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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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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5. 数据采集和处理；6.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7. 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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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高大模板支撑系统监测的信息化管理，提高监测信息化管理水平 

及安全预警能力，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大模板支撑系统的监测。 

1.0.3 高大模板支撑系统监测及信息化管理系统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

合国家、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语 

2.0.1 高大模板支撑系统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高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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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高大支模。 

2.0.2 高大支模监测信息化管理系统 

由监测设备、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组成，实现高大支模监测数据的自动化采

集、传输、处理和预警，简称：监测管理系统。 

2.0.3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用于实现高大支模监测数据的处理、预警以及生成报告等功能的软件平台。 

2.0.4 支架 

支撑面板用的楞梁、立柱、连接件、斜撑、剪刀撑和水平拉条等构件所组成

结构的总称。 

2.0.5 支架竖向位移 

支架受荷载作用而产生的竖向变形或下沉。 

2.0.6 支架水平位移 

支架受荷载作用而产生的形状或水平位置的变化。 

2.0.7 支架倾斜 

支架结构中心线偏离铅垂位置。 

2.0.8 立杆轴力 

与立杆轴线相重合的承载力。 

2.0.9 监测预警  

当监测量达到或超过预警值而可能发生异常或危险状态时发出示警信号。 

2.0.10 监测工作站 

监测人员在监测地点设置数据采集装置并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的场所。 

2.0.11 自动化监测 

由计算机控制的仪器设备取代人工操作,对监测对象定时进行连续的监测活

动。 

2.0.12 断电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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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开外部电源后能够正常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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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高大支模宜采用自动化监测和监测管理系统。 

3.0.2 监测管理系统宜包括监测数据采集及处理、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及运行与 

维护机制。 

3.0.3 高大支模监测应编制专项方案，并应经相关方审核通过后实施；现场监测 

应严格按照监测方案进行，施工方案有调整时，监测方案应及时更新调整。 

3.0.4 高大支模监测应合理设置工作站及监测设施，监测测点应设置警示标识， 

并采取维保措施。 

3.0.5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应具备数据处理、数据展示、状态判别、信息反馈及 

数据安全等功能，应能及时反馈预警信息。 

3.0.6 监测管理系统宜通过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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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技术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监测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目的及依据、监测项目及测点布设、监测 

设备要求、监测周期及频率、监测人员要求、现场监测预警及应急措施。 

4.1.2 监测项目应包括支架竖向位移、支架水平位移、支架倾斜、立杆轴力、杆件 

关键部位变形等。其中支架水平位移和倾斜监测应包括支架结构纵横两个方向。 

4.1.3 监测点的布设应能反映高大支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势，监测点应布 

设在支架薄弱、荷载较大或变形较大的关键部位。 

4.1.4 监测设备技术指标应满足国家、行业现行标准的要求，在规定的校准有 

效期内使用。 

4.1.5 监测周期内应根据施工现场情况建立监测工作站，按照频率要求持续进行 

监测。 

4.2 工前准备 

4.2.1 现场施工人员和监测人员应进行应急救援预案培训。监测人员应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 

4.2.2 监测基准点和位移传感器临时工作基点的设置应符合监测要求。 

4.2.3 现场应设置声光报警设备，并能区分不同程度报警阈值。 

4.3 现场实施 

4.3.1 现场监测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实施。 

4.3.2 高大支模监测应贯穿混凝土浇筑等上部结构施工全过程。监测周期宜从混 

凝土浇筑等上部结构施工前不少于 0.5h 开始进行初始值采集，至混凝土浇筑完

成、人员与机械撤离、混凝土初凝且监测数据无持续增大趋势为止。 

4.3.3 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或其他可能影响高大支模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异常 

情况，应提高监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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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高大支模监测工作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站应能满足现场监测要求； 

2 工作站设置应遵循就近设站原则，应具有足够刚度、强度、稳定性，宜满

足防雨、防雷、防高空坠物、通风、通电及通讯等安全作业要求。 

4.3.5 监测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包括下列内容： 

1 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及预警值等参数的设定。 

2 数据采集、传输、处理等软硬件设备的功能测试； 

3 系统应试运行以验证稳定性和可靠性。 

4.3.6 监测初始值应在支架稳定的状态下采集，并取得稳定初始值。 

4.3.7 现场监测应确保通讯稳定可靠。 

4.3.8 监测数据应存档并备份。 

4.4 监测预警 

4.4.1 监测预警值应综合考虑高大支模的工程设计、混凝土浇筑方案、支架基 

础形式、周边环境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4.4.2 监测预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满足支架体系验算要求； 

    2 满足模板支架的安全要求； 

    3 满足周边环境和具体施工条件要求。

4.4.3 监测数据达到或超过预警值，应立即预警。 

4.4.4 预警方式宜包括声光预警及远程通知等，预警后应分析原因并排除危险 

后方可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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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处理 

5.1 监测数据采集 

5.1.1 监测数据采集应符合监测方案的要求，数据采集和传输应保证数据的真 

实、完整、及时和可靠。 

5.1.2 监测数据应包含仪器监测和巡视检查两种方式所获得的数据。 

5.1.3 监测数据应满足溯源、计算及校核的要求。 

5.1.4 仪器监测数据应采用自动化监测设备进行采集，并采用有线或无线通信方 

式进行传输。自动化监测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监测设备上传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监测设备基本信息、监测点信息、监测

状态信息、预报警信息、实时监测数据。 

2 监测开始、暂停、恢复、预警、报警、异常终止或结束时，监测设备须上

传监测数据和状态信息。 

3 监测结束后，监测原始数据宜导出成文件包并上传到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4 监测原始数据宜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便于溯源。 

5 监测设备与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通讯格式参见附录 C。 

6 数据采集设备应兼容多种监测设备，并具备断电续航能力。 

 

5.2 监测数据处理 

5.2.1 监测数据须上传至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并应定期备份。 

5.2.2 监测管理系统应具备对数据可靠性的判断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1 原始数据的筛查； 

2 异常数据的标识； 

3 数据丢失的预警。   

5.2.3 监测数据整理及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数据应包括原始数据、计算过程及结果数据、巡检信息、预警信息 

及监测成果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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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数据应按照工程项目、监测参数、数据类型及时间顺序分类整理， 

相应信息应标识清晰准确。 

3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宜按工程项目预警情况分类显示。 

4 监测结束后，监测数据应归档存储。存储时间不宜少于 6年。 

5 监测数据宜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分布式存证管理及链上历史数据查询， 

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便于溯源。 

5.2.4 监测管理系统应具备预警处理闭合流程。 

5.2.5 监测管理系统在预警情况下宜具备自动提高监测频率的功能。 

5.2.6 监测成果报告宜自动生成，并包含完整的监测信息。 

5.2.7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宜具备趋势分析和综合分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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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6.1 技术架构 

6.1.1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在技术架构上应包括基础设施层、平台支撑层、业务 

层和应用层 4层，见本标准附录 B所示。 

6.1.2 基础设施层宜采用自建私有云或政务云，提供平台运行所必须的计算、 

存储、网络等基础资源。 

6.1.3 平台支撑层应包括技术支撑平台、业务支撑平台和数据支撑平台，对整 

个平台的稳定运行形成有效的支撑。 

6.1.4 业务层应包括监测管理、实时监控、监测报告、监督管理、 

统计分析、工程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管理等。 

6.1.5 应用层应提供通过 PC浏览器、公众号、小程序或手机 APP访问平台的交 

互界面和友好的用户体验。 

6.2 平台性能 

6.2.1 平台交互界面的响应时间宜小于 3 秒，不应超过 8s。 

6.2.2 平台支持的并发数应满足用户总数乘于 20%的要求。 

6.2.3 平台应满足可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稳定性、一致性、 

容错性、安全性、先进性、适用性等特性。 

6.3 平台安全 

6.3.1 平台应对用户登录进行认证，记录认证日志，使用后端生成的一次性验 

证码。 

6.3.2 平台应对用户进行授权，不应接受未授权的访问。 

6.3.3 平台应记录用户的关键操作日志和程序运行异常日志。 

6.3.4 平台应只开放与正常运行相关的端口。 

6.3.5 平台应采取一定的网络隔离措施，将后端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限定在 

内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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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维管理 

7.1  运行监控 

7.1.1 运维技术人员应对网络、中间件、数据库等运行环境关键性能参数进行 

实时监控。 

7.1.2 相关运行环境关键性能参数峰值超过预先设定的阈值时，应及时通过微 

信、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运维技术人员。 

7.1.3 运维技术人员应对监测设备的在线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监测设备离线时， 

应及时通知监测设备管理人员。 

7.1.4 运维技术人员应对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接入接口服务、异常、响应 

时间等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7.2  数据备份与恢复 

7.2.1 监测数据宜采用增量备份，监测方案、预警数据、监督处理记录及监测报 

告宜采用全量备份。 

7.2.2 监测方案、预警数据、监督处理记录及监测报告宜采异地备份方式。 

7.2.3 运维技术人员应定期对备份文件进行有效性测试和验证。 

7.2.4 数据库恢复宜结合平台日志文件，将尚未备份的数据进行补充和更新，以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7.3  安全管理 

7.3.1 运维技术人员应定期对访问接入服务器、前端服务器、后端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进行安全扫描和安全审计，并形成安全分析报告。 

7.3.2 平台运行中涉及的口令应采用强口令策略，并定期更新口令。 

7.3.3 设备监测数据宜采用 HTTPS协议加密传输。 

7.3.4 平台运营方应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有序应对网络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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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高大支模监测报警值 

 

序号 监测项目 控制值 报警值 

1 模板支架 水平位移 Min（H/500，25mm） 0.8 倍控制值 

2 倾斜 ≤5‰ 0.8 倍控制值 

3 立杆轴力 后加荷载轴力设计值 0.9 倍控制值 

4 竖向位移 Min（H/1000，20mm） 0.8 倍控制值 

5 支架基础 沉降量 ≤15mm 0.8 倍控制值 

6 沉降差 Max（L/1000，

10mm） 

0.8 倍控制值 

注：1“H”为支模高度；“L”为相邻测点距离。 

2 对于门洞支架的过梁挠度报警值取跨度的 1/300。 

3 后加荷载是指安装仪器并初始化后增加的荷载，一般包括混凝土、施工人

员、机械 设备、振捣及冲击等产生的荷载及风荷载。 

4 模板支架竖向位移是指扣除支架基础沉降后的位移。 

5 支架基础沉降量报警值仅适用于天然地基。对于楼板作为基础时取楼板的

允许挠度值，该挠度值宜由设计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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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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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监测设备数据通讯协议 

C.1 通讯协议约定 

1 自动化监测设备与监测信息管理平台间基于 IP 协议网络通信，在传输层

使用 TCP 协议。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建立 TCP 监听，监测设备向监测平台发起

TCP 连接，建立连接后保持连接状态不主动断开，一旦连接断开则重新建立连

接。 

2 监测设备每次向监测平台发送数据，收到服务器应答则通信成功并停止发

送，10s 内未收到服务器应答则重新发送上传数据请求，连续 3 次未收到应答

则停止发送。 

3 监测设备须具有唯一编号，上传数据前应确保其已在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登

记备案。 

4 监测数据上传时须包含监测编号，监测编号宜在现场实施阶段由监测人员

在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登记监测任务后获得，并在监测设备上使用。 

5 监测数据上传时监测值数据单位和保留的小数位见表 C.1。 

表 C.1 监测数据单位和小数位 

监测项目 项目标识 单位 小数位 

立杆轴力 F N （牛） 1 

支架水平位移 H mm （毫米） 1 

支架沉降 V mm （毫米） 1 

支架倾斜 L 1/1000 (斜率) 1 

 

C.2 通讯命令格式说明 

C.2.1 通讯帧结构 

通讯数据帧由帧头、监测设备编号、命令符、帧流水号、帧长度、帧数据、

校验码、帧尾组成，帧结构见表 C.2。 

表 C.2 监测设备与监测信息管理平台通讯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1 byte 12byte 1byte 1byte 2byte nbyte 1 byte 1byte 

0x5A - - - - - - 0x6A 

帧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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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帧头，1 字节，固定为 0x5A。 

DID：设备编号，12 字节，字符串(不含结束符‘\0’)，设备编号要求唯一，宜采用

AAYYYYXXXXX 编号格式(AA 为生产厂家代码，YYYY 为四位年份标识，XXXXX 为流

水号)。 

CMD：命令，1 字节，其定义见表 C.3。 

ID：帧流水号，1 字节，0～255 循环，应答帧的 ID 与请求帧的 ID 相同。 

DL：数据长度，即 DATA 域的字节数，2 字节，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DATA：数据，DL 个字节，Json 格式，GBK 编码，日期和时间格式均为 yyyy-MM-dd 

HH:mm:ss。 

CC：校验码，1 字节，CC = SUM % 256，其中 SUM为数据帧中除帧头、帧尾和校验码

之外其余字节的和。 

TAIL：帧尾，1 字节，固定为 0x6A。 

 

C.2.2 命令码定义 

命令码值定义见表 C.3。 

C.3 命令码定义 

命令码 描述 

0x01 设备注册 

0x02 设备注册应答 

0x03 监测状态信息上报 

0x04 监测状态信息上报应答 

0x05 监测点状态信息上报 

0x06 监测点状态信息上报应答 

0x07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 

0x08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应答 

其他 预留 

 

C.2.3 通讯返回码定义 

监测平台所有应答数据帧均包含请求是否成功的返回码，其定义见表 C.4。 

表 C.4 通讯返回码值定义 

返回码 说明 

0x0000 数据上传成功 

0x0001 监测设备未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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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2 无效数据(数据格式或封包错误) 

0x0003 服务器内部异常 

 

C.2.4 设备注册登记 

监测设备上传数据前，须先向监测平台发送注册请求，注册通过后才能上报

监测数据。 

设备注册请求帧结构见表 C.5。 

设备注册应答帧结构见表 C.6。 

表 C.5 设备注册请求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1 1byte n nbyte 1byte 0x6A 

DATA 域内容： 

{ 

"DEVICE_CODE" : "EZ201700123",  //监测设备编号 

"MODEL" : "LRK-1",  //监测设备型号 

"TESTPRECISION" : "0.1",  //监测设备测试精度 

"ACCURACYGRADE" : "1",  //监测设备仪测试精度等级 

"FACTORY" : "某某仪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监测设备生产厂家 

} 

表 C.6 设备注册应答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2 1byte 2byte 2byte 1byte 0x6A 

 

C.2.5 监测状态信息上报 

用于上传监测总体状态信息。在监测开始、暂停、恢复(开始)、预警、报警、

结束等各个状态切换时间点都需要上传监测状态信息，某一时刻的监测状态以所

有测点所处的最高状态为准；在同一个监测状态下，处于该状态的测点数发生变

化时，也需要上传监测状态信息。 

监测开始、预警、报警及消警状态信息上传时，还需上传测点实时状态信息。 

监测状态信息和测点状态信息数据间存在数据关联关系，通过数据序号值关

联。数据上传时，先上传测点状态数据，后上传监测状态数据。 

监测状态信息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见表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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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状态信息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见表 C.8。 

表 C.7 监测状态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3 1byte n nbyte 1byte 0x6A 

DATA 域内容： 

{ 

"MONITORING_CODE" : "BH201612320002",   //监测编号 

"SENSOR_NAME" : "F,H,V,L"  //监测项目标识，多个项目间用逗号分隔 

"SENSOR_CODE": "F001,H001,V001,L001",  //监测点号列表，每个点号第一位为

标志位，必须为 F、H、V、L 四个标识之一；多个测点间用逗号分隔 

"SECTION_NUMBER":2, //监测阶段序号，从监测开始到结束每一次状态变化序号加 1 

"SECTION_STATE" : 1,  //监测状态 0 正常 1预警 2报警 3暂停 4安全浇筑

结束 5 发生事故结束 

"SECTION_START_DATE" : "2017-05-31 14:10:51",  //阶段开始时间 

"MONITOR_START_TIME" : "2017-05-31 09:13:42", //监测开始时间 

"DATA_ID" : "20170531141051" //数据关联 ID，保证唯一，与监测点状态信息对应 

} 

 

C.8 监测状态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4 1byte 2byte 2byte 1byte 0x6A 

 

C.2.6 监测点状态信息上报 

用于上传监测点实时状态和监测数据，以单个测点为单元实时上传，以下情

况下需上传测点状态数据： 

1 监测开始时上传一次全部测点实时状态数据； 

2 有监测点处于预警、报警状态时上传实时状态数据，若下一周期所有测点

状态无变化则无需再上传，若发生变化则需上传； 

3 所有监测点状态从预报警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时，需上传一次全部测点实

时状态数据。 

监测点状态信息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见表 C.9。 

监测点状态信息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见表 C.10。 

表 C.9 监测点状态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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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5 1byte n nbyte 1byte 0x6A 

DATA 域内容： 

{ 

"MONITORING_CODE" : "BH201612320002",   //监测编号 

"SENSOR_NAME" : "F",        //监测项目 

"SENSOR_CODE":"F001",       //监测点号，第一位为标志位，

必须为 F、H、V、L 四个标识之一 

"SENSOR_STATE" : 1,   //传感器在线状态 0 离线, 1 在线, 2 :暂停 

"ALARM_STATE" : 1,   //传感器监测状态 0 正常 1 预警 2 报警 3 暂停 4 安

全浇筑结束 5 发生事故结束 

"ACS_FREQUENCY" : 1,   //采样周期，单位:秒，默认为 1 

"WARN_VALUE" : 1000,   //预警值 

"ALARM_VALUE" : 1500,   //报警值 

"ACS_VALUE" : 1300.5,   //实时监测值 

"INSERT_DATE" : "2017-05-31 14:10:51", //采集时间 

"START_TIME" : "2017-05-31 09:13:42", //监测开始时间 

"DATA_ID": "20170531141051" //数据关联 ID，与监测状态信息对应 

} 

C.10 监测点状态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6 1byte 2byte 2byte 1byte 0x6A 

 

C.2.7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 

用于上传监测点实时状态和监测数据，每个采集周期上传一次，以单个测点

为单元上传。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见表 C.11。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见表 C.12。 

表 C.11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请求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7 1byte n nbyte 1byte 0x6A 

DATA 域内容： 

{ 

"MONITORING_CODE" : "BH201612320002",   //监测编号 

"SENSOR_NAME" : "F",        //监测项目 

"SENSOR_CODE":"F001",       //监测点号，第一位为标志位，

必须为 F、H、V、L 四个标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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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_STATE" : 1,   //传感器在线状态 0 离线,1 在线,2:暂停 

"ALARM_STATE" : 1,   //传感器监测状态 0 正常 1 预警 2 报警 3 暂停 4 安

全浇筑结束 5 发生事故结束 

"ACS_FREQUENCY" : 1,   //采样周期，单位:秒，默认为 1 

"WARN_VALUE": 1000,   //预警值 

"ALARM_VALUE" : 1500,   //报警值 

"ACS_VALUE" : 1300.5,   //实时监测值 

"INSERT_DATE" : "2017-05-31 14:10:51", //采集时间 

"START_TIME" : "2017-05-31 09:13:42" //监测开始时间 

} 

表 C.12 监测点实时数据上报应答帧结构 

HEAD DID CMD  ID DL DATA CC TAIL 

0x5A 12byte 0x08  1byte 2byte 2byte 1byte 0x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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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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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是阐明本标准编制的目的。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高大模板支撑 

工程越来越多，由于基坑开挖多在城市人群、建筑密集区，一旦失事，影响和损

失巨大。传统的人工方式开展基坑监测工作量大、数据传输和计算不及时，无法

保障基坑监测的有效性，对事故的发生无法有效预测。将信息化监测技术应用于

实际工程中，可减少人工操作和数据的人为干预，实现及时预警，结果可信度高，

对深基坑安全把控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大模板支撑项目的施工全过程，从管理勘察设计施工图文、 

资料，到支护、降水、开挖、回填施工过程中的监测，到施工完成后的检测验

收报告的全周期信息化管理。 

1.0.3 高大模板支撑系统监测信息化技术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国家其他现行 

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工程技术和产品标准配

套使用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诚信管理,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遵守国家

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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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章列出了 12 个常用术语,主要是为了简化规范条文、使用方便、表达意思

更准确一致。这些术语是针对本规范定义的,其他地方使用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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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明确了高大支模工程监测,能满足高大支模工程监测相关技术 

要求。 

3.0.2 本条明确了高大支模监测信息化管理系统监测数据采集及处理、监测信息 

管理平台及系统运行与维护机制。 

3.0.3 本条明确了监测数据采集应符合监测方案的要求。 

3.0.4 本条明确高大支模监测设施建设的要求。 

3.0.5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对于采集到的监测数据应具有数据处理的功能，在此基 

础上能够进行数据分析及成果展示，便于相关人员查阅浏览，当监测数据超出预

警值时，能够进行状态判别，及时发出预警信息，确保预警工作的及时有效；数

据安全指的是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和数据不因偶然和恶意的原因遭到破坏、更改和

泄露，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 

3.0.6 本条明确了高大支模监测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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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技术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明确了监测方案应包含的内容。 

4.1.2 本条规定明确了监测项目内容，其中杆件关键部位变形是指在最上部水平 

杆件上部立杆自由端与水平杆件交接受力最大的位置。 

4.1.3 本条规定明确了监测点布设的要求。 

4.1.4 本条规定明确了监测设备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 

4.1.5 本条规定明确了在监测周期内应建立监测工作站并严格按照频率要求持续 

进行监测。 

4.2 工前准备 

 

4.2.1 本条款规定了监测实施前应对现场施工人员和监测人员进行安全应急预案 

培训，并对监测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承重杆

件、连接件等材料的产品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检测报告以及高大支模搭设完成

验收报告。 

4.2.2 本条款规定了现场监测基准点和位移传感器临时工作基点的设置要求。 

4.2.3 本条款规定了工程现场应设置声光报警设备，并能区分不同报警阈值，比 

如达到或超过报警值但未达到控制值时，可采用平稳间断报警声；达到或超过控

制值时采用尖锐持续报警声。不同声光报警设置应体现在安全应急预案中。 

4.3 现场实施 

4.3.1 本条规定明确现场监测人员的要求。 

4.3.2 高大支模监测周期要求包括下列内容： 

（1）监测开始和监测结束的时间节点，其中高大支模监测结束时间节点 

的要求，主要是考虑混凝土浇筑完成，现场人员和机械撤离后，支架无新增荷载，

且现场施工人员已撤离，施工人员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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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凝土初凝且监测数据无持续增大趋势的要求是考虑混凝土初步凝 

固且支架变形曲线趋于平缓，支模体系风险进一步得到控制，避免因其他因素导

致支架失稳造成的安全风险。 

4.3.3 宜提高监测频率的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1）模板支架高宽比大于 3； 

（2）支架形式为门洞支架或悬挑模板支架； 

（3）地基存在不良地层； 

（4）存在可能影响支架基础安全的沟槽开挖等施工情况； 

（5）周边环境复杂，人流较多、交通繁忙、存在重要保护建（构）筑物等 

情况。 

4.3.4 对监测工作站的设置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考虑现场环境需要满足现场 

监测作业条件以及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的要求。 

4.3.5 监测系统调试包括下列内容： 

（1）监测参数设定； 

（2）硬件设备功能测试； 

（3）系统的整体试运行均为系统调试的必备内容； 

（4）满足现场正式监测的要求。 

4.3.6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初始值选取的要求。 

4.3.7 本条规定明确现场监测通讯设置的要求。 

4.3.8 本条规定明确测试点保护设施的要求监测数据应存档并备份。 

 

4.4 监测预警 

4.4.1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预警值综合确定的因素。 

4.4.2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预警值应符合的要求。 

4.4.3 本条规定明确触发预警的要求。 

4.4.4 监测预警是高大支模监测工作的核心，监测预警值的正确取值是监测预 

警工作的基础，本条首先明确了监测预警值的确定原则以及相关要求，另外对于

监测预警的条件不仅仅是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在现场巡检时发现的一些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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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高大支模体系稳定的异常情况同样需要立即预警。最后关于预警的方式推荐

采用声光预警及远程通知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考虑高大支模安全风险瞬时性的特

点，采用现场声光预警，能够及时对现场施工人员发出警情，有利于第一时间进

行人员撤离，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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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处理 

5.1 监测数据采集 

5.1.1 本条对监测数据的采集、传输提出了要求。监测数据采集的方式方法应 

按照相关单位审批后的监测方案执行。 

5.1.2 监测工作包含仪器监测和现场巡视检查。其中现场巡视检查能够更加直观 

的及时发现现场异常，是预防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针对巡视检查内容，主要是在测点安装时检查支撑结构搭设是否符合施工专项方

案，在浇筑过程中巡视检查混凝土浇筑顺序、部位以及监测设施完好情况等，有

异常的情况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电子数据的形式及时反馈各参建方。 

5.1.3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数据应满足的要求。 

5.1.4 本条对监测数据的采集方式和数据传输方式提出推荐，约定自动化监测的 

数据传输内容及与数据通讯协议。 

5.2 监测数据处理 

5.2.1 监测过程中监测数据宜保存于网络系统服务器内，应具备定期自动备份 

功能，以免出现网络攻击造成的数据丢失。同时监测数据应定期人工或自动备份

至异地存储单元上。 

5.2.2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对数据可靠性判断的依据。 

5.2.3 本条规定明确监测数据存储应符合的要求。 

5.2.4 数据处理、成果图表及分析资料应完整、清晰。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信息反 

馈宜利用监测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系统，其功能和参数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并宜具备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查询和管理一体化以及监测成果可视化的功能。 

5.2.5 本条规定明确信息管理系统具备自动调整监测频率的功能。 

5.2.6 监测成果宜自动生成，并包含完整的信息。 

5.2.7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宜具备趋势分析和综合分析的功能。趋势分析和综合分 

析包括基坑工程的统计报表、工程数量统计、告警处理情况、测点数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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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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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 

6.1 技术架构 

6.1.1 监测信息管理平台技术架构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基础设施层、平台支撑层、 

业务层和应用层。 

    基础支撑层主要包括：任务日程管理引擎、应用中间件、消息中间件、数据

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服务器系统、存储系统、备份系统、网络系统、机房系

统； 

    平台支撑层主要包括：数据逻辑访问、业务逻辑处理、业务实体包括技术支

撑、业务支撑、数据支撑； 

业务层主要包括：用户权限校验、各模块用户（监测管理、实时监控、监测

报告、监督管理、统计分析、工程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管理）； 

应用层主要包括：平台交互界面（PC浏览器、公众号、小程序、手机 APP等）。 

6.1.2 本条规定了基础设施层的基本形式和任务。本标准同时支持政府和企业分 

别建立面向行业监管和面向企业或项目部管理的不同应用，政府监管平台宜采用 

政务云，企业或项目部管理平台宜自建私有云。具体内容包括：任务日程管理引 

擎、应用中间件、消息中间件、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服务器系统、存储

系统、备份系统、网络系统、机房系统。 

6.1.3 本条规定了平台支撑层的主要内容。 

6.1.4 本条规定了业务层的主要内容。其中监测管理模块应能记录并查看监测方 

案、应急救援预案和安全技术交底书。 

6.1.5 本条规定了应用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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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平台性能 

6.2.1 本条规定了系统界面操作的响应时间不宜大于 5秒。互联网环境下的应 

用对响应时间的要求一般遵循“2-5-10 原则”，即当用户能够在 2 秒以内得到

响应时，会感觉系统的响应很快；当用户在 2-5秒之间得到响应时，会感觉系统

的响应速度还可以接受；当用户在 5 秒以上甚至超过 8 秒后仍然无法得到响应

时，会感觉系统的响应速度很慢，或者认为系统已经失去响应而选择离开，或者

发起第二次请求。 

6.2.2 本条规定了系统并发数方面的要求。 

6.2.3 本条规定了系统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可扩展性。 

 

6.3 平台安全 

6.3.1 本条规定了平台应具备登录验证能力以支持合法用户的安全登录。 

6.3.2 本条规定了平台应防止未授权的访问,具体来说应具备以下能力: 

    （1）应对账号保持最小化授权； 

    （2）除登录页所必须的公开访问资源外，其他所有的前后端资源和接口均

应进行认证校验和权限校验； 

    （3）管理员账号不应操作业务数据； 

    （4）普通账号不应访问和修改其它账号数据； 

    （5）应记录关键操作的授权成功或失败的日志； 

    （6）超过 1个月未使用的管理员账号，应冻结其权限。 

6.3.3 本条规定了平台的各个功能模块宜记录操作日志。 

6.3.4 平台应只开放与正常运行相关的端口； 

6.3.5 本条规定了网络隔离措施，包括下列方式： 

（1）采用隔离卡， 主要用于对单台机器的隔离； 

（2）网络安全隔离网闸，主要用于对于整个网络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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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维管理 

7.1 运行监控 

7.1.1 运维技术人员应对网络、中间件、数据库等运行环境关键性能参数进行实

时监控，网络关键性能参数包括带宽使用率、Socket数量及状态、网络响应时间

等，中间件关键性能参数包括内存、CPU、IO、线程数等，数据库关键性能参数

包括内存、CPU、IO、最大连接数、并发数、会话数、事务数等。 

7.1.2 运行环境参数超出预定阈值，证明使用的资源已进入了临界值，再继续上 

升级会导致平台出现异常或故障不能用，及时通过预警通知到相应负责人，进行

检查与消除风险； 

7.1.3 监控设备的在线状态，出现离线状态证明设备故障，通过预定通知服务通 

知到相关负责人，能及时恢复设备正常工作，减少因设备问题造成监控安全风险； 

7.1.4 监控数据接入接口服务状态，出现异常能通知到相关负责人，及时做出恢 

复性操作，提高接口的可用性，同时为缺陷问题提供朔源数据，修复和优化接口； 

7.2 数据备份与恢复 

7.2.1 本条规定了对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文件监控与检测的要求：监测数据是衡量 

工程是否处于安全的重要数据，但数据量大，需要使用专门的、足够大的磁盘

空间对监测数据进行增量备份，监测方案、预警数据、监督处理记录及监测报

告，是项目平台不可缺少的部分，使用空间不大，可采取全量备份策略，当出

现故障时可快速恢复生产。 

7.2.2 本条规定了监测方案、预警数据、监督处理记录及监测报告监测过程中监 

7.2.3 测数据的保存要求； 

7.2.4 运维技术人员定期备份的数据文件，需要确保它的有效性，保证备份的数 

据是能正常恢复使用的，必须定期验证； 

7.2.5 当出现数据丢失或异常的情况下，定期备份的数据库文件可能未能覆盖到 

所丢失或异常的部分数据，需要从平台日志内容中查询过滤，找出并进行补充

和更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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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全管理 

7.3.1 运维技术人员对平台服务器进行定期安全扫描，是一项目主动安全的行为， 

能及时发现未知安全漏洞，并进行有效修复，形成安全分析报告，对日后的安全

维护工作提供依据； 

7.3.2 平台账号采用强口令策略，必须达到 8 位以上并包括字母大小写、数字或 

特殊符号其中的三项，并强制定期更新口令，能保证平台用户和数据库的安全

性； 

7.3.3 HTTPS协议可提供加密方式进行传输功能，防止设备监测数据在传输过程 

中给截获并篡改数据，造成安全事件和平台不可用问题。 

7.3.4 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的意义是有效防御和应急处理，首先，有效防 

御是指在事件发生前事先做好准备，比如风险评估、制定安全计划、安全意识的 

培训、以发布安全通告的方式进行的预警、以及各种防范措施；应急处理是指在 

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把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这些行动措施 

可能来自于人，也可能来自系统，如发现事件发生后，系统备份、病毒检测、后

门检测、清除病毒或后门、隔离、系统恢复、调查与追踪、入侵者取证等 

一系列操作；两个方面的工作是相互补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