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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的通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常保平 

(安阳师范学院网络管理中心 安阳455002) 

摘 要 随着GIS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直观性特点很强的GIS已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监控系统，基于GIS的通用 

监控 系统解决了监控 系统的直观显示问题 ，提供了可重用的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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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monitor system based Oil GIS，it resolves the display problem of monitor control 

system and provides a reuse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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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 GIS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及监控系统范围的不 

断扩大，直观性特点很强的G1S已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监控系 

统 将 GIS应用在监控系统中，具有管理操作方便、直观化 

程度高等优点，当监控系统检测到数据变化时，可以在 GIS 

系统中直观地表示。基于GIS的通用监控系统旨在建立一个 

功能强大的通用的监控数据分析和通信平台，通过定义中间 

数据的结构、数据来源及其关联关系，系统可以对数据进行加 

工分析和输出处理。提高监控系统中数据显示的可视性。 

2 系统分析 

2．1 实现目标 

(1)对监控点的地理信息数字化。 

(2)监控采集数据与地理信息数据的相互关联。 

(3)实现数据的动态更新、检索查询、综合分析等功能。 

(4)实现通用系统与监控系统的数据交换。 

2．2 基本功能要求 

(1)G1S数据与监控系统数据的关联：通用系统的实现关 

键在于监控系统与GIS系统数据的有机结合，其关联关系关 

系到通用系统的可用性，通用系统要将两个系统的系统数据 

进行有机的关联 

(2)数据的编辑与动态更新：支持对监控点地理信息图 

形、属性数据的编辑以及监控数据的动态更新 

(3)图文互查：图文互查是该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通过 

监控地理信息显示相应监控点的监控数据，通过数据库查询 

显示相应的地理位置。 

(4)图层控制：主要控制监控地理信息的图层叠加顺序、 

显示顺序、显示比例等。 

3 系统数据处理设计 

Maplnfo可以直接操作关系型数据库，因此在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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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支持采用 Access、SQL Server 2000、Oreale以及 My 

SQL的通用关系型数据库。主要使用的数据有； 

3。1 系统接口数据设置 

dk type；系统数据库类型，选择 Access、SQL Server 

2000、Orcale、My SQL之一，分别用代码 1、2、3、4表示。该参 

数在系统初始时进行定义。 

layer；图层数，系统最多支持3层 

process监控系统主程序，用来在启动该系统时直接启 

动监控程序，与该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3．2 中间库的结构 

db-nB．me；数据库名称 

tb-nB．me；需要在 GIS上显示的表名 

field-m；需要在 GIS上显示的字段名 

alarm_fig；是否预警字段，o不是预警字段，1设置预警 

上限，2设置预警下限，3既设置预警上限又设置预警下限。 

max-val；预警上限 

mirLIval；预警下限 

3．3 图形数据 

图形数据用来保存 GIs数字地图数据，分别对应图层建 

立设置图形数据。 

4 系统设计与实现 

4．1 系统体系结构 

图1 系统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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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系统设计时，采用程序与数据相分离、图形与属性 

相分离的原则，将监控数据与 GIS的图形数据有机结合，利 

用Maplnfo和 VC++将监控系统与 GIS系统进行无缝连 

接。其系统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4．2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系统由以下功能模块组成： 

(1)工作环境初始化模块；在程序安装时进行设置，完成 

系统工作环境的设置，如使用的数据库系统、工作图层的数 

量、监控程序的接口、需要在GIS中显示的内容等。 

(2)监控数据显示模块；实现监控数据在 GIS上的直观 

化显示，该模块能够直观显示监控系统的数据和属性。 

(3)预警处理模块；负责对需要显示和处理的数据进行预 

警线的判断，通过数据比较将预警告知监控程序。 

(4)GIS图形处理模块}负责图形的数据采集、编辑、更新 

等功能。 

(5)监控程序接口模块；负责启动监控线程，从而达到监 

控和显示数据同步的效果。 

4．3 系统流程及主要功能模块的实现 

(1)监控数据的 GIS显示与查询功能模块：该模块是系 

统的核心模块，负责实现将监控点的检测数据直观的显示在 

GIS图形中，当选择一个监控点时，系统将根据系统设置在图 

形中漂浮显示指定数据。系统图形在显示中每一个监测点用 
一 个圆点代表检测点的地理位置，显示时根据监控数据及监 

控点通讯情况显示不同的颜色，绿色表示一切正常，红色表示 

检测数据超标(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黄色表示检测点与监 

控中心通讯异常(包括通信异常、监控设备工作异常等)。 

数据查询对任意监控点的相关内容按时间段、监控情况、 

超标情况等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以报表的形式进行存储 

和打印。 

(2)GIS图形处理模块：负责图形的数据采集、编辑、更新 

等功能。主要处理图形数据的采集输入、编辑更新更功能，借 

助 MapInfo已有的处理手段将监控系统的监控地理范围内的 

地理信息输入存储到数据库等文件中，并且根据需要进行编 

辑修改和更新，供监控系统信息查询模块使用。 

(3)预警处理模块：预警处理模块 以线程的方式进行工 

作，它处于定时工作方式，根据监控系统的时间要求定时对监 

控数据进行检查，当检测数据超限(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时 

设置相应的标志，其处理流程如图2所示。 

图 2 预警处理 

4．4 系统安全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通常从数据安全、访问口令安全等方 

面着手解决。在数据安全方面监控系统中通常利用数据库系 

统本身提供的安全措施进行监控系统的数据安全保障，根据 

系统数据和资金情况可以采用双机自动热备或手动数据备份 

方法进行。访问口令安全方面采用操作系统级和应用系统级 

两方面措施，在应用系统级安全性方面包括用户对系统的操 

作权限、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控制以及口令密码加密存放等 

措施。 

结束语 该系统的研制为监控系统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数 

据处理平台，通过对中间数据库的定义实现监控数据与GIS 

数据的接口的有机结合，使监控系统的开发更加轻松，达到数 

据处理重用的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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