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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自动化监测系统介绍



•序言

• 基坑的发展趋势：大、深、复杂。危险性逐步增大。

• 对基坑安全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已经刻不容缓。目前

传统的监测手段及时性和真实性还是存在较大的问题。

•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监测设备的不断进步，我们需要

创新监测模式，向智能化智慧化发展



• 自动化平台现场展示

• 自动化监测项目应用

• 监测平台功能介绍

• 项目介绍



• 项目介绍

• 此次汇报以保利都汇大厦的监测项目作为试点。

• 本项目设2层地下室。基坑支护周长约427m，最大开挖深度

约9.90m。

• 基坑支护方式采用"SMW工法（搅拌桩墙插H型钢）+预应力

锚索"及“放坡+喷锚”。



• 监测平面图



• 基坑变形监测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常规监测（点） 自动监测（点）

1 基坑顶部水平位移监测 14 8

2 基坑顶部沉降位移监测 14 4

3 周边道路沉降监测点 10 ——

4 周边管线沉降监测点 22 ——

5 周边建筑沉降监测点 16 ——

6 地下水位观测孔 9 4

7 锚索应力计监测点 12 7

8 深层水平位移观测点 11 ——

9 型钢应力监测点 4 4



• 自动化平台现场展示

• 自动化监测项目应用

• 项目介绍



数据采集系统 分析处理系统

数据传输系统

可视化系统

专家系统

预警系统

无线基坑自
动化监测系
统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传输系统

分析处理系统

预警系统

专家系统

可视化系统

无线基坑自动化
监测系统



数据录入方式

兼容多种数据输入方式，并都有相应的防

止作假功能措施，可以满足不同设备配置监测

单位的工作要求，不会立马增加监测单位的购

置成本。

手动上传

手机上传

自动上传

输入方式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登录界面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项目位置显示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监测单位信息/监测人员信息查看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项目监测概况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趋势图查看



• 介绍监测云平台
• 报告在线编辑



• 自动化平台现场展示

• 监测平台功能介绍

• 项目介绍



• 自动化监测应用

• 地下水位自动化监测



• 地下水位监测目的在于检验基坑止水帷幕的实际效果，以避免基坑施工对相邻环境

的不利影响。本工程采用振弦式渗压计水位计，预先放入钻孔中。当被测水压荷载

作用在渗压计上，将引起弹性膜板的变形，其变形带动振弦转变成振弦应力的便化，

从而改变振弦的振动频率。

• 地下水位自动监测

• 电磁线圈激振振弦并测量其振动频率，

频率信号经电缆传输至采集仪读数装

置，即可测出水荷载的压力值。经过

换算即可得到水位深度。



• 锚索应力监测

• 自动化监测应用



• 锚索测力计是用于长期监测混凝土结构物、岩石边坡、桥梁等预应力

的锚固状态，并可同步测量埋设点温度的振弦式传感器。通过线缆传

输的实时测量值至采集仪，并利用仪器特性参数可算出锚索所施加的

压力。

• 锚索应力自动监测

• 锚索测力计在测力钢筒上均布着数支振弦式应变

计，当荷载使钢筒产生轴向变形时，应变计与钢

筒产生同步变形，变形使应变计的振弦产生应力

变化，从而改变振弦的振动频率。电磁线圈激振

振弦并测量其振动频率，频率信号经电缆传输至

读数装置，即可测出引起受力钢筒变形的应变量，

代入标定系数可算出锚索测力计所感受到的荷载

值。



• 围护墙竖向位移

• 自动化监测应用



• 通过持续或周期性的对基坑支护进行观测，确定沉降观测点沉降量及变化趋势，

分析基坑支护沉降变形速率及最终沉降量，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防止支护结

构破坏和环境事故的发生，保证支护结构和相邻管线及建筑物的安全。

• 竖向位移自动监测

• 液压式静力水准仪依据连通管原理的方法，

用液压静力水准仪内的压敏传感器测量每个

测点相对与端头液位罐相对高差，再设定某

个相对稳定的测点为基准点，再通过计算求

得各点相对于基点的相对沉降量。



• 型钢应变监测

• 自动化监测应用



• 表贴式应变计为振弦式弹性梁结构，适用于焊接到各种钢结构的场合，如：型钢、

坑道的支撑、桩和桥梁等。也可用螺丝安装固定在各种结构的表面，长期监测其

表面应力和应变；并可同步测定埋设点的温度。

• 表面应变计由两块安装钢支座、微振线圈、电缆组件和应变杆组成。安装时使用

一个定位托架，用电弧焊将两端的安装钢支座焊（或安装）在待测结构的表面。

被测物体产生应变使得两支座产生相对位移从而使应变计两端圆盘相对移动，这

样就改变了张力，用电磁线圈激振钢弦，通过监测钢弦的频率求得被测物的变形。

• 型钢应变自动监测



• 测斜数据手机上传

• 自动化监测应用



• SR-INCX型测斜仪采用数字式传感器作敏感元件的仪器，它广泛应用于：深基

坑开挖、地铁地基、公路地基、挡土墙、坝体及山体滑坡等工程方面土体内部

位移变化的监测, 它是一种必配的测量仪器, 它在工程的应用对及时掌握工程的

质量以及保证工程的安全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整套仪器由；读数仪、专用电缆、活动探头、数据通讯&处理软件等部分组成。

通过蓝牙模块，可在检测现场立即通过手机APP将数据传上监测云平台，杜绝

人为因素对数据的干预。

• 测斜数据实时上传



• 自动化监测项目应用

• 监测平台功能介绍

• 项目介绍



• 自动化平台展示

• 数据实时上传



• 报警系统-报警短信接收人设置

• 自动化平台展示



• 模拟报警-手动输入超过警戒数值

• 自动化平台展示



• 预警-平台变成红色

• 预警-相关人员收到短信通知

• 有关人员核实预警数据及现场情况—＞误报—
＞解除警报-- ＞组织专家提出解决办法

• 报警-平台变成红色

• 报警-相关人员/专家收到短信通知及邮箱推
送项目相关资料

• 报警-立即组织专家论证提出解决办法

• 自动化平台展示



•既有建筑自动化监测系统介绍



四、结语

三、功能展示

二、系统特点

一、系统介绍



◆系统简介

危房自动化监测系统是对监测数据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管

理及分析的平台。能真正实现数据无线网络自动传输、数据规整、结果

计算、趋势分析、预警设置、报警通知、报告推送等功能。

系统构成：

➢ 网络数据管理平台

➢ 现场数据集成节点

➢ GPRS或手机上传模块

一、系统介绍



◆工作流程

一、系统介绍



面向具体的监测人员，针对具体的工程，进行方案建议、

数据采集分析、预警、报告编制、紧急情况处理建议等

功能，为业主提供整套的技术支持。

一、系统介绍

信息管理模块 分析预测模块

数据管理模块

报告管理模块方案编辑模块

监测数据采集

分析客户端

安全评估模块

数据采集
分析客户

端



对本监测公司的监测人员、技术主管和公司负责人建立相

应的账号，在公司平台上实现工程申报、附件上传、数据录入

上传、报告的编辑和推送。实现公司内部监测数据采集上传和

报告管理的无纸化系统管理。

一、系统介绍

监测单位
公司平台



四、结语

三、功能展示

二、系统特点

一、系统介绍



二、系统特点

自动上传

传感器全自

动采集，完全不

用人工操作，可

以设置任意时间

间隔采集，节省

人工，降低工作

难度，可以做到

24小时实时监测。

数据集成盒



二、系统特点

⚫现场示意

房屋倾斜自动化测量

房屋沉降测量

房屋裂缝测量

自动化上传集成模
块



⚫应用领域：

应用于危旧房屋、建筑基坑、桥梁、地灾等项目的内力、沉降、水平位移、变
形、裂缝等自动化监测。

⚫主要优点：

1、24小时实时监测：通过实时在线监测，掌握危房实时的沉降倾斜变化。

2、报告推送：监测结果实时显示，自动生成监测图形数据报告，定期推送报表
给监管部门。

3、多重分级预警：各点采用三级预警管理，出现异常后，第一时间以短信、广
播、邮件等形式发送给相关部门。实现综合预警功能。

4、紧急方案处理：建立经济方案专家系统库，遇到紧急事件，及时提取处理方
案，采取人员介入、封锁现场等措施，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4、趋势预测分析：对危房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实现结构稳定性预测分析。

5、历史数据存储：监测数据存储，为以后同类工程提供类比依据。

6、现场视频查看：可在线远程操作现场摄像头，并可截图，掌握实时现场情况。

二、系统特点



四、结语

三、功能展示

二、系统特点

一、系统介绍



三、功能展示

⚫工程分布图

与账号相
关的工程
分布情况

帷幄千里、第一时间掌
握管辖危房整体情况



三、功能展示

⚫机构信息管理

机构信息
设备信息
人员信息

单位、人员、设备信息状
态清晰明了，方便管理



三、功能展示

⚫工程信息管理

工程申报
工程驳回
工程审核

逐级申报审核，多重审查
，权限明确，过程清晰。



三、功能展示

⚫监测数据管理-监测概况

工程概况
快速查看

快速了解具体工程的整体
资料信息和变形概况。



三、功能展示

⚫监测数据管理-报警情况

工程报警
处理情况

监测报警信息及时
查看，及时处理。



三、功能展示

⚫监测数据管理-数据情况

具体工程
数据查看

具体数据查看分析，
支持多点对比分析。



三、功能展示

⚫监测数据管理-视频管理

现场视频
查看保存

在线查看现场施工状况
，保留影像资料。



三、功能展示
⚫历史数据管理

快速查找历史数据

历史工程
数据查看



三、功能展示

⚫报告编辑

在线编辑
监测报告

多种类型报告，在线编
辑上报，提高效率



三、功能展示

⚫短信管理

收件人可人为设置，
可灵活添加收件人



三、功能展示

⚫ 公告信息管理

公告发布
和查询



三、功能展示

⚫日志管理

报警登入
和修改日
志记录

各种操作查询追踪，
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四、结语

三、功能展示

二、系统特点

一、系统介绍



◆ 系统的作用

•对本监测单位

➢ 保证现场监测数据和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可追述性

➢ 保证数据分析过程的透明度和及时性

➢ 保证监测报告与数据的一致性

➢ 保证数据安全，为数据和档案管理提供高效的管理工具

➢ 监测数据现场实时传输，提供更高效的团队协作模式、实现异地远程

协同工作

➢ 提高危房监测行业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结语



◆ 系统的作用

对监督监管单位

➢ 实现“监测单位”和“监管方”在统一的平台下规范管理

➢ 实现客观评价、集中管控和高效监管的目标

➢ 可以达到规范监测市场、保证监测质量、维护监督系统

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目的

四、结语



四、结语

◆愿景

➢ 提供高效，快捷，可靠的基础设施安全服务，基于物联网

技术实现的智能化在线安全监测平台系统。

➢ 呈现数据完整、真实，更加专注于重点部位及参数，涵盖

状态评估、风险趋势及保养维护。

➢ 引领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高支模实时监测系统介绍



一、建设背景

二、高支模监测方法与系统介绍

三、新旧方法对比与系统优势分析

四、配套硬件、软件平台介绍

五、科技成果与案例介绍



一、建设背景



6
3

四、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施工现场
安全防护，特别要强化对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的管理，以及对不良地质地区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
评估或论证。推进信息技术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建筑施
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
全全覆盖、多层次、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培训制度，提升从业人员安
全素质以及各方主体的本质安全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19号



» 高支模:全称高大模板支撑系统。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12月26日发布的《建设工程高大
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中定义:

危险性较大高支模：高度超过5m，或搭设跨度超过10m，
或施工总荷载大于10kN/㎡，或集中线荷载大于15kN/m的
模板支撑系统。

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高支模：高度超过8m，或搭设跨
度超过18m，或施工总荷载大于15kN/㎡，或集中线荷载大
于20kN/m的模板支撑系统。





2014年3月9日20时30分，湛江市遂溪
县岭北镇广东北部湾农产品流通综合
示范园区内一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坍塌，
现场参与施工的32名工人中31人不同
程度受伤，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初
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支撑
楼面倒制的支架不固而造成倒塌。

2014年3月9日22时20分，云浮市云城
区城北新世纪广场工地在混凝土灌浇
施工时意外坍塌，事故造成2人死亡、
1人重伤、2人受轻伤。



2017年7月18日，武汉光谷，一建

设中的高架桥上的支模脚手架发
生坍塌，一辆经过的面包车被压，
车内5名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其中
1人抢救无效死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16年房屋市
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情况通报》：

2016年，共发生27起较大事故，其中模
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8起、死亡30人，分
别占较大事故总数的29.63%和31.91%，高
居各类较大安全事故类型之首。



二、高支模监测方法与系统介绍



» 准备工作——检查搭设情况

» 监测设备——外围采用光学仪器

» 观测指标——高支模的变形

◼监测频率——半个小时

◼异常处理——停工，上报相关部门

空间盲区

监测盲区

时间盲区

响应盲区



地面沉降 顶杆失稳 扣件失效 整体倾覆

模板沉降 承压过大 模板沉降 整体位移







◼准备工作——检查搭设情况

◼监测设备——自动化监测设备

◼观测指标——高支模整体水平位移、

模板沉降、立杆轴力、杆件倾角

◼监测频率——1Hz高频率实时监测

◼异常处理——现场预报警，监测系
统数据查询及上报相关部门

整体监控

多参数监测

实时监测

及时响应



三、新旧方法对比与系统优势分析



监测项目 传统方式 实时监测

监测方式 人工观测 自动化监测

监测设备 光学仪器 监测系统

监测内容

水平位移 水平位移

外围沉降 模板沉降

无法监测 立杆轴力

无法监测 水平杆倾角

无法监测 立杆倾角

监测频率 半小时 实时（1Hz）

异常响应 人工通报 现场声光报警

响应时间 大于半小时 秒级响应

传统监测方式的烦恼



上报

常规观测

实时无线监测报警

采用光学仪器，依靠人工监测，观察间隔较长，
监测频率为20—30分钟一次。并且，作业人
员只能了解高支模外围情况而无法感知高支模
安全情况，在异常处理上存在响应不及时情况，
导致发生危险时作业人员难以及时安全撤离危
险区域

先进稳定可靠的无线高支模实时监测设备及
监测系统，其采用自动化监测手段，通过无
线方式对高大支撑模板进行无线安全监测，
将高支模监测变得更加安全和方便，通过报
警提示可以预防事故的发生，减少人员和财
产损失，



四、配套硬件、软件平台介绍



高支模无线数码采集仪

高精度倾角计 拉线位移计 声光报警灯负荷压力计

高支模无线采集器



1、以既有混凝土柱、剪力墙等固定结构为参考点，设置

水平位移传感器，监测高支模支架的整体水平位移；

2、以支模体系地面为参考点，在梁底，板底模板安装竖

向位移传感器，监测模板沉降；

3、选取荷载较大或有代表性的立杆，在立杆顶托和模板

之间安装压力传感器，监测立杆轴力；

4、选取对倾斜较敏感的杆件（如荷载较大或易产生水平

位移的立杆），在杆件上端部安装倾角传感器，监测杆件倾

角。





安装实例



安装实例



安装实例









多窗口实时显示

监测时程曲线

预报警传感窗口

自动升序显示

异常状窗口边框

颜色提示



采用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

记录平台所有监测数据

根据工程和时间

调取监测记录

界面友好

稳定可靠

记录可查



五、科技成果与案例介绍



正在通过专利事务所申报相关

专利

•高支模实时监测系统发明专利

•高支模实时监测系统实用新型

专利

•高支模监测模板沉降测量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高支模监测测斜传感器快装扣



与会专

家对高支模

实时监测系

统给予了高

度评价。



»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混凝土模板支
撑工程和承重支撑体系安全监测工作的通知》（穗建质〔2014〕168
号）

监测参数——整体水平位移、模板沉降、立杆轴力、杆件倾角。

监测方法——积极采用实时监测方法。

监测阶段——预压、混凝土浇注过程

»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建筑施工模板支撑系统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穗建质〔2014〕233号）

再次要求督促工地积极采用实时监测的自动化措施，保证监测数
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2013年12月24日
/

2013年12月26日

对该工程进行施工
安全实时监测



» 工程名称：广州地铁运营中心项目——地铁指挥

中心大楼大堂。

» 模板高度：三层架空层，高为14.950m。

» 高支模形式：扣件式满堂脚手架支撑系统，钢

管直径为48mm，壁厚为3.6mm。

» 模板面积：约2000m2 。







轴力

沉降

倾角

西南角主梁 东北角主梁

整体水平位移



2014年4月3日

对该工程进行施工
安全实时监测



2014年4月10日

对该工程进行施工
安全实时监测



2014年4月15日

对该工程进行施工
安全实时监测



2014年4月15日
开始

对该工程进行施工
安全实时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