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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油田所处的自然条件和油田生产的需要,生产车辆在油田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

的油田车辆管理系统是在对油区道路实测的基础上,基于全球定位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的包括车

辆及驾驶员档案管理、道路档案及风险源信息管理、车辆安全监控、车辆调派及费用结算等功能完备的油田车辆

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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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ecause o f the o il fie ld nature cond ition and the requirem ent o f the production m anagem en t, vehicles p lay an im portant ro le

in the o il fie ld production. The O il F ie ld VehicleM anagem ent System introduced in th is paper, aim ed at o il fie ld productive veh icle,

based upon GPS and advanced comm un ication techno logy, and ach ieved the function such as veh ic les and drivers recordsm anagem ent,

road inform ation and a ll the r isk po in ts in the o il production area, safety mon itoring, veh icles control and a ll the expense ba lance. The

system is an idea l and se lf- conta ined system of this fie ld.

K ey words: GPS; veh iclem onito ring; veh ic le m anagem en t

0 引  言

车辆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油田生产的顺利进行,大

量的生产管理车辆和特种车辆,发生了巨大的费用。一

般年产量超过 200万吨的采油厂所使用的车辆有 1 000~

2 000部,每年用车费用可达亿元之巨,构成了原油成本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车辆费用管理也为当前油田现代

化管理所急需。

本次构建的油田车辆管理系统,基于先进的空间信

息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相结合的油田车辆

管理系统,集成了车辆安全监控、车辆档案、驾驶员档案、

道路档案、车辆调派和完整的费用结算等车辆管理功能,

是在当前信息技术条件下实现的一套功能完备的油田车

辆安全生产信息系统。

1 技术构建与实现功能

该系统总体设计框架是通过在 M IS系统中嵌入 W eb-

G IS平台,实现了车辆从可视化的实时监控安全管理、车

辆等的重要档案的信息管理,到车辆调派及费用结算流

程的完善的车辆信息管理。

系统的实现技术总体采用了基于网络的 B /S模式架

构,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全球卫星定位技术 ( GPS)

和遥感影像技术 ( RS)即 3S技术,构建了陇东油区网络地

理信息系统平台来实现车辆的实时监控和道路风险源可



视化功能;基于 ASP. net( C#语言实现 )实现了车辆、驾驶

员等的档案管理、车辆调派和费用结算功能;操作系统使

用的是 W indows2000 Server,网络服务器采用了 IIS,数据

库采用了 SQL Server2005来管理应用数据和遥感影像数

据 (如图 1所示 )。

图 1 车辆管理系统技术框架示意图
Fig. 1 The techn ical fram ework of veh icle managem en t system

2 系统的主要特色功能

基于 GPS技术的油田车辆管理系统主要特色功能包

括:

2. 1 基于空间运算的多指标车辆监控
系统以 WebG IS为平台,以遥感影像数据为地图背景

可以直观反映地形起伏,实时接收车载 GPS发送的定位、

车速等信息。除了常规车辆 GPS监控具有的超速报警、

紧急报警等报警功能外,根据油田车辆管理需求实现了

多种重要的安全报警功能和轨迹回放功能,为车辆的安

全管理提供了实用、高效的高科技手段 (如图 2所示 )。

图 2 车辆监控中心
F ig. 2 AutoM on itor Center

1)越区行驶:车辆行驶范围超越派车单的行驶监控

区域或者驶入不应该进入的区域。如根据派车单采油二

区应某的车规定当前只能在二区范围行驶,如果驶出该

区系统就会产生报警。技术上实现是系统根据接收到的

GPS位置信息,进行空间运算,判断该车当前是否属于规

定的多边形范围内,从而判断出车辆是否处于越区行驶

状态。

2)无路单行驶:车辆在没有派车单的情形下行驶,技

术上实现是系统判断当天该车辆有无派车单。

3)超维护期:系统根据车辆档案中所设定的下次维

护日期,判断某车辆是否在超维护期行驶。

4)超运行时段: 在车辆档案中可以设定允许运行的

时间段,比如早 8点至晚 8点,当车辆不在该时段运行时

系统将进行报警。

2. 2 实测油区道路与风险源管理

图 3 道路、风险点及标注
F ig. 3 The road, r isk po in t and the ir annotation

为了满足系统对油田油区道路的需要, 在满足基本

精度需要的基础上对油区道路和道路所涉及的风险地段

(即风险源 )进行了 GPS野外现场实测 (如图 3所示 )。实

测了公路主路至站库、井区基地、井场的道路和路途中的

弯道、三岔路口、陡坡、事故多发地等。共计实测道路

4 000 km,风险源点 2 500多个。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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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资料编绘出 1B50 000的油区电子地图,覆

盖油区的七县一区 (包括卫星数字影像处理 )。

2. 3 可进行 GPS距离校验的车辆调派与费用结

算

系统实现了基层单位派车的常用流程,支持作业区

内部派车、作业区间派车和长途派车流程,并且支持派车

任务单 (路单 )打印功能。

系统根据车辆费用结算需求的设计实现的业务逻辑

流程如图 4所示。有两种单据按照工作流程方式在系统

中生成并在各个岗位流转。同时系统设计实现了运费单

与单车月度费用结算的自动关联,可以使运费单自动产

生和提交,这样十分方便用户使用。

图 4 费用结算流程
F ig. 4 The flow of fee balance

  GPS距离校验:系统可以在对车辆费用结算时,根据

车辆任务单派出时间和完成时间,计算出改段时间内车

辆的运行距离,该距离虽然由于 GPS数据采集时间间隔

和 GPS本身误差,行驶距离的计算结果有一定的误差,但

可以作为车辆费用结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3 结束语

该系统是在对典型的油田车辆安全与生产管理需求

的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实现,有如下特点:

1)采用 B /S架构满足了油区分布区域广泛的油区车

辆的统一管理的需要,系统易于维护。仅该采油厂就有

16个作业区和三个集输大队分布在近 20 000 km
2
的七县

一区范围内,可以利用局域网,客户端仅用 IE浏览器就可

访问系统
[ 2]
。

2)由于引进了 3S技术,使车辆的实时安全监控与道

路风险源档案的可视化成为可能。在陇东地区网络地理

信息系统 (W ebG IS)平台上可以根据车辆 GPS发送的定

位信息和报警信息,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位置和运行状

态,解决了车辆监控的实时化和可视化功能。同时,可以

通过电子地图查看实测的道路和风险源信息。

3)对油区道路和道路风险源进行了实测,采用了 G IS

组合标注技术,使道路属性和风险源信息一目了然。

4)实现了车辆运行距离的 GPS计算,使运费结算有

据可依。

档案管理、车辆调派、费用结算等车辆业务管理功能

完善。目前油田生产用车按照归属性质分为外雇车辆和

自有车辆。对于将近 2 000辆车全部实施了由系统进行

档案管理,车辆属性包括车辆照片、驾驶员、归属单位、配

属单位、车辆类别、结算标准、合同编号等属性全部进入

数据库。

系统的设计实现加强和提高了油田企业公司现代化

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生产效率,在油田生产车辆管理领

域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 1]  石为人,金艳,刘洁, 等.旅游服务系统中的车辆监控与

调度系统 [ J]. 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38

( 8): 71- 73.

[ 2]  刘独华,严新平, 吴超仲.短消息通信技术在车辆监控管

理系统中的应用 [ 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交通科学与工

程版 ), 2004, 128( 6): 848- 850.

[ 3]  王瑞琴.基于W ebG IS的 GPS车辆监控调度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 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26( 4): 96- 101.

[ 4]  孙光明,吴青,严新平, 等.车辆监控调度系统中多通信

模式的研究与实现 [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信息与管理

工程版 ), 2005, 27( 3): 105- 109.

[ 5]  邓晖, 吴笃斌. GPS、GIS、GSM技术在特种服务车辆监控

中的应用 [ J]. 电子技术, 2001, ( 7): 22- 24.

[责任编辑:姚艳霞 ]

(上接第 59页 )

CBERS影像的精度, 在丘陵地区为 ? 31. 74 m,在平原地

区为 ? 29. 4m。由于采用的是正射校正,本身已经考虑地

形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丘陵和平原地区的精度相差不

大,平原地区的精度略高于丘陵地区。只要控制点的数

量合理,校正精度与遥感影像的范围无关。在北方向和

东方向上的精度可能与地区纬度有关。在正射校正过程

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点的数量、布置方案、精度问题。只

要控制点的数量、布置方案、精度合理,其正射校正的精

度可以控制在 1. 5个像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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