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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技术应用于电力
营销计量中的价值分析

徐唐福

（国网湖北省供电有限公司通山县供电公司，湖北 通山 437600） 

摘　要　近些年，移动终端技术（MTT）在电力营销计量（EMM）中得到较大推广及应用，带动电力营销的其他领

域高效发展。本文针对 MTT应用于 EMM中的价值进行分析，首先从 EMM的基本概述入手，具体分析 MTT的特征，并

针对传统 EMM模式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用方案，旨在为提高电力营销服务水平提供借鉴，从而实

现电力行业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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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技术（Mobile terminal technology，

MTT）的优势逐步体现，且在电力计量工作中应用率较

高。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了解 MTT的优势，熟练操作此

项技术，在电力营销环节中，制定智能移动终端作业

管理体系，优化作业、业务流程，确保内勤、外勤均

能实现移动作业式管理。以往电力营销多以人工抄表、

用电检查等方法进行，易出现数据丢失情况，故通过

此项技术的使用，相关人员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

随时随地进行计量，提高工作效率。

1　EMM的基本概述

电力营销计量（Electricity marketing measurement，

EMM）为电力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其效率高、低和电

力企业能否长久发展、电力系统能否平稳运行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加强 EMM管理，确保电力企业在市场上

具备突出的地位，减少其电力成本消耗，提升供电质量。

故作为电力企业管理人员，应加大对此项工作的关注，

通过合理应用 MTT，使其工作效率提高。

2　MTT的特征

2.1　实时性

移动终端设备借助 4G、5G等无线通信技术，将其

和互联网连接，其具备以下特征，如实时传输数据、

即时反馈信息，便于全过程监控 EMM工作情况，且还

能对其远程操控，即时反映其工作情况 [1]。比如：借

助移动终端 APP，用户能实时监测电力消费情况、用电

负荷情况，并对自身用电行为加以调整，节省用电。电

力企业也可借助 MTT，了解用户用电数据信息，优化电

力供应调度管理，完善负荷监控，确保电力系统更稳定。

2.2　数据共享性

MTT的应用，为电力企业和用户之间搭建桥梁。二

者均能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实现数据共享、交互，用户

随时随地查询自身电力消费情况，明确计费信息，借

助 APP和电力企业交流，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突出

服务效果。

2.3　计算能力高超

移动终端设备另一大特征即计算力较高，针对复

杂的计量算法、数据分析情况等进行细致处理。其所

应用的处理器性能良好，储存容量增多，加之其自身

操作系统灵活，获取 APP支持，使其可以精准处理各

项数据，快速进行计量计算，确保处理结果更快速、

精准。比如：针对电力消费计量，通过 MTT的使用，

对不同时间段电力使用数据信息进行精准计算、记录，

方便用户实时反馈电力消费情况。

2.4　用户友好性

移动终端设备所设置的用户页面比较良好，具备

直观性特征，便于用户操作，用户可以快速上手操作，

批量计量计算。此设备上的各类程序、页面设计均以

用户体验感为主要考量，为其提供简单的操作流程、

指引。比如：用户能运用设备在线缴费、查找电表信息、

用电情况以及办理其他业务等，并对此服务做出评价，

提升其体验感 [2]。正因其图形界面比较直观，在交互

式操作下，用户可以完成更多电力计量项目，降低用

户使用压力，使其对此服务更满意。

2.5　便于携带

此特征为最明显特征之一。当前智能手机、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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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等日渐普及，其具备小巧、轻便等特征，方便使

用者随身携带，用户不会像以往那般被限制在固定的

计量设备、场地内，能够随时随地计量计算。比如在

家里、单位、外地城市等，均能进行电力计量。正因

其具备此特征，提高 EMM便利性，为多数用户提供更

多选择权利。

2.6　多功能性

移动终端设备除了可以计量之外，其也具备丰富

的功能，如通信、定位、摄像、传感等，正因上述功

能存在，将其联合计量应用程序，促使 EMM服务功能

更多元化，凸显其增值性。例如：借助此设备的通信

功能，用户能和电力企业随时联系，查询电费、咨询

相关服务等；通过其定位功能，了解电力消费的差异

化定价，并对不同地区的电力消费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便于计量更准确。

3　传统 EMM模式

3.1　装表接电

以往此工作流程如下：（1）工作人员考量营销系

统所提出的需求，分派工作单，进入库房对相关设备

出库、入库情况进行登记，将装表单打印。（2）现场

装表时，工作人员需对照装表单的实际要求，将其用

作本次工作的主要依据，在装表单上记录相关数据。

因此表无法连接电力营销系统，工作人员只能在限定

时间内监测此表，如果发生错误记录的情况，会加大

串表发生率。（3）后期存档。以往此步流程如下：用

手机、相机，将下述信息拍照保存，如表的封印、新

表 /旧表的起止码、计量箱的条形码，便于后续工作

参考 [3]。针对信息更新存档，以往多采用人工记录电

表设备数据情况，此法会增加二次调试发生率。（4）

现场装表完成后，工作人员应在系统内输入安装信息、

起止码等，一旦拆装数量过大，很容易导致工作人员

输入错误，甚至会出现漏掉信息的情况。

3.2　库房盘点

过去盘点库房时，多以盘点机为主。盘点工作一

旦开始，任何人员都不能随意进出库房，且为了防止

人员进出，库房门应上锁。在整个盘点过程中，工作

人员应借助盘点机进行，用盘点机对库房内全部设备

进行扫描，连接设备接口，并将所扫描的数据输送至

营销系统内。盘点时，工作人员需比较分析营销系统

内的库存情况，并对所得数据进行细致记录，后列出

亏损、盈余的清单。此法有很多不足之处，若哪类设备

发生问题，多以清单上记录的设备情况作为参考，但此

法缺少对应的查找源，增加操作难度，加之此法消耗很

多时间，所得结果也达不到预期目标。即便已经明确问

题设备，短时间内也不能快速排除故障，影响管理效率。

3.3　出库以及入库管理

（1）出库。资产保管者接收出库指令后，借助计

算机扫描需要出库的资产，一旦发现问题，需将其重

新放回库房，后重新选择合格的资产。（2）入库。仓

库保管者接收入库指令后，同出库一般，扫描需入库

的资产，对照清单，逐一对上面数据进行细致检查，

一旦查找出不符合规定的资产，立即向上级汇报，并

立即退回不符合要求的资产。考量上述工作方法离不

开人员、机器，二者缺一不可，在遇到大量资产入库、

出库时，工作人员易存在手忙脚乱的情况，导致资产

入库、出库有所遗漏，浪费大量资产资源。

4　MTT在 EMM中的应用策略

4.1　应用 MTT预测功能

在 EMM工作中，应用 MTT，可为电力企业提供新的

发展机会。MTT应用期间，可突出企业项目科学性价值，

其可参与大型项目，有实力完成各个大型项目的运作，

突出其管理效果。同时借助该技术的预测功能，对相

关成本进行综合判断，如时间、资金、人力、物力等，

对上述成本进行合理预测，加强风险管控，力求将各

项风险因子控制在最低范围内，确保资金和收益成正

比例关系 [4]。换言之，应用预测功能，可确保 EMM工

作时效性更高。

4.2　装表接电的应用

装表接电时，装表工作者应参考国家规定管理条

例，在电表上做好标记，明确电表位置，故在此技术

具体应用时，可从以下层面入手：

1.安装电表时，MTT助力装表人员明确电表位置，

确定用户电表号；且 MTT还能明确电表位置，并全面

监控装表工作。在此期间，装表工作者运用 MTT了解

用户用电信息，参考用电类型、时间等，此法可强化

接电效果，以免后期存在更多问题。

2.安装电表结束后，装表工作者运用此技术明确

用户用电情况，并在移动终端设备上了解用户的电表

号、用电类型、电量等，合理处理上述信息。电表安装

完成后，装表工作者运用该技术做好用户用电检查工作，

详细反映相关用电问题，确保计量管理效果更理想。

4.3　线损四分管理的应用

为保证计量设备平稳运行，定期对计量装置进行

检修，借助 MTT对其进行全面监测，一旦发现计量装

置运行时存在故障问题，应立即提出解决方案，促使

电能计量更精准。此技术还能对下述设备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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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低压配电线路、电能表计等，为线损四分管理提出有

效的理论支持。其中针对前者监测时，相关工作人员借

助 MTT，检查配变高低压侧接线，一旦发现其存在问题，

借助此技术进行线上分析，有效对线路运行情况进行

综合管理，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5]。

后者监测时，工作人员运用此技术监测电能表的运行

情况，如其中存在问题，该技术能在第一时间提出警告，

并借助此技术进行线上分析，快速解决此问题，确保

电能表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

4.4　出库以及入库管理应用

针对 EMM工作，出库、入库管理为其中比较关键

的任务。故通过运用该技术，确保出库、入库管理效

果达成理想化目标，推动 EMM工作稳定实施。（1）将

EMM管理和此技术有效融合，快速采集数据信息，并对

其进行传输，强化管理水平。比如：借助条形码扫描

技术，对 EMM管理中存在的数据信息进行快速收集、

整理；在此技术加持下，此项管理工作效率较以往更

高效，方便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信息，节省

时间，减轻人员工作负担。（2）出库、入库管理时，

MTT能实时输送相关数据信息，提高管理质量。计量工

作人员在出库、入库时，先借助此技术将相关信息传

输至数据库内，加快工作进度。（3）出库、入库管理

时，一旦库存数据和系统记录数据不一致，比如库存

数量过多、过少，要采取此技术和数据库相融合的路径，

及时更新库存。

4.5　库房盘点应用

库房盘点是 EMM管理工作的关键部分，对其进行

盘点分析时，要参考实际管理内容，提出相对应的管

理方案。具体来说：盘点库房时，库房管理人员可采

用 MTT完善管理工作，比如：对电子标签进行扫描，

用手机对库房内储存的各类电力计量设备拍照，并将

其和库房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将电子标签和此

技术相关联，明确 EMM设备数量、类型、位置等，确

保下一步管理工作顺利实施。此外，相关工作人员借

助此技术对相关设备拍摄时，将其绑定在电子标签上，

后期开展此项管理工作时，工作人员需通过此技术便

能了解库房内电力计量设备信息。同时经此技术查询

设备运行情况时，一旦发现设备异常运行，工作人员

可运用此技术将相关故障信息传输至计量管理部门，

使其尽快派人维修，以免影响后期使用。

4.6　设计普查移动应用系统架构

EMM工作实施期间，通过该技术的运用，建立计量

普查移动应用体系，将其划分不同层次，分别为：应

用架构、物理架构、安全架构。

1.应用架构。以 MTT为核心，将 EMM普查作为中

心，建立计量普查移动应用体系。比如：便携式测量

普查管理平台，其以监测便携式仪器运行情况为工作

重心，采取业务逻辑的形式，开展计量普查统一接入，

或可将其用于移动收费、现场抄表 /用检、智能检修、

掌上检查等。

2.物理架构。以通信为基础，对手机端安装无限

VPDN移动进行计量调查，如将电信、联通等和线路紧

密联系。初次使用无线网络时通话时，电信运营商将

VPDN接入，借助电信运营，促使供电企业内部网络、

电缆线路二者有效相连。此外，为确保用户安全上网，

可通过安装安全性验证管理平台，以免出现窃听问题。

3.安全架构。考量测量普查的服务情况，建立网

络安全体系结构，利于安全访问互联网。故建立此结

构时，可从以下角度出发：（1）认证管理。考量安全

防护，增加认证服务环节，确保系统安全运行。调整

以往单一认证形式，采用多层认证，如第一层认证为

输入口令；第二层认证为填写随机验证码；第三层为

指纹、人脸验证登录，必要情况下，可以设置输入密码。

（2）权限管理。其以系统模型为根本，考量其多元化

功能，深化管理其不同权限。以分级权限管理法入手，

确保操作系统更灵活。在层级授权模式下，授权者权

限有限，不能对其进行大范围更改，提升其安全性。

综上所述，以往 EMM作业模式暴露很多问题，影

响其管理效果。故将 MTT应用其中，通过移动终端设

备，细化相关参数，并促使其量化，突出其实用价值，

使其带动电力营销的其他领域高效发展。具体应用时，

电力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强化计量管理，选择

符合自身情况的管理模式，制定相对应的管理机制，

通过完善技术档案，增加计量人员编制，确保电力营

销管理效果良好，助力电力企业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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