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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 I 3 与 J I 3 相结合的闸门自动调度系统

林伟波

（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A）

摘要：以上海市淀北片河网闸门为例，开发了以基于 90F 的 H I 3 结构为主、H I 3 与 J I 3 相结合的河

网闸门自动调度系统，介绍了该系统的整体框架和各子系统的功能。经实践检验，基于 H I 3 与 J I 3
相结合的闸门自动调度系统发挥了 H I 3 与 J I 3 各自的优点，提高了防洪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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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的调度是防洪防汛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

节。每年的汛期，整个河网的闸门启闭相当频繁，为

了保证闸门开启的准确性与实时性，要求开发闸门

的自动调度系统［?］。建立闸门自动调度系统，有利

于提高闸门启闭效率，适应现代闸门控制无人值守

的发展方向。本文以上海市淀北片河网闸门调度系

统为例（该系统以上海淀北片河网与闸门为研究对

象，共包括 !# 条河流与 ?M 座闸门），开发了基于H I 3
与 J I 3 两种结构相结合的闸门自动调度系统。

9 系统开发方案

9:9 系统架构

客户 I服务器（J I 3）结构是 !# 世纪 @# 年代开始

流行的一种体系结构［!］。J I 3 结构的优点体现在：

"可靠的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高效的联机事务

处理性能；$很好的开放性和易扩充性；%高效的应

用程序开发能力。

J I 3 结构的应用系统易于扩展，处理效率高。

但这种模式也具有内在的缺陷："客户端具有平台

相关性，占用资源过多；#升级和维护困难，新技术

不易应用；$用户界面风格不一，使用繁杂，不利于

推广使用。

随着 Q.:0;.0: 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基于 90F 的

H;&E10; I 30;,0; 结构（浏览器 I服务器结构，简称 H I 3
结构）［M］。该结构把 J I 3 结构的服务器端进一步深

化，分解成一个应用服务器（90F 服务器）和一个或

多个数据库服务器。H I 3 结 构 优 点 主 要 体 现 在：

"用户界面更加友好，操作更加直观，更符合用户的

使用习惯；#支持用户跨平台操作，可跨平台使用数

据库、超文本、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易于升

级和维护，只需升级和维护服务器端；%客户端只需

配置操作系统和 90F 浏览器，降低了对客户机的软

硬件要求［$］。

针对上海市淀北片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发展需

要，在分析 H I 3 和 J I 3 结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考

虑到河网数学模型需要大量的计算模拟，完全采用

H I 3 结构服务器端运算量太大，因此决定采用 H I 3
与 J I 3 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混合模式的体系结构

如图 ? 所示。

9:; 系统设计原则

$< 简单实用。系统采用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

方式，操作性强，自动化程度高。

+< 安全可靠。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操作人员

计算机知识的局限性，采用了较强的容错功能。对

·@O·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9$#：#!O!AMLA"MMO ’:,.*#：8;G 33< = $1< = 0( 3-->：? ? @@A = 33< = $1< = 0(



图 ! " # $ 与 % # $ 混合模式结构

用户的非法操作均有限制和提示，数据出错时有相

应的提示信息及处理能力。

!" 扩充和升级。一方面是硬件的扩充，可以方

便地在网上增加设备或用户；另一方面是软件的扩

充，能够完全满足新业务的扩充，保证原有程序基本

不受影响。

图 & 手动选择预案模式

# 系统框架及功能

#$% 系统框架

闸门自动调度系统框架如图 ’ 所示。

图 ’ 闸门自动调度系统框架

#$# 预案选择系统模块

预案选择子系统根据用户提交的当前雨情（界

面见图 (）以及实时监测库中的水位、流量等信息自

动地从预案库中选择符合当前状况的预案，如果没

有符合当前状况的预案，那么系统要求用户手动编

辑调度方案，如果有适合的预案就自动提交给河网

图 ( 预案选择系统界面

数学模型进一步检查是否符合当前状况。河网数学模

型在客户端运算，运算完毕后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如

果没有通过数学模型系统的验证，系统将自动选择另

一预案提交给河网数学模型，直到找到适合目前状况

的预案为止。如果所有的预案都没有通过数学模型的

进一步验证，系统给出要求用户手动编辑调度方案的

提示。当自动监测系统检测到异常水位时，说明当前

运行的方案已经不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了，系统将再

次进入预案选择系统智能地选择方案。

该子系统默认状态为自动选择预案的运行模

式，用户可以在子系统运行的时候手动选择方案并

手动提交给河网数学模型（界面见图 &）。手动方案

调度可以帮助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迅速找到一个适合

当前状况的预案，并且可以在自动方案出现故障时，

保证闸门调度系统的继续安全运行。

#$& 数学模型验证系统模块

数学模型验证系统是本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负责验证提交的预案是否适合当前状况。

此子系统开机就运行，并处于等待新任务状态。其

工作原理如下：当预案选择系统选择了一个预案并

提交后，数学模型验证系统就开始取得雨情资料和

实时库中的水位、流量等信息，将经过纠错处理的实

时信息以及闸门、泵站调度方案资料形成数据文件，

并开始运算。运算完成之后，子系统自动进行入库

操作，将模型运算的结果存入结果数据库中。然后

验证模型计算的水位、水质是否有异常，如果有异

常，则模型系统验证不通过此方案，预案选择系统再

次选择一个方案，直到验证通过。验证通过之后，该

预案才正式提交给控制系统控制闸门、泵站的状态。

#$’ 学习系统模块

学习系统模块包括手动学习和自动学习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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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此模块的工作原理为当预案提交时开始记录方

案的生命期（更改了的方案作为新的方案而重新计

算生命期），发现生命期大于 !" # 后，综合分析实时

库中的水位、水质信息，过滤掉明显错误的数据后检

查是否含有异常的内河水位、水质数据，如果没有异

常，则自动学习此方案，将其与雨情资料一起存入预

案库，否则就不学习。如果操作人员认为这些异常

是允许的，则可以手动学习。所有学习了的方案均

为成功方案，所谓成功方案是指运行了 !"# 以上，并

且用户在此期间没有更改，同时监测系统生成的数

据库中内河水位、水质没有异常的方案。

!"# 模型计算结果查询模块

模型的计算结果包括河道的水位、流量、断面面

积、流速等。结果查询是按某一方案、某一时刻、某

一条河流的各个计算点的水位、流量、流速信息显

示。所有方案的计算结果都可以查询，界面如图 $
和图 % 所示。

图 $ 查询界面

图 % 模型计算结果查询

!"$ 日志模块

该模块记录整个系统的调度情况，包括方案的

自动提交信息、模型的计算状态、模型的验证结果等

等，以方便用户了解系统的实时信息，见图 &。

图 & 日志界面

% 结 语

&’ 本系统在上海淀北片投入使用后，通过方案

的自动调度能提高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

(’ 在预案库建立充分的前提下，可以做到自动

调度闸门的开启和关闭，方便操作人员的工作，同时

保证了汛期闸门控制的准确性。

)’ 系统采用基于 ’ ( ) 和 * ( ) 混合模式结构，既

发挥了 * ( ) 结构计算能力强的特点，又能借网络充

分发挥 ’ ( ) 结构的优点，能有效实现信息的快速交

流和共享。

*’ 系统采用的模块化设计为进一步开发提供

了便利，可以方便地扩充方案的调度内容，并且能并

入其他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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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 + 届水力发电技术国际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主办的第 + 届水力发电技术国际会议将于 .//% 年 +/ 月 .&
2 .1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对最新的水力发电技术进行广泛的交流，吸收和学习水力发电领域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水力发电的技术水平，搭建水电建设和科技交流的国际平台，将先进的技术产品及管理经验借鉴到中

国的水电建设中。主要议题有："大型水轮机设计、制造、运行关键技术；#大型水轮发电机设计、制造、运行关键技术；$大型

水电厂高压电气设备设计、制造、运行新技术；%大型水电厂自动化设备设计、制造、运行新技术；&大型水电厂继电保护设备

设计、制造、运行新技术；’大型水电厂机电设计新技术；(大型水电厂电力输出的特高压技术；)大型水电厂电力输出的电

力系统稳定装置新技术；*水电厂梯级调度控制技术；+大型水电厂水情测报新技术；,-.抽水蓄能电站控制及自动化新技术；

,-/大型水电厂机电安装新技术；,-0大型水电厂启动调试新技术；,-1大型水电厂金属结构新技术；,-2大型水电厂船闸及升船机

新技术；,-3大型水电厂在线监测新技术。大会期间将举办水力发电技术及产品展示会，展示范围为："大电厂、大机组、电站

工程、电站设备；#各种类型的水力发电机组和附属设备、联合发电装置；$电厂自动化装备；%输配电设备；&电机工程及电

工装备；’金属结构、船闸技术及设备和其他与大会议题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等。届时，出席会议的国内外水力发电领域的

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各大公司总裁和高层管理人士将与参展企业进行为期 0 天的技术交流。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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