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１７期
２００９年 ９月　 　人　民　长　江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７Ｓｅｐ．， 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０１
作者简介：张李荪，男，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１７９（２００９）１７－００８４－０２

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设计

张 李 荪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

摘要：基于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以 ＧＩＳ技术、空间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建立山
洪灾害防治数据库系统、决策技术支持服务系统，加快了山洪灾害防治信息化进程，为决策部门科学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江西省是山洪灾害频发的地区，建立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对江西省的防洪

减灾意义重大。对江西省基于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结构设计、系统功能和各分析子系统进行了介
绍，系统的建成将能为各决策部门提供定时的灾情信息，帮助决策部门及时作出科学决策，减少灾害造成的各

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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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洪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点多面广、破坏力大等特点，往往
导致人员伤亡，房屋、田地、道路、桥梁等被毁，甚至导致水库、塘

坝、堤防溃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江西省山洪灾害频繁，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山洪灾害

发生，且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近年灾害损失统计表

明：山洪灾害造成的危害愈来愈重，损失愈来愈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全省因洪灾死亡１６１人，其中因山洪灾害死亡１２５人，山洪
灾害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８０％。山洪灾害给江西省人民
带来严重的伤害，也严重影响了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及小康社

会的全面建设，已成为当前防洪减灾中的突出问题。防御山洪

灾害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在水
利行业已被广泛应用，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的 ＷｅｂＧＩＳ已经逐
渐成为地理信息发布技术发展的趋势，它是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获得所需要的各种地理空间信息、属性信

息、图形和图像信息，同时可以对其进行地理空间分析，获得更

加全面、直观、有效的综合信息，它把地理位置和相关属性有机

结合起来，根据实际需要能准确真实和图文并茂地输出给用户。

１　结构设计
基于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就是通过对降雨过

程的监测，以水雨情数据预报为基础，根据山洪灾害的成灾因素

及风险分析，结合ＧＩＳ技术，描述山洪的泛滥过程及水情特征，
得出一定流量下最大可能风险范围，制作和表述山洪风险图，预

测山洪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范围和影响程度，并通过网络将

信息传递给各级防汛指挥部门，提前做出决策，实施防灾预案，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系统主要是通过ＷｅｂＧＩＳ平台在网络上发布实时获取的各
个监测点的降雨数据、地质灾害状态数据、小流域灾害状态数

据、气象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应急响应人员信息、救灾物资信息

等各类数据，用户可以通过ＩＥ（或其它）浏览器在网络上浏览访
问，实现地图漫游、放大、缩小、区域查询、点击查询等功能，在了

解山洪灾害范围的同时，查询相关的基本信息。

基于ＷｅｂＧＩＳ技术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通过三维虚拟
现实技术、ＧＩＳ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来实现。系统
涉及数据量大、面广，因此要求数据有很高的统一性、兼容性及

可扩展性。其中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数字线画图（ＤＬＧ）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ＤＯＭ）数据以及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业
务数据包括雨量、水位、遥测站布点信息、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

质灾害信息，水库、河堤、山塘、水陂水圳、人口数量、房屋面积及

结构、不同频率洪水淹没损失等数据以及根据基础地理数据库

中的数据制作的三维地形场景文件库。为此，我们以数据层中

的数据为基础，针对需要实现的业务，选择相应的二维及三维

ＧＩＳ平台进行数据展现，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的空间分析
模块，计算出河流流域降雨量数字高程模型实现预期的功能。

选用ＡｒｃＩＭＳ作为二维发布平台，Ｔｅｒｒ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Ｖｉｅｗｅｒ软件
产品作为三维展现平台。用户可在客户端浏览器上对空间地图

进行灵活的操作，可进行多种形式的飞行、浏览以及实现二、三

维连动等功能，并可展现数据层中的三维场景。但受网络速度

的影响，运行速度不稳定，并且对服务器的性能要求更高［１］。

系统功能结构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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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流程

２　功能设计
基于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包括：雨量预警及

分析子系统、水位预警及分析子系统、重点地质灾害预警及分析

子系统、水工程灾害预警及分析子系统、告警中心子系统及防汛

ＰＤＡ及手机终端系统（对防汛 ＰＤＡ系统进行升级扩充、普通手
机则实现短信预警）等系统构成，系统模块的结构如图 ２所
示［２］。

图２　系统模块的结构

２．１　雨量预警及分析子系统
雨量预警及分析子系统根据信息采集子系统收集或传输来

的实际降雨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处理，如果出现相应等级的

暴雨山洪灾害，按照预案或设定的相应处理规则进行响应。按

照《小流域暴雨山洪灾害预警指标》，采用小流域预警模型，分

析出各个小流域所处的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等级，系统提供２４ｈ
不间断的监测，一直跟踪最新的灾害发生及发展状况，及时发现

和预报山洪灾害的发生。

２．２　水位预警及分析子系统
水位预警及分析子系统自动汇总、分析和处理主要监测河

流上的自动水位监测资料，并自动按照指标模式判别资料监测

河流的警戒等级。各河流的各级警戒水位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初

步确定。同雨量预警及分析子系统一样，水位监测资料也要保

证自动发送、持续性和实时性。

２．３　重点地质灾害预警及分析子系统
该子系统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对地质灾害情况自动进行分

析，确定当前区域内的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等级。依据《小流域

暴雨山洪灾害预警指标》，通过在图中拾取所要查询的地物，就

能快速查询到该地物的属性内容。同时在信息框中输入或选择

目标名称，三维场景中此目标被选中，并高亮显示，同时列出此

目标的属性信息，实现地形等高线、地形剖面、地形通视、最佳路

径、视域（可视）分析和空间辐射分析及山体滑破、泥石流等险

情分析。系统持续不断地进行高精度的分析、判别，并通过前台

采用Ｗｅｂ的方式发出告警提示和分析。

２．４　水工程灾害预警及分析子系统
该子系统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对水工程灾害情况自动进行分

析，为相应的各级防指会商灾害指标等级提供决策依据。系统

将自动根据当前最新的水工程灾害预警指标登记，按照区域灾

害分析模型分析最新状态。这样，当用户选择相应的区名称之

后，系统会自动给出相应的水工程灾害预警等级。

２．５　告警中心子系统
如果发生灾情，各小流域或各级防汛指挥部的山洪灾害指

标等级将发生变化，软件系统通过３种报警方式：弹出警告对话
框或类似图形提示、播放音频文件进行语音提醒、使用短信中心

预先的设置，向所有相关的人员发送短信息，及时通知相关人

员。

图３　防汛ＰＤＡ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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