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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在各领域快速
拓展，电力行业的信息化促使电力数据迅速增长和不
断融合，电力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1鄄5］。 电力行业数
据量大、类型多、价值高，贯穿电力工业生产及管理
等环节。 因此，应当积极投入到数据挖掘与分析运
用中，挖掘数据价值，实践大数据战略，为电力企业
决策与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经济波动及形势变化对人民生活、企业生产和
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及时、准确地掌握经济
变化信息，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企业生产的调整具
有积极的作用。 宏观监测指标体系及一些量化指数
（如 CPI、PPI、PMI 等指数）的建立，能够及时反映经
济的变动情况和变动程度、监测经济的发展动态及
预测经济的发展趋势［6鄄8］。 例如：供需不平衡对市场
经济运行的高效性、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提
出 CPI、PPI 指数来判断供需平衡程度，估算通货膨
胀（或紧缩）风险；为了能够监测经济的发展动态、反
映商业活动的现实情况，因此提出 PMI 指数作为一
个先行指标监测经济运行、预测经济走势和转折点。

同样地，电力市场中也存在与市场经济中相类
似的一些问题。 电力供求的矛盾是电力市场的基本
矛盾之一，对电力市场运行的高效性、稳定性有着重
要的影响［9鄄10］。 企业作为电力市场的主要组成要素，
其经济效益的波动和变化会影响行业的电力需求数
量，导致电力市场的供需不平衡，从而影响着电力
部门的市场决策。 因此，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电
力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研究，监测其动态变化、分析其
所处状态以及预见其发展趋势，掌握电力市场供求

变化的规律，为电力市场营销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目前国内外已经提出很多负荷及用电预测的方

法 ［11 鄄14］，如：基于灰色理论的预测方法、基于进化机
制的预测方法以及基于支持向量机的预测方法等。
但这些方法理论性较强、建模复杂，降低了其实用
性，而且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快速性、时
效性较差，没有先行作用。

本文将借鉴宏观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量化
的方法，建立一个监测行业用电情况及预测行业用
电趋势的行业电力监测体系，并对行业电力监测指
标体系进行量化，提出电力经理指数 EMI（Electricity
Managers Index），为监测行业用电动态、反映行业用
电的现实情况和其整体的增长或衰退程度以及预测
行业用电趋势提供参考和依据。 该方法不仅简单、
快捷，还具有先行性和时效性。

1 行业 ＥＭＩ 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指标选取流程
为确保选取的行业电力经理指数关键指标具有

全面性、合理性和易操作性，需明晰指标选取的具体
流程，主要包括三大步骤。

步骤 １：基于行业 EMI 的实现路径，分别在电力
统计数据侧和行业市场数据侧选出能够影响行业用
电量的关键因素，据此初步选出评价行业 EMI 的关
键指标。

步骤 ２：将初选的关键指标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向
行业内的专家征询意见。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对初
选关键指标进行有效性检验和优化，判断初选的关
键指标的合理性，删除不合理指标，实现对初选指标
的优化。

步骤 ３：根据关键指标优化的结果，以行业 EMI
为评价对象，以电力统计数据和行业市场数据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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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维度，建立行业 EMI 关键指标体系。
关键指标选取的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1.2 指标初选
由于电力统计数据能够直接反映行业的用电情

况；而行业市场数据则直接反映行业效益，从而间接
反映出行业的用电情况。 因此，行业的用电量主要
来自于电力统计数据侧和行业市场数据侧。为此，将
电力统计数据和行业市场数据作为评价维度，分别
选取电力统计数据和行业市场数据中影响行业用电
量的关键指标，以此全面反映行业用电趋势。

设计指标选取的调查问卷，确定评价者范围，向
专家和评价者征询指标选取的意见。 评价者判断给
定指标对 EMI 的影响程度，并对指标进行排序。 回
收、整理调查问卷，形成初选关键指标。

a. 电力统计数据关键指标初选。
电力统计数据侧初选指标包括：申请和完成的

扩容容量、申请和完成的减容销户容量、申请和完成
的净扩容容量、申请和完成的扩容企业数、申请和完
成的减容销户企业数、申请和完成的净扩容企业数。
另外，考虑到用电量在时间上与其滞后项之间存在
自相关关系，因此也把行业用电量作为一项指标。

b. 行业市场数据关键指标初选。
行业市场数据侧初选指标包括：订单量、产量、

库存量、订单完成量、生产线规模、设备数量、产品价
格、价格空间、本行业政策、上游行业政策、行业市场
情况。
1.3 基于统计检验－粗糙集分析法的关键指标选取
优化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统计检验-粗糙集分析法对初选的行
业电力经理指数关键指标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和优
化，主要步骤如下。

步骤 1：将初选的指标分成连续型指标和离散型
指标。 连续型指标指具有确定数值的指标，离散型
指标指具有大概范围、不具有确定数值的指标。

步骤 2：对于连续型指标，把指标看作时间序列，
利用统计检验 ［15鄄17］对连续性指标进行有效性检验和
优化，具体步骤如下。

a. 首先利用各初选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检验指标与用电量的相关性，剔除关联度小的
指标 。

b. 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检验
指标的平稳性。 ADF 检验模型 1、2、3 的回归方程分
别如式（１）—（３）所示。

Δxt＝δxt-1+鄱
i＝1

�m
βiΔxt-i+εt （1）

Δxt＝α+δxt-1+鄱
i＝1

�m
βiΔxt-i+εt （2）

Δxt＝α+ρt+δxt-1+鄱
i＝1

�m
βiΔxt-i+εt （3）

其中，εt 是随机误差项，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
过程；Δx ＝｛Δx1，Δx２，…，Δxt，…｝是时间序列 x ＝｛x1，
x２，…，xt，…｝的差分项。

同时估计出上述 3 个模型的适当形式，然后通
过 ADF 临界值表检验零假设 H0：δ=0。 只要其中有
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就可以认为时
间序列是平稳的。 当 3 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
绝零假设时，则认为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

c.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则需要进行协整关
系检验。 把一系列指标历史数据看成一个时间序列，
如果 k 个时间序列 y1、y2、…、yt、…、yk 都是 d 阶单整
的，存在一个非零向量 β，使 β y：I（d - b），则称 y 是
协整的，向量 β 为协整向量。 如果 2 个向量都是单
整向量，则只有它们的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 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滞后阶数根据 AIC 或 SC 最小原
则确定，如果相应的迹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则拒绝 H0。

d. 最后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则对变量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最终的指标。 其检验
模型为：

yt=c+鄱
i＝1

���p
αiΔyt-i+鄱

j＝1

q
βjΔxt-j+εt （4）

其中，q、p 分别是 x、y 的滞后阶数。
检验的零假设 Ｈ０ 为：x 是 y 的非格兰杰原因，即

Ｈ０：β1=β2 =…=βq=0。 若零假设 Ｈ０ 成立，则有：

yt=c+鄱
i＝1

p
αiΔyt-i+εt0 （5）

令式（4）的残差平方和为 S1，式（5）的残差平方

和为 S0，则：F = （S1 - S0） ／ q
S0 ／ （Ｔ － q - p - 1）

应服从自由度为

（q，Ｔ－p-q-1）的 F 分布，其中 T 为样本容量。 滞后
阶数可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来确定。 比较 F 统

图 1 关键指标选取流程
Fig.1 Process of key index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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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与临界值的大小即可得检验结果。 如果 F 大于
临界值就拒绝零假设 Ｈ０：x 是 y 的格兰杰原因；如果
F 小于临界值，则不能拒绝零假设 Ｈ０，这就意味着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步骤 3：对于离散型指标，利用粗糙集理论 ［18鄄19］

对离散型指标进行有效性检验和优化，具体步骤如下。
a. 建立综合评价信息系统和决策表。
b. 确定离散各属性区间，根据各属性区间大小

对指标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c. 确定等类集合分别为：U ／ ind（C）、U ／ ind（D）、

U ／ ind（C-｛ci｝）。
d. 导出条件属性集合正域 posC（D）、posC-｛ci｝（D），

条件属性集合基数为card［posC（D）］、card［posC-｛ci｝（D）］；
e. 计算知识 D（决策属性指标）对知识 C（评价

指标集合）的依赖程度 rC（D）及知识 D 对知识 C-｛ci｝
的依赖程度 rC-｛ci｝（D）。 即：

rC（D）=card［posC（D）］ ／ card（U）
rC-｛ci｝（D）=card［posC-｛ci｝（D）］ ／ card（U）

f. 计算条件属性对决策属性的重要程度 σ（ci），
即 σ（ci）=rC（D）-rC-｛ci｝（D）。 如果某项指标的重要度很
小，说明指标体系的评价对其依赖性很小。 这项指标
对指标体系的贡献度可以忽略，此指标可被剔除。

步骤 4：将基于统计检验-粗糙集分析法优化后
的连续性指标和离散性指标综合，得到最终的行业
EMI 指标体系的关键指标。

基于统计检验-粗糙集分析法，对初选指标进行
关键指标选取优化如下。

a. 通过调研可知：电力数据具有确定数值，是连
续型指标；而市场数据具有大概范围，不具有确定数
值，是离散型指标。

b. 对于连续型指标，通过 1.3 节中连续型指标
的处理方法，利用调研数据对 1.2 节中初选的连续
型指标进行有效性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得到对行业用
电量有先行性影响的指标，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中，A
为申请净扩容容量；B 为申请净扩容企业数；C 为完
成净扩容容量；D 为完成净扩容企业数；E 为用电
量。 因为格兰杰检验得到的时间序列具有先行性，因

此优化得到的指标具有先行性。
c. 对于离散型指标，通过 1.3 节中离散型指标的

处理方法，利用调研数据对 1.2 节中初选的离散型指
标进行检验和优化得出重要度较高的指标，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中，总基数为 168；决策属性基数为 119。

1.4 指标权重确立
本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既体现

出指标的价值量，又体现出指标的信息量。 权重确
立的具体步骤如下：

a. 利用基于相容矩阵的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
的主观权重系数；

b. 利用粗糙集中的重要度计算各指标的客观权
重系数；

c. 设定经验因子，将主客观权重进行合成，获得
主客观的综合权重；

d. 根据指标权重和指标值，采用线性加权法对
各个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综合评价结果，即 EMI。

通过上述指标体系优化构建，得到 12 个二级指
标，再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粗糙集法得到各指标的权
值，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行业 EMI 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

从本文的实例验证的效果而言，这些指标已经
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用电趋势，但不排除还可以新
增一些指标。 对于新增的指标，同样可以通过本文
提出的方法先验证其有效性决定是否采用，再进行
预测。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行业
EMI

电力数据类

申请净扩容容量 0.266
申请净扩容企业数 0.086
完成净扩容容量 0.145

完成净扩容企业数 0.052
用电量 0.163

行业数据类

订单量 0.056
产量 0.043

库存量 0.048
订单完成量 0.054
产品价格 0.035
价格空间 0.030
行业政策 0.022

表 3 行业 EMI 指标体系
Table 3 Industrial EMI indicator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条件属性基数 重要度

行业效益类

订单量 107 12
产量 106 13

库存量 102 17
订单完成量 98 21

市场行情类
产品价格 99 20
价格空间 103 16
行业政策 109 10

表 2 优化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optimization and test

表 1 格兰杰检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假设 F 统计量 概率 结论

10.89420 0.0017 拒绝
1.01794 0.3884 接受
20.27580 0.0001 拒绝
0.200830 0.8205 接受
4.253760 0.0379 拒绝
0.471850 0.6341 接受
5.326690 0.0204 拒绝
0.838100 0.4546 接受

A 不是 E 的格兰杰原因
E 不是 A 的格兰杰原因
B 不是 E 的格兰杰原因
E 不是 B 的格兰杰原因
C 不是 E 的格兰杰原因
E 不是 C 的格兰杰原因
D 不是 E 的格兰杰原因
E 不是 D 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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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行业 EMI 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

在确定的行业 EMI 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综合评
分法得到 EMI 来预测行业用电趋势。
2.1 数据汇总

对行业中用电大户企业和典型企业按行业 EMI
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电力数据和市场数据调研，将
各项数据与上月相比的变化百分比按照表 4 进行区
间离散化。 考虑到变化百分比越大的企业数会越少，
为了使每个区间包含等数量的对象，因此将离散区
间按基本持平（-5%，5%）、增加或减少［5%，２5%）、
增加或减少［２5%，７5%）、增加或减少［７5%，+∞）进
行划分，本文将基本持平的离散化等级定为 50，作为
一个基数，离散化等级以 10 作为一个梯度变化。

按照离散后的等级数，统计每个指标下各等级
20、30、…、80 所含有的企业数。
2.2 单个指标等级数计算

a. 连续型指标等级数计算。
计算出指标的净变化量和总变化量，采用不加

权的方法得出百分比并按照上述离散区间对计算出
的百分比进行离散，得到离散等级数。 计算方式如下：

CIj= CHN j

CHS j
×100%

其中，CI j 是第 j 个连续指标的等级数；CHN j 是第 j 个
指标的净变化量；CHＳj 是第 j 个指标的总变化量。 如
果 CI j为正数，说明本月用电量可能上升；如果 CI j为
负数，说明本月用电量可能下降。

b. 对于离散型指标等级指数计算。
根据各项市场统计数据的离散等级数和统计出

来的各属性中相应等级的企业数，采用加权的方法
得出加权后的等级数，计算方式如下：

DIk= 鄱（NkiCOki）
COsum

其中，DIk 是第 k 个离散指标的等级数，它所对应的百
分比可以根据离散化区间表得到；Nki 是第 k 个指标
中第 i 个等级数；COki 是第 k 个指标中第 i 个等级数
所含有的企业数；COsum 是参与调研的总企业数。
2.3 综合指数计算

a. 月环比指数的计算。

EMI 是一个综合指数，由各指数的离散等级数
加权而成，即：

EMI=鄱wjCIj+鄱w′kDIk

其中，wj 是第 j 个连续指标的权重系数；w′k 是第 k 个
离散指标的权重系数。

根据每月的统计数据，由此方式计算出的 EMI
即为月环比 EMI。

b. 定基指数的计算。
定基指数由各期月环比指数连乘计算，公式为：

ＥＭＩ＝ ＥＭＩ１×ＥＭＩ２ ×…×ＥＭＩt
� t
姨 ×100%

其中 ，ＥＭＩ 是电力经理定基指数 ；EMI1、EMI2、…、
EMIt 是基期至报告期间各期的月环比指数。

c. 指数的换算方法如下：

EMImtm= EMI rp
EMI lm

×100%

EMIyty= EMI rp
EMI lym

×100%

EMIy= EMI ty
EMI ly

×100%

其中，EMIrp 是报告期（月）定基指数；EMIlm 是上期
（月）定基指数；EMIlym 是上年同期（月）定基指数；
EMIty 是本年累计的定基指数；EMIly 是上年累计的
定基指数。
2.4 EMI 的含义

把 EMI 为 50 时定为基准线，称为荣枯分水线。
EMI 大于 50 表示行业用电需求在增长；EMI 小于 50
表示行业用电需求在下降。 EMI 偏离 50 的程度表
示用电量变化的大小，朝大于 50 的方向偏离越大说
明用电需求将大幅增加，朝小于 50 的方向偏离越大
说明用电需求将大幅减小，如：EMI 略大于 50，说明
用电需求在缓慢上升，EMI 略小于 50 说明用电需求
缓慢下降。 根据表 4 离散化区间可以得到 EMI 与离
散等级化后的用电量变化趋势的对应关系，如表 5
所示。

对于表 5 中的用电量变化区间，它是指通过 EMI
指数预测的本月用电量相对上月用电量的变化趋

用电量变化区间 EMI
（－∞，-75%］ 20

（－75%，-25%］ 30
（－25%，-5%］ 40
（－5%，5%） 50
［5%，２5%） 60
［２５%，７5%） 70
［７5%，＋∞） 80

表 5 EMI 与用电量变化关系
Tabl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EMI

and power usage variation

离散区间 离散化等级

（－∞，-75%］ 20
（－75%，-25%］ 30
（－25%，-5%］ 40
（－5%，5%） 50
［5%，２5%） 60
［２５%，７5%） 70
［７5%，＋∞） 80

表 4 离散化区间
Table 4 Discrete inter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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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预测结果与实际用电变化结果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results and actual

power usage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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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耗能行业 2013 年 2— 9 月的 EMI
Fig.3 EMI of high energy鄄consuming industries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in 2013

■

预测结果， 实际结果

■ ■

■
■

■ ■ ■
●

● ●
● ●

● ● ●

20

40

60

EM
I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t

■●

图 4 出口型行业 2013 年 2— 9 月的 EMI
Fig.4 EMI of export鄄oriented industries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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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点大型企业 2013 年 2— 9 月的 EMI
Fig.5 EMI of large鄄scale industries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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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表 5 中的 EMI 指数是指通过上月相关指标值
得出的 EMI 指数值。

本文提出的 EMI 指数预测方法是在当月月初
时利用本文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上月数据预测当月
的用电变化趋势，这就是 EMI 指数先行性的体现。
因为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通过了格兰杰检验，即这些
指标的变化会导致用电量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是一
种滞后性的变化，所以可以在当月月初通过指标的
上月数据预测当月的用电变化趋势。 一般上月的电
力统计数据和行业市场数据在当月月初就可以获
得，因此利用 EMI 预测行业用电趋势不仅简单快速，
还具有先行性和可行性。

3 应用评估

3.1 大工业各月用电趋势预测评估
通过所建立的行业 EMI 指标体系以及福建省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电力统计数据和市场统
计数据的处理值，得到 EMI 预测结果与离散等级化
的实际用电变化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通过 EMI 预测出的行业各
月用电量变化趋势与离散等级化的实际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
3.2 大工业年用电趋势预测评估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利用 2.3 节中定基指数计算
方法和指数换算方法可得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的 EMI：

ＥＭＩ＝ ＥＭＩ１× …×ＥＭＩ20
20
姨 ×100%=42.56

其中，EMI1、…、EMI20 分别是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预测的月环比指数。

根据调研数据可知，2012 年全年的行业用电量
为 7 721 632 kW·h，2013 年 1 月至 9 月的行业用电
量为 6 157 444 kW·h，通过计算可得：

I= （6 157 444 ／ 7 721 632－１）×１００％＝-20.2６％
即 2013 年 1 月至 9 月行业用电量与 2012 年全

年行业用电量相比减少了 20.26%，将此变化区间根
据表 5 离散等级化后约为 42。 根据 EMI 与用电量变
化关系，可知 EMI 的预测符合实际情况。

3.3 典型行业各月用电趋势预测评估
根据 2013 年 1 月至 9 月福建典型行业的电力

及行业数据对用电趋势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与实
际用电变化结果做比较。
3.3.1 高耗能行业

本例中的高耗能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高耗能行业
EMI 预测结果与离散等级化的实际用电变化结果如
图 3 所示。

3.3.2 出口型行业
本例中的出口型行业包括纺织行业、服装行业

和食品行业。 出口型行业 EMI 预测结果与离散等级
化的实际用电变化结果如图 4 所示。

3.3.3 重点大型企业
本例中的重点大型企业包括机械行业、电子行

业和化工行业。 重点大型企业 EMI 预测结果与离散
等级化的实际用电变化结果如图 5 所示。

通过上述不同行业中 EMI 的预测结果与离散等
级化的实际用电变化的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a. 从整体上看，EMI 法能够较好地预测各月的



用电趋势。
b. 从各月的预测效果上看，3 月和 4 月的预测

结果与实际用电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偏差较大，
其他各月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相符。 其原因可能是：2
月正逢中国春节，大多企业处于停产或减产状态，而
3、4 月大量务工人员返城工作，企业逐渐恢复生产，
从而与前一月相比会出现用电量大幅增长的情况；
离散化区间划分不够精细和合理，在后续研究中会
考虑利用模糊集的方法进行改进，通过隶属函数对
数据进行离散。

4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EMI 预测行业用电趋势的
新方法，该方法通过统计检验和粗糙集优化建立了
覆盖行业电力数据和市场数据的行业 EMI 指标体
系，通过 EMI 评估行业用电形势、预测用电变化趋
势，为电力市场分析和预测提供新的指标参考。

从上述评估结果上看，本文提出的预测方法具
有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和先行性，能够较好地预
测各月份的行业用电量的变化趋势。 此外，行业 EMI
与行业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通过对行业 EMI 的分
析，还可以对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为政府相关调
控部门进行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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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馈线自动化实现配电线路故障定位、隔离与供
电恢复，是提高供电可靠性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常规
辐射式供电的配电网中，利用故障点上游开关处能
够检测到故障电流而故障点下游开关处检测不到故
障电流的现象实现故障区段的定位［1鄄4］。 而在分布式
电源 DER（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高度渗透
的有源配电网中［5］，DER 提供的短路电流可能使流过
故障点下游开关的故障电流大于故障电流整定值，
导致常规的故障定位方法失效，因此，需要研究适用
于有源配电网的故障定位方法。

国内外针对 DER 对有源配电网故障区段定位
的影响及相应解决方案的研究成果较少。 通过比较
故障区段两侧开关处的故障电流方向可以识别出故
障区段 ［6鄄7］，但该方法要求在馈线开关处加装电压互
感器或传感器。 文献［8］提出根据馈线上 DER 可以

提供的最大短路电流来设定故障电流整定值，以克
服 DER 的影响；文献［9］基于短路电流计算，对 DER
的最大接入容量进行限制，调整开关过电流整定值，
将系统电源提供的最小短路电流及 DER 提供的最
大短路电流区分开，然后采用传统故障区段定位方
案进行故障定位。 这些方法增加了计算工作量，而且
会降低故障检测灵敏度。

本文根据 DER 引起的公共连接点 PCC（Point
of Common Coupling）电压变化量的限制，推导出配
电线路上任一点及其下游 DER 准入容量之和的极
限值，得出了流过故障点下游开关由 DER 提供的最
大短路电流与流过故障点上游开关由系统提供的短
路电流的关系，并据此提出通过比较流过线路区段两
侧的短路电流幅值进行有源配电网故障定位的方法。

1 考虑电压变化量约束的 DER 准入容量限
值分析

DER 输出的电流会使线路电压发生变化，如果引
起的电压变化量过大，会造成电压不合格，因此，需
要对 DER并网引起的电压变化量予以限制，如德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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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分布式电源（DER）的短路电流特征和 DER 准入容量限制。 通过分析有源配电网非故障区段与
故障区段两侧开关短路电流的幅值关系，提出利用流过线路区段两侧的短路电流幅值比较进行有源配电网
故障定位。 MATLAB ／ Simulink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在 DER 准入容量满足公共连接点处的电压变化量要求
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有源配电网故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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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MI indicator system orienting to
massive industrial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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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quired indicator data are selected from massive electrical power data and industrial data to
form an EMI（Electricity Managers Index） indicator system. The statistical test鄄rough set theory is applied to
select the key indicators and optimize the EMI indicator system. It is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industrial
power usage trend based on the optimized EMI indicator system. The power usage trends of the typical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are predic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he results show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electricity forecasting； indicator system； leading indicator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ough set； 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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