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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VB编程语言,采用 AutoCAD二次开发技术、O ff ice二次开发技术,结合多年河道勘测经验,编写出一套功能全面、简单

易用的河道断面测量数据处理系统。该系统在多次大型测量任务的断面数据处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提高测绘产品质量的

同时,缩短了内业整理处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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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测绘仪器、测绘技术

的日新月异, 河道勘测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断面测量是河道勘测中一种常见的测量形式,过去

在资料整理中, 各项测绘数据、表格的整理一直没

有统一的标准。在实际生产中各单位根据各自的

实际应用情况都编写了相应的程序, 但都没有统一

的接口,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 降低了工作效率,

增大了出错的几率, 并且在提交的成果样式上不尽

相同。而软件开发商对河道勘测的特性不能全面

了解, 无法满足多功能的需要, 软件使用人员也无

法根据软件本身的缺点和错误对商品软件进行修

改和完善, 无法对软件的功能进行扩展, 导致在成

果出现错误时必须依赖软件开发商来解决。

目前测绘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如何在测绘市场

立足, 成果质量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满足质量的

同时, 也要注意产品的包装, 如果所有的测绘成果、

测绘资料在提交甲方的时候能够形成统一的标准,

并且都能够做到质量过硬、包装精美, 无疑将获得

良好的口碑并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全面推行

电子测绘、电子成图、一体化作业模式是今后测绘

的必由之路。总之, 开发一套完整、功能强大又简

单易用的断面测量数据处理系统具有一定的实

用性。

二、系统主要功能与结构

1) 测前数据准备模块: 测量前断面线的制

定及转换, 通常断面线包括固定断面线和临时断

面线两种, 固定断面线的制定是将原资料坐标文

件或方位角文件转换为目标格式即可; 临时断面

线需要根据河势即深泓或水边线走势及断面间距

等具体要求制定。 地形图中所需数据的反向提

取, 本模块可以根据指定编码从地形图文件中批

量提取所需数据, 如堤线数据、水边线数据。 测

深软件中各种所需数据的准备如目标点文件、边

界线文件等。

2) 数据录入模块: 包括原始数据自动备份及规

范化数据的功能。为保证成果质量及今后对于成

果的检查及利用, 备份原始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为

便于进一步整理和检查成果, 需要将原始数据作进

一步处理,得到一个规范标准的数据格式。

3) 数据处理模块: 该模块为本系统的核心模

块。包括全站仪数据处理、导线计算、水下测量数

据处理,以及各种断面数据处理, 包括常规累断面

数据处理及管线、隧道类断面的数据处理。

4) 数据转换模块: 本模块可以进行全站仪原始

数据格式与清华山维、CAD等软件之间的数据格式

转换。

5) 测量计算器模块:包括在测量中。

6) 成果输出模块: 包括常规类断面图输出、管

道类断面图输出、断面成果表输出。

7) 帮助模块: 包括本程序中使用的据格式及详

细使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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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的特点及关键技术

1. 全过程质量控制和管理

本系统在开发过程中严格执行 ( SL 257 2000)

相关规范。本系统的建立,旨在实现断面数据处理

一体化,实现从原始数据录入、数据存储到成果输

出的完美结合, 做到各个环节的无缝连接。系统能

对含有粗差和错误的数据进行提示和处理, 并在质

量控制和管理中,通过程序控制和人工干预相结合

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检查效率和准确性。

2. 注重中间成果的保留及规范化

力争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实现透明化, 即整个处

理过程的中间数据都保留下来并加以规范。实际

工作中中间过程往往容易被忽视, 其实中间过程非

常重要,应作为正式成果进行归档和备份, 这方便

日后对成果进行检查和利用。

3. 系统开发路线的选定

断面处理模块为本模块的核心模块, 该模块包

括基础数据准备、成果输出断面图、成果输出成果

表。其中断面图分为普通类断面图及管道类断面

图。一般断面图成图格式为 AutoCAD文件格式,而

成图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通过 VB调用 AutoCAD成图。采用此方法

是比较容易实现,但调用 AutoCAD会占用很大的内

存,速度比较慢, 当断面图数目比较多时会引起很

大的不便,不利于检查和使用。并且在计算机上需

要安装 AutoCAD软件。

2) 通过 VBA实现断面图的绘制。此方法的优

点是速度较快、易于实现, 但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AutoCAD软件, 并且不能独立实现, 不方便用户的

使用。

3) 将断面数据转换为 SCR脚本文件, 在 Au to

CAD中调用 SCR文件,然后另存为标准格式。该方

法需要进行第二次转换,不能一步到位。

在比较上述几种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通过断面

数据直接输出 dx f格式文件, dx f格式为国际标准图

形交换文件。采用这种方法,具有不受其他软件的

限制、运行速度快的优点。

4. 系统功能全面易于操作

为使本系统能实现客户的要求, 本系统在图面

样式、线型选择、字体、版面等很多方面都能够很方

便地进行第二次定义。其中在断面图幅安排上用

户可以选择固定比例尺和根据客户图幅自由缩放,

前者在规定的图幅上按照规定的比例尺绘制,后者

可以根据图幅大小、断面长度, 自动缩放比例尺绘

制断面图, 以布满整图、美观为止。同时本系统还

包含以下几种关于图幅的个性化设置: 按照 A3

图幅,横向输出和纵向输出; 不固定打印纸张大

小,根据断面具体长度、具体比例尺设定纸张大小;

固定纸张, 根据纸张长度和断面长度调整其他

设定。

5. 多源数据完美结合

测量数据的来源有很多种, 包括各种测量仪

器、各种测量手段、历史资料及人工编辑的临时资

料。在系统中通过数据转换模块将各种数据转换

为统一的标准格式,系统中各个数据处理模块尽可

能做到使用相同的数据格式, 即一种数据格式可以

在几个模块中利用,如断面成图、成表、成布置图都

使用起点距文件,为用户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6. 采用的关键技术

1) dx f数据格式的分析和利用, 实现方便快速

的成果输出。

2) Excel的二次开发技术。在 VB应用程序中

调用 Exce,l实质是将 Excel作为一个外部对象来引

用,由 Excel对象模型提供能从 VB应用程序内部来

程序化操纵的对象以及相关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3) 数据质量控制自动化,将繁重的数据质量检

查如点距、明显不合理高程等可根据用户要求通过

计算机自动完成。

4) 可根据需要指定任意比例尺、任意纸型的断

面图。

5) 实现测前数据准备、数据采集和录入、数据

处理、成果输出等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断面测量。

四、系统的具体应用

本系统自 2003年开始编写, 历经修改, 日趋完

善。该软件已在很多大型测量任务中得到应用, 包

括 2003 2009年历次三峡工程长江固定断面测量、

洞庭湖断面测量、长江中下游堤防隐蔽工程测量和

多项工程测量、多处管线类断面测量。

五、结束语

较同类软件, 本系统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程

序设计更科学,在设计过程中坚持将本系统设计成

傻瓜 类软件, 争取做到人人会用、人人可用。

界面设计简单, 帮助文件全面易用。运用该软件

完成的测绘成果严格执行相关规范, 图表美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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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区域 1磁法测试等值线图

图 10 区域 2磁法测试等值线图

探测结果中测线 1~ 5磁异常曲线表现为峰值

异常, 峰值对应于图 9中磁场强度高值区域。测线

6~ 10磁异常曲线表现为谷值异常, 谷值对应于

图 10中磁场强度低值区域。峰值位置与谷值位置

均为磁棒位置,这是因为在两个区域中管道内磁棒

方向相反。试验结果表明通过将磁棒导入被测管

道,用高精度磁测能够测出明显的磁场异常区域,

从而确定出地下管道平面位置。

高精度磁测法测试结果表明, 将磁棒导入非开

挖非金属管道,利用高精度磁力仪测试地表上方一

定区域内的磁场异常, 能够有效地判断出管道位

置。但是该方法受环境的影响较大, 当有车辆通过

时,磁场值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因此, 当采用该方法

在道路附近测试时宜在夜间车辆较少时进行,以排

除干扰。同时, 此方法受其他并行管线的干扰较

小,为近间距并行管线探测的一种新的思路。

四、结束语

非开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城市管理和综

合资源的有效应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城市地下

管线的维护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非开挖工

艺敷设地下管线的探测过程中, 应该结合实际情

况,综合使用多种物探方法来对地下管线的定位和

定深作出科学的判定, 为施工方提供科学可靠的

依据。

参考文献:

[ 1] 侯树刚, 陈静. 非开挖技术的发展研究 [ J]. 科技进步

与对策, 2003( S0): 232 233.

[ 2] 马宏辉, 张理河. 以服务意识整合非开挖技术资源的

实践 [ J]. 非开挖技术, 2008, 25( 4): 21 24.

[ 3] 姚海波.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在罗泾工程的

应用 [ J]. 化工装备技术, 2009, 30( 1): 60 63.

[ 4] 靖向党. 非开挖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对

策 [ 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1, 2( 3 ):

8 11.

[ 5] 李恒.非开挖铺设工程在城市环境中的施工风险分析

及规避 [ J]. 非开挖技术, 2009, 26( 3): 43 46.

[ 6] 余佳嵩. 综合物探技术在非开挖铺管工程中的应

用 [ J]. 广东科技, 2007, 168( 6): 131 132.

[ 7] 陈穗生. 管线探测四大难题的探测要点 [ J] . 工程勘

察, 2007( 7): 62 67.

[ 8] 张胜业, 潘玉玲. 应用地球物理学原理 [ M ] . 武汉: 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4: 1 2.

[ 9] 杨志军, 吉小军. 电磁法探测地下金属管线的理论及

误差分析 [ J]. 地质测量技术, 2009, 32( 6): 8 11.

[ 10] 丁海超, 王万顺, 吕莉 . 探地雷达探测地下管线技术

与应用实例 [ J] .中国煤田地质, 2006, 18( 1): 60 63.

[ 11] 王峰, 阮斌, 沈秋平. 物理探测技术在非开挖技术领

域中的应用 [ C] 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论文集.

上海: [ s. n. ], 1995: 141 145.

[ 12] 张汉春. 非开挖特深管线的探测技术分析及展

望 [ J]. 地球物理学进展, 2010, 25( 3): 1092 1097.

(上接第 48页 )

需人工干预,可以直接进行成果归档和提交。通过

对本系统的测试和具体应用,结合具体生产需要和

本程序自身存在的不足, 计划在今后的学习和生产

中,不断对本系统进行升级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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