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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长江河道勘测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办公系统、WebGIS、“水文一张图”，研究提出长江河道勘

测管理系统的总体目标与架构、数据库设计、功能设计及关键技术等。该系统对长江河道勘测实现在线式管理，

可有效提升生产管理精细化、办公自动化、档案信息化和决策科学化水平，有力保障河道勘测成果的可靠性、

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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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urvey and manage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OS, the WebGIS, the Hydrology one Map,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overall goals 
and architecture, the DBD, the functional design were proposed and studied. The system can realize on-
line management of Yangtze River survey and refine production management effectively,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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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is system can also realize office automation and archives informatization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timeliness of river surve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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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河道勘测工作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几十年来开展了大量河道地形测绘、泥沙测验、床沙取样等原型

观测工作[1]，收集了较为系统、连续的河道勘测资料，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家重点发

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长江大保护也持续深入实施，长江河道勘测工作在防洪减灾、河湖生

态复苏、岸线保护、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的重要基础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同时也给河道勘测工作的可靠性、及

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长江河道勘测战线长、内容多、区域特性显著、监测技术迥异，当前利用信息化手

段，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长江河道勘测的总体组织在全方位、全流程、系统性上明显

不足，生产过程难以全面入网受控，资源投入、生产进度、作业质量、设备运维等情况都难以实时掌握，各部

门之间的业务信息也无法统一管理[3]。因此，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建设智慧化的长江河道勘测

管理系统，对河道勘测工作进行科学、精细管理，从而规范工序流程，强化过程动态监控，提升工作实施的标

准化，进一步提高河道勘测信息化水平和工作效率，才能更充分地为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提供基础支撑[4]。 
本文在对长江河道勘测业务管理流程梳理及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长江河道勘测管理系统的

总体设计，并详细阐述了系统在规划设计、工作实施、质量控制、验收归档等重要环节的具体实现。该系统采用

信息化手段，可以规范河道勘测业务管理流程，对生产人员、流程、数据、设备、软件等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集

成和受控管理，实现多项目、多任务、多工序、多角色的业务协同，并在此基础上提供面向管理决策的项目管理、

任务调度、资料管理、质量控制等应用构建，最终实现长江河道勘测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网络化和智能化[5]。 

2. 需求分析 

系统将在长江水文“一个平台”总体框架下，与现有办公管理系统(OA)、水文泥沙信息分析管理系统等实现

无缝数据对接，避免重复建设，保证互联互通、业务关联和数据共享。系统将以项目管理为主线，打通河道勘测

管理全部流程，从项目规划立项开始，对任务下达、技术设计、外业观测、资料整理、归档验收等各环节进行动

态受控管理，其中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将贯穿项目始终。系统将为各级管理人员、生产人员提供一个高效、方便

的应用平台，最大程度地实现项目流程化、规范化、信息及时化、经验可循化，有利于建立职责清晰、协调有序、

规范高效的管理机制，为实现长江河道勘测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综上，系统总体流程设计见图 1。 

3.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采用 B/S 架构，web 前端页面采用 JQuery、EasyUI、Html5 等开发技术实现系统页面的事件处理、动

画设计和 Ajax 交互操作[6]。服务器端基于工作流设计思想，将业务模型和业务数据统一放在关系数据库中进行

管理，系统在不同用户之间，按预定规则进行传递。使用者依据不同角色和权限，在各流程阶段通过表单填写、

影像上传等方式，完成下达或接收操作，系统将按照预先定义的流程执行到下一环节，同时支持用户对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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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单进行可视化的定制[7]。本系统主要使用者是长江河道勘测各级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针对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管理人员以及生产人员等不同角色，设置不同权限。系统总体框架见图 2。 

3.1. 数据组织 

系统数据主要包括地理空间数据和普通业务数据。其中地理空间数据将以水文局现有“一张图”为载体，

搭载项目标准比例尺结合表，便于用户直观了解项目位置及其他空间属性。 
普通业务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其中结构化数据存放数据库中的关系表，包括项目基本信

息、项目明细表、设计评审表、资源调配清单、生产交底单、质量检查表、验收申请表、案卷目录，归档清单

等；非结构化数据如各类技术文件、规范，验收文件等以文件方式存放于服务器文件目录中，系统支持在线查

阅与下载服务。其中项目基本信息表为主表，项目明细表、设计评审表等详细信息表为子表，通过项目 ID 号进

行关联。 
 

 
Figure 1. Overall process design of the system 
图 1. 系统总体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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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ystem overall framework diagram 
图 2. 系统总体框架图 

3.2.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主要包括项目管理、观测作业、质量控制、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综合统计以及专业学习等七个模块，

其中项目管理是本系统核心模块，其他模块均围绕项目管理模块进行设计。考虑到移动办公的方便性，系统针对

手机端，设计移动办公场景。项目管理类型包括生产类项目、科研类项目、新技术创新项目等，利用 WebGIS 技

术借助“水文一张图”、水文孪生数据引擎发布的长江流域 L1、L2 及 L3 级数据底板 OGC 标准服务，在空间上

以图形、表格、文字等多种形式展示河道勘测综合管理相关信息，直观形象表达项目概况、作业分配、进展情况，

为管理层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设定关键节点、工作量等阀值，及早作出预警预报，强化监督管理。 
1)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模块主要包括项目登记、进度控制、任务下达、设计审批、项目验收、项目归档等功能。项目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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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将以结构化数据录入项目有关详细信息，如项目名称、来源、经费、承担单位、工作内容、提交成果等，考

虑到简化操作，该模块将支持固定格式文件导入；生产单位、质检部门以及档案管理部门按固定时间段或重要

节点，按要求上报项目进展，可通过空间展示和进度条展示等多种形式体现，系统可按关键词分类汇总项目进

展信息报送管理部门；任务下达、设计审批、项目验收等功能，依据管理流程进行流程化管理，支持办公文件

的自动流转、驳回、注销以及查询等操作，其中设计评审和项目验收，由下级部门提出申请，上级管理部门批

准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相关痕迹材料以附件形式上传到系统中。项目归档包含归档申请和归档登记，并实

现归档时间、归档内容、状态查询。 
2) 观测作业 
观测作业模块主要包括工前准备、作业交底、观测记录、工作记事、工作简报、动态监控等。工前准备和

作业交底实现项目开展前的工地查勘、技术交底、安全交底流程化管理；观测记录在手机客户端实现，该功能

将代替传统的纸质记录簿，现场录入测区、测站、设备等信息，设备信息登记可通过“扫码”形式录入；项目

开展当天由各作业组长以结构化语言填写工作记事，系统将根据多天、多人录入的工作记事，自动生产工作简

报初稿，项目负责人(或指定专人)对简报初稿核对、完善后生成正式版工作简报，并在系统上完成签发；本系统

将与已建的长江中下游 GNSS 播发系统互联，实时掌控在线的 GNSS 信息，并借助“5G”技术，实时向系统回

传相关高清影像资料，为质量控制和安全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3) 质量控制 
按照“三级检查、两级验收、期间抽查、验后复核”的标准进行设计，实现生产过程全业务流程的质量控

制。功能包括质量检查流程管理、检查申请、验收申请、质检结果登记、处理、发布及质量过程表单、质检报

告查询检索等内容，其中手机客户端支持现场影像上传和主要问题描述。 
4) 技术管理 
对长江河道勘测有关技术文件如规划、投标、技术大纲、实施方案、技术交流、技术协同、技术培训与宣

贯、测绘行业如资质、本单位内测绘师等，结合项目管理模块进行统一管理。 
5) 作业设备管理 
本模块支持批量导入本单位内有关设备信息，各生产单位分别登记设备基本信息、上传检定资料、设备图

片等，建立本单位设备设施总台账。每台仪器设备单独标定二维码，生产人员可在手机客户端“扫码”完成仪

器设备进出库操作。通过本模块，管理人员可实时掌握项目中设备投入、设备状态。 
6) 综合统计 
系统可对某河段基本设施、水沙断面布设等基本河道信息进行统计查询；可按照年份、区域、生产单位等

多种关键词，查询年内、年际间的生产项目、科研项目统计信息，如工作内容、工作进度、资源投入、质检验

收情况，并可进行报表输出。 

4. 关键技术 

4.1. 整合 OA 办公技术与 WebGIS 技术 

系统在 OA 办公技术基础上，基于 WebGIS 图形化技术，以“水文一张图”为工作基础，通过图幅结合表、

测区范围线等方式来展示每个项目的空间分布和进展情况，从而对每个项目做到真正实时监管，并能根据查询

条件，通过各种专题图全方位地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渲染表现，管理者不仅能获取各种表格数据信息，更能

从“水文一张图”上直观地了解长江河道勘测项目的空间分布和进展的总体情况。 

4.2. 工作流技术 

指针对工作中具有固定程序的活动而提出的，它将工作分解成定义的任务、角色、节点，按照一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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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程来执行这些任务，并对它们进行监控[8]。通过引入工作流技术，可以根据部门的业务流程，将业务流程

分解为若干最基本的逻辑步骤或称环节，每一个步骤或环节被称为一个活动[9]。本系统，利用工作流技术将业

务流程分解成任务下达、技术设计、质检验收、成果归档等流程节点，用户按照系统预先定义好的角色，在流

程的每个节点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执行相应的工作内容，在项目管理流程中实现对各个流程节点和项目的进展状

态的集中管理，从而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达到业务流程明确规范、各单位相关负责人责任清晰、项目进展情况公

开透明的目的，真正实现各司其职，全员参与，事事可控，本质安全，质量可靠。 

4.3. 跨系统多单位信息交换与集成技术 

长江河道勘测管理系统作为水文局“一个平台”的子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一个平台”中现

有的其他系统的逻辑关系，在数据库建设等多方面统筹设计，与水文泥沙信息分析系统等采用统一接口，为后

期系统间互通、共享做好准备，避免形成信息孤岛。该系统将在单位专网、互联网上运行，存在跨系统、跨网

络的管理信息交换，通过设计离线数据交换工具，通过导出、导入离线数据文件的方式实现了不同系统间非实

时数据的传递与交换[10]。 

5. 小结 

本文依托信息技术、GIS 技术以及水利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长江河道勘测管理系统，能对全江河道勘测提供

有效的管理手段，基于 webservice 技术实现标准服务的发布和管理，无缝对接水文孪生数据引擎发布的长江流

域 OGC 标准的数据底板[11]，完成对长江河道勘测数据的三维可视化管理和展示。对河道勘测项目的任务下达、

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果验收归档等实现在线式科学管理，对进度、质量和安全存在的问题可预警预报，将

有效提升生产管理精细化、办公自动化和决策科学化水平，有力保障长江河道勘测成果的可靠性、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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