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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0的电厂管网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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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以3456789为:6;平台2<=为开发前台2集:6;>?@A>实时监控>36;为一体的电厂综合管

理 系统B各子系统利用CDE技术嵌入3456789B系统中2与地理信息无关和无法利用3456789实现的地理

信 息 功 能 由 前 台 <=直 接 实 现2与 地 理 信 息 有 关 且 能 由 3456789实 现 的 地 理 信 息 功 能 则 通 过 控 制 后 的

3456789实现B系统在使用中运行稳定>性能优良2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B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F实时监测控制FCDE自动化

中图分类号!GH*I- 文献标识码!@

J 引 言

管线是电厂能源输送和信息传递的基础设施2
电厂的地上和地下有厂房>设备>电力>通信>水网>
气网>输油管>储油罐>公路>各种沟道等设施2其复

杂程度甚至超过一般城市的市政设施B传统管理手

段是管理大量的工程档案和图纸2如此庞杂的信息2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2而且在管理和使用上也十分不

便B更重要的是如此庞杂的设施除了拥有各自的属

性数据以外2且都具有与地理坐标有关的空间数据2
在设施维护>工厂改造和突发事件发生时2人们不但

关心设施本身2而且也关心各种设施空间位置及其

之间的位置关系2这正是本系统所要解决的问题B
电厂管网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建设

和应用的需要而研制的B系统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今

蓬勃发展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2实现各类专业管线>
管孔>沟道等的信息输入>管理>查询>横纵剖面及各

类专题图的绘制B地形和各专业管线的自定义图幅

输出等功能2满足了地下各类管线的规划>勘探>维

护>施工和管理的需要B结合?@A技术2使维护和修

改十分容易B利用现场监测控制技术2使工作人员能

够及时掌握管线动 态B管 线 和36;系 统 的 无 缝 衔

接2使电厂的生产管理高度集中统一2能帮助用户建

立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2能够及时>准确地收集>传

输>处理和反馈各项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

信息2实现全厂范围内的数据共享2为生产>经营管

理提供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科学的决策支持B此外2
由于系统对电厂的各种管线>设备>厂房>科室>人员

实施了有效管理2并且该系统具有动态可伸缩性>开

放性>易维护性>可扩充性和可移植性等特点2使电

厂原来的36;系统登上一个新的高峰2并且具有非

常高的实用价值2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利用率K"LB

M 系统设计思想

由于管网信息与地理信息密切相关2信息的分

散存放对于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构成很大障碍2作者

将系统建立在:6;基础上2使得地图和数据有机地

联系在一起2选择的平台为34567892为了使设计人

员的工作方便和规范2对3456789进行了功能扩充2
集成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B考虑到用户对获取和

控制管线关键数据的需求2加入了实时监测控制的

功能2并且根据用户 的 要 求2做 到 与 原 来 的36;系

统无缝集成B3456789只是提供了一个:6;基础平

台2在功能上无法面面俱到B因此2作者使用<=作

为系统的前台开发工具2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2通

过CDE自 动 化 将:6;>?@A>实 时 监 测 控 制 和36;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2以便满足电厂管网管理的特殊

要求2弥补了平台自身存在功能和表现形式的不足B

第MN卷第M期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OPQRMN SP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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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计

!"# 系统结构

$%&用户管理系统’管理用户数据(对用户的权

利和义务进行分配(供用户管理人员使用)

$*&基 础 资 料 管 理 系 统’管 理 管 网 的 录 入+修

改+维护等基础资料数据的工作(供管网设计人员和

基础资料管理人员使用)

$,&地理信息系统’综合利用所有数据)主要功

能是数据的查询+统计+分析(专题图的管理(供管理

决策人员选择使用)

$-&监测 控 制 系 统’实 现 关 键 位 置 的 关 键 数 据

的测量和控制(主要根据授权供技术人员使用)
另外(该 系 统 能 很 好 地 和 电 厂 的 ./0系 统 集

成(并且还为输电管理+配电管理+用电管理等预留

了软件接口(系统逻辑结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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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模块

$%&用户 权 限 模 块’主 要 管 理 所 有 有 机 会 接 触

该系统的人员的账户和密码(以及其它涉及安全和

保密方面的有关操作)根据用户的权限(给用户分配

不同的角色)通过对用户权限的管理(加强了数据的

保密性和安全性)

$*&常规地理信息模块’D 视图控制)包括图

层控制+地图显示样式+地图比例+显示关闭标注等

所有与视图显示状态有关的操作)E 报表及专题图

输出)包括直接打印地图+统计图+数据窗口等内容(
而且可以利用布局功能将多个窗口合并在一个打印

页面中打印)F 浏览编辑功能)用户可以调出图层

的属性数据库(从而可以对所需的地理对象定位)G
查询定位)实现双向查询功能)即空间数据到属性

数据的查询和属性数据到空间数据的查询)H 统计

功能)用户可以划定范围对管线及其它设备进行统

计)统计结果用列表和图形显示给用户)I 测量功

能)用户可以利用给定的测量工具$如测量标尺&进

行测量)

$,&实时 监 测 控 制 模 块’实 时 监 测 并 动 态 显 示

各关键部位的关键数据(以便随时跟踪其数据变化)
对于现场的数据检测使用传感器将物理信号转换为

电信号(传给JKL智能接口板(形成端口的数据(经

过数据处理显示其值)然后根据要求传出数据(经过

LKJ卡对设备进行实时控制(完成监测控制)发生

事故时(提供事故分析功能(实时估算物料泄漏+火

灾+爆炸等事故造成的破坏区域和影响范围(据此(
在图上合理布置车辆及其它应急设备)计算污染源

的影响范围(为环保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

$-&核心 地 理 系 统 功 能 模 块’系 统 对 管 网 的 管

理和分析功能相当强大(其中(管线的横剖面分析+
纵剖面分析以及管网的冲突分析及调整模块(是系

统最实用+最重要的功能)以下简要介绍它们的具体

实现方法)

D 管线的横剖面分析)该功能根据用户在管线

密集处所作的剖面线(判断剖面线所在的垂直面是

否与现有图层上的管线相交(并求得交点(以该交点

坐标为基本参数(结合管线的标高数据(通过线性插

值法求得交点处的管线剖面的标高值(最后根据标

高 值 按 一 定 比 例 画 出 剖 面 位 置 处 的 管 线 的 剖 面 图

$见图*&)

图! 管线横剖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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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线的纵剖面分析)纵剖面分析的功能在于

将管线的地下走向反映到一个平面内(并保持管线

间的相对长度+相对高度)其本质在于将选定的管

线(按单向性原则依次画出)当画一条折线时(下一

条边的起点是上一条边的终点(而这条边的终点又

是下一条边的起点(即该折线是单向的)而矢量图中

的线实体是有向的$见图,&(也就是说(管线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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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不是单向的!所以对管线进行纵剖面分析时"如

果不对矢量图的有向性做处理"那么将会得到错误

的分析结果!因此"纵剖面分析关键在于将复向的管

线转化为单向管线"即将选择的管线按照#起点$$
终点$$起点%逻辑顺序排列起来&见图’(!管线纵

剖面分析如图)所示

*

*

*
*

* *
*

*

!

图’ 处理后的单向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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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复向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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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管线纵剖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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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网的冲突分析及调整!设计思想是将用户

欲增加的管线叠加到已有的管线体系之上"经过拓

扑分析确定新增管线是否与已有管线相交"如果有

交点则求得交点坐标!以该坐标为基准"可以算出该

坐标处各相交管线的标高数据"根据新增管线与相

交管线的交点标高"并结合一定的冗余指标"就可以

判断在该交点处新增管线是否与已有管线冲突!找

到冲突后"系统要根据求得的各种冲突数据"通过特

定的调整算法"经过运算后向用户提出建议性的调

整方案"让用户以该调整方案为参考"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调整欲增管线的基本参数!

&)(设备 维 护 和 故 障 巡 检 模 块F为 加 强 设 备 的

日常运行与维护"及时有效地消除设备故障"根据厂

区设施设备的地理走向分布及其周围地理情况"工

作人员能确定最合理的设备维护和巡检线路!

G.H 系统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就是把现实世界中一定范围内的数

据和应用抽象成一个数据库的具体过程!地理信息

系统具有处理数据量大"结构复杂等特点"为了便于

管理和应用开发"经常在设计时将整个系统划分为

一些子系统"与此相适应"数据库也被划分为若干子

数据库"此外"对于一些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复杂的子

数据库还要进一步划分!在本系统的数据库设计中"
对各类管线I沟道I建筑等居于主体地位的数据采用

J8C30管理"而其它 的 一 些 相 对 次 要 的 数 据 如 设 备

图I零件图等则采用K,93来管理"当然"这种划分只

是相对的!
在设计中"既要考虑到为复杂的分析提供基本

数据"又要结合用户要求"向用户反馈相关的专业信

息!本系统有近LMM个子数据库"由于篇幅所限"仅

介绍主要管线的数据库结构!

&L(生活消防水I化学水I工业补给水I循环水I
废水I除灰补给水FNO"序号"起点坐标B"起点坐标

P"终点坐标B"终点坐标P"起点标高"终点标高"始

地面标高"终地面标高"管长"管径"壁厚"材质!

&Q(生 活 消 防 水 孔 井 阀 门FNO"序 号"编 号"名

称"规格"井中心坐标B"井中心坐标P"井顶标高"井

底标高"井深!

&=(灰管FNO"序号"名称"起 点 坐 标B"起 点 坐

标P"终点坐标B"终点坐标P"起点标高"终点标高"
始地面标高"终地面标高"平面转角"空间转角"纵向

转角"管长"平距"管径"壁厚"材质!

&’(灰渣 沟I电 缆 沟 隧 道I乙 炔 管 沟FNO"序 号"
断面&宽R高("起点坐标B"起 点 坐 标P"终 点 坐 标

B"终点坐标P"起点标高"终点标高"始沟底标高"终

沟底标高"始地面标高"终地面标高"沟长!

&)(循 环 水 检 查 孔FNO"序 号"名 称"中 心 坐 标

B"中心坐标P"孔底标高"地面标高!

&S(废水检查井阀FNO"序号"编号"井中心坐标

B"井中心坐标P"井径"井顶标高"井底标高"井深!

&T(油管I氢气管I天然气管FNO"序号"断面&宽

R高("起点坐标B"起点坐标P"终点坐标B"终点坐

标P"起 点 标 高"终 点 标 高"始 沟 底 标 高"终 沟 底 标

高"始地面标高"终地面标高"沟长!

H 系统实现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各个子系统相互独

立"只需要增加接口就可以实现系统的扩展!这种方

法使得系统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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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的()*自动化模型+为前台

程序设计,种!"#$%&’的控制方法-

./0直接 执 行!"#1"234语 句5程 序+如 地 图 的

放大5缩小等6图层控制是先获得各图层状态+由前

台71展现给用户+然后用户根据选择进行设置89:-

.90执行71程序+对!"#$%&’平台进行;$<功

能扩充+如实时监测控制等-

.,0设置全局变量+让!"#1"234根据全局变量

的值执行相应的过程或函数-这里+全局变量在前后

平台通信中起到一个参数的作用8,:-

图= 系统运行主界面

>3?@A!"3%3%BCD&"4C’&2E2BCFG’DH3%?

I 结束语

本系统是以四川省某发电厂的管网为基础+以

!"#$%&’为;$<平台+以71为开发前台建立起来的

电厂管网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总的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JK 提高电

厂燃料供应的安全可靠性+保证发电顺利6L 为电

厂管网的管理提供了方便+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M 实时监测控制关键数据可以保证管线的负荷平

衡以及对异常的自动处理-为工作人员实时了解情

况作出科学的决策6N 该;$<系统与!$<系统的集

成-这样使系统具有以下!$<功能J文件收发处理6
会议管理6物资管理6综合计划中的应用6财务管理

中的应用-这样+使办公自动化更上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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