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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和能源格局的变化

，

经济社会发展

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

。

电能计量业务贯穿发

电

、

输电

、

配电

、

用电等各环节

，

服务于电能贸易结算

，

其准确度关系到计量公平公正

，

直接影响各方的经济

利益

，

其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

计

量技术监督工作主要通过监督计量业务各环节的关

键指标和工作质量

，

实现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高效运

维

，

及时发现并诊断计量装置异常

，

规范计量资产全

寿命周期管理等工作

。

科学

、

及时

、

客观的技术监督方

法是保证计量工作顺利开展和计量业务质量的重要

手段

。

随着国网公司

“

三集五大

”

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

和提升

，

在新的

“

大营销

”

体系运行模式下

，

一方面

，

各

层级计量业务

、

组织架构发生很大的变化

，

对新体系

下的计量技术监督提出更高要求

，

其监督范围更广

、

管理要求更高

；

同时

，

随着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建设

和智能电能表应用推广以及阶梯电价的实施

，

电能表

的质量和运行可靠性愈来愈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高

度关注

。

另一方面

，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计量工

作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

，

业务数量日益增长

、

业务操

作更加频繁

，

工作差错

、

指标异常等经营风险变得突

出

；

同时

，

电能计量工作具有点多面广

、

作业分散

、

流

程复杂

、

时效性高

、

与客户接触点多等特点

，

如果不加

强对关键节点和指标的过程监督

，

就会直接影响公司

的经济效益和服务形象

；

而传统计量技术监督工作的

开展仍主要依靠人工监控协调

，

监督手段单一

，

缺乏

有效的监督工具

，

对表计质量管理相对薄弱

，

缺乏对

计量工作关键节点和指标的过程监督

。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熵权的计量技术监督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

，

对多个评价对象的技术监督工作水平

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

。

该方法采用来自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

、

营销业务系统

、

省级计量中心生产调度平台

（

MDS

）

等多个业务系统的多维度基础数据

，

综合考量

与计量业务技术监督工作相关联的多级评价指标

，

对

多个评价对象的计量技术监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科学

评估

，

使得计量技术监督工作更加科学

、

客观

、

有针对

性

，

同时有效提高计量技术监督工作执行效率

，

保证计

量业务顺利开展

。

1

模糊评价和熵权算法

1.1

模糊评价基本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

方法

，

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

定量评价

[�1�]

。

由于被评价对象是受多方因素影响的

，

模

糊综合评价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对单个因素对被评价对

象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

用模糊数学对所有因素做出总

体评价

，

防止信息中途缺失

，

具有结果清晰

、

系统性强

的特点

，

能较好的解决模糊的

、

难以量化的问题

，

适合

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

。

设评价对象为

P

，

定义其指标集为

U =

{

u

1

，

u

2

，…，

u

n

}

，

评价集为

V=

{

v

1

，

v

2

，…，

v

m

}

，

则对

U

中每一个指

标

，

根据

V

中的评价等级进行模糊评价

，

得到模糊评价

矩阵

R=

（

r

ij

）

m×n

。

其中

r

ij

表示

u

i

关于

v

j

的隶属程度

，

R

为

U

到

V

的一个模糊映射

，（

U

，

V

，

R

）

则构成一个模糊综

合评价模型

。

该模型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

权重向量

记为

A=

（

w

1

，

w

2

，…，

w

n

），

满足

n

�

i =

1

移

w

i

=

1

，

其中

w

i

为第

i

个指标

u

i

所对应的权重

。

合成得到

V

的模糊子集

B=

A

·

R=

（b

軈

1

，b

軈

2

，…，b

軈

m

），

归一化后得到

B=

（

b

1

，

b

2

，…，

b

m

），

即可确定对象

P

的综合评价指数

。

1.2

熵权算法

熵的概念起源于热力学

，

是反应系统有序程度的

度量

，

后来由

Shannon

引入到信息论中表示信息量的

不确定性

。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其

摘 要

：

电网的信息化

、

智能化发展趋势对计量技术监督工作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

准确客观地评价计量技术监督工作意

义重大

。

目前传统计量技术监督主要依靠人工

，

缺乏有效的工具利用已有数据评价关键节点指标

。

文中提出了基于熵权的计

量技术监督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

建立基于用采系统的指标体系

，

利用指标熵值结合模糊数学方法

，

实现了多对象技术监督工

作客观评价和排序

，

该方法有效提高了各公司技术监督工作的区分度和相应评价工作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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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程度

，

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

指标的熵值

，

再通过熵值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

，

从

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

[�2�]

。

根据熵的定义

,�

当系统可能处于

m

种不同状态

,�

每种状态出现的频率为

p

i

（

i =

1

，

2

，…，

m

）

时

，

则该系统

的熵就定义为

:

E = -

m

�

i =

1

移

p

i

·

ln

p

i

（

1

）

显然

，

当

p

i

=

1/

m

（

i =

1

，

2

，…，

m

），

即各种状态出现

的概率相同时

，

熵取最大值

。

相应的

，

若依据

n

个评价指标对

m

个评价对象进

行评价

，

采用熵值作为某指标的权重

，

则指标的信息熵

E

越大

，

就表明该指标对在对

m

个对象的评价中贡献

越均衡

，

指标值对不同对象评价的区分度越小

，

能为最

终决策提供的信息量越小

，

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

越小

，

则其权重也应越小

。

反之

，

则权重也应越大

。

由上可见

，

用指标熵值赋相应权重仅反映了指标

在评价对象时的客观差异度

，

熵权本身并不能完全反

映指标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重要性

。

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和熵权赋值的方法解决多对象

综合评价问题在其他行业已有相关研究

[�3-6�]

，

电网规划

中也有将二者结合的应用

[�7�]

，

但未见将二者结合并利

用多层次隶属度分级标准对技术监督工作进行综合评

价的同类研究

。

2

基于熵权的计量技术监督模糊综合评价

2.1

明确指标体系和评价对象

江苏省电力计量业务技术监督工作主要依据实际

开展的技术监督工作和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所收集的数

据

，

从

4

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各地市公司

（

共

13

个

）

的技术监督情况进行评价

，

则待评价对象集包含

13

个

评价对象

。

现有计量技术监督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

用采

系统建设类指标

、

设备管理类指标

、

运维管理类指标

、

计量业务督办类指标

。

参考基于同类划分的指标评价

方法

[�8�]

和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运行状态评估体系

[�9�]

，

从

每个大类选取影响该类工作的关键指标

，

分解为

12

个

末级指标

，

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

其中

，

除电能表库存超周期率

、

电能表运行超周期

率为反向指标

（

指标值越小越好

）

外

，

其余指标均为正

向指标

（

指标值越大越好

）。

各类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

如表

1

所示

。

2.2

评价矩阵标准化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中指标权重向量的确定要求各

指标权重

w

i

满足

n

�

i =

1

移

w

i

=

1

，

因此使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

重时

，

首先要对影响评价的各个指标进行数据标准化

处理

。

采用以下

2

个公式

：

d

ij

=

f

ij

-

min�

f

'

ij

max�

f

'

ij

-

min�

f

'

ij

（

2

）

d

ij

=

max�

f

'

ij

- f

ij

max�

f

'

ij

-

min�

f

'

ij

（

3

）

式中

：

f

ij

表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项指标

，

max�

f

'

ij

和

min�

f

'

ij

分别为指标

u

i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式

（

1

）

适用于

正向指标

，

式

（

2

）

适用于反向指标的情况

，

通过以上公

式得到指标值的标准化数据

。

2.3

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

依据

n

个评价指标对

m

个评价对象进行评价

，

形

成原始评价矩阵为

R=

（

r

ij

）

mxn

，

则对某个评价指标

r

j

有

信息熵

：

图

1

计量技术监督评价指标体系

采集覆盖率

低压集抄

采集覆盖率

计

量

技

术

监

督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系统建设指标

设备管理指标

运维管理指标

计量业务督办

采集完整率

电能表库存

超周期率

配送接收及时率

采集成功率

电能表运行

超周期率

工单督办及时率

专项工作完成率

配变采集覆盖率

专变采集覆盖率

低压集抄

采集成功率

配变采集成功率

专变采集成功率

表

1

指标体系末级指标定义

指标 计算方法

低压采集覆盖率

低压用户电能表采集覆盖数

/

低压用户电表总数

配变采集覆盖率

配变用户电能表采集覆盖数

/

配变用户电表总数

专变采集覆盖率

专变用户电能表采集覆盖数

/

专变用户电表总数

采集完整率 电表数据项采集成功数

/

电表数据项采集数

电能表库存超周期率 库存电能表超检定期数量

/

库存电能表总数

配送接收及时率 配送接收及时数

/

配送总数

低压采集成功率

低压用户电能表采集成功数

/

低压用户电表总数

配变采集成功率

配变用户电能表采集成功数

/

配变用户电表总数

专变采集成功率

专变用户电能表采集成功数

/

专变用户电表总数

电能表运行超期率 运行电能表超检定期数量

/

在运电能表总数

工单督办及时率 工单反馈及时数

/

工单派发数量

专项工作完成率 专项工作评价分值

/100

崔高颖 等

：

基于熵权的计量技术监督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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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隶属度分级标准

％

评价因子 一级

（

优秀

）

二级

（

良好

）

三级

（

一般

）

低压采集覆盖率

>

99.0 98.5

<

98.0

配变采集覆盖率

>

99.95 99.85

<

99.5

专变采集覆盖率

>

99.95 99.65

<

99.5

采集完整率

>

99.5 99.4

<

99.3

电能表库存超周期率

<

0.9 0.95

>

1.0

配送接收及时率

>

97.0 96.0

<

95.0

低压采集成功率

>

99.0 98.5

<

98.0

配变采集成功率

>

99.0 98.5

<

98.0

专变采集成功率

>

99.0 98.5

<

98.0

电能表运行超期率

<

0.9 0.95

>

1.0

工单督办及时率

>

95.0 94.5

<

94.0

专项工作完成率

>

95.0 94.5

<

94.0

E

j

= -

（

ln�

m

）

-

1

m

�

i =

1

移

p

ij

ln�

p

ij

（

4

）

其中

：

j=

1

，

2

，

3...

，

n

，

且

p

ij

= r

ij

/

m

�

i =

1

移

r

ij

，

如果

p

ij

=

0

，

定义

lim

p

ij

→0

p

ij

ln�

p

ij

=

0

。

指标最终的权重综合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指标提

供的信息量两方面的因素

，

得到各指标权重公式为

：

W

j

=

1

- E

j

n -

n

�

j =

1

移

E

j

（

5

）

其中

：

j =

1

，

2

，

3...

，

n

，

且公式满足

n

�

i =

1

移

w

i

=

1

。

2.4

构造模糊评价矩阵

设指标体系的评价集为

V =

{

v

l

，

v

2

，

v

3

}

=

{

优秀

（

一

级

），

良好

（

二级

），

一般

（

三级

）

}

，

评价集中各值表明当

前评价对象通过其评价指标对相应评语的隶属度

。

模

糊评价方法中评价集的确定需选定合适的隶属度函

数

，

才能计算出指标集

U

到评价集

V

的模糊映射

R

。

根据各指标的阀值确定各指标分级标准如表

2

所示

。

各指标隶属度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

其中一级隶

属度函数

：

u

1

（

x

i

）

=

1������������

x

i

≥ a

i

b

i

- x

i

b

i

- a

i

b

i

≤ x

i

≤ a

i

0����������

x

i

＜ b

i

i

'

'

'

'

'

'

'

&

'

'

'

'

'

'

'

(

（

6

）

二级隶属度函数

：

u

2

（

x

i

）

=

0�������������

x

i

≥ a

i

，

x

i

≤ c

i

x

i

- a

i

b

i

- a

i

b

i

≤ x

i

＜ a

i

c

i

- x

i

c

i

- b

i

c

i

＜ x

i

＜ b

i

i

'

'

'

'

'

'

'

'

&

'

'

'

'

'

'

'

'

(

（

7

）

三级隶属度函数

：

u

3

（

x

i

）

=

0������������

x

i

≥ b

i

x

i

- b

i

c

i

- b

i

c

i

≤ x

i

＜ b

i

1����������

x

i

＜ c

i

i

'

'

'

'

'

'

&

'

'

'

'

'

'

(

（

8

）

式中

：

x

i

为用电信息采集各末级指标的实际值

；

u

（

x

i

）

为

x

i

的隶属度分值

；

a

i

为

x

i

的一级隶属度阀值

；

b

i

为

x

i

的

二级隶属度阀值

；

c

i

为

x

i

的三级隶属度阀值

。

由此可以得出每个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

R =

r

1

（

v

1

）

r

1

（

v

2

）

r

1

（

v

3

）

r

2

（

v

1

）

r

2

（

v

2

）

r

2

（

v

3

）

r

12

（

v

1

）

r

12

（

v

2

）

r

12

（

v

3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得到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模糊评价的基本模型

，

利用

2.3

中得到的各

指标的权重

w

j

组成权重因子组成包含

12

个权重值的

模糊子集

A=

（

w

1

，

w

2

，…，

w

12

），

以及

2.4

中得到的模糊

评价矩阵

，

通过矩阵运算得到最终评价集

V

上的模糊

子集

B

，

即

：

B = A

·

R =

（b

軈

1

，b

軈

2

，b

軈

3

） （

9

）

其中

，b

軈

i

=

3

�

j =

1

移

a

j

·

r

（

v

j

）

对

B

进行归一化运算

，

即

：

b

i

= b

軈

i

/

3

�

k =

1

移

b

軈

ik

k=

1

，

2

，

3����������������

（

10

）

得到

B =

（

b

1

，

b

2

，

b

3

），

即可确定当前评价对象对于评价

集中各评语的隶属度

。

由于用指标熵值作为权重仅反映了指标在评价对

象时的客观差异度

，

熵权本身并不能完全反映指标在

解决实际问题时的重要性

。

文中为每一级隶属度赋予

一个分值进行量化

，

将各指标模糊评价的隶属度与具

体评价分值相结合

，

计算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客观评

价指数

S

为

：

S

i

=

3

�

k =

1

移

b

ik

v

k

（

11

）

3

应用算例分析

目前

，

江苏省电力计量业务技术监督工作主要依

据计量技术监督指标评价体系

，

应用基于商圈的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对各地市的计量技术监督工作进行综合

评价和排序

，

对提升江苏省电力计量技术监督工作具

有现实意义

。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

12

个末级指标对江苏

13

个

地市公司电力计量技术监督工作进行评价

，

可以得到

… … …

16



崔高颖 等

：

基于熵权的计量技术监督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表

5

评价指标信息熵及权重向量

指标名称 信息熵 权重向量 指标名称 信息熵 权重向量

低压采集覆盖率

0.946�6 0.070�4

低压采集成功率

0.953�3 0.061�6

配变采集覆盖率

0.958�2 0.055�1

配变采集成功率

0.932�1 0.089�5

专变采集覆盖率

0.963�0 0.048�8

专变采集成功率

0.924�1 0.100�1

采集完整率

0.887�3 0.148�6

电能表运行超期率

0.923�5 0.100�8

电能表库存超周期率

0.964�5 0.046�9

工单督办及时率

0.906�1 0.123�8

配送接收及时率

0.968�3 0.041�8

专项工作完成率

0.914�5 0.112�6

表

3

各地市指标情况

％

地市

公司

低压采集

覆盖率

配变采集

覆盖率

专变采集

覆盖率

采集

完整率

电能表库存

超周期率

配送接收

及时率

低压采集

成功率

配变采集

成功率

专变采集

成功率

电能表运

行超期率

工单督办

及时率

专项工作

完成率

公司

A 96.5 99.6 99.2 99.1 0.0 100.0 98.2 98.5 98.8 1.3 95.1 95.3

公司

B 99.1 99.8 99.8 99.6 0.2 100.0 99.2 99.3 99.4 0.2 96.3 96.6

公司

C 98.5 99.9 99.8 99.0 1.9 95.1 96.9 98.2 97.8 0.1 94.6 94.9

公司

D 99.1 99.8 99.9 99.7 11.0 100.0 99.3 99.1 99.2 0.3 97.7 97.0

公司

E 98.4 99.6 99.7 99.3 4.2 68.2 98.8 97.5 97.8 1.0 94.6 93.1

公司

F 99.0 100.0 100.0 99.7 4.2 100.0 99.4 99.0 99.1 0.2 97.7 97.1

公司

G 98.2 99.9 99.7 99.2 0.1 100.0 98.1 98.2 98.1 0.2 93.5 94.6

公司

H 96.8 99.9 100 99.1 0.0 100.0 98.0 97.5 98.0 0.2 94.3 94.0

公司

I 98.7 99.9 99.9 99.3 1.4 0.0 98.9 98.5 98.5 0.4 94.9 94.3

公司

J 98.9 99.9 99.6 99.4 0.0 72.7 98.5 98.2 98.7 1.3 94.5 94.6

公司

K 98.0 99.8 99.7 99.4 0.2 100.0 98.6 98.4 98.5 0.3 95.1 96.1

公司

L 98.2 99.9 99.8 99.5 0.5 100.0 98.4 98.8 98.4 0.2 95.8 95.8

公司

M 97.8 99.9 99.9 99.0 18.4 69.4 97.6 97.2 97.5 0.8 93.3 93.0

地市

公司

低压采集

覆盖率

配变采集

覆盖率

专变采集

覆盖率

采集

完整率

电能表库存

超周期率

配送接收

及时率

低压采集

成功率

配变采集

成功率

专变采集

成功率

电能表运

行超期率

工单督办

及时率

专项工作

完成率

公司

A 0 0.619�0 0 0.142�9 0.999�4 1 0.52 0.619�0 0.684�2 0 0.409�1 0.560�1

公司

B 1 1 0.612�2 0.857�2 0.990�5 1 0.92 1 1 0.974�5 0.681�8 0.878�0

公司

C 0.769�2 0.476�2 0.992�2 0 0.899�7 0.950�8 0 0.476�2 0.157�9 1 0.295�5 0.463�4

公司

D 1 0.904�8 0.984�5 1 0.403�4 1 0.96 0.904�8 0.894�7 0.861�8 1 0.975�6

公司

E 0.730�8 0.142�9 0.764�1 0.428�6 0.771�4 0.681�9 0.76 0.142�9 0.157�9 0.285�7 0.295�5 0.024�4

公司

F 0.961�5 0.857�1 0.996�4 1 0.769�5 1 1 0.857�1 0.842�1 0.927�2 1 1

公司

G 0.653�8 0.476�2 0.645�5 0.285�7 0.992�4 1 0.48 0.476�2 0.315�8 0.971�6 0.045�5 0.390�2

公司

H 0.115�4 0.142�9 1 0.142�9 1 1 0.44 0.142�9 0.263�2 0.934�6 0.227�3 0.243�9

公司

I 0.846�2 0.619�0 0.941�1 0.428�6 0.922�4 0 0.8 0.619�0 0.526�3 0.759�0 0.363�6 0.317�1

公司

J 0.923�1 0.476�2 0.456�2 0.571�4 0.999�8 0.727�3 0.64 0.476�2 0.631�6 0.054�8 0.272�7 0.390�2

公司

K 0.576�9 0.571�4 0.922�5 0.571�4 0.987�6 1 0.68 0.571�4 0.526�3 0.888�6 0.409�1 0.756�1

公司

L 0.653�8 0.761�9 0.709�4 0.714�3 0.973�2 1 0.60 0.762�0 0.473�7 0.950�3 0.568�2 0.682�9

公司

M 0.5 0 0.959�3 0 0 0.694�4 0.28 0 0 0.458�6 0 0

表

4

决策矩阵的标准化结果

各地市公司相关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

。

各地市评价指

标具体数值主要依据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相关数据计

算得到

，

如表

3

所示

。

3.1

数据的标准化

将各地市评价指标具体数值代入式

（

2

）、（

3

）

计

算

，

得到决策矩阵的标准化结果

，

如表

4

所示

。

3.2

信息熵和指标权重计算

将决策矩阵标准化结果代入式

（

4

）

计算

，

得到各

指标的信息熵

，

代入式

（

5

），

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

量

，

如表

5

所示

。

3.3

隶属度计算和模糊评价矩阵

已知各地市指标数据

（

见表

3

），

可计算出相关隶

属度函数和评价分值

，

取一级水平

100

分

，

二级水平

90

分

，

三级水平

70

分

，

可得出相应评价等级

。

以地市

公司

G

为例

，

如表

6

所示

。

3.4

客观评价指数的确定

将公司

G

的

12

个评价指标分值和各指标的权重

值带入式

（

12

）：

S =

12

�

i =

1

移

v

i

w

i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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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地市客观评价指数

地市公司 客观评价指数 地市公司 客观评价指数

公司

A 84.95

公司

H 80.01

公司

B 99.05

公司

I 87.81

公司

C 83.71

公司

J 87.69

公司

D 97.80

公司

K 92.54

公司

E 76.82

公司

L 95.31

公司

F 98.59

公司

M 75.78

公司

G 82.48

表

6

评价分值

评价指标

隶属度

评价

分值

评价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低压采集覆盖率

0 0.4 0.6 78

三级

配变采集覆盖率

0.5 0.5 0 95

二级

专变采集覆盖率

0.16 0.83 0 90.7

二级

采集完整率

0 0 1 70

三级

电能表库存超周期率

1 0 0 100

一级

配送接收及时率

1 0 0 100

一级

低压采集成功率

0 0.2 0.8 74

三级

配变采集成功率

0 0.4 0.6 78

三级

专变采集成功率

0 0.2 0.8 74

三级

电能表运行超期率

1 0 0 100

一级

工单督办及时率

0 0 1 70

三级

专项工作完成率

0.2 0.8 0 92

二级

A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for Metering Technical Supervision

CUI�Gaoying,�ZHOU�Yu,�ZHENG�Aixia,�YI�Yongxian,�PAN�Chao

(State�Grid�Key�Laboratory�of�Electric�Energy�Metering,

State�Grid�Jiangsu�Electric�Power�Company�Electric�Power�Research�Institute,�Nanjing�210019,�China)

Abstract

：

The�current�develop�tendency�to�informatization�and�intelligence�of�power�grid�puts�forward�stricter�requirement�on�

metering�technical�supervision.�It�is�very�important�to�evaluate�the�technical�supervision�work�accurately�and�objectively,�but�

most�traditional�evaluation�on�metering�technical�supervision�is�manual�and�lack�of�effective�tools�to�assess�the�indicators�of�

key�nodes�using�existing�data.�This�article�proposes�a�fuzzy�comprehensive�method,�which�employs�calculated�entropy�weight�

of�key�indices�from�the�Electric�Energy�Information�Acquisition�System�to�build�an�indicator�architecture�and�then�obtains�an�

accurate�evaluation�and�ranking�result�of�different�technical�supervision�work�according�to�the�fuzzy�comprehensive�method.�

The� proposed�method�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discrimination� of� technical� supervision�work�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corresponding�evaluation.

Key words

：

technical�supervision;�indicator�architecture;�entropy�weight�algorithm;�fuzzy�comprehensive�evaluation

可计算出地市公司

G

计量技术监督评价指标体

系中综合指标的客观评价指数

S

为

82.48

。

同理

，

可计

算出全省各地市公司采集成功率的客观评价指数

，

如

表

7

所示

。

4

结束语

文中所介绍的计量技术监督综合评价方法依据用

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的运行数据

，

通过综合电能计量

装置运行状况中的各指标因素

，

结合熵权值以及模糊

数学的评价方法

，

关联多项评价指标对各地市公司的

电能计量技术监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客观评价

，

经

过验证

，

该评价体系有效提高了电能计量技术监督工

作中多指标多维度评价的准确性和各地市公司工作开

展的区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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