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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库运行管理的现状出发，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方面对水库安全管理
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
主要内容有水库安全管理基础知识和法规与制度、水库大坝安全监测、水库养护维修与除险加固，水
库防汛与抢险、水库防洪安全控制、水库现代化管理技术及发展趋势等。

本书既可作为广大水利工作者和水库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用书，也可作为有关水库，运行管理培训班
学员及水利类专业院校学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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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GPS表面变形监测系统一般由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
数据采集系统包括GPS基站和测站，一般情况下GPS基点应至少2个。
 目前所采用的GPS表面变形监测系统均为静态方式，即通过观测基点与测点之间的相对坐标确定测点
的位移。
GPS基准点位于水库大坝两坝肩的坚固岩石上，每个基站和测站配置一套GPS接收机和通信机，监测
中心与基站、测站之间的通信可采用无线超短波、光纤等方式。
 5.全站仪观测 全站仪可进行大坝表面变形的三维位移监测，它能够自动整平、自动调焦、自动正倒镜
观测、自动进行误差改正、自动记录观测数据，并能进行自动目标识别，操作人员不再需要精确瞄准
和调焦，一旦粗略瞄准棱镜后，全站仪就可搜寻到目标，并自动瞄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全站仪配以专用软件，就可使整个测量过程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实现全自动化。
在水库大坝表面变形监测中，目前使用极坐标法进行测量。
整个系统配置包括：全站仪、棱镜、通信电缆及供电电缆、计算机与专用软件。
 影响三维极坐标测量精度的主要因素有仪器的测量精度，观测点的斜距及垂直角。
后两者涉及到大气的气象改正、水平折光、垂直折光等许多复杂的因素，故很难精确求出，从而降低
了点位的测量精度。
然而根据变形监测的特点，需要测量的只是相对变化量，若采用建立基准站进行差分的方法，可以大
大提高测量结果的精度。
 全站仪变形监测系统中，控制机房内部的控制计算机通过电缆与监测站上的自动化全站仪相连，全站
仪在计算机的控制下，对基岩上的基准点及被监测物上的观测点自动进行测量，观测数据通过电缆实
时输入计算机，进行实时处理，结果按用户的要求以报表的形式输出，故监测人员在控制机房就能实
时了解全站仪的运行情况。
 该系统的测量过程为：每个测量周期均按照极坐标的原理分别采集基准点和观测点的斜距、水平角、
天顶距，将基准点的测量值与其真实值（通过建立基准网得到）相比，确定差值，该差值可认为是受
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由于全站仪的自动化测量，测完一周期只需要lorain，则可认为上述诸因素
对基准点和观测点的影响是相同的，同时计算得到变形点的实际坐标，根据两周期的实际坐标差，就
可求出变形点的三维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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