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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土工试验中的应用

许 军
(中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北京 1 。。。5 3 )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计算机技术

已深入到各个领域之 中
。

在土工试验数据处

理 以及资料整理中
,

微机 已在逐步代替用计

算器进行土工试验数据计算和用手工填写汇

总报告的工作方法
。

运用计算机技术可以提

高土工试验数据处理速度和计算精度
,

可以

打印绘制出各种整齐漂亮的土工试验数据图

表
。

减轻了技术人员的劳动强度
,

提高了工

作效率
,

从而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

我单位从 1 9 8 9年开始使用微机
,

土工试

验 中的计算机应用程序一般是由计算机专业

人员编写的
,

由于不甚精通土工专业
,

所 以

编制的软件在实际应用 中
,

土工技术人员总

是感到不那么得心应手
。

19 9 3年底我们利用

数据库管理系统 自行开发 了一套 《多种土工

试验规范数据库操作系统》 ,

此系统有国家

规范
、

北京规 范
、

公路规范
、

桥涵规范等多

种土工试验规范的数据处理功能
,

由于该系

统是 由土工人员 白己编写的
,

所 以能够根据

本专业的特点
,

模拟 以往手工处理数据
、

汇

总等工作习惯
,

编写出具有操作简便
、

易学

等特点的土工试验微机软件
。

土工试验数据

库操作系统在工作时以 良好的菜单形式进行

人机对话
,

键盘输入原始数据
,

分批进行数

据处理
,

自动分类汇总
,

全屏幕显示与直接

修改
,

没有使用过微机的人员
,

一般只需要

几十分钟就可以学会操作使用
。

运用数据库

管理系统可以 以极小的投入
,

获得很高的经

济效益和 良好技术效果
,

特别适于中小型实

验室开发使用
。

1 教据库份理系统的选用

用哪一种数据库管理系统
,

可以根据本

单位的具体条件来确定
。

对于那些还没有微

机的土工实验室
,

如果单位的经费又比较紧

张
,

可以用其他部门淘汰下 来 的 机 型
,

如

P C一 X T
、

2 8 6
、

C C G A 显示器等
。

采 用国

内最普及的 D B A S E 皿数据库 系 统 编 制程

序
,

虽然微机和软件的档次低了一些
,

但是

提供的土工试验汇总报告总表与高档微机提

供的总表表格几乎是一样的
,

这 样 可 以 小

的投入获得好的效果
,

不一定 非 要 象一 些

大型土工实验室那样
,

搞 费用 昂 贵 的自 动

化数据采集系统
,

开发土工试验数据库处理

系统
,

还可 以免去数据采集系统每年繁琐复

杂的硬件维护工作
,

等到将来有条件时再进

行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软硬升级
,

其目的是

先把微机技术应用起来
。

如果是 3 86 机型
,

可以用 F O X B A S E数据库管理系 统
。

48 6
、

5 86 机型就可以直接升级到 目前最流 行 的数

据库管理 系统软件 F O X 尸R O
,

此软件要求

硬件环境 比较高
,

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更新

换代产品
。

F O X P R O 一改 传 统 数 据库 系

统不支持鼠标的缺陷
,

提供了下拉式菜单
,

先进漂亮的用户界面
; 还提供了项 目管理

、

屏幕报表
、

下拉菜单
、

标签等应用系统开发

工具
。

这些界面与工具
,

可以大大减少应用

软件的专业人员在程序设计
、

调试
、

测试等

工作 中
,

大量复杂的逻辑问题和重复繁琐的

处理细节
。

有 了这些工具
,

非计算机软件专

业的人员也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适合自己的
I
、
;月用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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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工试验数据库的结构

现在流行的数据库一般为关系数据库模

型
,

在这种模型中
,

数据是以二维表的形式

出现
,

土工试验汇总报告总表和各个单项试

验的表格也正是这种二维表的形式
。

既可以

把表格看成一个数据库
,

也可以把数据库看

成一个丧格
,

见 图 1
,

这就是数据库 结 构 与

土工试验表格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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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1中一共有 8个数据库字段
,

每一项为

一个数据段
。

利用数据库模型的这一特点
,

把土工试验 中各个单项试验的表格和报告总

数据库字吸表

表格的二维形式建成相应的数据库结构
。

如

果把各个数据库联系起来
,

就得出了土工试

验数据库系统的关系 图
,

见图 2
。

}
总表` 据库

塑液限数据库 】1含水数据库 } } 比重数据库 力学数据库 日 颖分数据库

仪器校正库
! {

烧杯校正库

图 2 土工试验数据库关系图

建立以编号为联系各数据库的关键字
,

向各单项数据库录入数据
,

然后进行计算机

运算处理
,

再把所需数据汇总到总表数据库

中去
,

打 印出整齐漂亮的汇总总表
。

3 土工试验工作数据库和档案数据 库 的建

立

土工试验数据操作系统的数据库分工作

数据库和档案数据库两大部分
,

一共 14 个数

据库
,

8个索引文件
。

工作数据库 有 总表数

据库
、

含水数据库
、

塑液限数据库
、

力学数据

库
、

颗分数据库
、

比重数据库
、

仪器校正 数

据库
、

烧杯重 量数据库 以及相对应的档案数

据库等
。

建立各种主要单项 试 验 工 作数据

库
,

一是为了使数据库 形象化
,

以便于数据

管理
,

二是在各个分库中进行运算能提高运

算速度
。

仪器校正数据库是存放各个压缩仪

器变形量的
,

烧杯重量数据库是存放计算颗

分时所需烧杯重最的
,

这两个数据库是存放

常数的
,

根据土工试验操作规程的要求
,

压

缩仪变形量和颗分烧杯重量
,

至少每年要校

正一次
,

为 了修改方便
,

所以建 立 了 这 两

个数据库
。

建立永久保存数据的 档 案 数 据

库
,

这也是为了便于数据管理
,

提高运算速度

的一种有效途径
,

一般在工作数据库中进行

土工 试验数据的处理
,

当工作数据巾达到一

定数戮
,

运算速度降低时
,

把工作数据库 中

的数据转移到档案数据库 中去
,

然后删除工

作数据库中的数据
,

重新录入新的数据
,

以

达到提高运行速度
,

便于维护使用数据库的

目的
,

在低版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尤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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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如 D B A S E 皿
。

一般 情 况下一两张高密

磁盘就可 以装下一年的
_

L
一

厂试验数据
。

4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运用与程序设计

4
.

1 建立 以 编 号为各 数 据库关健 字的重要

性

建立以编号为各数据库的关键字是非常

重要的
,

它是各数据库之间数据联系的重要

标志
,

在库与库之间的数据运算中起到联系

相关数据的关键作用
。

以往用手工整理试验

资料时就是以土样编号为每个 土 试 样 的标

志
,

各种单项试验的土样编号也都是一一对

应相互联系的
。

所以以实验室土样编号作为

数据库的关键字
,

也正是继承了以往手工处

理 汇总土工试验数据的习惯
。

如果一个工程

有 1 00 个土样
, 6个数据库就要输入 60 0 个实

验室土样编号
,

这显然增大了输入工作量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在工作数据库中
,

建立一

个工作区
,

即利用程序在所有的工作数据库

中
,

建立一组各数据库相同的试验编号
,

这

样就减少输入工作和输入差错的发生
,

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

这是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

系统的一大特点之一
。

注意在工作数据库中

建立下一组试验编号时
,

不可有和 以前相同

的试验编号
。

4
.

2 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 系 的 菜 单 设计

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系统 的 主 菜
一

单设

计
,

大体是按土工试验汇总表头分类的
,

有

物理试验
、

力学试验
、

颗分试验模块
,

还有

计算
、

显示与修改
、

汇总与打印
、

数据管理

等模块
,

物理试验
、

力 学试验
、

颗分试验这

三个模块主要是向数据库 输 入原 始 数据用

的
。

物理试验模块中有 密 度 试 验
、

含水试

验
、

液塑限试验等原始数据的录入程序
,

力

学试验模块中有压缩试验
、

剪力试验原始数

据的录入程序
,

颗分试验模块 中有筛分
、

颗

分原始数据的录入程序
,

计算 模 块 中 有含

水
、

液塑限
、

物理
、

压缩
、

颗 分 等 运 算程

序
,

显 示与修改模块中有各个数据库的显示

与修改程序
,

汇总与打印模块 中有报告汇

总
、

含水表格打印
、

液塑限表格打印
、

汇总

总表打印等程序
,

数据管理模块中有数据存

档
、

数据库数据删除
、

修改仪器校正值
、

修

改烧杯重量等程序
。

4
.

3 原始数据 的录入和 录 入模块统一 编号

的设计

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系统袭用了数据库

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录入功能的特点
,

当每一

个数据键完时自动进入下一个字段
,

每一组

数据键完后 自动翻屏进入下一组字段
,

省去

了回车键
,

并且有鸣音提示
,

从而提高了录

入速度
。

在设计录入界面时
,

要根据土工试

验人员的操作习惯进行设计
,

这样可以使土

工试验人员尽快熟练掌握录入方法
。

为了进

一步提高录入速度和录入范围的准确性
,

在

录入模块中增加了一个统一编号的设置
,

在

某一个工程 中使用的编号是有一定范围的
,

例如某一个工程使用的编号是 108 一 ! 5 8 ,

含

水湿土重
、

含水干土重
、

液限湿土重
、

液限

干土重
、

塑限湿土重
、

塑限干上重
、

密度
、

钻孔编号
、

深度等都使用的是 同一组编号
,

在进入录入模块时一次设定好统一编号
,

这

样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录入速度和录入范围的

准确性
。

4
.

4 全屏幕显示与直接修改

数据库管理系统程序语言中有显示语句

和编辑修改语句
,

编辑修改语句 B R O W S E

具有很强的功能
,

它既有显示功能 又有编辑

修改功能
。

使用起来很简单
,

只要你打开数

据库
,

然后键入 B R O W S E 命令就可以全屏

幕显示出所要看的数据库全部内容
。

在编程

时写入这个语句
,

如果数据库的 字 段 排 列

有序又是汉字段的话
,

那么这时展现在眼前

的就是一张满屏数据的
“
表格

” ,

这时还可

以利用键盘指针
,

在 “ 表格 ” 的任意行任意

列直接进行数据修改
,

操作起来非常简便直

观
,

特别适于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系统工作

时的数据修改工作
。

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系

( 下转第52 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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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然后再钻至孔底
。

此时
,

钻杆四周充

满了水泥浆
,

在提钻时要一边转动
、

一边慢

提钻杆
,

以免在孔内形成负压而坍孔
。

最终

在整个孔壁就会形成由水泥浆
、

泥浆混合而

成的粘结层
,

从而达到护壁的 目的
,

( 5 ) 注水泥浆护壁成孔后
,

应立即灌

注混凝土
,

采用水下浇注法灌注
。

当棍凝土设计标号小于 C 20 时
,

可采用

无砂混凝土的施工方法 ( 即陶义等人发明的

“
钻孔压浆成桩法

”
)

。

3 工程实例

北京南银大厦位于北京朝阳区三元东桥

南侧
,

地层为永定河冲洪积扇边缘沉积层
,

在基槽东侧地层中
,

粉细 砂 层 厚
、

含 水量

大
。

南银大厦护坡桩设计桩径 8 00 m m
,

桩长

13
.

s m
,

混凝土等级 C 2 5。

由于采用短螺旋

钻机无法干成孔
,

在场地条件狭窄
,

不具备

排泥浆条件
,

又要尽可能减少资金投入的情

况下
,

最后采用了长螺旋钻机注水泥浆护壁

成孔
,

水下浇注法灌注混凝土的施工工艺
。

钻机采用 K L
一

60 0步履式 长螺旋钻机
、

钻杆直径 8 00 m m
,

动力为两台 4 5 k w 电动机
,

使用 5 2 5
’

普通硅酸盐水泥
,

水泥浆水灰比为

0
.

6 ,

注浆高度 高于坍孔处 1~ Zm ,

在 注浆

护壁成孔 后
,

立即下钢筋笼及导管
,

用水下浇

注法灌注混凝土
,

混凝土坍落度 16 ~ 19 o m ,

施工时返浆很好
。

基槽开挖后
,

桩身完整
,

没有麻窝
、

空

洞
、

露筋等现象
,

说明水泥浆 护 壁 效 果很

好
,

用钢钎凿桩身外表面混凝土时
,

发现其

强度比桩 内稍差
,

但硅颜色没有多大改变
。

桩外侧护壁的颜色接近土层颜色
,

表明是水

泥浆与泥浆的混合物
。

4 小结

( 1 ) 长螺旋钻机注水泥浆护壁成孔
,

具有能适应各种土质条件
,

成孔速度快的优

点
,

与其它钻机采用泥浆护壁成孔的方法相

比
,

不会因排放大量泥浆
、

污染环境而增大

工程费用及延误工期
。

( 2 ) 一般长螺旋钻机不经过特殊改动

就可以使用注水泥浆护壁成孔工艺
,

对于北

京地区基坑支护所采用的护坡桩来说
,

尤其

对建筑场地小
,

地下水丰富而工期又紧的工

程
,

它是一种很好的施工方法
。

(上接第 64 页 )

统编程时引用了这一语句
,

这是上工试验数

据库操作系统的一大特点
。

5 土工试验教据库操作系统的编 程 技巧

土工试验数据库操作系统的程序是 由数

据库管理系统语言编写的
。

土工试验各单项

试验的数据计算公式是很简单的
,

只是手工

计算工作量十分繁杂
,

利用土工试验数据库

操作系统录入各种主要单项原始数据
,

然后
、

通过编好的计算程序进行批处理运算
,

在极

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土工试验数据的计算

工作
。

在编写计算程序时
,

可以加入一些检

验程序
,

以检验录入数据和计算结果的正确

性
。

在编写程序时还要注意 程 序 的 可移植

性
,
例如在编写土工试验规范 的 分 类 程序

时
,

如果运行通过
,

就可以利用编辑器进行

移植
,

只要稍加修改
,

就可以变为另一种土

工试验规范的分类程序
,

这样不仅减少编程

的工作量
,

而且可以编写出各种土工试验规

范的分类程序
。

6 结束语

编写土工试验 计算机操作系统时
,

可以

有许多计算机语言选择
,

其 中最快最实用的

莫过 于数据库程序设计语 言
。

对于计算机程

序设计的初学者来说
,

用数据库程序语言作

为程序设计的入 门
,

的确是一条捷径
。

大中型土工实验室如果有了土工试验自

动数据采集系统
,

自己编写一套土工试验数

据库操作系统
,

作为土工试验数据处理的一

种补充手段
,

此方法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