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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探讨 
王民浩 

国电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水电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木联能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摘要 ：随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加入 WTO，安全生产是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任

务, 涉及重大社会共公安全的大坝安全致关重要，采用当今坝工、计算机、电子、通讯技术成

果和先进管理经验，建立符合我国水电水利行业、企业格局的各级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

系统，确保落实“水电站业主负责大坝安全企业负责运行管理，政府负责监督管理”的有效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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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坝安全属社会公共安全，涉及社会公共财产、人类生命安全，世界各国政府对此都很重

视，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先后颁布了《水电站大坝安全管理办法》、《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

作管理办法》以及土石坝、混凝土坝的安全监测技术规范等，并设有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和经

授权的行业技术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水电站业主负责大坝安全运行管理，政府行使监督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做到集中、实时、在线，以适应

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政府大坝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准确、及时掌握大坝安全信息的要求，

从全局高度决策指导各级工作。 

但目前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和管理工作还不能满足“准确、及时”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有： 

（1）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在已实施的工程中，从运行方式到设备配置，从安全评价方

法原则，在合理性、实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且不规范。 

（2）大坝安全监测工作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行为影响，往往安全监测工作受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行为影响，往往安全监测系统维护管理不及时，造成监测资料断缺，从资料

分析反馈大坝运行工况要相当长时间才有结果。 

（3）大坝安全监测工作贯穿设计、施工、运行整个工程建设过程，技术涉及多专业，目前

专业研究管理机构尚不具备全面的技术条件，难以胜任全面工作。 

所以非常有必要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要实现大坝安

全在线监督管理，其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水电水利工程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设计、施工、验

收、运行管理必需有章可循，机构设置、系统运行方式明确，设备运行可靠，安全评价方式正

确、合理、实用，配备人员，管理到位。这样才能保证大坝安全管理系统各级的整体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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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 

1.1 系统的管理模式及构成 

大坝安全在线管理总体模式可分为四级：大坝安全监测现场层、流域或电厂管理机构层、

全国大坝安全在线技术监督管理机构层、全国大坝安全政府监督机构层，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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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构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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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坝安全监测现场层，完成大坝安全监测数据的定时自动采集、存贮、电子文档整编、

评判，做到“测、判、报”同期，指导现场一般运行人员针对“无人值守”监测评判结果的处

理。 

（2）流域或电厂管理机构层，完成对定期监测的历史数据分析工作，结合五年一次的大坝

安全定检，在专家论证基础上修正、完善已采用的安全监控模型，及时分析确认监测中的异常

现象，并据情况及时处理、整理组织上报。 

（3）全国大坝安全在线技术监督管理机构层，及时掌握全国大坝安全状态信息，对大坝安

全监测中的异常及时组织专家在线会诊、处理，监督企业大坝安全技术的落实情况。 

（4）全国大坝安全政府监督机构层，指导全国大坝安全工作，制定大坝安全法规，监督各

级企业安全法规的执行情况。 

1.2 系统特点 

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符合我国现在和今后水电水利企业发展的格局。 

（2）加快目前我国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3）有效监督大坝业主的安全工作执行情况。杜绝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忽视削弱大坝安

全工作。 

（4）充分考虑了大坝安全技术行业特点， 

1.3 系统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目前系统四级管理已具备了必要的硬、软件条件，其中计算机、测量、通讯设备和基础软

件平台均很成熟。具体可遵循如下原则： 

（1）各层站设备采用标准工业计算机设备。 

（2）目前可选择的远程组网数据通讯方式很多，可利用全国电力系统通讯网作为主通讯

系统，其它通讯网作为备份通讯。 

（3）基础软件平台采用 Windows  NT 系统，通讯协议采用当前标准化 TCP/IP 协议或专用

协议。 

考虑到系统通讯数据社会共用性很窄，建议建立独立的大坝安全专用网络系统，这样可有

效防止黒客攻击、病毒侵害，安全性、保密性好，费用低，实现方便可靠。 

2、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由于利用实时监测资料快速评价大坝运行工况的方法理论尚在发展之中，对监测到的

数据如何分析评价以及现场与各级管理中心间传递什么样信息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现今多数

大坝安全监测软件系统，仅仅是将多种数学处理方法程序集成，而运行监测资料分析评价大坝

工况的准确性，取决于使用软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水平。大坝安全问题涉及多专业，而大坝现场

专业技术人员有限， 这样的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仅仅是实现在线自动测量和事后处理，而

远程监测管理系统只是将所有监测数据进行传输的数据管理系统，难以满足及时掌握大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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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要求。 

因此，我们认为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发展方向应是： 

①利用人们对大坝安全监测现有的专家知识水平，建立现场专家知识库，对监测数据进行

在线处理。首先将结构异常和设备故障区分后，将真实的异常结论及时在线传输至全国大坝安

全在线技术管理监督机构，由专家及时会诊、复核、确认，使大坝安全政府监督机构准确无误

地清楚及时地掌握全国各水电工程大坝的工况。 

②大坝现场“无人值守”运行方式，应不间断在线监测，要求监测量通过结构化坝工逻辑

推理评价或与监测、设计资料综合分析时提出的技术警界值相比较，正常时监测数据不存盘，

异常时声光报警、远程上报及存盘。按监测规范的频次要求定时数据采集存盘，为监控模型研

究、修正和发展采集样本资料。 

（2）目前已实施和在建的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一般测点多，信息量很大，输入输出非

标准产品多，包括：变形、渗流、应力应变等, 给运行带来许多问题。所以对纳入安全监测自

动化系统的测点必需“突出重点”，产品技术应尽快朝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 

3、结语 

大坝安全实时在线监督管理系统是集先进的坝工、计算机、电子、通讯、管理技术为一体

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管理需要，是加强政府监督的有力工具，是企业大坝安全工作的目标，

是提高我国大坝安全管理工作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