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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式 EF4 在大坝安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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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EF4 平台，结合大坝安全监控理论，采用 G.HIJK10;2 对 +<0EF4 进行二次开发，研制了具有

实时采集、在线处理、离线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的大坝安全监控信息系统 )同时探讨了基于组件式

EF4 平台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的功能、结构框架及实现途径 )该系统的建立可弥补常规监测系统的

缺陷，实现了大坝安全在线监测、评价，提高了对大坝安全监控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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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安全监控通常是采集布置在水利枢纽中的

监测仪器所产生的时序数据，然后进行整理、计算、

分析来监控大坝的安全性态 )为全面反映大坝安全

性态，大坝安全监控项目众多（包括位移、渗流、应力

应变等），监测部位也从地下到建筑物内部，形成复

杂的空间监测网，因而监测数据量庞大 )大量的原型

监测数据要立即送往数据处理中心进行整理分析，

以便及时了解大坝运行的安全状况，作为水库运行

调度的依据［%］)
常规监测系统具有如下几个问题："数据处理

滞后 )随着大坝监测技术的自动化发展，监测得到的

数据量巨大，用常规方法分析处理如此庞大的海量

数据是不现实的 )另外，由于影响大坝安全的因素众

多，各因素间关系复杂，常规方法分析周期长，不能

满足大坝安全监控管理的及时性需求；#单测点模

型不能满足工程需要 )大坝监测分析通常采用单测

点数学模型，即将经过平差后的监测数据按时间顺

序输出，用数学方法得到测点依时间变化的曲线，并

对监测量进行预报和稳定性分析 )单测点模型虽然

能反映测值与荷载、时间的变化规律，但不能反映测

值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我国大坝安全监控分析

评价预报系统开发平台众多，所采用的数据库和计

算机语言编译开发工具也往往不同，因此监测系统

开发周期长，平台移植困难，增加了开发成本 )随着

大量水电工程的建设，急需一个统一、先进的开发平

台来改善目前所遇到的问题，而地理信息系统（EF4）

正是一个合适的平台 )
基于 EF4 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具有采集、管理、

分析和输出多种地理空间信息的处理能力，具有空

间性和动态性；具有区域空间分析、多要素综合分析

和动态预测能力，能产生高层次的地理空间信息等

特征，因此基于 EF4 平台的大坝安全监控信息系统，

可弥补常规监测系统的缺陷，实现大坝安全在线监

测、评价，提高了对大坝安全监控的能力与水平，为

确保水利工程效益的有效发挥及安全提供了科学的

决策依据 )

9 基于 EF4 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设计

9:9 系统设计目标及原则

系统设计目标是利用 EF4 平台，结合大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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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理论，开发具有实时采集、在线处理、离线分析、

辅助决策功能的大坝安全监控信息系统，实现大坝

监测的信息化、可视化和系统化，确保大坝安全运

行，提高监测工作效率，提供科学的辅助决策依据 !
系统设计时要充分把握适用性、可扩充性、先进性、

开放性等原则 !
!"# 组件式 "#$ 系统开发

组件式 "#$ 不依赖于某一种开发语言，可以嵌

入通用的开发环境（如 %&，%’，())*++ 等）中实现

"#$ 功能 !因此，使用组件式 "#$ 可以实现高效、无

缝的系统集成 ! ,-./01*)2+ 是 3$4# 公司提供的商业

化 "#$ 组件，包括一个地图控件（,-. )562758）和一组

/93 目标（/01*)2+），这些组件具备 "#$ 的基本功能，

程序开发者可利用 ,-./01*)2+ 开发应用程序并把这

些程序提供给下一级用户使用（图 :）!

图 : ,-./01*)2+ 在 %& 中的引用

地图控件能显示图层、图像层和动态跟踪图层

目标，可通过编写代码来控制鼠标驱动绘图事件，设

置显示参数，用方法可画元素，闪烁选择的元素，计

算点与元素的距离，输入线、圆、三角 !
"#$ 中的数据库有两种：地理数据库（存储地理

信息）和非地理数据库（存储非地理信息）!大坝结构

数据可作为地理数据库，而监测数据可视为非地理

数据库，都可以通过 ,-./01*)2+ 使用形文件连接起

来 !形文件是 3$4# 提供的存储地理数据的矢量格

式 !: 个形文件由 ; 种文件组成，主文件（! ! +<.）包

含几何形状；索引文件（! ! +<=）包含数据的索引；数

据库文件（! ! >0?）包含形的属性，可以修改字段的

定义 !
通过 %& 编写程序控制 ,-./01*)2+ 可实现如下

功能：!显示坝段水平截面的多变量监测成果图（温

度、位移、应力应变等）；"坝段测点分布情况的放

大、缩小、漫游；#通过线、方框、区域、多边形、圆来

拾取监测点；$通过 $@9 描述来选择满足特定条件

的测点；%对选取的测点进行基本统计；&对所选测

点监测量进行更新、查询；’动态显示实时或系列时

间组监测数据；(在图上显示监测物理量极值点 !

图 A 基于 "#$ 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结构

!"$ 大坝监测 "#$ 模型的建立

3$4# 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面向对象的空间数据模

型 "*5B-2-0-+*，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来定义和操作不同

用户或应用的具体的模型 !大坝监测的 "#$ 模型可采

用棱柱模型、不规则三角网模型（27C-6DE8-2*> C77*DE8-7
6*2F57G，H#I）相结合的三维构模方法建立［A］!

大坝坝体 "#$ 模型可采用有限棱柱法［;］!大坝

坝体通常可按照不同高程分层，而监测仪器在设计

和施工时也常按层面布置，因此可根据其层状分布

的特点，首先将坝体分成若干水平层单元，然后对每

层划分为若干三棱柱单元 !该法可有效组织大坝位

移监测所设计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依据该法建

立的沉降计算模型可快速获取大坝沉降曲线图和沉

降动态三维模拟图，计算速度快、单元划分简单，在

"#$ 支持下易于实现大坝沉降的实时评价和快速预

测预报［J］!
岸坡、河床等地形较为复杂的监测部位可采用

H#I 面模型法 ! H#I 模型是由分散的地形点按照一定

的规则构成一系列不相交的三角形组成，它能充分

表现地形高程变化细节，可借助 "#$ 软件将地形等

高线等原始数据按一定的算法生成 H#I 模型，然后

进行修正及内插细化 !

# 工程实例

笔者应用 %& 和 ,-./01*)2+ 对 (7)"#$ 进行二次

开发，开发了“基于 "#$ 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系统

的总体结构见图 A，其中 K 个子系统和主系统的主

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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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概况子系统，主要介绍所监测工程的具

体资料，有关图形图像，监测仪器的种类、型号、布置

情况（图 !）"

图 ! 监测仪器查询系统示例

#" 监测资料子系统，包括监测数据的自动、人工

采集，数据的分析校正，粗差检验，数据的添加、修改 "
$" 预处理子系统，包括数据库的 #$% 查询，获

取所需的数据和由数据生成的基本图形（! " &’(，

! " )*+ 等）"
%" 系统资料子系统，包括存储系统中的各种数

据资料、文字资料和图形资料；对所存储资料的输

出、调用 "
&" 分析查询子系统，主要有显示、查询、分析处

理功能 " 显示，包括放大、缩小、全屏、局部显示、漫

游、三维导航；查询，包括点击查询（即通过在图表上

用鼠标任意点击某位置即可显示该位置的所有信

息）和自定义查询（即 #$% 多项查询，查询结果在图

形中以不同颜色突出显示）；分析处理，通过对数据

和基本图形进行处理得到各种图形：过程线、柱状

图、栅格图、剖面线、等值线 "如可画出各点的应力

时间过程线，可以将空间数据插值生成栅格图，显示

其整个面应力大小分布，显示某一坝段的温度等值

线等 "
’ " 预测预报子系统，包括建模条件选择、建模

数据组织、模型预测效果 " 可基于棱柱模型、,-. 模

型，选择适当因子（水位、温度、降雨等）建立大坝监

测量的预报模型，来预测不同工况下大坝的位移、应

力等变化情况 "
(" 决策评价子系统，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利

用规范、规程、评判理论、专家知识与工程经验对大

坝安全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

) 结 语

/-#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和图形显示功能为水

利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的可视化表达提供了有力的

现代化手段 "基于 /-# 的大坝安全监控系统使得大坝

的安全监测资料采集、分析、评价、预报实现了自动

化，可以使水利水电工程管理部门和流域管理部门及

时掌握大坝的实际状态，进行大坝安全评价，及时指

导水利水电工程的安全运行 "随着 /-# 技术的快速发

展，基于网络传输的地理信息系统（012/-#）会进一步

为大坝安全监控系统提供更有力的开发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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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水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国际研讨会”在河海大学举行

“水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国际研讨会”于 566< 年 33 月 35 日至 33 月 3: 日在河海大学召开 "来自荷兰、加

拿大、德国及国内的著名专家学者主要交流和讨论了以下议题：城市水循环中的复合污染问题及控制、健康

水生态系统的评价与构建、受损水生态系统修复、微生物在水生态系统修复中的作用等 "会上，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曲久辉教授提出了城市水循环复合污染的科学问题及其过程控制的理念，强调了人为干

扰下污染效应不断积累、复合、放大所导致的生态健康风险；荷兰奈梅亨 >?@2AB@ 大学水与社会中心的 #CDE&
教授从流域大尺度和微生态小尺度层面阐述了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加拿大皇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 FG@1+H
&AG 教授以加拿大典型的城市与半城市区域为例，从概念和模型模拟等角度阐述了暴雨管理和污水就地处理

不同管理措施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应；荷兰奈梅亨 >?@2AB@ 大学植物生态学系的 @1 I+AAG 教授则从植物内

部结构出发，阐述了节水灌溉的新思路 "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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