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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目前煤炭行业称重系统应用情况 , 研究并设计出一种分布式称重系统 (DMS)。该系

统结合了 C /S和 B /S的优点 , 既有 C /S的快捷性和安全性 , 又有 B /S的客户端无平台性 , 有效解

决了目前煤炭称重系统中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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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煤炭称重业务数据是信息数据基础来源 , 所以

加快称重业务信息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目前煤炭

行业的称重系统应用情况表现如下 :

(1) 一些企业仍然直接通过读取 A /D转换仪

器信息 , 进行手工记录。

(2) 有些企业虽然应用计算机辅助采集称重

数据 , 但其称重系统仍是基于 DOS的单机版本 ,

无法做到上下级单位信息及时交流。

(3) 一些企业尽管实现了称重系统联网 , 但

是在网络故障时 , 不能保障称重业务正常运作 , 并

且采用单一的 C /S模式 , 不方便管理人员出差时

查询业务。

(4) 目前的称重系统不能有效阻止一些人为的

篡改数据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 , 以福建某煤炭企业为例 , 设计

并实现了 C /S和 B /S模式相结合的分布式称重系

统 (DMS, D istributed Measurement System ) , 不仅

使系统在网络故障情况下仍正常运作 , 同时也方便

出差人员查询业务 , 并有效地阻止人为作弊现象。

2　系统分析与设计

　　目前煤炭行业称重部门主要有矿井、发运站。

矿井把煤发往发运站 , 由发运站负责销售。矿井和

发运站都配备地秤来称取煤的质量。称重系统需要

读取、录入地秤数据 , 并查询和打印出相关报表。

211　系统分析

　　目前经典的分布式设计模式为客户端 /服务器

端 (C /S) 和浏览器 /服务器 (B /S) 模式。若采

用单一的 C /S模式 , 将使得外出人员不能及时查

看业务信息。而采用单一的 B /S模式 , 一旦网络

出故障 , 整个系统将陷入瘫痪。综合分析 , DMS

采用 C /S和 B /S混合模式 , 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

首先采用 C /S模式 , 在称重部门安装客户端软件

进行称重业务。其次使用 B /S模式 , 通过权限控

制 , 使上层部门相关人员通过浏览器 , 随时随地对

各发运站和矿井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 并对错误记录

进行查询、修改、删除 , 从而防止基层有关人员篡

改数据 , 保障信息的准确。

　　考虑到煤炭企业网络实际情况 , 即在网络中断

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称重业务 , 各称重工作部门均保

留本地数据库 , 在网络畅通的情况下 , 将处理的业

务数据分别保存到本地数据库和中央数据库 , 当网

络出现故障时 , 可以先将业务数据保存在本地数据

库 , 并当网络畅通时 , 立刻通过后台程序将本地数

据传输到中央数据库。

212　系统设计

21211　系统网络平台的构建

　　网络平台的构建是实现分布式称重系统的硬件

保证 , 也是构建整个系统的基础。项目组通过对某

煤炭企业业务和网络化建设进行分析后 , 需对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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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进行改进 , 并对新网络提出要求 : 高带宽、低

成本、安全可靠。通过比较和筛选之后 , 项目组选

用基于 ADSL 的 VPN (虚拟专用网 ) 解决方案 ,

这一方案是传统的第三层 VPN的一种延伸 , 是可

以构建在 ADSL, Cable Modem, ISDN , Modem 等

使用动态 IP的 Internet接入方式之上的第三层 VPN

系统 , 这种结构的网络可使得出差的员工通过虚拟

拨号的形式 , 进入总公司局域网。整个网络解决方

案具有结构简单 , 投入费用少的特点。通过配置

VPN服务器来实现新的网络平台 [ 1 ]。DMS网络结

构如图 1所示。

图 1　DMS网络结构

21212　系统数据库设计

　　实现本地数据到中央数据库传输 , 需保障本地

数据表结构与中央数据表一致。

(1) 本地数据库设计。本地数据库包括称重业

务表、部门表、子部门表、产品类型表、产品子类

型表、客户表、地秤类型表、组用户表、用户表

等。

(2) 中央数据库设计。中央数据库包括称重业

务表、部门表、子部门表、产品类型表、产品子类

型表、客户表、地秤类型表、中央组用户表等。

3　系统实现

　　根据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 DMS采用双重数据

库 (本地数据库 -中央数据库 ) , 那么相对于一般

C /S模式的直接连接服务器而言 , DMS实现难点

就是称重本地数据到中央数据库的传输 , 也是

DMS创新于一般网络化称重系统之处。

311　称重数据传输的实现

31111　基础数据的配置

(1) 配置本地数据库和中央数据库 , 定义 Ini2
file文件将中央数据库的 IP地址、数据库名、数据

库登录名、密码存储在 ini文件中。

(2) 建立数据库链接服务器 , 从而保障本地

数据库与中央数据库之间的通信。

　　实现上述功能的模板如下 :

　　 {

　　 / /读取中央数据库配置文件

　　 Read ( center1 ini) ;

　　 / /判断本地数据库和中央数据库是否建立连

接

　　 If (Center1connetcion) then

　 　 Ado1sql1 text: = ‘ select 1 from master1
dbo1sysservers where srvname = ’ +链接服务器名 ;

　　 If (Ado1 isemp ty) then

　　Ado1sql1 text: =‘exec sp _addlinkedserver’ +

服务器别名 ;

　　 Else

　　 Begin

　 　 Ado1sql1 text: = ‘ select 1 from master1
dbo1sysservers where servname = ’ +服务器名 ;

　　Ado1sql1 text: =‘exec sp _addlinkedserver’ +

服务器别名 ;

　　End;

　　 }

31112　公共信息的下载

　　由于部门、子部门、产品、子产品、客户、用

户组、用户属于公共信息 , 经上层部门统一修改 ,

被各矿井和发运站的本地称重系统业务同时使用 ,

所以各单位使用前需要下载最新的公共信息 , 保障

各单位数据的一致性。

　　实现公共信息下载的步骤为 :

(1) 在本地数据库里 , 建立部门表存储过程、

子部门表存储过程、产品表存储过程、子产品表存

储过程、客户表存储过程、用户组表存储过程、用

户表存储过程。各存储过程的功能是从中央数据库

的对应表下载数据 , 然后插入到本地数据库相应的

数据表中。

(2) 在程序里建立一个下载线程 , 用来执行

公共信息下载的存储过程。

(3) 每次打开程序时 , 先执行下载线程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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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中央数据库最新的公共信息下载到本地数据

表。

　　实现上述功能的模板如下 :

　　 / /执行下载线程代码

　　p rocedure DownThread1Execute;

　　begin

　　try

　　 / /连通链接服务器

　　DMConnection1DM1ConCenter1open;

　　Excep t

　　 {抛出异常 };

　　end;

　　try

　　 / /执行公共信息下载存储过程

　　ADOLocaldown1Close;

　　ADOLocaldown1SQL1Clear;

　　ADOLocaldown1SQL1Add (‘exec DownloadU s2
er’) ;

　　ADOLocaldown1ExecSQL;

　　⋯⋯

　　Excep t

　　 {抛出异常 };

　　end;

　　end;

31113　称重业务数据的上传

　　考虑到网络故障的情况 , 为保障数据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 , 就要求各矿井、发运站在网络一旦畅

通后 , 能够及时地将本地业务数据传输到中央数据

库。实现称重业务数据上传的步骤为 :

(1) 在本地数据库里建立业务表存储过程 , 其

功能是将本地的称重业务数据传输到中央数据库称

重业务表。

(2) 在程序里建立一个上传线程 , 用来执行

业务表存储过程。

(3) DMS在客户端通过程序检测网络状况 ,

一旦网络畅通 , 自动执行上传线程 , 将本地的数据

上传到中央数据库 , 同时捕捉异常 , 进行事务回

滚。

(4) 为了方便用户 , 在客户端创建手动上传

数据功能 , 即当工作人员下班后 , 需要关闭称重系

统 , 而数据并未完全传输到中央数据库的情况下 ,

若网络通畅 , 工作人员可以采用手动上传 , 大约

20 s就可将数据传输完毕。

　　实现上述功能的模板如下 :

　　 / /执行上传线程

　　 {

　　p rocedure TranThread1Execute;

　　begin

　　try

　　DMConnection1DM1ConCenter1open;

　　Excep t

　　 {抛出异常 };

　　end;

　　 / /在线程里执行上传存储过程

　　try

　　ADOLocalTran1Close;

　　ADOLocalTran1SQL1Clear;

　 　 ADOLocalTran1SQL1Add (‘ execup loadload2
W eight’) ;

　　ADOLocalTran1ExecSQL;

　　⋯⋯

　　Excep t

　　 {事务回滚 };

　　end;

　　end;

　　}

312　W eb查询统计的实现

31211　B /S结构功能模型

　　用户通过浏览器发送请求到 W eb应用服务器 ,

再由 W eb服务器通过数据库访问网关 , 并和中央

数据库建立连接 , 从中央数据库提取相应的数据进

行处理 , 然后把结果返回给用户。B /S结构功能模

型如图 2所示。

图 2　B /S结构功能模型

31212　权限分配

　　权限分配的实现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员工的管理

权限和业务范围为依据 , 管理权限是指总经理和分

管业务的经理必须看到所有称重单位的数据 , 而每

个称重单位领导仅能看到自己单位的数据 , 其次 ,

根据员工的业务范围 , 公司的员工应当可以看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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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称重部门的相关数据 , 而位于下级则只能看到自

己单位的数据 , 通过在用户登陆时记录其权限及所

在部门来显示或隐藏相应的链接。

31213　称重业务明细与统计查询

　　称重业务的查询包括明细查询 (自定义查询 )

和统计查询。明细查询可按称重部门、日期、煤

种、车牌号、客户等进行查询。明细查询有利于上

层相关人员及时有效地对错误记录进行修改或删

除 , 并对异常记录进行追踪 , 有效地防止了基层部

门人为地篡改数据。

　　称重业务统计是将业务数据分类 , 得到相关的

汇总数据 , 以反映公司生产、销售和效益的情况 ;

也可将相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横向 (各部门生产和

销售 ) 和纵向 (历年生产和销售 ) 对比 , 使管理

人员能够根据统计报表数据 ,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公

司未来的发展 , 制定相应的企业策略方针。查询得

到的数据 , 可以采用柱状结构图或饼状结构图形式

表现 , 使得结果清晰、简易 , 通过使用水晶报表来

完成数据的分类统计。

4　结 　　语

　　该 DMS已经开发完成并在福建某煤炭公司投

入运行。与以往煤炭称重系统相比 , DMS不仅界

面美观、操作简单、便于管理 , 更重要的是解决了

目前煤炭称重系统存在的缺陷 , 同时又结合了

W eb的特点 , 充分利用网络化优势 , 不仅使得外

出人员能方便地查询业务 , 同时由于修改权限集中

在 W eb查询 , 有效杜绝了个别基层人员篡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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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论

　　通过对济宁二矿九采区 93上 06回采巷道变形

破坏的原因分析及其机理的研究 , 得出在深部特殊

的围岩结构和复杂的地质条件下 , 深部回采巷道出

现非线性大变形的主要原因是支护系统和围岩不耦

合造成的。本文应用非线性大变形设计方法 , 采用

耦合支护设计理念 , 并对初步设计参数和施工过程

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 , 在支护体与围岩达到耦合的

前提下充分发挥 “锚网索 - 围岩体 ”的整体力学

效应 , 弱化变形不协调部位 , 实现支护一体化、荷

载均匀化 , 对于同类工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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