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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架构设计

（一）智能感知和数据采集层

智能传感与数据采集层是智能燃油管理系统的基石，负责全

面准确地捕捉燃油管理各个环节的关键信息，该层通过部署先进

的传感器网络和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煤炭进厂、质量验收、转

运卸车、煤场储存、配煤展示全过程的实时监控，有各种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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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随着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和能源结构的不断优化，电厂在电力供应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大多数电厂在燃料管

理方面仍然面临许多挑战，燃料验收、接卸、煤场管理、配煤等环节普遍存在设备落后、分析手段不足、管理手段有

限等问题，这不仅导致燃料生产和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有限，还导致工作效率低、人力成本高以及人为因素带

来的潜在风险。因此，智能燃料管理系统的研究对于提高电厂燃料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具有迫切

的现实意义，通过智能管理系统的应用，实现了对燃料全过程的精确监控和高效管理，为电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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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包括但不限于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重量传感器、图像

识别相机等。可以精确测量燃料的各种物理和化学参数，如温

度、湿度、重量、粒度、热值等，利用车辆识别技术和二维码技

术，实现了煤炭从进厂到消耗的全程追溯，保证了燃料信息的准

确和完整。[1]在数据采集方面，该层采用高效的数据传输协议和加

密算法，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通过构建分布式

数据库，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管理，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决

引言

本文针对电厂燃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现代智能技术的智能燃料管理系统，该系统综合应用信息处理、自动控制、

识别、感知等技术，实现了进厂煤的识别、质量验收、转运卸载、煤场管理、配煤展示等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智能控制。系统架

构设计清晰合理，技术先进可行，可显著提高燃料管理的精细化和自动化水平，该系统还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可为电厂降本增

效提供有力支持，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智能燃料管理系统在电厂的推广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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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该层还具有数据预处理的功能，可以对原

始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和格式化，为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

提供更加规范和优质的数据源。

（二）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层

基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采集的燃料数据进行深

度挖掘和分析，为电厂燃料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智能决策支持，

该层通过构建复杂的数据模型，实现煤质、库存状况、配煤方案

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分析。在煤质分析方面，该层可以实时

监测煤炭的各项质量指标，如发热量、灰分、硫分等，根据历史

数据和行业标准对煤炭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预警。在库存分析方

面，该层可以实时显示煤场的库存分布、库存数量和库存周期，

为电厂的库存管理和采购计划提供决策依据。在配煤方案优化

中，该层可以根据煤质和锅炉运行要求帮助运行调整配煤比例和

配煤策略，实现锅炉的高效、稳定、环保运行，该层还具有自学

习和优化功能，可以不断从数据中学习新的规律和模式，优化分

析模型和决策算法，提高系统的智能水平和决策精度。[2]

（三）自动化控制和执行层

自动控制和执行层负责将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层的结果转化

为具体的操作指令，实现燃油管理各个环节的自动控制，该层通

过集成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执行器，如 PLC（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DCS（分布式控制系统）、智能机器人等，实现煤

炭进厂、质量验收、转运卸车、煤场储存、配煤展示全过程的自

动化操作。该层可以在煤炭进厂、检测等方面自动完成煤炭的称

重、取样、检测等过程，通过智能机器人实现煤炭的自动归批制

样和化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3]在煤场管理方面，该

层可以自动展示煤场的现状和库存分布，便于实现煤场的优化管

理和高效利用，在配煤掺烧方面，该层可以根据数据分析帮助调

整配煤比例和掺烧策略，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锅炉入炉煤的

数据检测。此外，该层还具有故障预警和应急处理功能，可以实

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参数变化，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故障

和异常情况，保证燃料管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和安全生产。

二、技术实现

（一）物联网和大数据融合技术

在智能燃油管理系统中，物联网和大数据的融合技术是实现

智能感知和数据采集的关键，物联网技术通过部署各种传感器、

智运盒、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覆盖煤炭燃烧全生命周期的

物联网网络，这些设备可以实时采集煤炭的水分、湿度、重量、

图像等关键信息，并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到数据中心。[4]大数据融合

技术负责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整合、清洗、分析和挖掘，通过建

立分布式数据库和大数据处理平台，系统可以高效地存储和管理

这些数据，并使用数据挖掘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从数据中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和规则，这些信息不仅用于实时监测和预警，还为后

续的智能决策和自动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物联网与大数据融合

技术的结合，使得智能燃料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煤炭燃烧全生命

周期的精确监控和高效管理，该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燃煤的参数和

状态，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为电厂的燃料管理提供有力

的支持。

（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

通过构建基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智能模型，系统可以自

动学习和识别煤燃烧的特征和质量指标，这些模型可以根据历史

数据和行业标准对燃煤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预警，为电厂采购和

库存管理提供决策依据。[5]此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也可用

于优化配煤方案和配煤燃烧策略，该系统通过分析煤质与库存分

布，为运行调整配煤比例和配煤策略提供依据，实现锅炉高效、

稳定、环保运行。系统具备智能配煤掺烧策略功能，进一步利用

后不仅可以提高锅炉的燃烧效率，还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达

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使燃料智能

管理系统具有自学习和优化能力，系统通过不断从数据中学习新

的规律和模式，不断优化分析模型和决策算法，提高智能水平和

决策准确率。

（三）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执行器

自动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 PLC、DCS等技术，可实现煤炭进

厂、质量验收、转运卸车、煤场储存、煤样管理全过程的自动控

制。[6]智能执行器包括智能机器人、自动输送设备、智能存样、

智能化验等，能根据自动控制系统的指令自动完成自动计量、采

样、煤样转运和化验等操作，这些智能执行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安全性，还减少了人为干预和人为错误，为电厂燃料管理提

供了有力支持。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执行器的结合，使燃料智能

管理系统实现了燃煤全生命周期的自动控制和管理，该系统通过

实时监控和自动控制，确保煤炭的储存、保管、保管和配煤各环

节符合规定的要求和标准，为电厂燃料管理提供了可靠保障。

（四）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技术

因为系统涉及到很多敏感信息和数据，比如煤质、库存状

况、采购计划等，必须采取严格的网络安全措施和数据保护措

施，网络安全技术包括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安全审计系统

等，可以实时监控和防御外部网络攻击和威胁，通过构建安全的

网络通信协议和加密机制，系统可以保证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

性和保密性。数据保护技术包括数据备份、恢复和容灾，通过定

期备份和存储关键数据，系统可以在出现故障或数据丢失时及时

恢复数据，保证系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建设容灾备份系

统，在出现严重故障或灾难时，系统可以快速切换到备份系统，

保证业务连续性和数据完整性。随着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技术的

应用，智能燃料管理系统能够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为电

厂燃料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些技术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业务连续性。[7]

三、可靠性研究和措施

（一）组件冗余设计和容错机制

组件冗余设计和容错机制在智能燃油管理系统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系统稳定运行的坚实防线，这种策略

不仅需要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故障场景，还需要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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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中不断验证和优化。组件冗余设计是指在系统中增加具有

相同功能的额外组件，以便当主组件出现故障时，备用组件可以

立即接管工作，这种设计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在智能燃料管理系统中，这通常体现在取样器、分析仪、传送带

等关键设备的双备份或多备份，容错机制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能

够自动检测错误、纠正错误或采取补救措施以防止错误扩散的机

制，它通常包括错误检测、错误隔离、错误恢复等步骤。[8]以“国

家能源集团智能燃料升级项目”为例，该项目在燃料接收、储

存、制备、测试、分析等各个环节都采用了组件冗余设计。比如

在燃煤取样环节，系统配备了双取样设备。当一台设备出现故障

时，另一台设备可以立即启动，也可双侧同步工作，以保证采样

工作的连续性和准确性，系统还引入了先进的容错机制，如智能

诊断模块，可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触发预警，

并自动调整设备参数或切换至备用设备，有效避免设备故障造成

的系统中断。此外，项目还通过模拟各种故障场景，对系统的冗

余设计和容错机制进行全面测试和优化。例如，通过模拟采样设

备故障、传输带断裂等场景，验证系统在不同故障情况下的响应

速度和恢复能力，这些测试不仅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也为后续

的系统维护和优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9]

（二）实时监控系统和智能预警

实时监控系统和智能预警是智能燃油管理系统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能够实时感知系统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

问题，从而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实时监控系统通过采集和分析

系统各环节的实时数据，可以全面反映系统的运行状态，这些数

据包括但不限于燃料质量、库存、设备运行状态、环境温度和湿

度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系统可以及时发现和

处理潜在的问题，如燃油质量异常和设备故障等。智能预警系统

是基于实时监控系统采集的数据，通过预设的规则和算法，快速

分析判断异常数据，并发出预警信号，这些预警信号可以是声、

光、短信、邮件等多种形式，以便管理者及时得到预警信息，采

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华电集团智能燃料管理平台”为例，该

平台通过部署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对燃料接收、储存、制备、检

测、分析的全方位监控，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燃料的质量指标，

如灰分、水分、挥发分等。一旦发现异常，会立即触发预警机

制，提醒管理者进行审查和处理，平台还通过智能预警系统对设

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比如当设备温度异常升高或振

动异常时，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并推荐相应的处理措施，

如停机检查、更换配件等。[10]此外，平台通过不断学习和优化预

警规则和算法，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比如，通过引入机

器学习算法，系统可以自动学习历史数据和故障模式，从而更准

确地判断当前数据的异常情况，给出更合理的预警建议。

四、结语

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电厂燃料管理的效率和准

确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电厂的经济效益，展望未来，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电厂燃料智能化管理

系统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将继续关注电厂运营管理的最新趋势

和需求，不断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还将加强与其

他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推动电厂燃料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明莉，张丽．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电厂燃料智能化管理系统设计［J］．自动化与仪器仪表，2022,(7):60-64.

[2]李华夏，赵小勇．电厂燃料消耗预测与库存优化研究［J］．电力科学与工程，2021,37(3):67-72.

[3]刘晓军．大数据在电厂燃料管理中的应用与实践［J］．信息技术，2020,(9):135-139.

[4]张江涛，陈洁．基于云计算的电厂燃料数据存储与安全管理［J］．计算机与网络，2019,45(11):78-82.

[5]郭晓，马琳．电厂燃料智能化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8.

[6]付高见，沈思贤，涂攀，等．基于 DCS控制的燃料智能化管控系统分析与应用［J］．电气技术与经济，2023,(07):86-90.

[7]邓卫梅．火电厂智慧燃料管控系统浅析［J］．电气技术与经济，2022,(05):94-95+99.

[8]江建亚．火力发电企业燃料管理信息化应用探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3,(06):40-41.

[9]王铮．发电厂的燃料采制智能化管理分析［J］．集成电路应用，2022,39(11):288-290

[10]孙洪江．燃料智能化实现的功能及应用分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6,(36):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