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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在水库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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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我国水利水电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水库工程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

保障水电工程运行的安全性,增大工程的经济效益,应在水库工程建设中合理应用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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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具有多样性,是我国较为常见的水利工程。水库主要分为两

种形式,一种是天然水库,一种是建筑型水库。建筑型水库主要指为调节水

流,防洪蓄水而建立的人工湖泊,其也是蓄水、发电、灌溉的重要建筑物。

大坝在水库建设中尤为关键,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在广水库工程建设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的意义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系统工程和液压气压技术的支

持,该技术对计算机技术和控制理论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水库大坝是

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设施。在水库大坝中应用自动化技术,

可促进水库大坝工程的安全运行,规避安全风险。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

能够指导水库大坝改造,对水库大坝运行状态实施动态监测,如水库大

坝遇到突发状况,可及时预警和识别,该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保障水库大

坝的平稳运行。 

2 水库大坝安全自动化监测的主要内容 

2.1渗流监测与变形监测 

水库大坝自动化监测中,务必高度重视变形监测和渗流监测。渗流监

测中监测对象主要为渗流量与渗流压力,为发挥出自动化监测技术的作用,

人员需加强测定的准确性,合理设置渗流监测点,不断提高渗流监测水平。

如土石坝工程中主要在工程坝底渗水汇集位置设定监测点,从而更加准确

地监测监测点至绕坝的渗流情况。在混凝土结构大坝中,要在水坝基础廊

道处设置压力监测孔,确保大坝排水沟的集水性后方可设置渗流监测点,

将总渗量和分区流量限定于监测范围内。变形监测主要分为垂直位移监测

和水平位移监测。水平位移监测要至少设置三个监测点。土石坝工程施工

中,可在坝后和顶部设置观测点,且相邻两点间距为30-50m。但是混凝土结

构大坝工程中,需在大坝 高点至少设置3个监测点。 

2.2自动化装置监测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自动化装置由多个装置构成,包括智能传感装

置、垂直水平传感装置、地下水自动监测装置等。垂直水平位移传感装置

是混凝土大坝结构监测的主要装置,该装置主要分为电机式装置和电容式

装置。电机式装置的可靠性较强,但是测试效率较低,而电容式装置的测定

效率较高。地下水自动监测装置是地下水监测的主要装置,渗压计是地下水

监测的重要装置,渗压计主要分为弦式和通气式两种不同的形式,后者应用

较为广泛,但是其环境湿度较大,通气管潮湿现象较为明显,无法获取准确

的监测结果。对此,工作人员要结合实际合理调整监测结果,加大审查力度。 

弦式装置在稳定性和耐久性上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后期监测过程中会

受到气压因素的影响。且该装置不可应用于小量程监测。地下水自动监测

装置能够提高水库大坝地下水监测精度。应用智能传感装置的过程中,利

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够监测监测点的布局概况,而且检测过程中不

需要敷设电缆线路。 

2.3数据采集与处理 

首先,在数据采集中,主要分为分布式采集、集中式采集和混合采集

三种不同的信息采集方式。分布式采集可结合仪器分布概况设置与仪器

的附近,并且可实现数字传输,在传输的过程中不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

扰,数据传输的准确性较高。如线路出现问题,不会影响MCU的性能。集

中式采集中,中央监测装置需要集成所有的测量功能,在监测装置的协

助下处理数据。混合式采集兼具二者的特点和功能,但是在水利工程中

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其次在数据传输中,主要分为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两种模式。有线传

输主要以网线和光线为传输介质,其信号稳定且传输的质量好。无线传输

通常利用GPRS和短波为传输介质,信息传输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水利

大坝自动监测系统中主要采用有线传输方式,在现场数据采集控制单元

MCU简洁通讯,并以光缆连接,数据 终集中于监测管理中心,如传输距离

超过500m,则需增设视控均衡放大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先要将采集的数

据信号转变为监测管理系统可以正常视频的数据形式,在系统分析后及时

整理重要信息,编制数据报表,以图形的形式输出,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的分

析结果。由于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中,工程档案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完成数据分析后,应采取人工巡查管理模式,按照要求制作图形、报表和预

测预报,科学评估现场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解决措施。 

3 工程实例 

为监测某水库大坝的渗压、水位、量水堰、降雨量、环境量等重要参

数,结合工程的规模和监测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工程现场设置安全监测设

备。水库大坝自动化安全自动化系统中,主要分为18个监测单元,设有180

个监测点,应用监测系统后实现了信息的动态反馈,增强了监测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有效防范了安全风险,并且减少了监测中的成本投入,保障

了大坝维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束语 

上文分析了水库大坝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明确水库大坝自动化监测

的主要内容,在监测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渗流和变形监测,认真分析水库

大坝的安全性,基于自动化监测技术切实提高安全监测效率,相信在未来,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也将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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