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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

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站端网络控

制系统、若干个子站交换系统、交换机和PTN以太

网通道，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

PTN以太网通道，并与各子站交换系统互联。本实

用新型的方案实现了智能电网光通道自愈及主

动切换备用通道的目的，提高了电力通信网运行

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了变电站设备

的故障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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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若干

个子站交换系统、交换机和PTN以太网通道，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PTN以太

网通道，并与各子站交换系统互联；

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包括主站端管理服务器及主站端配套模块；

子站交换系统包括电源模块、中央处理模块、通信接口模块、光测试模块、纤芯交换模

块和纤芯接口模块，光测试模块和纤芯交换模块均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连

接，中央处理模块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交换机、其他子站交换系统的中央处理模块和现场

PC互联，电源模块为纤芯交换模块供电，纤芯接口模块与其他纤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子站交换

系统中设置有OTDR模块，OTDR模块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纤芯交换

模块包括机器人、控制单元、控制盘、导轨和冗余光纤盘，控制单元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

央处理模块连接，机器人设置在导轨上，机器人与控制盘连接，控制盘与控制单元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纤芯接口

模块包括输入单元盘和输出单元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

包括交流220V和直流48V两个输入端口，以及直流12V和直流5V两个输出端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接口

模块包括2个网口和1个串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站端网

络控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SDH  2M通道或SDH以太网通道，并与各子站交换系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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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力系统通信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电力工业事业的飞速发展，现代电力系统正朝着大电网、智能化、集成化

的方向发展，为保证电力通信网络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对电力光缆网络的运行维护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目前电力通信光缆存在通信站点多、分布范围广、维护成本高、

检修响应速度慢等现象。现有的光通道关键节点光纤配线终端设备老化、故障率高、光通道

自愈能力差，当光缆故障时，传统的光通道切换方式通常为人工插拔尾纤法、光开关切换法

和光纤接线盒倒换法，但随着光缆的建设发展，对运维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传统方法

主要依靠人工，过程繁琐冗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光通道自愈能力较差  。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

光通道保护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包括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若干个子站交

换系统、交换机和PTN以太网通道，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PTN以太网通道，并

与各子站交换系统互联；

[0006] 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包括主站端管理服务器及主站端配套模块；

[0007] 子站交换系统包括电源模块、中央处理模块、通信接口模块、光测试模块、纤芯交

换模块和纤芯接口模块，光测试模块和纤芯交换模块均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

连接，中央处理模块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交换机、其他子站交换系统的中央处理模块和现

场PC互联，电源模块为纤芯交换模块供电，纤芯接口模块与其他纤芯连接。

[0008] 所述子站交换系统中设置有OTDR模块，OTDR模块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

块连接。

[0009] 所述纤芯交换模块包括机器人、控制单元、控制盘、导轨和冗余光纤盘，控制单元

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机器人设置在导轨上，机器人与控制盘连接，控制

盘与控制单元连接。

[0010] 所述纤芯接口模块包括输入单元盘和输出单元盘。

[0011] 所述电源模块包括交流220V和直流48V两个输入端口，以及直流12V和直流5V两个

输出端口。

[0012] 所述通信接口模块包括2个网口和1个串口。

[0013] 所述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SDH  2M通道或SDH以太网通道，并与各

子站交换系统互联。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088970 U

3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仅更改了硬件的架设方式，采用光纤芯自

动切换系统对老化的光缆配线终端进行改造，将子站交换系统与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连

接，采用PTN通道作为各系统间的网络连接通道，并将采用光纤芯自动切换系统终端的通信

站点组成环路、形成光缆环路保护，环路保护为失效通道提供备用通道，通过切换到备用通

道以提高光缆网络的自愈性能、光缆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015] 子站交换系统采集各种智能化模块的实时数据，根据实时数据来完成纤芯的接

入、故障纤芯和备用纤芯之间的自动切换，并可测试剩余纤芯的光功率变化值，并上报各级

网管中心，以最短的时间恢复系统的运行，进一步有效压缩排出障碍的历时。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方案实现了智能电网光通道自愈及主动切换备用通道的目的，提高

了电力通信网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了变电站设备的故障发生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施例的系统组织架构图。

[0018] 图2是本实施例的通信站点组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OASS的新型光通道保护系统，OASS即为光纤自动切换系统，

包括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若干个子站交换系统、交换机和PTN以太网通道，主站端网络控

制系统通过交换机接入PTN以太网通道，并与各子站交换系统互联。

[0020] PTN以太网通道是通过电网企业已有的PTN通信传输网通过划分VLAN来实现的，

PTN以太网通道作为各系统间的网络网络控制管理通道，具有强大的数据承载能力和非常

低廉的建设成本，尤其适用于数据业务种类繁多、颗粒较小、布点分散的数据通信网。PTN以

太网通道以及PTN以太网的接入与接出所用的通信处理技术均为现有技术。

[0021] 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包括主站端管理服务器及主站端配套模块，主站端管理服务

器用于存储、处理光缆网络的各类数据信息；主站端配套模块包括光纤拓扑模块、光纤测试

模块、光纤操作模块、设备管理模块、编辑电子地图模块和系统管理模块，光纤拓扑模块、光

纤测试模块、光纤操作模块、设备管理模块、编辑电子地图模块和系统管理模块均与主站端

管理服务器连接；主站端配套模块用于完成光纤交换的指令发送、确认和告警处理，以及光

缆路由信息的管理、配置、维护。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以及其所包含的模块均为现有技术。

[0022] 子站交换系统即为光纤芯自动切换终端，简称AODF，子站交换系统用于完成纤芯

的接入、纤芯交换动作执行、信息采集、指令实现，包括电源模块、中央处理模块、通信接口

模块、光测试模块、纤芯交换模块和纤芯接口模块，光测试模块、纤芯交换模块和纤芯接口

模块均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中央处理模块通过通信接口模块与交换

机、其他子站交换系统的中央处理模块和现场PC互联，电源模块为纤芯交换模块供电。该通

信过程技术为现有技术。

[0023] 子站交换系统中设置有OTDR模块。

[0024] 中央处理模块负责接收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发来的远程操作指令，并通过通信接

口模块将这些指令传送给光测试模块或纤芯交换模块，以完成光缆纤芯的测试与交换。

[0025] 纤芯接口模块由输入单元盘、输出单元盘构成，提供多个纤芯接口，以供多条光缆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088970 U

4



的接入。

[0026] 纤芯交换模块包括机器人、控制单元、控制盘、导轨和冗余光纤盘，控制单元与通

信接口模块连接，机器人设置在导轨上，机器人与控制盘连接，控制盘与控制单元连接；控

制单元接收到通信接口模块传来的光切指令，确定待切换纤芯接口模块的输入单元盘、输

出单元盘的位置，控制盘移动机器人单元到输出单元盘钳取输出光连接头，再移动机器人

单元到输入单元盘，由机器人单元对准输入光连接头，以实现对光缆的智能跳接。

[0027] 电源模块包括交流220V和直流48V两个输入端口，以及直流12V和直流5V两个输出

端口，为纤芯交换模块的机器人单元提供电源，保障设备的不间断供电。

[0028] 通信接口模块为AODF提供2个网口和1个串口；其中，1个网口用于将AODF接入数据

网设备，与其他AODF、主站端管理服务器及主站配套模块组成光纤芯远程交换网络；另1个

网口用于将现场登录的PC与光纤芯自动切换终端相连接，对设备进行调试或故障处理，1个

串口用于接入光缆断点定位的OTDR模块等测试设备。

[0029] 光测试模块通过纤芯交换模块的机器人单元和导轨，将固定用于光缆性能参数测

试的两根尾纤连接至需要做测试的纤芯，中央处理模块控制光测试模块发光和收光，完成

对光缆的性能测试。

[0030] 如图2所示，包含1个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地调通信中心机房）和7个子站交换系

统（7个变电站），各站点均采用PTN通道作为各系统间的网络控制管理通道；其中，站点G不

配置AODF，只通过跳纤的方式连入光纤芯远程交换网络，作为冗余保护环路保障网络的互

联。该通信过程技术为现有技术。

[0031] AODF安装在A、B、C、D、E、F六个变电站通信机房内，  A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

接入了来自B站的48芯光缆和来自D站的24芯光缆；B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接入了来

自A站的48芯光缆和来自C站的48芯光缆；C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接入了来自B站的48

芯光缆和来自D站的24芯光缆；D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接入了来自A站的24芯光缆和

来自C站的24芯光缆；E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接入了来自F站的48芯光缆和来自G站的

48芯光缆；F站的AODF通过纤芯接口模块接入了来自E站的48芯光缆和来自G站的48芯光缆；

G站通过跳纤实现E站光缆与F站光缆纤芯的直通。

[0032] A、B、C、D站点组成1个光缆环路；E、F、G站点组成1个光缆环路。

[0033] 各子站交换系统通过通信接口模块的以太网接口及网线接入PTN网络，并通过PTN

设备与主站端网络控制系统组成光纤芯远程交换网络。光纤芯远程交换网络内的用户可利

用主站配套模块对A、B、C、D、E、F六个站点的AODF进行各类操作与运维监控管理。

[0034] 当A至B站的光缆发生故障时，A至B站光主用路由中断（路由路径：A-B），主站端网

络控制系统监测到故障信息后，通过PTN以太网通道立即下发纤芯切换指令，通过A站、D站、

C站、B站的AODF的相互配合，自动切换至备用光缆路由（路由路径：A-D-C-B），保证了A至B站

的光通道的快速恢复，实现光通道的自动保护功能。

[0035] 当E至F站的光缆发生故障时，E至F站光主用路由中断（路由路径：E-F），主站端网

络控制系统监测到故障信息后，通过PTN以太网通道立即下发纤芯切换指令，通过E站、F站

的AODF的相互配合，自动切换至备用光缆路由（路由路径：E-G跳纤-B），保证了E至F站的光

通道的快速恢复，实现光通道的自动保护功能。

[0036] 同理，环路上安装AODF的各站点，当其至对端站的一个方向的主用光路由发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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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时，均可通过此系统自动切换至另一方向的备用路由，实现光通道的自愈功能。

[0037] 其他技术参照现有技术。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限

定，应当指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

改进和改变，这些改进和改变都应该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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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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