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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监控系统二次安全防护策略探讨

孙航飞�铁勇魁�窦中山�王旭宁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电力系统自动化发展的过程中，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快速增加，电力监控系统开展二次安防的主要目的

就是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逐渐意识到了电力监控系统对整个电力系统的重要意

义，因此制定了相应的电力监控系统和二次安防来对确保电力监控系统的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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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监控系统二次系统安防建设的重要性

电力监控系统是电力行业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负责实时监测和管理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随着信息技

术和网络的发展，电力监控系统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安全威胁和风险。因此，实施电力

监控系统的二次安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电力

监控系统的二次安防建设可以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

行。电力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一旦电力供应中断或异常，就会对社会造成严

重的影响。通过实施二次安防建设，可以有效预防和应

对网络攻击、电力故障等意外事件，保障电力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第二，电力监控系统的二次安防建设可

以保护系统数据的安全性。电力监控系统中的数据是非

常敏感和重要的，包含着大量关于电力系统运行的实时

数据和敏感信息。如果这些数据泄露或被篡改，将严重

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可能导致安全隐患。通过

加强网络安全措施、身份认证和数据备份等手段，可以

确保系统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第三，电力监控系统

的二次安防建设可以防范网络攻击和黑客入侵。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电力监控系统也面临着日益复杂和多样

化的网络攻击威胁。黑客入侵、拒绝服务攻击等都可能

对电力系统造成严重破坏。通过增强系统的网络安全措

施，建立入侵检测和防火墙等技术机制，可以及时识别

和应对各种网络攻击，维护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第

四，电力监控系统的二次安防建设可以提升管理和运维

效率。电力监控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进行频繁

的维护和管理。通过实施二次安防建设，可以降低系统

的故障率和运维成本，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1]。

2��电力监控系统二次安全防护的具体技术手段

2.1  强化网络安全措施
为了加强电力监控系统的二次安全防护，需要采取

一系列的具体技术手段，其中之一是强化网络安全措

施。（1）防火墙：在电力监控系统的网络边界处设置
防火墙来过滤网络流量，只允许经过授权的数据通过。

防火墙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规则对网络流量进行审查和

过滤，阻止未授权的访问和恶意攻击。可以配置防火墙

规则来限制只有特定的IP地址或网络段才能访问系统。
（2）入侵检测系统（IDS）：IDS可以监测和识别电力
监控系统中的恶意活动和攻击行为。通过监控网络流量

和系统活动，IDS可以检测到不正常的行为，并及时发出
警报。还可以与防火墙、日志管理系统等相结合，形成

自动化的安全响应机制。（3）虚拟专用网络（VPN）：
电力监控系统通常通过远程访问进行操作和管理，为了

保护系统的通信安全，可以使用VPN技术建立一个安全
的加密隧道来传输数据。VPN能够加密数据、验证双方
身份，确保数据传输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靠性。（4）
安全协议和加密技术：采用安全协议和加密技术对电力

系统的通信进行保护。例如，使用HTTPS来加密Web操
作，使用SSH来加密远程终端访问。此外，还可以使用
基于PKI（公钥基础设施）的证书来确保通信的安全性。
（5）强化访问控制和身份认证：设置严格的访问控制
策略，对用户进行身份认证，并指定合理的授权访问权

限。采用多因素身份认证，如硬件令牌、生物特征识别

等方法，加强对用户身份的验证。还可以引入单点登录

（SSO）机制，集中管理用户的登录和访问控制。
2.2  加强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为了加强电力监控系统的二次安全防护，另一个重

要的技术手段是加强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1）采用多
因素身份验证，例如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结合硬

件令牌、生物特征识别等，以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

可信度。通过引入多层次身份验证机制，可以降低恶意

用户冒充合法用户的风险，提高系统的安全性。（2）制
定严格的密码策略，要求用户设置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密码。密码应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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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长度至少8个字符。此外，禁止使用常见的密码和个人
信息作为密码，增加密码的复杂性和难度[2]。（3）基于
用户角色和职责，对用户进行合理分组和授权，并限制

用户对系统资源的访问权限。通过细粒度的访问控制和

权限管理，可以防止未授权的访问和误操作，提高系统

的安全性。（4）建立监控系统，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实时
监控和日志记录。通过定期审计和监控，可以及时发现

异常行为和恶意操作，并追踪其来源，为安全决策提供

依据。（5）通过单点登录机制，用户只需一次登录即可
访问多个相关系统。这种集中管理的身份认证方式可以

减少用户需要记忆的密码数量，降低密码泄露的风险，

并提供更便利的用户体验。

2.3  实施数据及时备份和紧急恢复计划
为了加强电力监控系统的二次安全防护，另一个重

要的技术手段是实施数据及时备份和紧急恢复计划。制

定并执行定期的数据备份计划，确保监控系统各项数据

的及时备份。备份数据可以存储在离线设备、云端存储

或其他安全的媒介中，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备份频率可以根据数据增量和重要程度来确定，以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对备份数据进行验证，确保备

份的数据是完整且可用的。同时，定期进行紧急恢复测

试，测试备份数据的恢复速度和恢复能力，以确保在系

统遭受攻击或灾难时能够快速恢复监控系统的功能。制

定应急恢复计划，定义在遇到安全事件或灾难情况时的

应急响应流程。应急计划应包括联系人列表、紧急事故

报告和恢复时间目标等信息，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

及时响应和恢复系统。采用高可用性配置策略，包括硬

件冗余和容错设计。通过配置冗余的硬件设备、负载均

衡和故障转移机制等，确保系统在硬件故障或网络中断

时能够自动切换和恢复，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采用数

据加密技术，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以保证

数据的机密性。

3��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策略

3.1  制定详细的二次安全防护方案
电力二次系统是现代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而其安全性对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供电可靠性至

关重要。为此，制定详细的二次安全防护方案非常必

要。首先，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了解系统的弱点和威

胁，确定潜在的安全风险。基于评估结果，制定安全策

略和计划，确保系统安全性能达到预期。将电力二次系

统与其他网络隔离开来，建立独立的内部网络。通过配

置防火墙、网络隔离设备和访问控制列表，限制外部对

系统的访问，减少恶意入侵和攻击的风险。采用多因素

身份认证，如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结合硬件令牌、生

物特征识别等技术，确保用户身份真实可信。严格配置

访问控制，根据用户角色和职能分配权限，限制用户仅

能访问其授权的功能和数据。建立安全审计和监控系

统，通过实时监控和记录系统活动和异常事件，及时发

现安全漏洞和潜在的攻击活动。定期进行安全审计，确

保系统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定期检查和更新系统的安全

补丁、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修复已知的漏洞[3]。同时，

及时升级硬件设备和安全软件，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抗

攻击能力。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

储和传输，保证数据的机密性。使用安全传输协议，如

SSL/TLS，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定期对员
工和系统用户进行安全培训，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识

别潜在威胁的能力。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用户能够

及时报告任何安全事件或异常。制定灾备和紧急响应计

划，包括数据备份和紧急恢复策略。定期备份关键数

据，存储在离线设备或云端，以便在遭到攻击或灾难时

能够快速恢复系统。定期进行安全审查和漏洞扫描，发

现和修复系统中的潜在漏洞和安全风险。

3.2  定期开展安全演练和测试
为确保电力二次系统的安全，定期开展安全演练和

测试是一种重要的防护策略。通过模拟真实的安全事件

和攻击，检验系统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可以有

效提升系统的抵御能力和灾难恢复能力。制定定期的安

全演练计划，涵盖不同类型的安全事件和攻击场景，例

如网络入侵、系统瘫痪、数据泄露等。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安全演练的频率和内容，确保全面覆盖系统的安全

风险。在安全演练中，模拟真实的安全事件和攻击，运

用各种手段和工具进行测试。例如，使用渗透测试工具

模拟黑客攻击，测试系统的漏洞和脆弱性；模拟社会工

程学攻击，测试员工对钓鱼邮件和恶意链接的识别能力

等。对每次安全演练的结果进行评估和总结，分析系统

在面对安全事件和攻击时的表现和应对能力。发现演练

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进行改进和修复，提升系统的

安全性。在安全演练的过程中，加强员工的培训和意识

提升。定期组织相关的培训课程和分享会，提升员工对

安全事件和攻击的认识和理解，教育他们正确使用系统

和应对安全威胁的方法。根据安全演练和测试的结果，

制定详细的应急响应计划。明确应急团队的职责和流

程，建立紧急联系人列表，确保在面对真实的安全事件

时能够迅速响应和采取应对措施。根据安全演练和测试

的结果，不断改进系统的安全措施和策略。及时修复发

现的安全漏洞和脆弱性，更新和升级安全设备和防护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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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抵御能力。

3.3  建立全员安全意识和培训体系
只有所有人员都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和知识，才能

有效防范潜在的安全威胁和攻击。制定全员安全教育和

培训计划，包括新员工入职培训、定期安全培训和特定

岗位培训。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如在线学习、培训课

程、专家讲座等，向员工普及电力二次系统的安全知识

和最佳实践。定期组织安全意识活动，如安全月、安全

周，宣传电力二次系统的安全重要性，通过海报、宣传

栏、内部通讯等方式提醒员工保持警惕和注意安全。制

定明确的信息安全政策和准则，明确员工在电力二次系

统中的责任和义务。政策和准则应包括密码安全、设备

操作规范、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员工了解并遵

守相关要求。定期组织实战演练和模拟攻击，将员工置

于真实的安全威胁环境中，让其体验攻击事件和应对措

施。通过这种方式，使员工能够更好地了解安全威胁，

并学会如何应对和处理实际情况。建立安全邮件和提醒

机制，向员工发送相关的安全信息，包括最新的安全威

胁、常见的安全问题和解决方案等。通过邮件、通知等

形式提醒员工保持警觉，及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为

员工提供安全问题报告的渠道，鼓励员工主动汇报发现

的安全问题和漏洞。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员工有

效参与和贡献安全建设。定期对员工的安全操作进行检

查和评估，发现潜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并及时进行纠

正和改进[4]。

3.4  电力监控系统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能够明确应急事件发生时的响应措施和流

程，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组建

专门的应急响应团队，成员包括系统管理员、网络工

程师、安全专家等。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和权限，确保

在应急事件发生时有人能够迅速响应和采取措施。对可

能发生的应急事件进行分类和等级划分，根据事件的紧

急和严重程度，制定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例如，对于

网络攻击事件，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从而决定需要采

取的应急措施和响应间隔。建立应急预警机制，对异常

事件和安全威胁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并迅速通知应急

响应团队。预警机制可以使用监控工具、安全事件管理

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应急响应团队及时得知事件的发

生。制定明确的应急事件处理流程，确定应急处理的步

骤和流程。例如，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知应急响

应团队，启动应急预案。团队成员根据事件类型和等

级，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如隔离攻击源地址、封锁攻

击流量等。建立与相关单位的紧急联系机制，以便在应

急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联系并协同应对。例如，与供电

局、安全厂商等建立应急协作机制，实时共享信息并共

同应对应急事件。建立定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策略，确

保关键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恢复性。定期将重要数据备份

到离线设备或云端存储，以便在出现数据丢失或破坏的

情况下能够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组织应急演练活动，

模拟不同的应急事件场景，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

结束语

总地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力监控系统也应该

随之而发展，使其能跟上人们需求的脚步。电力监控系

统二次防护能更好的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所以很有

必要进行二次防护，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电力监控

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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