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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在丰满水电站项目的应用,数字大坝智能化又向前迈进一大步。本项目数字大坝一体化系统集数据获取、数据储存、数据分析于

一体的自动化、智能化系统。本文着重介绍数字大坝一体化系统在工程试验检测中数据录入、数据查询、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及系统在应用过

程中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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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是在原大坝下游120m处新建一座大

坝,恢复原电站功能和任务,不改变水库特征水位。电站将新建6台单机20

万KW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保留原三期工程2台14万KW机组,总装机容量达

到148万KW,届时年均发电量17.09亿KW.h,以500KV电压接入吉林电网。 

2 数字大坝一体化在试验检测中的应用 

2.1检测取样管理 

样品管理主要工作是取样过程管理、样品登记、样品储备。 

检测取样管理实现对混凝土取样信息的管理,支持拌和楼取样、现场

取样、试验室取样类型；支持各类试验参数的编制、指定试验项目与试验

龄期；一体化平台可根据制定的龄期参数,实现试验提醒功能。 

原材料检测过程中,在对原材料取样后,为防止样品混淆,保证检测的

一致性,可对样品进行编号登记。 

2.2原材料检测质量 

原材料质量变化如粉煤灰细度、需水量比变化、外加剂减水率变化等

因素,需对混凝土的生产配合比作相应调整。原材料的检测是试验室的日

常工作,是确定生产配合比的依据,是生产控制的依据。 

原材料进场后需进行原材料的常规检测,主要包括：含水量、细度模

数、骨料粒径等检测,原材料储藏阶段也会隔一段时间进行原材料质量检

测,另外在混凝土拌和生产之前,需对原材料进行含水量、细度模数、粒径

的检测,从而计算出含水率、砂含水率和粗骨料超逊径以根据其参数进行

配料量的调整以满足试验配合比的要求。 

原材料质量检测功能实现包括：混凝土中的粗骨料、细骨料、胶凝

材料、水、外加剂等检测数据的采集；原材料质量数据的采集主要通过

桌面系统实现,检测项目包括：粉煤灰质量检测、砂品质检测、水泥性

能检测等。 

一体化平台支持原材料检测标准的定义。原材料质量检测成果,可形

成各类符合格式要求的表格与图表；可根据定义的标准与实际检测的结果

自动计算符合率、偏差率等,并进行趋势分析与稳定性分析。 

2.3拌和物质量 

原材料在拌和楼中进行拌和之后,在出机口需进行混凝土拌和物质量

(包括机口和仓面取样)检测,试验室据拌和物质量检测结果,对比混凝土

强度、和易性、耐久性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配合比的调整,负责人审批通

过后按新的施工配料单进行下料。 

2.4混凝土性能 

混凝土试件应按随机取样方式取料成型,应以机口取样为主,仓面取

样为辅(仓面取样数量不应少于机口取样数量的5～10％)。试件养护到达

规定龄期时应及时进行各项性能检测。 

大体积混凝土按同标号、同配合比每班或每500m³、非大体积混凝土

每100m³(不足也应成型)成型抗压强度试件各一组。 

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试件按28天龄期每2000m³、90天龄期每3000m³

一组的频率进行取样成型。 

对主要标号混凝土应每季度安排一次全面性能试验,内容包括(7天、

28天、90天)抗压强度试验(7天、28天、90天)劈裂抗拉强度试验(28天、

90天)极限拉伸试验、设计龄期的混凝土抗渗试验、设计龄期的混凝土抗

冻试验(28天、90天)和抗压弹模试验。 

现场混凝土试件的强度按月、按强度等级、部位,以同一配合比的一

批混凝土作为一个统计单位,并将试验结果列入“试验结果月报表”。 

3 数字大坝一体化系统使用中的优化与创新 

丰满大坝数字一化系统平台实现了大坝数据录入、数据处理、数据分

析结论的统一化、专业化、系统化,所有检测数据、试验成果都可在系统

数据库中查阅、读取、导出,真正实现了数字大坝无纸化办公,在这方面的

作用是传统非工程办公软件word、excel等无法统一实现的。因由于每个

项目有不同特点,新开发的应用软件也有部分功能未能考虑周到,但另一

方面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需技术改进与创新。对下列问题做过改进： 

(1)取样样品登记模块中,样品登记信息过于详细、重复信息量大,单

个逐项登记录取样品信息繁琐使录入人员工作量大为增加。基于上面存在

的问题,经过多伦沟通,借鉴word软件复制功能,重复信息增加复制功能,

使样品登记基础数据录入工作量大为减少。 

(2)建设数字化大坝,工程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在使用本套系统,

产生数据量相当大,数据库数据操作起来相当复杂,对数据查询读取不便。

与开发方沟通,增加每个版块的数据查询功能,方便数据使用人员读取数

据,也有利于施工人员进行数据分析,指导施工。 

4 结束语 

本项目数字化大坝系统在运用中会日趋成熟,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

高。建设过程中应做到所有试验数据的集中储存、方便数据检索和查询、

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确保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方便形成各种检测所需报

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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