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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工程建设监理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讨论其开发过程中运用的面向对象 ~ 自定义

组件 ~ 动态管理 ~ 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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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monitor is introduced. The key technigues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object-oriented self -dif inition component dynamic management and artif icial in-
telligence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project construction monitor object-oriented self -def inition co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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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机系统对监理全过程的工作进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 实行资源共享 以提高监

理工作的时效性 ~ 智能性 ~ 规范性和科学性 这是当前监理发展的迫切要求 G 作者依据国家

及地区的现行建设规范 ~ 监理法规和标准 编制

了工程建设监理管理系统 G

1 系统结构

整个系统是由工程管理子系统和工程质量智

能评定子系统组成 基本结构见图 1G
( 1)工程管理子系统的主要模块及功能如下:

系统维护: 包括系统的初始化 用户登陆识别 图 1 工程建设监理管理系统的基本结构

内存管理等内容; 文件管理: 提供文件备份 ~ 恢复 ~ 查询和打印等功能; 数据库维护: 负责

对工程项目的各类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为数理统计 ~ 工程进度图的形成 ~ 工程简报的生成等



提供多渠道的数据源9事务处理: 提供 60 多种监理文件 ~ 简报的生成和工程照片管理等功能9
质量控制: 提供试块 ~ 试验的分批数理统计和强度等检验评定 各种建材的取样和动态跟踪 
单 位工程质量等级评定 (包括分项 ~ 分部 ~ 观感等子项的质量等级评定 ~ 质量保证资料核

查)  预控标准检索等功能9 进度控制: 提供填写施工进度表后自动生成各种施工进度图 (包

括计划进度图 ~ 实际进度图和对比进度图) 和绘图制作双代号网络图等功能9 投资控制: 提

供专门预算软件的链接 进度款拨付和索赔的台帐汇总管理9 合同管理: 提供合同编辑 ~ 合

同分析和合同监督等功能 G
( 2) 工程质量智能评定子系统: 一个智能化 ~ 集成化 ~ 协调化的计算机辅助系统 用于

评定工程项目的质量 G

2 关键技术

2- 1 面向对象的技术

工程建设监理管理系统中实体包括两大类: 一是存于问题空间的客观实体 包括物理实

体 (如砂浆 ~ 灌注桩等) 和概念实体 (如记录 ~ 简报等) 9 二是存于求解空间 ~ 用来辅助实现

系统的实体 (如窗体 ~ 菜单 ~ 数据库等) G 用户看来 问题空间的要求多种多样 客观实体也

是千差万别 但从开发者角度来看 实现的实质就是客观实体及其活动在计算机中的映射 即

问题空间到解决空间的抽象映射 G 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 对各种表格 ~ 纪要 ~ 记录 ~ 简报 ~ 图

纸 ~ 合同 ~ 台帐 ~ 网络图 ~ 报验单 ~ 分析报告等均看作初始对象 系统中通过定义这些对象

的概括要素: 属性 ~ 方法和事件等 通过增加对这些对象及其关联的调整组合的机制 如合

并 ~ 删改 ~ 备份等 从而使系统的各种功能得以实现 G
2- 2 自定义组件的技术

由于在本系统中文本 ~ 图表的交互 ~ 形成 ~ 操纵等过程要求较高 特别是在进度控制的

进 度图中 通常要求图纸任意大小 工程项目 ~ 数量 ~ 时间动态变化 G 而 Delphi 中 VCL (可

视化组件库) 中的组件却无法完全满足 于是我们以图形组件对象 TgraphicContronl 为起始

类 参照组件 Image 的特性 ~ 方法和事件 创建并注册新的图形组件 添加文本与图形交互 ~
转换 ~ 抽象打印等机制 G 这样 文件的生成并非是文本与图形间简单的拼凑和嵌入 而是犹

如透明的图层一样地交叉合并 从而实现了  所想即所见 " G 同时 新的打印机制对各种文件 ~
图表的输出打印提供了良好的适应性 ~ 开放性 从而使系统实现监理文件的  所见即所得 " G
自定义组件的技术在系统中其它功能的实现也有大量的应用 G
2- 3 动态管理技术

系统对许多常用的组件采用动态生成和销毁的技术来管理 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时效性 ~ 安

全性和可靠性9 另外 为了增强数据库的伸缩 ~ 操纵能力 使工程项目具有良好的移植性 几

乎所有的工程数据库也是采用动态管理技术 G
2- 4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是工程建设质量智能评定子系统的

技 术 支 柱 智 能 评 定 子 系 统 人 工 智 能 中 著 名 的

MYCIN 模型理论建立的一个集成化的专家系统 G 其

基本结构见图 2G 图 2 工程质量智能评定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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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是本系统工程质量智能评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9 而推理过程是智能评定的核心过

程 O 知识表示的形式为:
IF <前提 P> THEN <结论  > WITH <可信度  F= I >

其中 P= 9
n

z= 1
Pz( n 为每条规则的前提数99 = {AND9OR}9Pz 为规则前提集{P19P 9 9Pn}

中的元素) 9  F= I 为每条规则的可信度赋予某一数值 O 可信度表明的是知识的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9 可信度的取值区间定义为 [1 19 1]9 可信度的大小由监理专家研究和系统反复实验

相结合而确定的 O 知识表示举例如下9 这是一个关于高层大模结构大楼之混凝土分项工程的

知识表示 O
IF (墙垂直度全高>H/1000) OR (墙垂直度全高>30)
THEN 该测试点不合格 WITH  F = 0. 5
其中 H 为大楼的测量高度9 由启发式用户输入 O
该系统进行工程质量智能评定的推理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9 推理的具体过程是: ( 1) 调

度控制器依据用户的要求9 在数据库获取对应的特征事实9 在方法库中获取对应的计算方法9
经 过计算和处理后得到新的事实 特 征9 然 后 一 方 面 保 存 到 数 据 库9 另 一 方 面 送 往 推 理 机;
( ) 推理机读入特征事实9 用这些特征事实与知识库中规则的前提条件进行匹配9 将匹配成

功的规则的结论返回调度控制器9 再存入数据库; ( 3) 将上一步骤生成的 ~ 保存在数据库的

中间结论又作为新的特征事实9 然后再重复以上的步骤 O ( 4) 当无新的特征事实生成时9 调

度控制器就到达一种稳定的状态9 当最终结论的可信度大于为指定的阀值9 则评定结论成立9
输出评定结果为  优良 ' ~  合格 ' 和  不合格 ' 等 O

3 结语

该系统是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的攻关项目9 现已在监理工作中实际使用9 证明了系

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 实用性 ~ 综合性和智能性 O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监理事业的蓬勃发展9 如

何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强对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的综合管理9 如何用分布式对象技术实现监理

工程师间的资源共享 ~ 协同合作9 将是我们日后努力的方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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