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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峡通航目前已经建设了调度系统、安检系统、远程申报系统、综合监管系统、CCTV 系统、PTN 系统等大

量信息系统。随着新系统、新设备投入建设和使用，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原有的运维管理模式不足以满足信息

化水平的发展。对于如何优化设备运行维护方式，提高运维管理效率，成为当前形势下三峡通航信息化系统运维面临的

实际问题。本文结合实际，在 IT 运维监管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局内各业务系统的现状，进行系统运维的功能分析和技

术分析，就如何实现高效率的系统运维提供了经验和解决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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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峡通航系统运维现状分析

按照“十三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三峡通航已经

建成了 IT 运维监管平台和故障管理系统，在设备监控、

故障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监管对象主要包括调

度系统、安检系统、CCTV 系统、数据中心和网络系统

的部分设备，但未能完全实现主动运维、精细运维的目

标，距离现代化运维管理要求有一定的差距。随着新增

业务系统的上线，现有的运维管理模式无法满足信息系

统维护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三峡局新增业务系统较多，对新增的业务系

统无法实现运维监测。  

（2）IT 运维管理平台的监控对设备的状态监控时

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是对生产业务层面的监控较为薄

弱，对一些重要的接口、服务无法做到实时监测状态。

（3）IT 运维监管平台监管对象划分不清晰，指标

设置不能完全满足精细运维的要求。

（4）故障申告系统具备故障申报记录和故障处理

的信息录入功能，缺乏对故障的流程管理和故障反馈的

评价。

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故障发现不及时，影响系统的可

用性。因此基于 IT 运维监管平台完善对相关业务的监

管提升运维管理效率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提升运维效率的技术应用分析

2.1 技术应用分析

现有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具备覆盖范围广、数据通信

容量大的优势，IT 运维管理平台是三峡通航系统运维必

备的系统，将他们融合起来，开发出适应新需求和发展

的功能服务模块，是当前迅速实现要求有效的解决方案。

目前比较常用的有手机 APP 和企业微信两种方式。

手机 APP 安装在移动终端上的软件，以实现特定的功能；

企业微信是专业化办公管理工具，可以利用企业微信丰

富的接口实现移动办公的需求和应用，对比两种技术，

在开发难度、维护便捷性、交互性、网络安全等方面进

行统一考量，企业微信方式相对比较适合故障告警信息

在移动互联网客户端推送。

2.2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2.2.1 故障告警

通过移动端接口和内部IT运维监管平台进行对接，

系统产生故障后移动端自动推送信息给相应负责人员进

行及时处理，实现故障告警提醒，需要对当前综合运维

管理系统的监管对象和指标进行梳理，调整监管对象、

优化性能监管指标，明确哪些设备属于哪个系统。按照

系统类型，对设备进行详细分类与补全，将之前没有纳

入 IT 运维监管平台的设备添加进去，弥补以往单一根

据设备类型分类的不足，增加按照业务系统分类的分类

方式，根据业务系统划分负责人，明确告警信息发送对

象，同时，告警内容详细丰富，界面简明。 

2.2.2 设备分类及指标优化

优化对设备状态监控，添加需要监控的设备状态，

做到对各个系统以及通信信息设备做到全方位监控，优

化不必要监控的状态，防止因为过于追求监控效果，导

致监控项增加，占用过多系统资源，进行影响系统的运

行。此前，受监控设备的分类比较单一，只按照设备类

型分类，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中同件，Web 平台，虚

拟化平台，网络设备，CCTV，光纤交换机，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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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环及 PTN 等设备类型，没有明确该设备所属的系统，

一种类型的设备可能会存在多个系统之中，这样系统产

生故障并分派维修员时，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需要对受监管设备进行详细分类，按照设备类型以及所

属业务系统分类，明确系统责任人，按照所属业务系统

对设备进行分类，即 GPS 系统，数据中心系统，政务

网站系统，保障系统，VTS 系统，CCTV 系统，网络系统、

调度系统等。明确主机名，IP、业务系统、管理员以及

位置。示例如表 1：

表 1  设备分类示例

序号 主机名 IP 地址 业务系统 设备类型 管理员 位置

1 Test1 192.168.X.X OA 系统 操作系统 张三 三峡

2 Test2 192.168.X.X CCTV 系统 摄像头 李四 三峡

3 Test3 192.168.X.X 网络系统 PTN 王五 西坝

同时需要对监控指标进行优化，此前根据不同的系

统，用不同的监控方式。网络系统每三分钟 ping 一次，

判断是否通断：业务系统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代理收集

系统状态信息，然后根据设定的阑值判断是否发送告警

信息。ping 间隔时间过短，代理监控内容过多，发送告

警的指标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需要将 ping 间隔时间改

为十分钟，减少因为偶尔丢包而产生的误告警：去除不

必要监控的指标类型，防止因为监控内容过多，对 CPU

产生更多负荷：优化指标的阈值，根据有关标准，结合

当前实际，优化告警的值，示例如表 2：

表 2   性能指标

Windows

指标 告警阈值 发送微信阈值

磁盘驱动器处于忙碌状态的时间百分比 80%-90% >90%

每秒设备中断次数 3000 >3000

可用内存空间 5%-15% <5%

CPU 利用率 80%-90% >90%

正在使用页面文件百分比 75%-80% >80%

2.2.3 信息集中展示

将故障告警信息统一展示，对故障进行分级，一般

警告通过界面集中展示，影响业务的警告通过平台发送

至设备运维人员的移动端。

2.2.4 接口监控

将 API 监控采用 shell 脚本的方式进行实现。脚本

放在监控服务器上，通过主监控服务器代理，定时执行

shell 脚本，采集 API 接口数据，并根据数据进行判断，

如果不符合预期数据，则产生告警。

2.2.5 报表统计

（1）故障汇总：按选定的时间段导出已经处理完

成的故障。

（2）事件汇总：按选定的时间段导出已经处理完

成的事件。

（3）统计分析：按选定的时间段对故障率、故障

时间进行汇总分析。

（4）月报导出：将故障和事件按月导出，进行分

类估计和汇总统计。

3 实际应用中的主要技术措施

3.1 故障告警功能实现

在明确监管对象以及指标以后，确定各个系统的负

责人，根据后台终端以及企业微信的不同特点，对告警

信息进行处理，使数据适合在不同平台上展示。

3.2 设备分类及指标的优化实现

根据需求，对设备进行分类，明确了监控的设备对

象，在此基础上，优化设备监管指标。

3.3 接口监控的实现

根据需求，明确了具体监控的接口，通过增加接口

url 地址，可以采集到对应接口的返回数据，当前通过

访问接口地址监控所添加的接口状态，如果出现异常则

进行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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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根据梳理三峡局信息系统目前主要的业务，分析设

备运维的基本需求，在已有的 IT 运维监管平台上结合

企业微信，完善设备分类，增加接口监控，使运维管理

工作更加精准高效。此外，有些功能目前还需要和其他

业务系统对接才能实现，有些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

完善，让信息化为提高系统运维效率和安全提供更多的

保障。

参考文献：

[1] 梅沁、蔡晶晶 . 基于 ITM 的电力信息系统智能监控

摘　要：建设海上风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双碳”目标要求的重要举措。船舶载运海上风电大型构建安全不仅是

海上风电顺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涉及到海上运输船舶及人命安全，还是海事实施船舶监督管理的重点。本文旨

在针对海上风电大型构件运输的现状，分析当前阳江海上风电大型构件运输中船舶载运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运载风险

识别管理、完善交底制度、编制专门系固方案、组织专家评估等措施，为船舶载运海上风电大型构件提供借鉴。

关键词：海上风电；大型构件；船舶运载风险；措施

中图分类号：U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1）11-0049-04

船舶载运海上风电大型构件问题与对策
黄友超

（阳江海事局，广东 阳江 529500）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1.11.019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大

背景下，我国大力发展海上风电项目。2019 年，我国

海上风电新增装机量占全球的 40%，位居世界第一，累

计装机容量占全球的 23%，位居世界第三。我国在江苏、

福建和广东已规模化发展海上风电。截至 2021 年 6 月，

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214.6 万千瓦，同比增长

102.45%，新增的风电装机主要分布在江苏和广东。在

此背景下，风电企业今年上半年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

单。根据权威数据测算，至 2030 年，我国预计新增 52

吉瓦的海上风电装机，将成为世界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

量最大的国家。

海上风电施工进度受到海上风电大型构件运输船的

严重影响，尤其是在 2021 年。2021 年是国内海上风电

国家补贴的最后一年，海上风电业主单位为了赶上“末

班车”而获得国家补贴，国内海上风电建设随之进入“抢

装潮”。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共计有 43 个海上风

电项目建设动态，涉及并网、风机吊装、基础沉桩等，

装机规模近 15GW（14862.45MW）。在今年最后 3 个

月的冲刺窗口期，海上风电建设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为此，需要大量的风机构件运输船舶满足海上风电安装

的需求。这导致了专用的风机运输船舶极度紧张，越来

越多的施工单位采用 3000~5000 吨级的驳船和散货船来

运输海上风电大型构件。这些中小型船舶一次运输 2~3

根基础管桩或 1 套风机设备。海上风电大型构件无论从

尺度还是从重量上都属于重大件货物。由于这类运输船

尺度小、稳性差，在装载大型海上风电大型构件后，若

采取的绑扎系固措施不当，受到海上风浪作用下，容易

发生船舶倾覆、风机设备入海等事故。为了加强海上风

电大型构件运输船的管理，确保海上运输船舶安全，需

管理的应用 [B]. 江苏电机工程，1009-0665（2010）03-006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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