态的智能告警功

能，及时发现并精准定位设备故障，提升电站运维效率。 

iPVCloud 层基于 WEB 服务，提供工作站访问界面；同时提供专业移动 APP，

全面覆盖 iOS 及 Android 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移动化的运维和巡检手段。 

iPVCloud 层无缝对接第三方通信接口，实时接入第三方数据，拓展监控范围，

实现全方位的系统监控，便于大数据分析及挖掘。  

iPVCloud 层提供完善的权限管理，涵盖了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机构管理及

资源管理几大功能。资源管理权限设置可以涵盖公司、电站甚至于设备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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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于设备的精细化权限设置。通过合理的权限配置，用户可以进行创建公司、

电站以及分配权限工作。 

iPVCloud 层包含 iManager 管理服务、iMonitor 监控服务、iAlarm 智能告警服

务。 

4.1.1 iManager 管理服务： 

iManager 主要提供通信管理服务，负责解决通信管理监视的问题。 

iManager 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服务： 

 实时通信监视 

 实时通信的控制 

 智能模块程序管理与控制 

4.1.2 iMonitor 监控： 

支持数据采集与处理、历史数据记录、图形显示及打印、报表及曲线等传统

功能，同时基于 WEB 服务，提供工作站访问界面；提供手机 APP（iOS/Android）；

可提供公有云、私有云方式；具备第三方通信接口，可方便的提供数据给调度和

运行管理部门；支持统一接口访问。 

4.1.3 iAlarm 智能告警服务 

针对新能源电站的具体设备，形成不同的告警信息，通过短信、微信、邮件

等方式，实现告警信息的主动推送。推送功能可以支持手机 APP。 

4.2. iCommu 通信层 

在专业电力数据传输技术的基础上，根据互联网云监控通信的要求，特别是

安全和效率的要求，开发出全新的 iCommu 通信技术。iCommu 支持光纤专网、

Internet 宽带网络、WiFi 无线网络，2G/3G/4G 移动网络等多种网络通信方式，具

备缓存、加密、压缩等功能，可提供基于公网的安全可靠的高效率的通信功能。 

iCommu 层提供面向数据采集设备的缓存功能，在网络中断的情况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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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1 天~7 天的数据缓存，保证数据不丢失。 

iCommu 层采用 128 位数据加密技术，在网络上传输的数据均经过加密，杜

绝了明文传输，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因为云监控系统基于 GPRS、Internet 宽带

等公共网络传输数据，传统的以明文传输为主的电力规约已经不能适应安全性要

求，因此必须采用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后才能进行传输。 

 

4.3. 设备采集层 

设备采集层包括综合智能终端 IDT-100A/B 及 IDT-100S。IDT-100A 综合智能

终端具有 2 个以太网卡和 4 路串口；IDT-100B 综合智能终端具有 1 个以太网卡和

2 路串口，一路 GPRS/3G 无线接口，适用于接入数量较多，接入智能设备类型较

为复杂，物理位置也比较独立的场合，比如规模较大的企业屋顶；IDT-100S 和 IDT-

100A/B 组合使用，适用于局域布点多且单一布点接入设备数量少的情况。一台

IDT-100A/B 周围方圆 2~3 公里范围覆盖通信，IDT-100A/B 增加了 iWilo 就地无线

网的接入功能，而 IDT-100S 配置一个串口和 iWilo 就地无线网络接口，用于将户

用设备传到 IDT-100A/B 装置，再由 IDT-100A/B 将所接入的 IDT-100S 数据上送云

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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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特点 

5.1. 实现设备的远程集中监控 

提供完善的电站设备实时监控和管理，支持数据采集与处理、历史数据记录、

图形显示及打印、报表及曲线等功能，基于 WEB 服务提供工作站访问界面。 

5.2. 缩短设备故障时间，提高发电量 

提供设备告警功能，及时发现并精确定位设备故障，提高电站运维效率，降

低电站维护工作量。 

5.3. 实现精准运维、移动运维 

配合手机 APP 等移动端的设备，可以让运维人员从固定区域集中办公中解

放出来，实现面向多个电站的以故障解决为核心的全新精准运维方式，提升运维

效率，缩减运维人员编制，降低运维成本。 

5.4. 采用 iWilo 就地无线通信技术 

独创的 iWilo 可靠就地无线通信技术，降低施工难度，减少投资成本，利于

投资项目的可靠、快速部署。 

5.5. 针对互联网加固的系统安全性 

在通信层采用 128 位加密技术，通过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将明文转变为密

文，实现信息隐蔽，避免了数据在网络上的明文传输，从而起到保护信息的安全

的作用。 

防火墙的配合使用提高了信息系统和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秘密数据

被外部破译。 

使用 GPRS 专网卡，无线数据在内部的 VPN 专网传输，提高数据传输安全性。 

完善的用户权限管理，避免了未授权行为的发生，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 

http://baike.so.com/doc/5568345-5783506.html
http://baike.so.com/doc/4918532-5137444.html
http://baike.so.com/doc/6618645-6832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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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技术要求 

6.1. 通讯接口要求 

监控系统相关智能设备应提供 RS485 或以太网口等标准通讯接口，并提供通

用的工业通讯协议，如 Modbus 通讯协议。 

6.2. 通讯线缆 

1) 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点接地。 

2) 双绞线最大横截面积要求不大于 1.2mm2，不小于 0.5mm2。 

3) 通讯线缆与强电距离至少 0.5m，干扰强烈的地方需穿钢管。 

6.3. 附表：典型监控系统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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