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 2018, 8(3), 131-14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dm 
https://doi.org/10.12677/hjdm.2018.83015   

 
 

Research on Metadata Modeling Technology 
of Power Communication 

Xingnan Li, Zhan Shi, JiaJia Fu 
Guangdong Power Grid Power Dispatching Control Center,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 5th, 2018; accepted: Jul. 19th, 2018; published: Jul. 26th, 2018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 large number of distributed power 
communication operation subsystem and massive maintenance data are produced. Massive 
maintenance data implied a lo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If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has 
not been dealt with, it will increase the system information load. Therefore, in th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metadata man-
age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is necessa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ata modeling 
technology, modeling standard and model formal description language of power communic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n this basis, the modeling method of power communication opera-
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is put forward. And thu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operational data analys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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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力通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分布式的电力通信运维子系统以及海量的电力通信运维数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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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运维数据中隐含着大量的宝贵信息。为了挖掘隐含在运维数据中的信息，实现运维信息的资产化，故

而在电力通信网运维系统中引入了元数据管理技术。本文介绍了电力通信中的运维元数据的建模技术、

建模标准以及模型形式化描述语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力通信运维数据的建模方法，具体的展现了

元数据建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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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往电力通信网运维管理系统的建设基本上以功能为中心，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分专业运维管理系统、

分功能运维管理系统和分管理域运维管理系统，导致产生了大量运维数据孤岛。这些分离的运维系统需

要配置大量运维人员负责系统的使用，严重制约了运维数据综合效益的发挥。随着新网络技术的引进、

新业务需求的提出、新运维管理系统的建设。运维数据还会继续分裂和增加，这也提高了系统运行和维

护的数据管理难度。一方面，难以有效地描述分析这些数据，缺乏管理运行和维护过程的方法，另一方

面，子系统数据管理数据和数据集成的难度也在增长，影响了系统数据的质量。因而在电力通信网运维

系统中，引入元数据管理成为了必然。 
目前元数据管理已经在电信、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元数据建模方面，李珊珊

等人[1]对基于 CWM 的元数据管理系统中的数据交换格式进行了研究。孟庆君等人[2]基于面向对象的建

模方法，给出了 Oracle Spatial 组件中对象关系数据模型及元数据表存储空间数据的存储结构。曾文等人

[3]提出了基于元数据建模的市政专业管网数据模型。陈刚等人[4]提出了电信管理的元模型及数据模型。 
而在电力通信网领域，系统性描述面向电力生产与电力交易全环节实体及关系的建模方法最早在文

献[5]中提出，即电力系统公共信息模型(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并为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釆
纳，形成了一些标准；然而在应用实践中，CIM 模型需要根据实际系统进行一定的改造与拓展。目前国

内外已形成了多个电网相关的地区性、公司性私有模型，如 IBM 和 C3-Energy 开发了针对智能电网的大

数据分析系统，Oracle 提出了智能电网大数据公共数据模型，国家电网公司的 SG CIM 等。但是这些模

型都缺乏对电力通信运维数据的统一描述和管理维护，国内外在电力通信运维系统中进行元数据管理的

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 
本文所研究的电力通信网运维元数据模型中包含各级运维管理系统的数据结构、生产规则和数据库

访问权限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对运维管理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提供便利。因此只有构建了高质量的运维

元数据模型，才能进一步支撑运维数据的有效获取和管理，实现运维管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信息建模方法可以分为面向过程的建模、面向数据的建模、面向信息的建模、面向决策的建模

和面向对象的建模等五种方法。面向过程的建模方法是把数据产生的过程作为模型设计的基本部分，最

典型的方法是 Yourdon 设计法。面向数据的建模方法侧重于模型的输入输出，因此数据结构的定义是该

方法的基础和关键，而过程模块是从数据结构中导出的，即功能跟随数据，最有影响的方法是 Jackson
设计法。面向信息建模方法是通过一个全局信息视图来展示需求并说明系统中所有基本数据实体及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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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在分析需求和关系的基础上构造整体逻辑数据模型，信息实体可能包括人员，地点，事物，观

念等。面向决策的建模是对决策支持系统进行建模，即通过建立决策系统结构的宏观视图清楚展示决策

系统内部各组织的决策职能及其相互关系，常用方法有 Petri 网和 GRAI 法。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是利用

面向对象的信息建模概念，如实体、关系、属性等，同时运用封装、继承、多态等机制来构造模拟现实

系统的方法。对象的建模方法可以满足信息系统规模大，复杂程度高及多层次的抽象的需求，故本文所

选择的元数据建模方法是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 

2. 元数据建模方法 

2.1. 元数据建模关键技术 

随着空间数据量飞速增长，分布式存储和管理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力通信网运维管理系统可

以建设许多个、彼此之间具有独立性的元数据仓储，分别对应于各自的部门，然后通过元数据建模方法

实现信息交换和分布式的非同构系统的集成[6]。元数据建模主要包括以下关键技术： 
1)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即统一建模语言，是面向对象开发的通用图形建模语言。它定义

明确，易于描述，功能十分强大，且具有普遍适用性。在以往的研究中，面向对象的拆解分析主要包含

对问题内容和系统任务的理解，增加属性联系，满足用户需求，支持软件重用这四个方面。UML 在这四

点之上显示出比其他系统分析方法更好的特性，因而成为主流系统分析方法[7]。UML 不仅统一了过去出

现的 OMT，OOSE 等方法，而且统一了符号表述在面向对象中的应用。因此，它改变了数十种面向对象

的建模语言相互独立的变化和发展的情况，成为了软件工程中对象分析和设计的重要工具之一[8]。 
2) MOF (Meta Object Facility)，是元对象工具，是用来构建元模型和元数据库的技术。用于定义元数

据和用 CORBA 对象表达元数据。如图 1 所示，其体系结构分为 4 层。 
M0 层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的信息；M1 是元数据(模型)，是指对客观现实中的数据信息进行描述的

数据，通常用于表示某些东西的模型。其中 MOF 模型是元数据的组合；M2 层是元元数据(元模型)。由

于元数据本身也是一种数据，因而也可以由另一数据，即元元数据，称为元模型的元数据模型来描述；

M3 层是元元模型，元元模型是以 MOF 方式描述元数据抽象语法。因为 MOF 框架需要支持许多异构的

MOF 元模型，所以 MOF 定义了一个标准的元模型抽象语法来集成这些模型[9]。 
3) XMI (XML-based Metadata Interchange)，XML 元数据交换技术，是关于元数据交换的标准。XMI

的目的是，在分布式异构的环境中，简单的实现基于 UML 的建模工具和基于 MOF 的元数据存储库之间

的元数据交换。作为模型驱动工程的一部分，XMI 也常用作模型从建模工具传递到软件生成工具的媒介。 
 

 
Figure 1. MOF architecture 
图 1. MOF 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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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介绍的三个技术是元数据建模过程中的核心技术。其中，UML 对代表模型和元模型的语法和语

义下了定义；MOF 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构建模型和元模型的框架，并为之提供了访问元数据的一个程序

界面。XMI 可用于将元数据转换为标准的数据流或者标准的文件格式，以便于进行数据交换，从而大大

增强了元数据管理的普适性。 

2.2. 元数据标准 

CWM 是 OMG 组织定义的数据仓库和相关系统的国际元数据标准，给出了各种元数据结构的标准定

义。本次开发的元数据管理模块的元模型是以 CWM 为基础并扩展形成的，针对各业务系统的数据模型、

数据库结构、业务规则、业务指标等主要实体进行精确定义。 
定义元数据模型可以统一元数据管理标准，为将来电信网中的数据仓库、BI 分析等系统的元数据交

换提供统一的语义基础。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美

国能源部(DOE)，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外的开展智能电网技术标准研究的国际组织。IEC 为了研究智能电

网标准体系，在 2009 年成立了智能电网战略工作组(SG3) [10]。 
IEC 认为应考虑通用的需求，研究和制定促进产品接合的互操作性标准，即元数据标准。并且提出

了许多重要的智能电网标准，涵盖了大多数的技术领域，包括互操作、开放性架构和网络安全性等方面，

形成了 IEC62357、IEC61970、IEC61850 和 IEC61968 等标准。上述标准的适用范围如表 1 所示。其中

IEC61970 和 IEC61968 系列标准是由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负责电力系统控制及通信的第 57 技术委

员会(IECTC57)制定的，这两个系列的标准一起定义了电力行业内的公共信息模型(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CIM)。CIM 是一种涵盖电力企业发电、输电、配电等各大系统的元数据模型，现在已成为电力企

业统一遵循的信息交互标准[11]。 
CIM 是用 XML/RDF 语言来描述的，用 UML 语言定义元数据关系，用 RDF 定义语法。这是当前最

为常见的方式。例如，一个 EMS 或者 DMS 的电力系统数据库可以和一个遵循 CIM RDF Schema 的 XML
文档进行彼此之间的导入、导出，两个系统间的信息交换用 KML/XML/DF 文档作为接口。因此，本项

目可以 CIM 模型为基础，构建电力通信网运维元数据模型。 

2.3. 遵循 CIM 标准的 RDF/XML 文档实例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是 SGML 的一个简化子集。它把 SGML 的复杂功能与 HTML 的易用性相结

合运用到 Web 的应用中，以一种开放的自我描述的方法定义了数据结构，在能够实现具体描述数据内容

的情况下，同时能够对数据的结构进行重点突出的描述，从而表现出数据之间的关系[12]。它的优点主要

有：1) 可扩展性，它允许各个组织、个人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标记集合；2) 灵活性，数据存储格式不受

显示格式的制约。另外，随着 XML 的广泛应用，XML 的解析器已经非常成熟。因此利用 XML 来表示元 
 
Table 1. Power grid metadata standards 
表 1. 电网元数据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适用范围 

1 IEC62357 涉及开放架构 SOA 能量管理系统配电管理系统 

2 IEC61970 公共信息模型 CIM 能量管理系统；配电管理系统；配电自动化； 
分布式发电；高级测量体系。 

3 IEC61850 变电站自动化 能量管理系统，配电管理系统，配电自动化； 
分布式发电，高级测量体系 

4 IEC61968 配电管理 电网中配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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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于应用程序和用户都是友好的、可操作的。W3C 提出的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是用 XML 来描述的，提供了各种语法格式和关系模型来描述网络资源(web resource)。 

XML 具有数据类型丰富和支持数据结构定义和数据约束、支持命名空间、方便与其他系统的数据进

行交换等优点。故而需要将采用 UML 图构建的元数据模型转化成用 XML/RDF 描述。表 2 是资源元数据

的 XML/RDF 语言描述示例片段。 
这段元数据描述的含义是设备波特率类型及取值范围。 

2.4. 典型应用案例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较为许多成熟的元数据管理工具，并成功应用于电信、金融、电力等诸多领域。

代表性的有 IBM 的 Meta Stage，CA 的 Decision Base，DAG 的 Meta Center，开源产品 Pentaho Metadata，
Hortonworks 公司的 Apache Atlas，国内也有普元 Meta Cube、新炬网络元数据管理系统、石竹 Meta One
等较为成功的元数据管理工具。以中信银行元数据管理系统为例做简单介绍。 

中信银行借助普元的元数据管理产品 Primeton Meta Cube 管理和共享全行的元数据，为中信银行总

行和分行用户提供全行统一的数据字典，并且辅助 ODS、EDW 建设及运维。图 2 是中信银行的元数据

管理系统。 
1) 元数据获取层。通过 ER Win、Excel、Perl 等采集适配器从数据仓库和 ODS 中采集技术、业务元

数据并建立元数据间的关系。元数据范围包括数据库信息、文件分发信息、数据映射信息、ODS 表结构

信息、表加工信息、交易链路信息、交易接口信息等。 
2) 元数据存储层。实现元数据的存储，存储的元数据包括业务元数据和技术元数据。存储前对抽取

的元数据进行采集验证，对不满足数据仓库采集存储的元模型进行重新构建，如：文件存储元模型、表

和文件的关系建立，Erwin 元模型、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关系映射调整等。 
3) 元数据功能层。该部分实现资源展示试图、逻辑模型管理、可配置分析、数据文件管理、质量审

核等基本功能模块。 
4) 元数据应用层。辅助用户日常的开发和维护工作，帮助用户进行图形化逻辑模型展现、血缘分析、

影响分析、关联度分析、问题数据分析等多元分析。 
以银行 IT 系统业务变更为例，借助元数据管理产品强大的采集适配器能力，可以将软件开发全生命

周期不同阶段、不同形态、不同存储介质的元数据采集到存储库中进行统一管理。业务系统发生需求变更 
 
Table 2. Resource metadata XML/RDF language description 
表 2. 资源元数据 XML/RDF 语言描述 

资源元数据的 XML/RDF 语言描述 

<rdfProperty  ref:about="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 
<rdf:schemaxmln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ns="http://latest/nmc-omc/test" targetNamespace="http://latest/nmc-omc/test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attributeFormDefault="unqualified"> 
<!--设备资源--> 
<rdf:name=" baudRateType "> 
<rdf:restriction base="integer"> 
<rdf:enumeration value="19200"/> 
<rdf:enumeration value="38400"/> 
<rdf:enumeration value="43000 "/> 
<rdf:enumeration value="56000"/> 
<rdf:enumeration value="56700"/> 
<rdf:enumeration value="115200 "/> 
</restriction> 
</simpl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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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ITIC Bank metadata management system 
图 2. 中信银行元数据管理系统 

 
或功能模块升级导致表结构变更时，用户可以在元数据管理系统中发起申请流程，经过多阶段元数据一

致性比对分析生成对比报告，使得 IT 部门能够及时的获知业务系统的变更方案，协同受影响的 ODS、分

析应用等下游系统同时变更，使得变更上线简单、可控，提升了 IT 运行整体效率。同时，系统提供了变

更影响分析功能，使得用户掌握元数据变更可能造成的影响，以便更有效的评估变化带来的风险。 

3. 电力通信网建模思路 

本文在电力通信运维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电力通信网络资源元数据、网络行为元数据、网络业务元数

据等模型的建模思路。 

3.1. 电力通信网络资源元数据 

网络资源元数据包括对以下资源进行元数据建模。包括对基础设施(如站点、机房、杆塔等)、光缆网

(光缆、纤芯)、传输网(SDH 设备、光缆、纤芯)、数据网(路由器、交换机、网线)、电话网(程控交换机、

IMS 交换机)以及业务系统的资源进行元数据建模[13]。 
以基础设施中的站点为例，进行站点元数据建模时应考虑以下属性：站点的标识符、站点的名称、

站点的类型(500 KV 变电站，200 KV 变电站)、物理位置、状态、编码、管理站点的单位、地理位置、投

运成本、所属版本组成等。表 3 为可抽取的站点元数据属性。 

3.2. 电力通信网络行为元数据 

电力通信网络的元数据模型包括对告警信息、性能、使用状态等方面进行元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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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ite resource metadata attributes 
表 3. 站点资源元数据属性 

字段名 中文名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STATIONCODE 局站 id VARCHAR2 局站 id 

STATIONNAME 局站名称 VARCHAR2 局站名称 

X_STATIONTYPE 站点类型 VARCHAR2 站点类型 

POINTCODE 接入编码 VARCHAR2 接入编码 

DETAILADDR 详细地址 VARCHAR2 详细地址 

ADDRESS 地址 VARCHAR2 地址 

TEL 电话 VARCHAR2 电话 

FOUNDDATE 建站时间 DATE 建站时间 

POWERCONDITION 电力情况 VARCHAR2 电力情况 

PROPERTY 产权 VARCHAR2 产权 

PROVINCE 所属地域 VARCHAR2 所属地域 

AREA 占地面积 VARCHAR2 占地面积 

CONDITION 监控情况 VARCHAR2 监控情况 

LNG 经度 NUMBER 经度 

LAT 纬度 NUMBER 纬度 

NAME_STD 标准命名 VARCHAR2 标准命名 

CIRCUITNAME 电路名称 VARCHAR2 电路名称 

TOPLEVELSHOW 顶层显示 VARCHAR2 顶层显示 

BGPIC 平面图 BLOB 平面图 

VOLT 电压等级 VARCHAR2 电压等级 

OCABLELINKX 局站关联连接关系图中局站 x 坐标 VARCHAR2 局站关联连接关系图中局站 x 坐标 

OCABLELINKY 局站关联连接关系图中局站 y 坐标 VARCHAR2 局站关联连接关系图中局站 y 坐标 

ROUTERFINDERX 路由 X 坐标 VARCHAR2 路由 X 坐标 

ROUTERFINDERY 路由 Y 坐标 VARCHAR2 路由 Y 坐标 

STATIONID 局站 ID VARCHAR2 局站 ID 

SYSTEM_NAME 所属网络系统 VARCHAR2 所属网络系统 

SCHEDULENAME 任务名 VARCHAR2 任务名 

CONTROLUNIT 管控单位 VARCHAR2 管控单位 

CABLESUBTYPE 光缆类型 VARCHAR2 光缆类型 

CABLEABBREVIATION 高压室 VARCHAR2 高压室 

STATION_LEVEL 电压等级 VARCHAR2 电压等级 

 
以非实时告警元数据为例(表 4)，元数据建模时应考虑告警名称、告警源、告警类型、告警级别、告

警发生时间、告警原因、告警信息描述、所属省、局站、设备名称、设备所在地、告警状态、确认时间、

清除时间等方面的属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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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力运维网络中告警信息中需要抽取的元数据属性为例。 

3.3. 电力通信网络行为元数据 

业务元数据应考虑光纤通道、传输链路以及数据链路上承载的业务。以表 5 所示的电路业务元数据

属性为例。 
 
Table 4. Alarm metadata 
表 4. 告警元数据 

字段名 中文名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ALARMNUMBER 告警信息 ID VARCHAR2 告警信息 ID 

ALARMOBJECT 告警对象 VARCHAR2 告警对象 

OBJECTCODE 告警对象编码 VARCHAR2 告警对象编码 

OBJCLASS 告警类型 VARCHAR2 告警类型 

ALARMTYPE 告警来源 INTEGER 告警来源 

PROBABLECAUSE 告警定义 ID VARCHAR2 告警定义 ID 

ALARMDESC 告警描述 VARCHAR2 告警描述 

ALARMTEXT 告警名 VARCHAR2 告警名 

ALARMLEVEL 告警等级 VARCHAR2 告警等级 

STARTTIME 告警开始时间 DATE 告警开始时间 

ENDTIME 告警结束时间 DATE 告警结束时间 

ISCLEARED 是否清除 INTEGER 是否清除 

CLEARPERSON 告警清除人 VARCHAR2 告警清除人 

ISACKED 是否确认 INTEGER 是否确认 

ACKTIME 确认时间 DATE 确认时间 

TRIGGEREDTHRESHOLD 触发类型 VARCHAR2 触发类型 

VENDOR 所属厂家 VARCHAR2 所属厂家 

BELONGTRANSYS 所属传输系统 VARCHAR2 所属传输系统 

BELONGSTATION 所属站点 VARCHAR2 所属站点 

BELONGHOUSE 所属机房 VARCHAR2 所属机房 

BELONGSHELF 所属机架 VARCHAR2 所属机架 

BELONGSUBSHELF 所属子架 VARCHAR2 所属子架 

BELONGEQUIP 所属设备 VARCHAR2 所属设备 

BELONGFRAME 所属机框 VARCHAR2 所属机框 

BELONGSLOT 所属机槽 VARCHAR2 所属机槽 

BELONGPACK 所属机盘 VARCHAR2 所属机盘 

BELONGPORT 所属端口 VARCHAR2 所属端口 

REMARK 备注 VARCHAR2 备注 

BELONGTSSTM64 所属 STM64 VARCHAR2 所属 ST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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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BELONGTSSTM16 所属 STM16 VARCHAR2 所属 STM16 

BELONGTSSTM4 所属 STM4 VARCHAR2 所属 STM4 

BELONGTSVC4 所属 VC4 VARCHAR2 所属 VC4 

BELONGTSVC3 所属 VC3 VARCHAR2 所属 VC3 

BELONGTSVC12 所属 VC12 VARCHAR2 所属 VC12 

ARRIVETIME 告警到达时间 DATE 告警到达时间 

ALARMID 告警 id VARCHAR2 告警 id 

ACKCONTENT 确认内容 VARCHAR2 确认内容 

DEALPERSON 处理人 VARCHAR2 处理人 

DEALPART 处理人单位 VARCHAR2 处理人单位 

DEALRESULT 处理结果 VARCHAR2 处理结果 

DUTYID 关联方式单 id VARCHAR2 关联方式单 id 

BUGNO 是否 bug VARCHAR2 是否 bug 

ISFILTER 是否过滤 NUMBER 是否过滤 

TRIGGEREDHOUR 触发时间 NUMBER 触发时间 

FIRSTSTARTTIME 第一次开始时间 DATE 第一次开始时间 

FIRSTARRIVETIME 第一次到达时间 DATE 第一次到达时间 

PRISTINEROOTALARM 是否根告警 VARCHAR2 是否根告警 

ATTENTIONINFO 警告信息 VARCHAR2 警告信息 

WHICHSYS 所属系统名 VARCHAR2 所属系统名 

ALARMMAN 告警关联人 VARCHAR2 告警关联人 

 
Table 5. Circuit service metadata 
表 5. 电路业务元数据 

字段名 中文名 字段类型 字段说明 

CIRCUITCODE 电路编号 VARCHAR2 电路编号 

USERNAME 电路名称 VARCHAR2 电路名称 

STATION1 A 端站点 VARCHAR2 A 端站点 

STATION2 Z 端站点 VARCHAR2 Z 端站点 

CITY1 A 端城市 VARCHAR2 对于应急电路，环回填“L”，加信号

源填“S” 

CITY2 Z 端城市 VARCHAR2 对于应急电路，环回填“L”，加信号

源填“S” 

SERIAL 通道序号 NUMBER 通道序号 

X_PURPOSE 业务类型 VARCHAR2 业务类型 

CREATETIME  DATE  

USETIME 开通日期 DATE 开通日期 

RATE 速率 VARCHAR2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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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PROPERTY 单位 VARCHAR2 单位 

HIRECIRCUITCODE 存放资源系统中的电路 id VARCHAR2 存放资源系统中的电路 id 

PATH 主用路由，暂时差备用路由字段 VARCHAR2 主用路由,暂时差备用路由字段 

PORTSERIALNO1 A 端端口 VARCHAR2 A 端端口 

SLOT1 A 时隙 VARCHAR2 A 时隙 

PORTSERIALNO2 Z 端端口 VARCHAR2 Z 端端口 

SLOT2 Z 时隙 VARCHAR2 Z 时隙 

AREA 调度类型 VARCHAR2 调度类型：直调/非直调 

SYSTEMCODE 网络类型 VARCHAR2 网络类型 

LEASER 延时加载 VARCHAR2 1，与资源系统同步，空或者 
0，不与资源系统交互 

REQUISITIONID 申请站点 ID VARCHAR2 站点 

STATE 电路状态 VARCHAR2 电路状态 

REMARK 备用路径 VARCHAR2 备用路径 

CIRCUITSERIAL 应急电路是否接入探针 NUMBER 0，未接入；1，接入 

CIRCUITLEVEL 电路等级 NUMBER 电路等级 

OPERATIONTYPE 业务类型 VARCHAR2 业务类型 

INTERFACETYPE 接口类型 VARCHAR2 接口类型 

NETMANAGERID 网络 id VARCHAR2 网络 id 

REQUESTCOM 申请单位 VARCHAR2 申请单位 

USERCOM 业务名称 VARCHAR2 业务名称 

CIRCUITDEPEND 和资源比对是否一致 VARCHAR2 和资源比对是否一致 

CIRCUITLINKMAN 联系人 VARCHAR2 联系人 

PORTTYPE 端口类型 VARCHAR2 端口类型 

BANDWIDTH 带宽 VARCHAR2 带宽 

CIRCUITTYPE 电路类型 VARCHAR2 电路类型 

USE_UNIT 使用单位 VARCHAR2 使用单位 

ISDEL 是否删除 VARCHAR2 是否删除 

VPNNAME 重点电路业务类型 VARCHAR2 重点电路业务类型 

ISTEMP 是否临时重点监视电路 VARCHAR2 “Y”表示是临时监控电路 

TONGBU 同步方式 VARCHAR2 用来标识继电保护电路的线 

JIAOYAN 校验方式 VARCHAR2 校验方式 

CHANNELMODE 通道方式 VARCHAR2 通道方式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元数据建模的关键技术、标准、以及元数据建模的方法。根据已有的 UML、MOF、XMI
等先进的建模方法，提出了电力通信网资源元数据、网络行为元数据、网络业务元数据等模型的建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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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过对电力运维元数据的建模，有助于对运维元数据进行查询、浏览和维护，实现运维数据的有效

管理和有效利用，支撑运维数据分析系统的有效建设和促进运维管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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