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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中小型水库对数据采集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实现也逐步提高了，现有的由组态

王、Citect 等组态软件开发的水情监测系统已难以满足水情业务的需求，例如随着大数据的提出，目前各中小型水库的业务

需要把各不同类型的监测点的数据集中显示、管理和分析；实现数据查询快速响应等。而水库水情在线监测系统则根据这

些新的业务需求应运而生，以实现这些功能。

［关键词］ 中小型数据库；监测；采集；通信；存储、显示与统计分析

水库水情在线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两个子系统：一是数

据采集系统（DCS）;二是数据管理分析平台（DMAP）。两个

子系统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数据采集系统（DCS）主要实

现通过不同的通信方式，如：RS232/485、RS232/485 转

TCP/IP、GPRS、网络数据库等,自各个监测点采集到水情数

据，解析后按照指定的通讯协议上传至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DMAP）。数据管理分析平台（DMAP）在接收到各类水情数

据后则完成水情数据的存储、显示与统计分析等功能。其

整体架构如下：

其处理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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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分别对这两个子系统的实现进行阐述。

1 数据采集系统（DCS）

数据采集系统（DCS）具有设备指令解析、转换、连接设

备设置、数据存储等功能。其中设备指令解析、转换主要完

成接收各个设备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解析，最终将数据发

送到数据管理分析平台(DMAP)的功能；连接设备设置则根

据不同的连接方式显示不同的连接设备的参数设置界面，

用户输入连接设备的参数，系统根据参数发送一次测试指

令，提示设置成功或失败；数据招测主要实现对于需要定时

招测数据的设备，在指定时间时发送招测命令；数据存储主

要用于保存原设备数据指令，并可以通过参数灵活设置保

存的时效，对过期数据进行删除。

数据采集系统（DCS）将会实现保留原始数据精度，不

能确定精度的数据实现至少保留三位小数；数据的转换时

间在 1 秒内完成；各种设备驱动实现能够随意添加和删除

等性能。

此子系统拥有比较高的灵活性，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

很方便地接入设备或增加底层通信协议，则对用户就有比

较高的实现。用户最好为具备相应的设备知识的技术实施

人员和维护人员，并对现场的设备部署情况比较了解。数据

采集系统（DCS）主要在第一次使用时进行设置和后期设备

维护或参数修改时使用。

2 数据管理分析平台（DMAP）框架设计

设计目标：为在一个在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和先进的开

发平台上，利用现有的软硬件技术，研发出一个具有开放体

系结构的、易扩展的、易维护的、具有良好人机交互界面的

实时数据监测系统。力求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准确、精细、

迅速的数据监测和统计信息。

具有的特性有：并力求达到高效、时尚的数据管理工

具；强大、可靠的统一数据处理平台；安全、可扩展的数据处

理引擎；直观、易用的数据展示界面；完善、精准的报警处理

机制；易用、智能的大数据整合。使其具有实时，高效，友好，

可定制等特性。

采用的技术路线为：框架采用.NET 技术，结构为 B/S

结构，开发工具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语言用 c#，

数据库采用 SQL SERVER 2008，版本管理采用 Subversion

（SVN）.

性能保证：系统的稳定，确保系统能够 7*24 小时稳定

工作；数据同步，确保采集设备发送的数据系统能够实时接

收；历史数据维护，系统在长时间运行后数据库数据不会因

为过大而影响性能。；数据准确，采集设备向服务端发送数

据时确保数据包的完整性和正确性；批量处理能力，系统在

进行报表统计时，能够准确无误的统计出不同周期的报表

数据；界面直观，用户登录系统后能够根据提示方便地进行

所需的任何操作。

实现的功能有：提供友好的实时数据监测界面，并且要

具有良好的时效性；能够自定义测点类型，并能方便地管理

测站和测点；提供历史数据查询的功能，并能够显示数据曲

线；实现多人同时在线查看实时数据；具有灵活的报表功

能，能够生成如逐日水位、流量表等；支持计算公式和关系

表计算，例如能够通过水位关系表和水位值得到流量值；能

够支持对原始采集值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公式可灵

活调整等。

3 数据管理分析平台（DMAP）功能设计

3.1 主界面

登录：实现对系统用户使用权限的有效性进行检测。

菜单：实现系统菜单分为两级，点击任意二级菜单项即

可展开相应界面。

注销：便于切换登录用户。

修改密码：实现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可以随时进行修

改。

退出：实现登录用户可以随时退出本系统，并在确认退

出后系统将关闭当前主界面。

帮助：实现提供在线帮助，帮助用户更好的使用系统。

3.2 实时监测

在线地图：实现实时直观地展示侧站点的地理位置信

息和数据信息。实现左侧以测点树形式展示站测点，树带检

索功能，点击左侧树显示站、测点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墙：实现以标签的方式显示所有测点的实时

数据以及报警信息。

实时数据列表：实现以列表的方式实时显示所有测点

的数据以及报警情况。

测点实时数据：实现以曲线和列表的方式实时显示被

选中测点的某个字段的数据。

实时报警：实现显示所有测点的最新、历史报警信息，

并能点击测点查看测点属性，可在属性页面执行设备命令。

3.3 查询统计

测点数据分析：实现对各个测点的实时、时、日、询、月

和年数据进行查询和曲线显示，以实现对支持趋势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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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趋势对比：实现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同一测点中不

同字段之间，在同一时间区间内的数据趋势对比；和不同测

点的字段之间，在同一时间区间内的数据趋势对比，并能隐

藏和显示曲线，方便对比。

数据报警日志：实现可以对各个测点的报警数据可以

根据任意时间段、特点时间段查询和删除，以实现对各个测

点的报警数据进行查询并进行管理（删除）。

系统日志管理：实现可以对各个系统日志可以根据任

意时间段、特点时间段查询和删除，以实现记录用户使用系

统的各种操作。

逐日数据报表：实现对各个测点的日数据可进行汇总

形成报表并以 PDF\EXCEL\WORD 三种格式导出或者打

印，以实现显示并打印指定时间段内的测点的多种格式的

数据报表。

自定义报表：实现支持多种格式的自定义报表，并以

PDF\EXCEL\WORD 三种格式导出或者打印。

3.4 站测点管理

在线地图设置：对中心、分中心、测站、测点在地图上的

地理位置进行设置。

分中心维护：对分中心的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包括：新

增、删除、修改、查询）。

测站维护：对测站的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包括：新增、删

除、修改、查询）。

测点维护：对测点的基本信息进行维护（包括：新增、删

除、修改、查询）。

测点关系表设置：对测点关系表进行设置包括：新增、

删除、修改、查询和复制）。

测点字段设置：对测点字段进行查询和设置（包括采集

计算、字段计算、关系计算三种计算方式和计算函数、统计

函数两类函数）。

趋势对比设置：对对比单元及其对比项进行设置（包括

新增、删除、修改）

3.5 基础设置

系统参数：实现对系统基础信息（包括系统参数、数据

的显示等）进行设置。

开关量图片：实现对开关量的真假值显示图片进行管

理（包括：新增、删除、修改、查询）。

值集设置：实现对系统基础数据（例如：性别、报警类

型、采集方法等）进行维护管理（包括：新增、删除、修改、查

询）。

3.6 权限管理

角色管理：对角色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删除、修

改、查询）、权限进行设置。

菜单管理：对菜单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删除、修

改、查询）。

用户管理：对用户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删除、修

改、查询）。

4 结束语

水库水情在线监测系统实现了对水库的监测点的数据

定时自动采集；实现了对监测点的远程实时监视；具有

windows 图形窗口界面，使得整个系统操作简单方便；不但

具有随时召测功能；并且包含实时告警；通用的报表的输出

等功能。总而言之，此系统完全符合中小型数据库目前的信

息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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