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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电力设施（资产）采用传统锁具管理和运维存在以下问题： 

1.1 锁具非授权打开无法实时告警 

1.2 锁具状态无法实时在线显示 

1.3 锁具无法实时定位 

1.4 锁具开闭状态过程无法记录 

1.5 锁具无法进行有效管理（钥匙难管、现场难开、身份难确认） 

1.6 设备运维计划落实情况无法得知 

1.7 无法集成温湿度等传感器。 

针对性地解决电力设施（资产）管理和运维的痛点，开发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为电力

设施（资产）的数智化管理和运维提供了安全高效可靠的软硬件基础，大大提升了电力设施（资产）管

理的现代化水平。 

2 编制主要原则 

2.1 （标题） 

2.1.1 （标题） 

因此目前需尽快采用国内目前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以及成熟的“生物识别”技术，采用先进

的 3D 建模、运动仿真的设计能力，设计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总体而言，国标和行标随着行业的快速发

展，已不适用于当前的产品。而标准草案结合行业和客户的实际需求编制，产品要求更高，更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2.1.2 （标题） 

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开发系统平台与智能终端物联锁具，实现双向通讯，并实现数据安全。 

二、需开发具备物联网功能的物联锁具，满足适用于电力基础设施强电池干扰环境下要求。 

三、开发控制器，用于数据传输。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国内外标准化情况简要说明： 

目前未有国外标准。国内标准有 GB/T 25293-2010 《电工电子设备机柜-机械门锁》、GA 37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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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防盗锁》，但国内还没有有关工业锁具“自动化”、“物联”化方面的标准，而各同类厂家多数还

以目前国外厂家产品为原型对比开发，技术落后，产品功能单一。 

4 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步： 多家单位合作成立新标准研制小组； 

第二步：召开内部专题讨论会，收集并分析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和资料； 

第三步：立项建议书获得通过（此项若有变化，以后各项顺延）； 

第四步：标准研制小组开始编制标准草案， 并在公司内部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 

第五步：召开标准研制启动会议， 邀请政府机构、检测单位、认证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制造

企业等各方面的专家和标委会委员参加； 

第六步：标准研制小组根据公司内部的讨论结果和启动会议上的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完成《电力基础设

施物联锁》标准初稿； 

第七步：将《电力基础设施物联锁》标准初稿发送同行业制造企业、检测单位、认证机构、科研院所审

阅并提意见； 

第八步：召开《电力基础设施物联锁》新标准评审会议， 邀请政府机构、检测单位、认证机构、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制造企业等各方面的专家和标委会委员参加； 

第九步：标准研制小组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更新标准； 

第十步（：将修改后的《电力基础设施物联锁》标准送给相关专家进行最后的审阅； 

第十一步：根据专家的审阅意见，更新标准并最后定案； 

第十二步：将定案的《电力基础设施物联锁》标准进行报批。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系统架构 

5 管理平台 

6 控制器 

7 物联锁 

8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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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方法 1 

10 检验规则 1 

 

 

6 条文说明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的主要目标：一是保证电力基础设施更安全；二是为电力设施运维

提供装备和技术保障，使运维升级，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将从生态管理、促进行业发展、智慧开锁、减低管理成本以及提高

对使用者的服务质量等方面产生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1.经济效益： 

在电力行业，如充电桩、欧（美）式箱变、配网 JP 柜、数据中心、安全工器具仓、电力抢修车等，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均具有较大的应用场景，需求规模将达到上百亿元。以充电桩为例，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充电设施规模达到 261.7 万台，换电站 1298 座，服务近 800 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

达到：1178 亿元，在努力实现“碳中和”的背景下，预计未来 2022 年充电桩设备与运营市场规模达 1531

亿元，年达增速 30.3%，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需求规模将达到约 18 亿元。 

2.社会效益： 

一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化电力设施管理系统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设备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开

发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构建数字化电力设施管理平台，推动物联锁行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行业发展。 

二是落实安全发展理念，构建本质安全的电力设施管理体系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通过科学的认证方式，严谨的业务流程监控、智能化数据分析、完

善的记录查询等功能实现对业务流程的完善升级。从技术上保证锁无法被非法开启，为本质安全提供技

术和软硬件基础，构建本质安全的电力设施管理体系，保障机柜安全和维护锁具稳定运行，也促进了行

业安全体系的形势稳定。 

三是促进电力设施运维管理的数智化升级 

通过独有的场景化、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构建基于应用层、传输层、应用场景、终端为一体的系

统架构图，打造具有监控中心、设备管理、任务管理、用户管理、记录查询、数据分析等功能的电力基

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云管理平台，采用全新多样化和便捷智能化的开启方式，具有更高级别的安全管

理和过程记录追溯管理，来监控电力设施的状态和人的行为，实现对物的状态、人的行为本质安全的管

理。促进设备传统管理运维转型升级，为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化管理提供有利技术保障，将数智运维提

升到一个全新的物联智能时代。 

四是促进工业锁具行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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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钥匙缺乏有效管理，机械钥匙多而杂，无法保障运维的时效性。通过改变以往的开锁方式，

现采用卡片、指纹、密码、蓝牙及机械钥匙等多种方式进行开锁，且支持组合开锁模式即安全又智能化，

避免了忘带钥匙的尴尬情况，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开锁方式，打破了国内工业电子柜锁行业

的单一模式。 

五是提升管理效率，促进社会进步 

“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锁控系统管理平台”为管理者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实现更方便快捷的安

全管理体验。摆脱以往“审批慢、现场巡更、开锁难”的问题，让管理者和使用者达到一次授权、智能

开锁、数据存档、安全审计智能化服务体验，提升整体满意度，提升管理效率，促进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