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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居民用电的高层次需求以及城市的发展建设对于电力物资仓库精益化管理、快速响应、实时配送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物资仓储作业数字化管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有效提高输电可靠性、调度管理水平、

应急响应能力。本文结合电力物资仓储数字化建设情况，围绕仓储数字化管理在电网物资作业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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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high-level demand for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ities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ean management, rapid response and real-time 
distribution of power material storage.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gi-
tal management of material warehousing operation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he level of dispatch management, and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material storag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ou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storage in the operation of power gri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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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配网是电网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与用电安全和城市发展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输电环节中

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前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建设，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于用电也提出了更

高层次的需求。尽管配网建设项目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是由于周期短、受客观因素影响需求

变化大，使得电力物资仓库精益化管理、快速响应、实时配送等面临着较大难度的挑战，难以全面满足

当前居民用电的高层次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建设。为此，公司对电力物资的管理

提出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要求，而仓库作为物资供应链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信息化建设、数字化转型是

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仓储管理数字化能够切实有效的提高当前输电的可靠性程度和调度管理的水平[1]，
并且可以提高在应急情况下的响应速度，迅速恢复供电。同时还可以有效采集各种过程数据，为公司日

常运维管理、作业优化、应急响应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撑。 

2. 仓储数字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仓储数字化建设是电网物资工作充分运用现代技术的产物，融合了物联网、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

多种高科技术，可以将配电网内各种信息集成，包括实时信息反馈、离线信息存储。在仓储数字化建设

中，条形码技术、自动化立库、电子标签拣选技术已经得到充分的推广与应用。无人拣选车、密集型存

储系统、光栅技术、全息投影技术在电力企业仓储作业中也逐渐加快推广应用。在仓储数字化管理系统

功能上，由原来的作业管理不断拓宽应用，包括仓单管理、实时数据采集分析、风险预警管理等方面的

应用。仓储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推动物资作业效率提高，同时有效促进物资作业成本降低，提升了电力

物资保障供应水平。 

2.1. 硬件控制 

仓储数字化专用硬件设备可以被细分为很多种类型，其中包括物资上架存储设备、自动盘点设备、

分拣出库设备、监控扫描设备等，可以实现作业自动化并同步搜集过程数据。物资作业第一步是对待入

库物资生成“数字标签”，除了利用现阶段广泛使用的 RFID 射频技术扫描外，还会利用视觉识别、数

字孪生、AR 眼镜等新技术。仓储管理人员对“数字标签”进行扫描后，仓储信息管理系统中将自动生成

物料号、供应商代码、数量、价格等信息[2]；物资数字标签采用唯一码管理，在既定内容外，管理人员

可根据需要自定义相关字段，使物资存储的信息进一步细化；与此同时智能硬件设备通过托盘将物料全

自动输送到存储区域完成物资入库。同时智能硬件设备将待出库物料从存储区域夹取到托盘中，通过传

送带使物料完成出库过程。 

2.2. 软件管理 

仓储数字化管理所需要的软件是不仅要对接各种仓储软件系统，同时还要对接智能硬件设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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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数字化软件在具备基础功能的同时，还应满足顶层对接的需求。数字化软件的基础功能可以满足各

种仓储工单自动化接收，并及时导入 WMS 仓库管理系统，提示仓储管理人员进行下一步物资作业。数

字化软件支持数据联动管理，作业过程中每台智能硬件设备搜集到的信息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形成物资

作业信息交互、各专业共同管理的模式[3]。 
简而言之，仓储数字化软件管理能够实现功能入库通知、出库通知、相关物料基础数据的获取，独

立完成物资作业的信息处理，并及时反馈至相关系统；具备物资作业任务和指令自动化生成及下达功能；

具备物资作业智能策略配置功能。 

2.3. 系统对接 

实现智能硬件和数字化软件沟通则依赖于 WCS 硬件集成系统和强大的通信技术。WCS 仓储控制系

统作为 WMS 与智能硬件设备之间的媒介，负责协调基层作业端的各种智能硬件设备，承担了指令接收、

转译和向硬件设备再发出职能，还具备对硬件设备状态及执行结果反馈的接收、转译和向管理系统的再

反馈功能，从而使得作业端智能硬件能准确执行仓储作业的相关流程。而信息数据的双向传输依赖于 5G
通讯技术，以 5G 电力虚拟专网为网络基础，通过管理平台对生产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及交互，实现生产

设备互联互通，并同步打通平台与信息系统的链接，实现过程数据有序互通，流程化作业、均衡化作业

和品质改善[4]。 

3. 仓储数字化管理在物资作业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仓储数字化管理在电网物资作业中的普及率仍较低 

仓储数字化管理需要数据采集、监控系统及智能硬件系统的功能，前期仓库搭建成本较高，还需要

作业人员改变传统作业模式。虽然随着当前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提高，物资仓储数字化建设水平也有所提

高，基本可以满足居民和城市用电的基本需求。但部分仓库由于自身基础设施较为老旧，仓储数字化搭

建需要前期投入过多，受制于相关技术的匮乏和经济因素，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仓储数字化管理无法在基

层供电所中全面配置。仓储数字化建设在电力物资管理网络中不能够全面推广[5]，这导致仓储数字化管

理的优势不能够得到有效体现，甚至出现仓库数字化水平差异过大，难以统一调度管理的情况发生。 

3.2. 仓储数字化管理与作业策略分离 

仓库管理人员在开展物资作业之前，多数情况下不会对相应的任务进行统一的规划。以物资拣选为

例，当前公司拣选的形式基本上是采用摘果式(订单拣选)和播种式(批量拣选)。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仓库管理人员对于这不同的两种拣选方式的认识不够充分，适合应用的场景、工作效率以及带来的效果

都比较模糊。尽管数字化平台中已经实现了对作业内容的概览，但辅助程度较低，仓库管理人员作业仍

以经验为主，缺乏物资拣选策略，作业效率没有随着仓库数字化管理建设而同步提升。 

3.3. 仓储信息管理缺乏足够的共享性 

仓储数字化管理平台涉及到 WMS 仓储管理系统、TMS 物流运输管理系统、ESC 供应链运营中心等

多个信息系统，较为繁杂。除了物资部门自身需要参与管理，运检、财务等多个专业部门之间也需要相

互配合，才能够真正有效实现仓储数字化管理。但是，纵观现阶段电网物资管理，尽管创建了供应链运

营中心来协调各专业、各部门之间的作业，但是受制于早前分专业条线化的管理模式，各部门自用系统

之间的对接、互通还存在着壁垒，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良好的协同，资源共享与利用还不能真正实现，

物资跨专业调度时需要多次审批，不仅没有缩短作业周期，还使得电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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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仓储数字化管理应用水平的对策 

4.1. 健全全域仓储数字化管理网络体系 

为了保障仓储数字化管理能在电力物资作业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就需要不断完善全域物资管理信息

化网络体系，在实现优化数字化网络体系的基础上，满足当前电力企业仓储物资管理发展中的实际需求，

针对仓储作业信息的完整性落实保障机制，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的仓储作业管理，推进仓储管

理系统的优化，以可靠性、整体经济性为基础原则，全面优化仓储管理体系。促使整体仓储物资信息形

成完整的开发形式并推进相应内容的保存，制定更加科学、完善的仓储数字化管理准则。 

4.2. 提升仓储数字化管理技术水平 

仓储数字化管理是对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及通信技术进行整合。比传统仓储管理

模式，仓储数字化管理能够进一步实现对电力资源的合理调配，进而提升电力保障水平。因此，若要提

高配网自动化的技术运用水平，促进其在城市电网中的应用。仓储数字化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

着要对全域仓储管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要在现有仓储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实际运行

和作业调教，整合资源技术，结合公司自身经济水平，尽可能地减少智能设备大规模配置，从减轻作业

人员负担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仓储数字化管理的技术升级。除此之外，电力公司在仓储数字化管理技术升

级过程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升通讯技术，确保移动设备安全、合规、低成本接入内网，改变传统业

务数据接入模式，克服长期以来业务数据接入复杂的业务痛点。在 5G 电力虚拟专网建设以及物联管理

平台的建设基础上，结合公司自身仓储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本地局域范围的通讯安全覆盖，从而使得业

务及设备数据能够在安全、可靠的范围内接入信息内网。 

4.3. 完善仓储数字化跨专业协同共管机制 

建立完善物资与建设、设备、营销、后勤、调控等专业间协同共管机制，明确仓储实物规范管理工

作中各专业管理部门和实物使用部门职责分工，基于现有物资仓储管理体系和管理组织框架。从基础设

施建设、业务运作模式等方面将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方面好的做法逐步融入仓储建设与运营管理，

从而打通仓储管理的数据壁垒，提升仓储数字化管理的调度能力，进而真正实现全面信息可视、资源共

享，从根本上提升电力企业运营水平。 

4.4. 培养专业化仓储管理人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力物资仓储作业数字化建设要求越来越高，对于物资仓储管理人员的

要求也不断增多。仓储管理人员应具备不断学习心态，保持创新观念，积极运用现代仓储数字化管理的

技术，提升电力物资仓储作业的精益化。仓储管理人员如果能够及时适应作业管理新变化，结合多年一

线作业管理积累的工作经营，并不断思考下一步发展方向，就能够持续为电力物资仓储数字化管理提供

新思路、新方法，推动物资仓储管理水平不断升高。为此，物资部门需要定期组织开展管理人员系统化

培训，进而提高物资仓储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电力物资仓储数字化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

储备专业人才。 

4.5. 制定基于数字化管理的作业策略 

依据物资作业数字化过程数据的采集，制订与当前物资作业需求相匹配的作业策略。在物资仓储作

业中，科学的作业策略可以直接提高作业效率、正确率和物资供应速度。依据电力企业仓储物资作业情

况，利用数字化管理采集并统计相关物资作业数据，加以分析，组建智能作业策略库，从而为仓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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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提供科学合理的仓储作业决策依据，提高物资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 
综上所述，电力物资仓储管理的过程中，务必落实现代化物资管理工作，通过借助仓储数字化管理

技术进行物资作业。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仅要掌握仓储数字化技术要点，同时还要加强电力物资仓储

数字化建设力度、健全仓储数字化网络体系、提升仓储数字化管理技术、完善跨专业协同共管机制、培

养专业化仓储管理人才、制定基于数字化管理的作业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电力物资仓储数

字化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升电力物资作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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