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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消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实现从缺陷发现 

到处理及注销的全程高效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漏检、错 

检的发生次数。 

随着电网的日益扩大，传统线路巡检模式所引发 

的电网安全隐患已日渐突出，同时也无法适应线路管 

理信息化的发展要求。为此，我们采用 Visual C++ 

开发工具和SQL Server数据库开发了智能化巡检管理 

系统。使用该系统可以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现 

场业务管理，巡检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收集和处理 

数据，管理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里掌握业务运行状况， 

巡线业务处理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但可以提 

高工作效率，而且对于保障电力的安全运行和减少人 

为差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系统的推广和应用，必 

将有利于提高线路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有 

利于提高供电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形象，确保电力 

线路长期高效稳定运行。 

4 结语 

以GIS作为可视化平台进行电网高级应用功能集 

成的开发，对于解决 目前信息系统面临的“信息孤 

岛”，解决多系统间数据共享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 

考模式，同时对于以GIS为基础平台做企业应用的载 

体平台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们依此思路利用 

电力设备以地理空间的唯一性作为关键索引，以GIS 

为基础平台在多系统接口和整合方面可以进行深一步 

的工作，尝试将重庆电力公司近几年完成的雷电定位 

监测系统、污区电子地图和各种在线监测系统逐步在 

GIS平台上以集中体系进行建设，形成一个依托于电 

子地图的高效、动态、实时、互动性强和数据统一的数 

字电网，逐步解决“信息孤岛”问题，达到企业信息一 

体化建设的目的，带来企业整体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 GPS技术在导航定位、授时校频、高精度测 

量方面的开发、推广和应用，必将不断推动电力系统中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整个电力系统的工作效 

率。基于GPS的输电线路智能巡检系统将使输电线 

路巡检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靠拢，减轻巡视 

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进一步提高输电线路的生 

产管理水平，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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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交通土建工程学术交流会"会讯 

“2006年第二届中国交通土建工程学术交流会”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将于2006年4月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举行。 

本次交流会在筹备之初面向交通土建工程领域的从业人士进行论文征集，于2006年3月中旬出版(2006年中国交通土 

建工程学术论文集》，预计长达将近1000页的论文集分为上、下两册，收录论文200余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目前。组委会正积极组织参会代表来蓉参加会议。已有来自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成都地铁有 

限责任公司、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八局有限公司等公司代表报名参加此次会议；上届参会单位有广州地铁总公 

司、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政工程总公司、中 

铁大桥勘测设计院、广州地下铁道设计研究院、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地铁指挥部等单位的近200名代表报名参加 

此次会议。 

为了让各位代表能在“2006年中国交通土建工程学术暨建设成果交流会”上“满载而归”，组委会向交通土建工程领 

域的专家、学者们发出了邀请，王梦恕、陈新等院士将出席本次交流会，同时，也特别邀请到中国铁道部副部长，铁道部相 

关司、局领导，中国铁道学会理事长，成都地铁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部长等领导到会。届时，业内专家及相关领导将在会 

上发言并做专题报告，相信本次交流会将成为近年来我国交通土建领域内少有的高层次会议。 

如需参会．请咨询西南交大科技产业集团产业促进中心：028—87634738 87601177 

http：／／key．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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