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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文测报系统充分融合信息采集、信息传递等多种功能,其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主要分为控制中心、遥测站以及

信息传输通道。水文测报系统在水资源调度和防汛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分析遥测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水文测

报系统中的运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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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河流水量的季节变化十分明显,因此也会频繁出现

洪涝灾害,而水文测报系统在洪涝灾害控制中起着非常关键

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自然灾害数量明显增多,因此有关部

门必须高度重视水文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有效降低灾害造

成的损失。 

1 遥测技术概述 

水文测报系统最早被应用在对汛期水文数据资料的收

集以及水文站网资料的收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以及大

数据技术的普及,使得任何地方都能对数据信息进行调用,

利用共享情报来实现对水文信息的预测、预报。遥测技术在

水文测报系统中的应用进一步发挥出了水文测报系统的共

享性和及时性。 

遥感技术充分融合遥感技术和通讯技术,其主要分为两

种形式,一种是有线遥感,一种是无线遥感。有线遥感通常是

应用电话线和光缆等实现信号传输。由于在信号传输中需要

传输介质的支持,因此遥感技术的应用也受到了较大的约束

和限制。无线遥测技术则应用光波、电磁波和声波作为主要

的传播介质,保证了信号远距离传输的质量和效率,打破了

其他技术在信号传输方面的限制。现如今,我国电子信息技

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无线遥测技术得到了明显的完善,且

被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军事和水文等领域。 

2 水文测报系统构成原理 

水文测报系统主要由远距离水文信息传输设备和自动

化技术组成,系统中涵盖了多种设备,如传感器、通讯设备和

计算机局域网等。系统主要用来以较快的速度获取汛情水文

数据,并且可协助工作人员制定更加有效更具有针对性的防

汛措施。现如今,该系统实现了与水文数据库的信息共享与

功能融合,进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自动化测报系统,能

够更好地顺应多方面的水文信息需求。水文测报系统主要由

遥测站、中继站以及接收站构成,遥测站主要的设备有传感

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控制设施。中继站主要涵盖了信息中转传

输设备,接收站内部设有接收、处理信息的计算机设备,现已

经形成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水文测报系统结构。 

3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中无线遥测技术的应用分析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主要用途是采集水位、流量和雨量

等遥测站内的相关信息,然后及时处理信息,处理后将其传

递给水情信息中心。遥测站的终端主要有三大功能,主要是

信息采集、数据存储和信息中心通信。 

3.1 设计思路 

遥测终端系统软件以循环为核心,主程序需要初始化系

统参数,并及时询测水文传感器,从而合理分析系统上电的

主要原因,明确系统上电后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式,有效处

理运行中的子程序。 

遥测终端系统软件结构中,系统软件的模块相对较多,

而且不同模块之间的独立性较差,既需要彼此通信,也需要

以储存单元和信息的共享来实现模块间的通讯功能。在通讯

的过程中,应先设置存储区,消息发送前可将需要传送的信

息数据放入储存区。另外,还要及时设置消息标志及后期处

理的标记。处理程序进入到存储区时,即可以(标志)获取更

加全面和准确的数据信息。 

RTU 硬中断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实时时钟引起的中断、

键盘引起的中断以及雨量计引起的中断。大多数时候,系统

均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将上述三个中断激活,系统方可平稳

运行,及时执行中断处理程序。系统处于上电状态时,主循环

可实现系统自检和系统初始化,可有效保证硬件的平稳运行,

按照工作的基本要求设置参数。以系统中断模式下启动主循

环,可有效检测并处理软中断,从而明确是否满足基本条件,

若满足条件则可直接将条件应用于中断处理程序,保证系统

维护的质量,同时执行通讯指令。若条件不符合要求则直接

进入低功耗的省电模式。 

3.2 中断服务程序设计 

硬终端程序具有十分显著的时效性,其能够及时对外部

信号做出反应,并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在中断服

务程序设计中,主要分为三个环节。 

3.2.1 定时中断 

每天上午 8 点,RTU 可自动向中心控制站传输重要数据

信息,同一时期,水位检测也会在定时中断的作用下启动,系

统维护周期也应利用时钟中断来启动,如触发定时中断后,

系统会逐一检测是否处于定时发报时间、水位数据采集时间

和维护时间等。在检测中,若能够满足水位采集的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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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水位传感器方可自动开启,完成数据采集工作。若已经满

足系统维护的时间,也可自动开展系统维护,上午 8 点即可

向中心控制站传输数据信息,系统和中心控制站中可采用

GPRS 来通讯,如无法正常启动 GPRS,则需利用专业设备的超

短波通信信道上传数据信息。 

3.2.2 雨量硬中断 

我们知道降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这种自然现象时刻

变化,且不能总结固有的规律,因此不确定性较为明显。所以,

系统雨量计也要做好雨量信号的“监听”工作,实时测量降

雨量。雨量硬中断主要的作用是统计雨量传感器发送的雨量

计量脉冲信号,从而实现雨量计量计数单元的计算工作。 

3.2.3 按键中断 

按键中断的主要功能是及时处理按键信号,按键中断主

要是确定按键启动信号。若键盘处于工作的状态,单片机也

必须进入到休眠状态,如启动中断,则应第一时间进入按键

处理程序。其扫描时间较短,为毫秒级。处于中断状态后,

需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随后及时关闭按键中断。采取这种

处理方式主要是由于此时无法再次出现按键中断,如在扫描

中发现按键失稳的问题,则会直接进入到该键位对应的子程

序处理当中。如处于按键中断状态,则单片机也会扫描键盘,

从而明确按键的具体位置,顺利地进入到处理的子程序当

中。在扫描按键时,需全面关注按键的抖动情况,所以工作人

员也要在处理的过程中结合实际设计去抖动程序,在运行中

也可利用专业的去抖动软件保证去抖动的整体效果。如完成

按键设置环节后按键长时间无反应,则可判定为超时,然后

重新开启按键终端,这时要允许系统处于休眠状态。 

4 遥测技术的发展概述 

遥测技术出现于 19 世纪中期,遥测技术应用于航空航

天领域则始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之后,遥测技术也普遍应

用在了飞机、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试验领域当中,且该技

术在上述领域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遥测技术的发展。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的通信理论、通信技术和半导体技术

均得以明显改进,遥测技术在调制体制、传输距离、测量精

度和微型设备等方面得到了相对完善。60 年代后,遥测技术

发展中,设备集成化、固态化以及模块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遥测技术中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同时也在发展中出现了

可编程序遥测和自适应遥测的功能。在诸多领域应用遥测技

术,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加全面和可靠的数据信息,另一方

面也可为遥控目标物体提供更加详细和准确的实时数据,其

与遥控技术充分融合,使遥测技术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在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遥测技术在诸多领域均得到了

广泛应用,在水文监测中也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5 水文测报系统的应用分析 

目前,在某市水文系统建设的过程中成立了许多水文自

动测报系统项目,以期有效监测水情。建设系统后可自动采

集、存储、传输和处理水位、雨量等重要信息,且实现互联

网在线信息查询。 

再者,信息收集的时效性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真正地

实现了雨量及水位信息的全程监控。采集过程中也从雨量和

水位变为蒸发、气温、水质等,且日后的发展中还会与流量

在线监测充分结合,进而保证流量信息的自动采集和处理,

合理应用遥测技术有效实现水文要素的自动化采集与自动

化处理,不仅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还保证了水文信

息采集的密度、信息量及时效性和精度,以此全面提高防汛

指挥决策的及时性和合理性。 

在近几年发生的特大型洪水当中,水情监测系统能够为

政府防汛部门提供更加准确和及时的水文信息,其不仅可以

加强防汛抢险的科学性及合理性,达到转移和安置群众的目

的,而且也能减少洪涝灾害导致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这

其中无线遥测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6 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获知,水文测报系统中

无线遥测技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水文测报系统在预

防洪水灾害,加强水利资源调度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

遥测技术在系统稳定性、抗干扰、恶劣环境耐用性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只有促进无线遥测技术不断发展,

才能使得水文测报系统不断进步,运行趋于稳定,进而高效

的为防汛指挥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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