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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汛调度信息处理系统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该成果通过对遭受洪水威胁较大、每年防汛任务繁重的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防汛调度指挥过程进行

调查、分析和研究，考虑城市进一步发展对其增加的新要求，采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研究开发了以微型计算机

网络为基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城市防汛信息系统。 1．系统结构 (1)由若干工作站和其它外部设备组成的防汛

计算机网络； (2)计算机水情译电子系统； ， (3)气象信息接收处理子系统； (4)水文遥测信息子系统； (5)作

为重点开发的水、雨情分析显示子系统，包括如下功能模块：站网分布图、潮位分布图、水库水位分布图、河道

水位分布图、闸坝水位分布图、综合水情分布图、降雨分布图；降雨过程线、降雨等值线图、洪水过程线、雨洪

过程线、绘图仪绘制等值线；遥测水情分布图；库容曲线；洪水警告牌。 2．软件开发技术 (1)将原型法和工程

法结合起来，在工程化方法指导下，对原型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先开发一系列小软件模块，同用户交流。取得共

识后，再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这样的开发方法，投资少、效率高、效益好。 (2)在软件开发中，对于数据输入

模块，广泛采用了数据的正确性判别和容错技术。提高了软件的运行可靠性和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3)菜单设计

采用二级下拉式菜单，依靠彩条驱动、回车选中和人机对话方式引导用户操作。 (4)选择486微型机作为开发环

境。考虑到这一系列机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能力超过过去的小型机且价格低廉，一般单位都能接受。虽然与十

几万元以上的图形工作站相比系统开发难度加大，但可以减少用户的投资，且具有普遍适用性。配上大屏幕可以

满足一般用户的需要。 (5)采用C语言作为开发工具，依靠丰富的库函数开发的系统效率高、质量好，为系统移植

升级创造了条件。 (6)在各类数据库设计中尽量采用数据库方式而较少采用文件库形式。 (7)针对用户的要求，

按照内紧外松的原则将系统分解成十几个独立模块，处于同一层次的模块无横向联系，只同它上一级模块存在控

制上的联系。这样处理便于系统开发、维护。每个模块完成一个独立功能，众多模块构成一个系统。此外，为洪

水预报、水库调度等模块预留了接口。 (8)除总控模块，其它模块均在图形方式下工作，以顺应当前软件设计的

潮流，便于所有界面的统一，风格一致，即使离开汉字环境也能方便用户操作。 (9)所有数据输入无需用数字

键，这是保证不发生由此而造成系统失败的重要措施。 (10)在分布图中采用图形漫游技术使得面积有限的屏幕成

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窗口。保证了水系图比例正确，70余个测站的信息清晰显示。 (11)在各类过程线和曲线设计中

采用图形窗口和数据窗口并列，通过游动标尺和数据的同步，将图形表示的完整性和数据表示的精确性很好地结

合在一起。 (12)采用图形叠加技术，如典型次降雨和实时次降雨等值线图叠加、多站降雨过程线叠加、多站水位

流量过程线叠加，为用户了解降雨的时空分布、水位流量的时程变化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3)将各站特征值和实

时观测值同步显示，给用户起了一种提示作用，在汛情紧张时显得尤为重要。 (14)在降雨等值线图模块设计中，

为保证绘图质量，除了采用三角网控制、B三型样条拟合等技术外，还设计了一个全屏幕人工修正给定时段内各站

降雨量的子模块，大大改善了绘图质量。 (15)建立了历史水文数据库，通过各种图形显示技术将实时数据库结合

起来，为用户预测汛情发展提供参考。 (16)系统中程序名和数据文件名均采用等长度层次码分类管理技术，使其

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和确定的定义，具有唯一性和直观性，便于识别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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