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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地质钻探施工设计和施工过程管理信息化提供了技术基础。 本文在分析地质钻
探信息流和信息化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化的总体思路和技术方案，主要由钻探技术信息
交互平台、钻探施工设计系统和钻探施工过程管理信息系统组成，包括合同管理、设计管理、钻孔管理、设备管理、
材料管理、统计报表、领导关注、档案管理 ８大功能模块。 该系统实施后可显著提高地质钻探设计、施工和管理水
平，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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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方

向［１］ 。 在地质勘探领域，岩心钻探方面的软件开发
大都集中在对采集出岩心样品的定位、研究、分析和
管理上。 南卓铜等［１］

设计了基于 Ｗｅｂ 共享的工程
钻探信息系统；郭雅芬和过仲阳［２］研发了基于Ｗｅｂ-
ＧＩＳ的岩心管理信息系统；肖文波［３］研发了一种基

于分布式体系结构的地勘项目管理系统；王维等［４］

在青海湖钻探信息系统中集成了钻井日报录入模

块、岩心扫描模块、岩心成分及岩石构造描述模块、
样品分析模块、ＷＥＢ 信息制作模块等；张晨［５］针对

岩土层钻孔数据提出了数据库多级管理的方法，将

设计人员的信息录入与内核操作分为不同层级。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的不断普

及，管理信息系统及其相关辅助设计软件已经在工
业、农业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 ３Ｇ／４Ｇ 网
络的广泛覆盖，移动终端设备（如手机）具备实时网
络互连的功能。 本文通过对地质钻探信息化需求和
信息流分析，总结出了地质钻探信息平台的主要构
架和内容，研发了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

1　需求分析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普及

化，建立一个网络化的钻探信息交互平台，以满足各



方的需求，其中信息平台信息共享重点是承包商，除
了解行业发展和发布相关信息外，还有 ２ 个重点是
钻探施工设计和施工过程管理。 因此，为满足各方
的需求，钻探施工管理信息化主要包括钻探技术信
息交互平台、钻探施工设计和施工过程管理系统，同
时彼此交互和共享信息的需求。

通过分析钻探相关信息流和各方的需求，可得
出地质钻探信息流和信息共享网络结构图。 其中钻
探技术信息交互平台是实现信息共享和满足各方需

求的核心。
该系统总体设计思想是通过对地质钻探过程中

的钻孔信息进行全寿命管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钻孔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达到提高地质钻
探信息管理水平及生产效率，控制生产成本及作业
风险，促进钻孔信息共享的目的。 系统还可以及时
积累、收集、分析各类管理信息并能自动生成用户所
需的各类报表，基本实现钻探生产管理现代化的无
纸办公要求。

2　系统架构和功能实现
2．1　地质钻探信息交互平台

钻探技术信息交互平台功能包括信息资源共

享、信息发布和应用接口管理等。 为实现信息资源
共享，钻探信息交互平台需考虑采用基于 ＷＥＢ 的
Ｂ／Ｓ开放平台架构［２］ ，页面内容设计可采用综合性
行业门户网站的形式。

门户网站（Ｐｏｒｔａｌ Ｗｅｂ，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ｅｂ），是
指通向某类综合性互联网信息资源并提供有关信息

服务的应用系统。 可把信息技术同企业的管理体
系、生产流程和商务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并为企业提
供服务。 门户网站通常有 ５ 种形式：（１）搜索引擎
式门户网站，可提供强大的搜索引擎和其他各种网
络服务；（２）综合性门户网站，该类网站以新闻信
息、娱乐资讯为主，如新浪、搜狐；（３）地方生活门
户，该类网站是时下最流行的，以本地资讯为主；
（４）校园综合性门户网站，网站以贴近学生生活，如
大学生生活网、腾讯校园等；（５）专业性门户网站，
主要是涉及某一特定领域的网站，包括游戏、美食
等；（６）行业门户网站，相对于综合性门户网站来
说，行业信息和资源更加集中，是企业开展网络营销
的首选。

综合性行业门户网站的核心是数据库建设，数

据库的质量决定了钻探信息交互平台建设的成败，
为方便实现数据库的共享和后期实时更新，数据库
系统宜采用基于Ｗｅｂ的开放式设计，为广大钻探工
程设计与施工技术人员提供一个易用、实用、适用的
数据查询平台。 数据库内容包括：地质、水文、钻探
等数据库，其中重点是钻探数据库，包括：钻探设备、
工具、材料、工艺和工程案例等。
按照综合性门户网站和地质勘探行业的技术特

点，设计出了地质钻探信息交互平台系统结构，如图
１所示。 其中，专业用户可采用行业专网，普通用户
可采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连接；该行业门户网站服务器需设
立Ｗｅｂ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图 １　钻探信息交互平台系统运行结构图

2．2　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构架
常见的局域网（ＬＡＮ）是能够满足要求的系统

硬件体系结构。 地质钻探施工管理系统构架，为了
保证地质钻探施工的数据实时性，设置了一个移动
终端，供施工现场使用，其配置如图 ２所示。
系统软件采用 Ｒｕｂｙ ｏｎ Ｒａｉｌｓ 框架，该框架属于

经典的 ＭＶＣ 架构，即模型（Ｍｏｄｅｌ）、视图（Ｖｉｅｗ）以
及控制器（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模型（Ｍｏｄｅｌ）负责维持应用程序的状态，有时

这种状态是短暂的，只在用户的几次操作之间存在；
有时则是持久的，需要将其保存在应用程序之外
（通常是数据库中）。 模型携带着数据，但又不只是
数据；它还负责执行施加于这些数据之上的业务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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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信息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

视图（Ｖｉｅｗ）：负责生成与用户进行交互的界
面，通常会根据模型中的数据来生成。 视图可以允
许用户以多种方式输入数据，但输入的数据是一定
不会由视图本身来处理。

控制器（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负责协调整个应用程序的
运转，接收用户的输入，并调用模型和视图去完成用
户的需要。 当请求到达时，控制器接收请求，并决定
由哪个模型构件去处理请求，确定由哪个视图来显
示模型处理返回的数据［６ －８］ 。

该架构的执行顺序如下：（１）浏览器发出 ＨＴＴＰ
请求给 Ｒａｉｌｓ；（２）路由根据规则决定派往哪一个控
制器的操作；（３）负责处理的控制器操作模型数据；
（４）模型存取数据库或数据处理；（５）控制器操作将
得到的数据填充到视图模板；（６）返回最终的 ＨＴＭＬ
页面给浏览器。
2．3　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设计

依据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流和需

求分析可给出系统功能框架图。 主要框架内容如
下。

（１）施工合同管理：提交合同，主要技术参数管
理；所有钻孔完工，提示合同执行完毕。

（２）施工设计管理：提交设计书，主要技术参
数；随钻孔竣工进入档案管理。

（３）人员管理：现场施工人员配置管理；角色有
队／院领导、中层领导、项目经理（钻孔管理员）、机
长（班报管理员）、合同管理员、施工设计管理员、材
料管理员、设备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人事管理员、系
统管理员、钻工。

（４）施工过程管理：包括单个钻孔和班报表管
理；钻孔施工完毕，提示钻孔资料进入档案管理，同
时增加相关完孔存档资料。

（５）材料管理：出入库管理；随钻孔竣工进入档

案管理。
（６）设备管理：设备配置和出入库管理；随钻孔

竣工进入档案管理。
（７）档案管理：施工合同、施工设计、竣工钻孔

资料管理（含相关人员、材料、设备资料）。
（８）统计分析：人事管理员录入、查询和统计，

设备管理员录入、查询和统计，材料管理员录入、查
询和统计，施工设计管理员录入、查询和统计，合同
管理员录入、查询和统计，机长班报表录入、查询和
统计，项目经理完孔资料录入、查询和统计。

（９）系统管理：字典、权限、角色管理等。
2．4　施工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实现

地质钻探管理信息系统包括合同管理、设计管
理、钻孔管理、设备管理、材料管理、统计报表、领导
关注、档案管理 ８大功能模块。

（１）合同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于钻孔合同的信
息化管理，包括新增合同、合同列表、合同完成功能。
其中，“新增合同”用于签订合同时录入合同内容相
关信息；“合同列表”用于查询合同的相关信息；“合
同完成”用于合同执行完成后，将合同信息历史存
档。

（２）设计管理。 要用于钻孔设计书的信息化管
理，提交针对某个钻孔或矿区的钻探施工设计和设
计书的提交，目前功能仅为某个钻孔或矿区提交相
应的施工设计书。

（３）钻孔管理。 本系统的核心模块，主要用于
实现钻孔的全寿命周期管理，包括新增钻孔、钻孔配
备、钻孔查询、钻孔终孔、班报填写、班报修改、班报
查询功能。 其中，“新增钻孔”用于录入钻孔的静态
信息；“钻孔配备”用于配置钻孔的人员、材料和设
备信息；“钻孔查询”用于查询钻孔的相关信息；“钻
孔终孔”用于在钻孔完成时，将钻孔信息历史存档；
“班报填写”通过手机或电脑录入钻孔过程中的班
报信息；“班报修改”班报填写有误时，修改班报信
息；“班报查询”用于查询班报信息。 该模块的典型
界面如图 ３ 所示。

（４）设备管理。 要用于实现钻孔所使用的设备
的信息化管理，包括设备库存、设备入库、设备处理
功能。

（５）材料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钻孔所使
用的材料的信息化管理，包括材料库存、材料入库、
材料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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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ＰＣ 端班报录入界面
（６）统计报告。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钻孔所使

用的设备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合同统计、钻孔统计功
能。

（７）领导关注。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公司领导
关注内容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合同情况、钻孔生产情
况、已完成钻孔情况、年度统计。 其中，合同情况用

于统计查询未完成的合同的整体执行情况；钻孔生
产情况用于统计查询钻孔的总体运行情况；已完成
钻孔情况用于统计查询已完成的钻孔信息；年度统
计用于查询年度的统计报表。 该模块的典型界面如
图 ４所示。

图 ４ 钻孔生产情况统计界面

（８）存档管理。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钻孔所使
用的设备的信息化管理。

3　结论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普及

化，为地质钻探施工设计与管理信息化提供了可能。
本项目在分析地质钻探信息流和信息化需求的基础

上，提出了钻探施工信息化的总体方案，研究并给出

了施工管理信息化的技术方案，利用 Ｒｕｂｙ ｏｎ Ｒａｉｌｓ
架构开发周期短、开发质量和效率高、可跨平台应用
等优点，设计开发了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包
括：钻探生产合同管理、设计管理、设备管理、材料管
理、人员管理、钻孔管理、信息利用、档案管理 ８ 大功
能模块，实现了钻孔全寿命周期管理。 主要研究成
果如下。

（１）给出了钻探施工信息化的总体方案，包括：

６８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６年 ４月　



钻探技术信息交互平台、钻探施工设计系统和钻探
施工过程管理信息系统 ３个主要系统。

（２）采用 ＭＶＣ 的系统架构，结合 ＰＣ 终端和移
动终端的应用模式，研究开发了地质钻探施工管理
信息系统（ＧＤＭＩＳ），该系统实现了钻探合同和施工
设计，钻探生产的人员、设备、材料等基础资料配置，
以及钻探生产班报表、钻探生产历史档案，以及统计
分析等功能。

（３）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经过 ２５６ 个钻
孔的野外生产使用证明，该系统可实现地质钻探钻
孔全寿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有力提高了地质钻探
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实现钻孔信息高度
共享，满足钻探技术管理部门的需求，可做到实时监
测钻孔生产全过程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问
题。

推广地质钻探施工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省部、
国家级的钻探资料共享、查询、统计和分析，可整体
上提高我国钻探施工管理水平，有利于推动我国钻

探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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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桩基施工情况

项目
总桩数／
根

桩位偏移合
格率／％

桩基低应变动力
检测Ⅰ类桩／％

碧春园桩基工程 ５８９ 蝌９５ x９６ 寣．６
滨海（空港）生产营业综
合楼桩基工程

３４６ １００ ９７　

太阳城 ６ 号地二、三期桩
基工程

６９１ ９８ x．５ ９６ 寣．５７

王顶堤南地块 １ －１９ 楼
桩基工程

１０９７ ９９ ９８ 寣．８６

欣悦华庭 （商住小区 ） １
号楼桩基工程

２９７ ９８ x．６ １００　　

6　结语
潜水钻机在粘土层中成孔工艺，效率高，经济效

果显著，比其他回转钻机有很大的优势。 但机身较
轻、结构简单，很容易造成质量问题。 通过设备钻头
改进、成孔过程重点控制、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操作
人员素质等方法，可使其在粘土层中施工应用时，能

有效地控制成孔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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