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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倪伟新主编的《信息采集系统》介绍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采集
系统，包括水情、旱情、工情采集系统的基本概念，系统组成，信息流程，系统设计，关键技术，采
用设备，数据处理，建设与管理等。
《信息采集系统》内容全面、系统、实用性强，可供从事水利信息化研究、设计、开发、建设、运行
、维护等各方面工作的工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院校师生参考，同时对于从事其他工
程建设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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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报汛站 （1）在测站终端机的控制下，按《报汛任务书》规定段次，自动完成定
时自报和在雨量、水位达到加报标准时随时自报。
 （2）接受水情分中心的查询、召测。
 （3）报汛站实现主备通信信道的自动切换。
 （4）流量、泥沙等水情信息，能通过人工置数方式传输到水情分中心。
 （5）具有现场、远程下载固态存储器数据的功能。
 （6）具有远程工作设定和工作参数修改的功能。
 （7）具有良好的电源管理和通信管理功能，包括向水情分中心报告电源状态信息。
 （8）自动采集各项水文数据。
 （9）测站各项设备要符合结构简单、可靠、低功耗的原则，能在无人值守的条件下长期工作。
 （10）遥测终端机支持本地／远程校时功能。
 2.集合转发站 （1）具有报汛站的所有功能。
 （2）实时接收下属遥测站的自报数据并连同自身的信息合并转发往分中心。
 （3）实时响应分中心的召测命令，并对下属遥测站进行召测操作，接收的数据进行打包处理后发送
至分中心。
 （4）能接收水情分中心转发来的信息。
 （5）有些集合转发站还具有简单分析／查询和洪水预报功能。
 3.水情分中心 （1）全天候值守、实时接收报汛站、集合转发站（含中继站）主动发送的水情信息，
定时接收各站点通信设备工作状态信息。
 （2）向报汛站发指令，主动查询、召测数据，远程下载报汛站固态存储数据。
 （3）对所接收的信息实时进行解码、合理性检查、纠错，并按要素分类进行存储。
 （4）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流域、其他水情分中心及测站转发水情信息。
 （5）对报汛站、集合转发站（含中继站）进行远程工作设定和工作参数修改等，包括校时、报汛时
段的变更和开机、关机等。
 （6）具有与邻近流域（河段）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中心站联网的功能，实现信息共享。
 （7）具有良好的电源管理和通信管理功能。
 （8）可以远程查询分中心实时遥测雨水情数据库，雨水情信息可提供任意时段的Web远程查询。
 （9）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信息发布，支持网上信息发布及告警。
 （10）对数据接收准确性、误码率、畅通率、迟报、误报、漏报进行分析，得出各种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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