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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快速化发展的同时,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可持续发展,为保障基

础资源——水资源应用的高效性和充分性,借助当前先进技术手段构建完善的水文监测网络体系,在掌

握网络整体性能的同时实现对各类水文水质数据合理化监测现已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基于水文监测

工作意义,就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的综合评估系统设计及其综合评估目标实现方式展开了系统化剖析,在

确保区域水文参数远程实时监测目标达成的同时推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系统设计；综合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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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文监测网络”本质上来讲作为

一种水文监测服务体系,其主要是通过

借助远程终端单元(数据传输)、专用传

感器(采集站点水文水质数据)将监测数

据(测点布设、雨水情收集)进行统筹,

由此为实现水资源高效应用的同时推动

区域社会经济的健康化发展。但就目前

来看,相比国外水文监测工作亦或是监

测网络,国内水文监测尚且处于起步阶

段,监测方式较为落后,再加之监测网

络运行时缺乏对状态实时综合评估的

系统和方式,导致各项工作的开展形式

化、盲目性较为严重,为此针对水文参

数总体及局部监测需求设计一种综合

性方式,构建完善的评估系统对水文监

测网络运行状态进行实时采集和评估

现已迫在眉睫。 

1 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

评估系统设计剖析 

经调查水文监测网络实时状态的综

合评估从某方面来讲,作为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评估结果可作为后期水文监

测网络运行管理的重要战略指导,用以

向运维提供重要的科学决策依据。就目

前来讲,由于水文监测网络在不同网段

呈现的异构性特点,再加之部分前端设

备不支持SNMP协议,监测网络运行状态

综合评估精准度受到了一定影响,为此

要想实现对区域水文参数的精准远程

实时检测,以水文参数检测传感器作为

终端测试节点加快综合评估系统的构

建现已成为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战略基础： 

1.1构建硬件监测平台 

物联网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为水文

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系统设计注

入了新动力。经调查水文监测网络运行

状态综合评估系统的硬件架构构成主要

有三部分,即——水文参数终端节点(数

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和控制模块、通

信模块和供电模块)、网关路由节点和远

程中心监控节点。与传统水分监测网络

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系统相比,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系统硬件架构可实现对多中水

文参数的全面系统化检测,此外具体而

言水文参数终端节点是由多个功能相同

或不同水文监测传感器组成的,作为监

测综合运行状态评估系统的基础,在运

行时其运行工作流程主要是“将水文参

数转为数据调制——调制射频信号——

生成已调信号——数据融合”。在进行设

计时设计者不仅需考虑终端节点的可靠

性、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还可根据其它需

求对运行其它参数进行测试。网关路由

节点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用以区域子网

段的自协调组网以及信息处理,在进行

设计时为保障预期监测目标的实现,设

计者需对其进行单独设置来避免各个终

端节点之间互相干扰,在其运行时其主

要运行流程是“指定不同的物理地址—

—定时发送查询命令,——自动加入网

络节点列表——发送新路由表”。 

1.2软件系统集成及设计 

由于水文监测网络综合评估工作内

容的复杂化、系统化以及监测对象数量

较多,在进行系统设计时设计者还要站

在长远角度为今后其他水文参数测试预

留软件接口。在进行软件系统设计过程

中,为确保系统运行的可行性,设计者还

要采用一致性、模块化设计为不同模块

口的有效对接打下基础,与此同时为保

障后期作业目标的实现,设计者还要做

好如下设计工作： 

1.2.1终端节点软件设计剖析 

核心控制器、I/O接口、存储模块及

射频收发模块时是终端节点的硬件平台

的主要构成,在进行节点软件设计时节

能性是设计者需重点考虑的内容。在进

行设计时为尽可能避免无用数据的采集

和传输,设计者需尽可能采用“基于阈

值”的工作方式,由此来保障关键实时数

据的可靠获取。 

1.2.2水文监控中心软件设计 

经调查水文监控中心软件设计(文

件处理模块、系统配置模块、分析处理

模块以及告警模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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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系统运行的良好性,用以在简化用

户操作难度的同时,保障异常状态出现

时能得到及时警报。在进行水文监控中

心软件设计时,设计者采用的架构主要

是B/S架构,应用界面程序部分和核心平

台(可作为界面功能模块和独立进程,通

过进程间的管道机制实现通信)之间的

方式主要为多种耦合方式。除此之外监

控中心在收集到由路由节点转发来的水

文采样数据之后,可将数据存储于后台

数据库中,同时提供用户界面对水文参

数进行分析处理,并采用图形方式进行

显示, 终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视觉或声

响告警。 

2 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态综合

评估实现方法剖析 

2.1综合评估方法 

传感器、RTU和信道作为水文监测网

络各个监测位置站点数据采集和传输的

主要部分,在进行运行状态综合评估时,

为保障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采取

科学有效的评估方式是十分必要的。目

前来看常见的综合评估方式主要包括： 

2.1.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监测站点重要性指标和监测站点状

态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构成部分,

前者主要功能是区分站点的重要性差异

以及评估各个站点对整体监测网络的影

响程度,主要包括监测位置、监测内容、

数据可恢复性,后者则是用以考虑对站

点工作有影响的功能部分,对站点运行

状态影响程度进行判定,主要包括感器

状态、RTU状态、信道状态。 

2.1.2指标赋权方法 

经调查指标赋权方法有三种,分别

是——专家打分法,神经网络、主成分分

析法和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其中专

家打分法优劣势主要是操作简单、内容

直观,但赋权重精准度较低；神经网络、

主成分分析法优劣势则是可用于可量化

的指标评价,可却无法对定性问题进行

系统化分析。 

2.2分项指标评价方法 

2.2.1监测位置 

分项指标评价方式作为水文监测网

络运行状态综合评估的一种常用手段,

其监测的主要位置就是站点的部署地点,

不同站点之间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为

此依据站点重要性赋予高分值来加权计

算综合评估值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赋

值时,常用的方式有两种,即——通过专

家直接打分、采用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

法来计算,但为保障评估值的真实客观

性,三角模糊数层次分析法的应用更为

可靠。 

2.2.2监测内容 

在进行监测时,不同站点由于重要

性不同,监测任务也存在一定差异,经调

查在监测性质对等的前提下,监测数据

项越多,该站点在监测内容方面的重要

性通常也越高。 

2.2.3数据可恢复性 

经调查在水文监测网络中,由于监

测站点部署位置和水文数据之间具有一

定的相关性,因此要想实现预期的监测

目标,对于突发问题工作人员需采取针

对性方案进行有效处理。如倘若某个站

点由于传感器、信道或其他因素导致监

测数据无法上传,可通过其他站点的数

据采用数学模型来恢复,此外在计算站

点数据的可恢复性指标值时,工作人员

可通过采用基于凸优化的矩阵填充技术

来保证计算的精准化。 

3 结语 

综合而言,随着经济快速化发展,水

资源短缺问题的严重化在一定程度上也

对国家核心经济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

影响,因此为确保对区域水文水质的远

程实时监测,构建水文监测网络运行状

态综合评估系统以及采取综合评估手段,

对于减灾监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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