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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背景简析电力统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及解决

杜Ǔ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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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自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以来，电力行业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但面对海量、高速、多样的

电力数据，如何进一步提升数据分析能力，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已势在必行。基于此，将对大数据背

景下电力统计工作流程进行详细分析，指出电力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治理，以期为电力行业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推动智能化、高效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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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可有效推动

社会进步及产业升级。在电力领域，大数据应用可对传

统运营模式进行优化，还可促使电力统计工作有序进

行。电力统计作为电力行业决策支持的基础，其准确性

及时效性与电力企业运营效率及市场竞争力有直接关

联。但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存在类型多样、

处理复杂等难题，为此，应对其加以重视，以推动电力

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1]。

1��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必要性

在智能电网、物联网等技术投入应用后，电力行业

所产生的数据量呈直线增长。数据涵盖发电、输电、配

电、用电等环节，对电力企业运营管理及决策至关重

要。大数据技术应用可使数据采集、存储及处理效率得

到有效提升，还可使数据及时、准确处理。

电力统计不再局限于数据收集与整理，通过构建数

据分析模型，可揭示数据运行发展趋势，为电力行业的

智能化、高效化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

电力企业可对历史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对数据变化规律

进行准确分析，以便为企业战略规划、市场预测、风险

评估等提供支持。在大数据驱动下，电力行业正向智能

化转型，凭借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电力企业

可实现精准运维、优化调度及个性化服务，提升电力企

业整体运营效率及服务水平。

2��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流程分析

2.1  数据收集阶段
电力数据主要从火电、水电、风电、光伏等电站实

时收集，例如，收集到火电厂在当日凌晨0:00-24:00期
间，总发电量达到2400000kW·h，风电场在同一时间段
内，风力发电量达到500000kW·h。还可通过高压输电
线路监测设备，对电压、电流、功率等实时数据进行收

集与记录，例如一条500KV输电线路在高峰时段的最大

传输功率为1200MW，平均损耗率为1.2%。利用物联网技
术，通过智能电表、电力监测设备等实时采集各产业及

居民家庭的用电量数据。采集到的用电量数据通过无线

网络或有线网络远程传输到电力公司的数据中心。电力

公司会对收集到的用电量数据进行初步校验和整理后，

存储在数据仓库或大数据平台中，以便后续的数据处理

和分析[2]。

还可通过智能电表及配电网络传感器记录用户用电

情况。例如，某居民小区在当日用电高峰时段18:00-22:00
总用电量为80000kW·h，可承受最大负荷为1500MW，
其中空调及照明用电占比相对较高。还可凭借电力销售

系统记录销售电量、电价等信息对用电数据进行统计整

理，而借助物联网技术，可实现电力数据的实时、自动

采集，使数据时效性及准确性得到保证。将所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格式化及标准化处理，将不同来源数据进行整

合。将收集到的数据存储在高性能的数据库或数据仓库

中，为数据处理分析提供便利。

2.2  数据预处理阶段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预处理是对海量、原始电力

数据进行清洗、整理与初步分析的主要步骤。系统接收

来自智能电表、传感器和发电设施实时数据，涉及不同

时间段内电力生产、传输与消费情况。从海量原始数据

中剔除无效、重复及异常值，确保数据质量。例如，在

数据清洗过程中，发现并记录60条因设备短暂故障导致
的无效数据记录，此类记录被自动标记并隔离，系统还

可识别出并修正40条因传输错误导致的电量数据偏差，
使电量数据记录正确。

在数据格式统一方面，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转换为统

一的格式标准，电量单位统一为千瓦时，并进行数据去

噪处理，借助滤波器等技术方法消除数据中的噪声信

号。整合过程中，系统成功将发电侧、输电侧、配电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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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售电侧的数据按照时间戳、地理位置等关键维度进行

对齐，将发电站发电量数据与对应输电线路传输数据相

结合，可形成完整电力流动链条。对整合后数据进行格

式转换与压缩处理。例如，将浮点型电量数据进行整

合，采用高效的数据压缩算法，将原始数据集大小从

10GB压缩至2GB，可有效节省存储空间，提高数据访问
速度。

2.3  数据分析挖掘阶段

在大数据背景下，通过对海量电力数据的深度处理

与分析，能够挖掘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价值信息。数据

分析与挖掘工作聚焦于数据清洗与预处理，使数据完整

性及准确性有所保证。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及居民用电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宏

观经济指标、天气变化等多源数据，提升电力需求预测

的准确性，为电力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

数据基础。2014—2023年分产业用电量如表1所示：

表2��2023年分产业用电量季度增速情况

同比增速（%）

2023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第一产业 11.5 9.7 14.2 10.2 12.2
第二产业 6.5 4.2 4.7 7.3 9.4
第三产业 12.2 4.1 15.9 10.5 19.1

居民生活用电 0.9 0.2 2.6 -0.5 2.3

表1��2014—2023年分产业用电量（单位：亿kW·h）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第一产业 1014 1020 1076 684 747 779 859 1038 1147 1278
第二产业 41770 40928 42078 44571 48123 49963 54215 56255 56991 60745
第三产业 6671 7159 7965 9565 10839 11865 12087 14226 14862 16694
居民 6938 7266 8067 8788 9697 10245 10949 11794 13369 13524

表1展示了从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各产业及居
民用电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稳步增

长，虽然在2017年出现短暂下降，但总体上第一产业用
电量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从2014年1014亿kW·h增长至
2023年1278亿kW·h，表明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
化水平的提升，农业对电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作为

电力消费主要领域，第二产业用电量在整个观察期内均

保持上升趋势，从2018年开始，工业用电量增速加快，
到2023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已达到60745亿kW·h，显示
出工业对电力巨大需求[3]。

第三产业用电量在观察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从

2014年6671亿kW·h增长至2023年的16694亿kW·h，反
映中国服务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金

融、物流等行业的快速崛起，此类行业对电力需求显著

增加。居民用电量在整个观察期内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

趋势。从2014年的6938亿kW·h增长至2023年的13524亿
kW·h，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居住
环境的改善等因素所致。尤其是在近年来，随着智能家居

和电动汽车的普及，居民对电力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2.4  报告生成发布阶段
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的报告生成与发布

阶段基于前期数据采集、预处理、分析及挖掘，编制出

详尽、准确的电力统计报告，并适时向内外部用户发

布。报告详细列出了各产业及居民用电量的具体数据，

直观展示电力消费季节性变化。2023年分产业用电量季
度增速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展示了第一产业全年用电量增速保持较高水
平，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为9.7%、14.2%、10.2%和
12.2%，显示出农业和农村地区对电力的需求稳步增长，
尤其是第三季度增速达到年度最高，与季节性农业活动

增加有直接关联。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相对平稳但有所

波动，第一季度增速为4.2%，随后两个季度略有放缓，
但在第四季度回升至9.4%。这表明工业生产及建筑业活
动在年内有所调整，但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显著，且波动较大，第一季度

增速为4.1%，随后迅速上升，第四季度仍保持在高位
19.1%。反映服务业、商业、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的快
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大幅增加。居民生活用电增速相

对较低且波动明显，第一季度为0.2%，第二季度微增至
2.6%，第三季度出现短暂负增长-0.5%，但第四季度又回
升至2.3%。这表明居民生活用电受季节、气候及生活习
惯等多重因素影响，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3��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  数据处理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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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电网、物联网等技术广泛应用，电力系统

中产生数据量持续增长，但现有数据处理系统及技术难

以适应这一增速，导致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严重延迟问

题，将限制电力统计工作及时性及准确性。在电力统计

工作中，数据处理涉及数据收集、清洗、转换、存储、

分析等多个环节，但因电力统计部门数据处理流程需依

靠人工操作，自动化程度不高，将增加处理时间，带来

潜在风险隐患。

在电力行业中，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之间存在数据

壁垒，使得数据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将增加数据处

理难度。且在数据共享与整合方面，缺乏标准，使得数

据在流转过程中容易出现丢失、错误等问题，将降低数

据处理效率[4]。

3.2  数据分析能力不足
电力统计部门在应对复杂数据时，沿用传统数据分

析方法，将难以深入挖掘数据规律，限制数据分析。且

数据分析的跨领域协同能力不足，因电力统计工作涉

及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多个领域和部门，数据存

在密切关联性，将限制数据分析。而在具体数据分析过

程中，局限于单一环节或单一维度的数据分析，缺乏跨

环节、跨维度的综合分析，将导致数据分析结果片面、

单一，难以全面反映电力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和发展趋

势。再者，数据分析方法局限性对数据分析能力提升也

有一定影响，传统数据分析方法侧重于描述性统计及因

果推断，难以应对大数据环境下复杂性及不确定性。

4��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4.1  提升数据处理效率
为提升电力统计工作的数据处理效率，需对数据处

理流程与技术架构进行优化，通过引入先进分布式计算

框架大数据技术，以应对海量数据的处理需求。通过

并行处理及分布式存储，可有效降低数据处理时间复杂

度，提高处理速度。还应优化数据清洗、转换及加载过

程，采用自动化工具减少人工干预，使数据处理准确性

及一致性有所保障。还应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及规范，使

不同系统、不同部门间数据可互操作性及共享性，减少

数据孤岛现象。建立数据质量管理机制，对数据进行定

期检查校验，使数据质量及可用性得到提高。通过数据

治理，可对数据资源配置进行合理优化，为数据处理提

供便利。

随着数据量增加，对硬件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

高，电力统计部门应加大对数据处理硬件设施投入，采

用高性能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以免在数据处

理中出现延迟情况。还应培养一批具备大数据处理及分

析能力专业人才，使团队整体素质及技术水平得到提升。

通过定期培训及技能提升计划，以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最

新数据处理技术及方法，提高数据处理效率。还应加强跨

部门、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数据资源的共享与整

合，从而推动电力统计工作智能化、高效化发展[5]。

4.2  加强数据分析能力
构建大数据驱动统计分析体系，优化设计电力统计

框架，将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到数据收集、处理、分析

及应用环节中。通过引入实时数据处理技术，可实现

数据即时分析反馈，使统计工作时效性及准确性有所提

高。电力统计数据分析除需要统计学及计算机科学知识

外，还需要深入了解电力行业业务逻辑。基于此，应建

立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鼓励相关工作人员跨领域学

习，组建专业化数据分析队伍。

引入具备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团队建

设，形成知识共享、协同作战的良好氛围，共同推动数

据分析能力的提升。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基础上，应借

助新数据分析工具，以满足电力统计工作的特定需求。

还应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如数据标准、数据质量监

控、数据安全等方面，使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可用性得

到保证。还应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促

进数据流通整合，形成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体系。

结论

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力统计工作面临数据量快速增

长及数据分析能力不足等问题。需强化技术创新，提升

数据分析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跨学科数据分

析人才，还应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以应对大数据带来的

挑战，使电力数据潜力得到充分挖掘，为电力行业智能

化、高效化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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