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电能质量监测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缺乏
标准统一的电能质量数据存储体系所造成的监测数
据管理困难问题越发严重。 IEEE 1159.3 标准中提
出的电能质量数据交换格式 PQDIF（Power Quality
Data Interchange Format）［1］完全独立于监测设备的
软硬件，不仅能较好地解决多数据源数据兼容问
题，还可以实现电能质量物理属性的多角度观察功
能，符合电能质量监测技术的发展需要 ［2鄄3］，因此被
普遍作为电能质量监测系统中监测数据交换的标准
格式［3鄄4］。

目前电能质量监测系统普遍采用 2 层式架构［5鄄7］。
在此架构下，监测主站按周期采用 FTP 等协议直接
召唤各监测装置生成的 PQDIF 文件 ［8］，并完成随后
的文件解析、数据分析、储存和发布等工作。 与设置
区域子站的 3 层结构相比，2 层式架构结构简单，便
于管理，且减少了 1 层设备的建设投资和维护费用，
经济性更好，但也存在监测主站负担重的问题。 随
着电能质量监测系统建设工作的推进，监测点的数
量持续增加，某些地区的监测系统已包含数千个监
测点［5鄄6］。 监测装置周期性地为每个监测点生成一个
PQDIF 文件，这就意味着监测主站需要同时解析数
千个 PQDIF 文件。 这种数据文件海量化的趋势已经
给传统的基于串行编程方式设计的解析程序带来了
很大困难，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解析时间过长、大量
资源被占用从而导致监测主站长时间无法正常响应
用户请求，甚至造成主站系统崩溃。 目前国内外文献
中尚无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因此迫切需要一种针对
海量 PQDIF 文件的快速解析方案。

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面向单核

的串行编程技术已逐渐被基于多核多线程模式的并
行编程技术所取代 ［9］。 作为实现高速计算的一种重
要途径，并行编程技术为以上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海量 PQDIF
文件的快速解析方案。 针对传统方案中需要重复解
析相同数据源的情况，提出了 3 种可行方法以快速
判断通道序列定义是否改变，仅解析改变了的数据
源记录；采用并行编程和缓存池技术，实现了利用多
线程的海量观测值记录并行解析。 通过分析在不同
CPU 核数、不同 PQDIF 文件数量情况下的解析耗时
证明了此方案的实用性。 目前，本文方案已在四川电
能质量一体化数据平台中成功应用。

1 PQDIF 文件结构与传统解析方案

1.1 PQDIF 文件结构
PQDIF 文件结构分为物理层和逻辑层。 物理层

结构定义了基本和复杂的数据类型在文件中的构造
形式，逻辑层结构定义了电能质量数据用物理层数
据的诠释方式。

从物理结构上看，PQDIF 文件由一系列的记录
所组成，每个记录均包含记录头和记录体。 记录头中
包括记录类型、大小以及指向下一个记录的链接。 记
录体由集合、标量和向量这 3 种类型元素组成：集合
可包含标量、向量，还可以包含集合；标量指特定物
理类型的单值；向量为任意大小的数列［1］。

PQDIF 文件中，数据源记录和观测值记录是最重
要的 2 种记录，两者相互关联，前者为后者提供测量
值所对应的电能质量指标类型、单位以及相位等信
息，后者根据前者中对应的定义保存实际测量值。 在
电能质量监测系统中，监测装置投入实际运行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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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一般也仅解析其上传的 PQDIF 文件中的数据源
记录和观测值记录。
1.2 传统解析方案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 PQDIF 文件解析方案一般直接调用 Elec鄄
trotek Concepts 公司开发的 PQDIF 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组件对象模型），将目前版本 pqdcom4.
dll 注册并导入后，即可利用已有的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函数解析文件，解析单个 PQDIF 文件的流程图如
图 1 所示。

传统的利用 PQDIF COM 的解析方案（下文中
简称传统方案）的优点是实现简单，缺点包括执行速
度较慢、编码不灵活、仅支持 Windows 32 位操作系
统、处理大文件时内存占用大等 ［3，10］。 最关键的是，
PQDIF COM 自身未提供针对解析多个 PQDIF 文件
的优化方法，只能循环重复单个文件的解析过程，逐
一解析每个文件。

目前，四川电能质量一体化数据平台（下文中简

称平台）中已包含 343 个监测点，监测装置每天为每
个监测点生成 1 个文件，文件中包括暂态事件数据
和 1 d 内按 1 min 时间间隔保存的统计数据（最大
值、最小值、平均值、概率 95 值，谐波统计到 50 次），
每个文件平均大小约为 3 MB。

考虑到某些监测系统已包含数千个监测点，笔
者利用传统方案测试解析 1 500 个 PQDIF 文件，所
有文件均来自平台中所有监测点不同天的实际监测
数据。 测试服务器硬件条件为 4 核 2.50 GHz Xeon
E5420，内存 4 GB。 由于服务器负载变化，导致每次
解析耗时有所不同，因此采用 K 次最优测量方法［11］得
到解析时间（第 4 节中也采用同样的测量方法），测
试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于数据库存储时间与所选用
的数据库引擎、数据库设计以及存储策略有关，故未
计入总耗时中。

由测试结果可知，传统方案耗时大约为 0.5 h
（1 750 301 ms），实际情况中需考虑存储数据库的时
间，耗时将更长。 这将导致监测主站长时间无法响
应用户请求，而且测试过程中也有系统崩溃的情况
出现，因此，传统方案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电能质量监
测系统中解析海量 PQDIF 文件的需求。

2 海量 PQDIF 文件快速解析方案

2.1 直接编码解析方法
针对传统方案的缺点，本文方案没有使用 PQDIF

COM，而是利用标准中提供的 C 语言头文件 ［1］，采用
直接编码的方式，自行编写解析方法。 其优势包括
内存使用效率高、执行速度快、平台通用性强、可方
便地进入方法内部调试、便于软件的升级与维护等，
更重要的是此方案编程灵活 ［3］，便于程序的优化设
计。 以下就分别从两方面针对海量 PQDIF 文件解析
进行优化。
2.2 数据源记录快速解析方法

在解析 PQDIF 文件中各序列实例的数据时，需
要先获得其在数据源记录中对应的标签值组合，从
而得到此数据对应的电能质量指标类型（如图 1 所
示）。 在实际已建成的电能质量监测系统中，一般通
过监测装置接入规范规定了装置需采集的指标类
型，故数据源记录相对固定，而且装置投入正常运行
后，每天生成文件中数据源记录的通道序列定义也

18×105

9×105

0解
析

耗
时

／m
s

50 775 1500
PQDIF 文件数量

图 2 传统方案解析耗时
Fig.2 Time consumption of traditional parsing schemes

图 1 利用 PQDIF COM 解析单个 PQDIF 文件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of single PQDIF file pa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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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线程并行解析观测值记录原理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鄄th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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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完全相同，因此，预先构造通道序列定义表（以下
简称定义表）保存已知的定义。 在解析程序初始化
时，将定义表读入内存，随后对装置上传文件中通道
序列定义是否改变进行快速判断，如果未改变，则直
接利用内存中的定义表得到序列实例对应的指标类
型，仅在有变化的情况下才重新解析数据源记录，更
新定义表，从而避免重复解析相同的数据源记录，减
少了解析耗时。

新型监测装置接入时，预先解析数据源记录，得
到每个序列定义的 6 种标签组合（如图 1 中所示），
并唯一地确定序列定义的指标类型，保存在定义表
中。 考虑到不同类型装置的通道序列定义可能不同，
故需在表中保存装置类型标识，也可通过在监测装
置接入规范中强制规定数据源记录形式来解决，但
此方法通用性稍差。 定义表如表 1 所示。

PQDIF 文件中每个记录的记录头中均保存有 1
个校验和（32 bit 的循环冗余码校验）来保证物理结
构的正确性和完整性［1］，2 个完全相同的记录体的校
验和相同，故可利用校验和来快速判断数据源记录
是否变化，但存在个别装置在除通道序列定义外的
其他信息中利用 tagEffective 标签值表示数据源生效
时间或在 tagNameDS 标签中保存监测点名称等情
况，将造成数据源记录校验和变化。 此时，可通过计
算 tagChannelDefns 及随后的集合数据块的校验和
来判断通道序列定义是否有改变。 此时应注意，如
果是 tagNameDS 这类向量的数列大小发生变化
（如监测点名称长度变化），将会导致其后集合在记
录体中的相对地址发生偏移（即 link.linkElement 值
改变），故此时需减去偏移量后再计算校验和。

因此，针对如何快速判断通道序列定义是否发
生变化，有以下 3 种可行的方法。

a. 在监测系统装置接入规范中规定只有当数据
源记录需要改变时，装置才在上传的文件中包含数
据源记录。

b. 规范各装置上传的数据源记录的内容（不包
含随时间或监测点变化的信息），通过比较记录头中
的校验和快速判断数据源记录是否改变。

c. 无需对监测装置进行规范，对数据源记录进
行初步解析得到 tagChannelDefns 及其后的集合数

据块，将其中 LinkElement 值减去偏移量后计算数据
块校验和，比较判断其中定义是否发生变化。

3 种方法解析耗时和实现复杂程度依次增加，
但通用性也随之提高，可根据监测系统实施的实际
情况进行选择，本方案采用方法 c。
2.3 观测值记录多线程并行解析方法

目前，1 个 PQDIF 文件中通常包含数个观测值
记录，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差异，一般分为除闪变外的
稳态统计数据（谐波、电压偏差、三相不平衡等）、闪
变相关数据（电压波动、短时闪变和长时闪变）以及
暂态事件数据（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等）3 类记录，以
便共用时间序列，节约存储空间。 由于各观测值记录
序列实例之间没有数据依赖关系，因此可独立并行
解析。 并行模式中，并行数据的粒度选择非常重要，
其与领域的数据特征和算法的数据依赖关系密切，
同时要权衡普适性和实现难度［12］。 方案设计初期曾
考虑参考文献［13］中并行解析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
换通用格式（COMTRADE）文件的数据分块方法，将
所有观测值记录平均分成固定大小的数据块交由各
线程独立解析，并部署专门的线程对块边缘进行合
并解析，此方法并行粒度高，且各线程负载较均衡。
但测试后发现，由于 PQDIF 结构较 COMTRADE 复
杂很多，数据块边缘合并困难，不但易出错，而且耗
时较长，甚至出现解析线程等待边缘合并完成的情
况，造成了额外的同步等待耗时，而且，专门设置边
缘解析线程也较浪费系统资源。 因此，本方案直接选
择观测值记录整体作为并行数据粒度，虽然对于少
量文件，并行程度较低，但针对海量文件，各线程之
间负载的细微差异基本可以忽略，而且程序实现简
单，不易出错。 由于时间序列解析在观测值记录内部
解析过程中进行，因此，不同类型数据的采集时间间
隔差异并不影响解析效率。 并行解析原理图见图 3。

序列名 描述

装置类型 ID 装置类型的唯一标识，用于区别不同类型
装置对应的通道序列定义

通道序号 从 0 开始的序号，与观测值记录中通道实例
的 tagChannelDefnIdx 标签值对应

序列索引 从 0 开始的索引，标识序列在通道中的位置
数据类型 此序列定义对应的唯一电能质量指标类型

表 1 通道序列定义表
Tab.1 List of channel series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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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方案专门部署一个 PQDIF 文件读取线程
FRT（File Reading Thread），其与观测值记录解析线
程 OPT（Observation Parsing Thread）形成流水线并
行，并使用任务池协调其速度差异，由于读取文件，
解析数据源记录，并分解出各观测值记录的耗时仅
为解析观测值记录耗时的 8% 左右，因此，此优化机
制能为 OPT 提供持续不断的数据。

FRT 分解得到各观测值记录后，填入任务池中，
随后继续读取下一个文件。 这里有 2 种方法可供选
择：第 1 种是 FRT 将各观测值记录的所属文件地址
和记录绝对地址索引（前一记录头中的 linkNextRecord
值）填入任务池中，各 OPT 根据地址和索引读取记
录；第 2 种是 FRT 直接将分解出的未解压的观测值
记录数据块填入任务池中。 测试后发现，第 1 种方法
虽然减少了任务池的内存占用，但各线程并行读取
文件，将导致访问文件的位置有很强的随机性，无法
利用文件系统的预取优化，降低了磁盘的访问效率；
第 2 种方法中每个观测值记录解压前的大小仅为
100 KB 左右，并不会大量占用内存。 综合考虑，本文
采用第 2 种方法。

OPT 循环访问任务池，取走待解析的观测值记
录，解压后独立并行解析。 为了减少有限存储带宽的
竞争，将载入内存的定义表拷贝到各线程局部变量
中。 OPT 完成解析观测值记录后并不直接将结果存
入数据库中，而是将其放入数据缓存池中，待缓存
数据达到一定容量后，由专门的数据存储线程 DST
（Data Saving Thread）一次性批量插入数据库中，这
样不但避免了多个 OPT 频繁操作数据库造成的堵
塞，还能够更好地发挥批量索引的插入优势。

3 解析方案实现

3.1 编程环境选择
根据四川电能质量一体化数据平台采用 Win鄄

dows Server 2008 操作系统的实际情况，本文方案基
于微软最新的 .Net Framework4.0（以下简称“.NET
4.0”）编程模型，选择 Visual Studio 2010 作为编程
开发工具，它们提供了新的运行时、新的并行扩展类
以及新的诊断工具，增强了对并行编程的支持，简化
了并行开发［14］。 解决方案采用微软推荐最适合.NET
环境的 C# 语言作为并行解析项目的开发语言，为了
利用标准中提供的 C 头文件 ［1］，利用 C++ ／CLI 编写
底层 PQDIF 文件解析函数，将其作为类库项目包含
在整体解决方案中，以便与 C# 项目同时调试，并引
用其中定义的各 PQDIF 逻辑结构。 单个通道定义结
构体声明代码如下：

public value struct OneChannelDefn

｛

String^ tagChannelName；∥通道名称

ID tagPhaseID；∥相位标签

GUID tagQuantityTypeID；∥高级类型标签

ID tagQuantityMeasuredID；∥物理量标签

Collections::Generic::List<OneSeriesDefn>^ tagSeriesDefns；
∥此通道定义包含的序列定义链表

｝；

3.2 数据源记录快速解析实现
预先构造的定义表可利用数据库或 XML 文档

存储。 解析程序初始化时，将其载入内存中并转化为
哈希表结构，可利用 Hashtable 类实现。 利用装置类
型 ID、通道序号以及序列索引组合出唯一的 Key
值，随后可通过 Key 值快速检索对应的指标类型。

第 2.2 节提到的 3 种方法中，前 2 种方法的实现
较为简单，主要功能 C++ ／CLI 代码如下：
c_record_mainheader*pHeader=（c_record_mainheader*）&pByte［0］；
∥得到首个记录头指针，其中 pByte 为读入内存的 PQDIF 文件指针

LINKABS4 link=pHeader->linkNextRecord；∥下一个记录地址

pHeader=（c_record_mainheader*）&pByte［link］；∥得到下一个记录头

if（PQDIF_IsEqualGUID（pHeader->tagRecordType，tagRecDataSource））
∥判断是否是数据源记录，可遍历全部记录判断是否包含数据源记录

｛UINT4crcCheckSum=pHeader->checksum；｝∥得到记录头中校验和

方案 c 实现较复杂，具体流程图如图 4 所示，在
装置初次接入时需要用同样方法计算并保存校验和
以及 tagChannelDefns 集合中的 linkElement 值。

3.3 多线程并行解析观测值记录实现
在 .NET 4.0 中的并行编程是依赖任务并行库

图 4 方案 c 实现流程图
Fig.4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of method c

得到数据源记录，解压后
定位到 tagChannelDefns 集合

将 tagChannelDefns 中的 linkElement 值与
预先保存的 linkElement 值相比较，得到偏移量

与预先保存的原
校验和相同？

通道序列定义未改变

结束

开始

读取文件到内存

将当前 linkElement 值减去偏移量后的
tagChannelDefns 集合添加到比对数据块中

将随后各集合中的 linkElement 减去偏移量
后，将集合添加到比对数据块中（包括各个

tagOneChannelDefns、tagSeriesDefns 和
tagOneSeriesDefns 集合

计算比对数据块 ＣＲＣ 校验和

通道序列定义改变

N

在内存中初始化比对数据块

Y

张 逸，等：海量电能质量数据交换格式文件快速解析方案第 12 期



TPL（Task Parallel Library）实现的，其最基本的执行
单元是任务，代表了一个可以被计算机并行执行的
异步操作［14］。 TPL 负责创建并管理线程来执行任务，
以下 C# 代码创建并运行一个观测值记录解析任务：

Action<object>ParseObservation=delegate（object observationRecord）
｛∥具体观测值记录解析代码…｝；∥定义任务中并行解析代码
的委托

Task tskParseOb=new Task（ParseObservation，observationRecord）；
∥创建并行解析观测值记录的任务对象

tskParseOb.Start（）；∥开始并行解析观测值记录

为了确保每个线程都能够正确地访问共享存储
区（任务池和数据缓存池）内的数据，传统方法需要
在程序中采用封锁机制［15］，不但编程复杂，而且增加
了出错风险，降低了程序效率。 本方案采用.Net 4.0
新增的 System.Collections.Concurrent 命名空间中提
供的线程安全集合类构造共享存储区，可以方便地
并发访问其中的数据［16］。 利用线程安全的先进先出
队列类 ConcurrentQueue 实现任务池的主要 C# 代码
如下：

ConcurrentQueue<observationRecord> jobsQueue
=new ConcurrentQueue<observationRecord>（）；∥创建任务池实例

jobsQueue.Enqueue（observationRecord newRecord）；
∥FRT 中使用，将分解出的待解析观测值记录添加到任务池中

bool isSuccessed=jobsQueue.TryDequeue（out observationRecord）；
∥OPT 中使用，取出目前任务池开始处首个待解析的观测值记录

方案中还利用 ManualResetEventSlim 类协调
OPT 与 FRT，以免写入的观测值记录超过任务池预
设大小；利用 Task 类的 WaitAll（）方法保证所有 OPT
均完成后结束解析；利用 AggregateException 类处理
并行解析过程中的异常；使用 SqlBulkCopy 类实现大
批量数据快速导入数据库等，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全
部展开详述。

4 测试结果

笔者将本文所提方案在四川电能质量一体化数
据平台中应用实施，并用现场 PQDIF 文件对方案实
用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 测试平台如表 2 所示。

在与第 1.2节中相同的测试条件下（4 核服务器），
本文方案与传统方案解析耗时对比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见，本文方案相对传统方案解析耗时
明显减少，并可随着 PQDIF 文件数量的增加获得更
高的加速比，解析 1500 个文件的耗时可控制在 5 min

以内（282306 ms）。
由测试结果可知，由于本文方案直接选择观测

值记录整体作为并行解析的数据粒度，因此可显著
提高存储在观测值记录中的每种类型数据（包括稳
态数据和暂态数据）的解析效率。 各类型数据的解
析耗时对比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某类型数据的解析耗时为 1500 个文件
中此类数据解析耗时的总和，且解析耗时为观测值
记录中各类型数据的解析时间，不包括数据源记录
的解析耗时，均采用 K 次最优测量方法得出；谐波类
数据包括 2~50 次谐波电压幅值（相角）、谐波电流幅
值（相角）、谐波有功（无功）功率以及谐波电压（电
流）总畸变率；间谐波类数据包括前 25 个间谐波组
电压（电流）幅值；三相不平衡类数据包括正序（负
序、零序）电压（电流）值、电压（电流）负序不平衡度；
电压波动与闪变类数据包括：电压波动值、短（长）
时闪变值。 暂态类数据包括电压暂降（升）事件有效
值记录、电压暂降（升）事件波形采样值记录、短时中
断事件有效值（波形采样值）记录。

测试解析少量 PQDIF 文件时，本文方案也可提
高解析效率，但由于本文方案选取的并行粒度较大，
少量文件的并行程度较低，影响了解析效率的提高。
随文件增多，解析效率的提高将更为显著。 少量文件
的解析耗时对比如表 4 所示。

本文方案在不同核数服务器条件下的解析耗时
对比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见，随着服务器 CPU 核
数的增加，本文方案性能提升显著。 解析 1500 个文
件时，采用 8 核服务器的耗时 （150 966 ms）相对 4

监测数据类型 加速比

谐波类数据 1302150 239806 5.43
间谐波类数据 95404 18473 5.16

电压偏差 39001 7847 4.97
频率偏差 20080 4165 4.82

电压（电流）值 39887 8107 4.92
三相不平衡类数据 35467 6954 5.10

电压波动与闪变类数据 4871 1130 4.31
暂态类数据 86402 15212 5.68

解析耗时 ／ms
传统方案 本文方案

表 3 各类型电能质量监测数据解析耗时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parsing time consump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服务器型号 CPU 型号 描述 内存 操作系统

HP xw8600 Xeon E5420
2.50 GHz 4 核

IBM System
x3650 M3

Xeon X5675
3.06 GHz 6 核

IBM System
x3850 X5

Xeon X7560
2.26 GHz 8 核

4 GB

4 GB

4 GB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8

表 2 测试平台软硬件条件
Tab.2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ditions of test platform

图 5 快速解析方案与传统方案解析耗时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parsing time consumption between

proposed scheme and tradition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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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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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方案， 本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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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 CPU 核数服务器条件下快速解析方案
解析耗时对比测试结果

Fig.6 Comparison of parsing time consumption
among different CPU core quantities

2.8×105

1.4×105

0解
析

耗
时

／m
s

50 775 1500
PQDIF 文件数量

４ 核服务器， 8 核服务器６ 核服务器，

表 4 解析少量 PQDIF 文件耗时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parsing time consumption

between proposed scheme and traditional
scheme for different PQDIF file quantities

PQDIF
文件数量 加速比

1 513 208 2.47
2 1145 386 2.97
3 1863 605 3.08
4 2516 841 2.99
5 3188 1059 3.01
10 6603 2116 3.12
20 13266 4224 3.14
50 35678 8919 4.00

解析耗时 ／ms
传统方案 本文方案

核服务器减少了约 46.52%，因此，本文方案具有一
定的可扩展能力。

目前，基于本文方案的解析程序已在平台中长
期稳定运行。 程序每日凌晨自启动并解析主站采集
的 343 个 PQDIF 文件，耗时约 40 s，可满足实际需
要，且运行过程中未发生服务器操作系统崩溃、内
存溢出等错误，证明了本文方案的可靠性。

5 结语

本文提出一种海量 PQDIF 文件的快速解析方
案，相对于传统方案有以下几点优势：解析效率高，
速度快；硬件可扩展性强；程序稳定性高；软件可维
护性强。

目前此方案已有效应用于四川电能质量一体化
数据平台。 实践证明，此方案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
靠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解析后数据存入数据库的
耗时也是相当可观的，因此，下一步将研究海量电能
质量数据的存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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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high AC and DC hybrid generator
WANG Zhongdong1，LUO Pandian2，LU Shufeng1，YANG Shihai1，

CHEN Gang1，XU Minrui1，ZHOU Yu1

（1. Jiangsu Electric Power Company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211103，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 high AC and DC hybrid generator is developed，which consists of four parts：AC source，DC
source，current combination device and monitoring & analysis system. The working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of each part are introduced. Large鄄capacity capacitors are serially connected in AC circuit to prevent DC.
There is a common branch of AC and DC circuits in the hybrid generator to superpose AC and DC
together，without interfering in the AC or DC source. Results of performance test show that，the AC circuit
and DC circuit are immune to each other and the high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the tested current
transformer contains both AC and DC.
Key words： AC； DC； capacitors； current 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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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parsing of massive PQDIF files
ZHANG Yi1，YANG Honggeng2

（1. Fujia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Fuzhou 350007，China；
2.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A fast parsing scheme is proposed for PQDIF（Power Quality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files，which
quickly judges the change of channel series definitions to avoid the repeated parsing of records from same
data source. The file reading thread decomposes the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stores them in the task pool
while，in parallel，the parsing thread circularly reads and parses the observation records of the task pool and
then stores them in the data buffer pool. The proposed scheme is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NET 4.0
programming model which supports the parallel extensions. Test with field massive PQDIF files shows that，
the parsing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acceleration ratio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CPU core and data files. It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Sichuan power quality integrated data platform
proves its reliability and practicality.
Key words： power quality； PQDIF； massive data； data processing； thread； parallel programming；
parsing； .NE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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