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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班报记录是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 随着海洋地质调查技术的发展! 数据
采集的自动化程度极大提高! 但是班报记录技术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相对增大了工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 不利于海洋地质调查外业工作的开展% 根据海洋地质调查工作需求设计了一套班报
记录辅助系统! 为手工记录班报提供辅助! 降低外业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提高海洋物探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 海洋地质调查& 班报记录& 辅助软件
中图分类号! 5%$- 文献标识码! +

#!引言

各种现场记录表$ 班报是海洋地质调查成果
中 .样品及原始记录/ 的重要内容( 在资料处理
及资料归档时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 %中国地质调
查局地质调查技术标准& ,$ g/-规定( 测量中需要对
工作过程进行完整的班报记录( 班报记录需准确(

现场进行签名( 内容不得涂改* 人工记录班报是
当前海洋地质调查野外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随着物探技术的进步( 采集设备的自动化程
度也越来越高( 同一个航次可以使用更多种测量
方法开展工作 ,0 g.- ( 极大提高了地质调查的工作效

率( 手工记录班报的工作量也极大提高( 大量占
用现场人员的工作时间* 密集的手工记录工作分
散了技术人员大量的精力( 不利于工作人员对现
场意外状况或者其他事件的判断及响应*

前期已经有相关开发人员对导航班报和地质
取样班报进行了数字化记录尝试 ,% g$"- ( 并实现了
较好地应用( 但是这些软件仍需要较多的手工录
入( 不适合于侧扫声呐$ 浅地层剖面$ 地震测量
等自动化测试的物探方法( 而且不能与手工班报
记录工作协同操作* 本文根据现场设备的条件及
采集器的工作特点( 开发了一套班报记录辅助的

软件( 降低测量过程中人工记录的工作效率* 设
计的软件系统已经在实际海洋地质调查项目中进
行了应用(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设计班报辅助系统的设计需求

依据规范要求( .测线测量( 开始和结束时应

记录班报( 之间每半个小时记录一次班报) 仪器
发生故障$ 船只干扰等特殊情况应记录/ ,$ g/- * 以

导航为例( 每次记录内容包括记录测线:测站名(

航向( 点号( 时间( 经度( 纬度( 记录文件名(

测线长$ 备注( 操作员签名) 以侧扫声呐测量为
例( 每次记录内容包括卷号( 测线名( 定位点号(

时间( 航向( 磁带盘号( 文件号( 数据块号( 电
缆长度( 拖鱼高度( 备注( 操作员签名等内容*

这些内容中除去测线名等部分可以在记录点之前
预先填写之外( 大量数据内容需要在记录点填写)

这就导致临近预设记录点时操作人员需要在很短
时间内手工记录大量参数数据( 工作强度会急剧
增大) 整个工作过程的工作强度分配不平衡( 使
工作人员过于紧张( 不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实际工作中( 目前海洋地质勘探工作绝大
多数使用数字化采集技术( 班报需要记录的内容
绝大多数显示在采集系统计算机的监控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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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截屏的方式将预设记录点的计算机屏幕内容
保存就可以有效延长手工记录工作的操作时间(
不仅降低了记录点的工作强度( 还可以降低记录
出错的几率( 提高班报记录的数据质量( 更提高
外业工作人员对紧急事件的响应能力*

"!班报辅助系统的功能设计

班报辅助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在合适的时间通
过截屏的方式来记录各个采集仪器当前的工作状
态信息来辅助班报记录人员进行记录工作* 其功
能设计如下’

"$# 截屏功能’ 可以实现测量计算机屏幕的
截取保存工作( 当计算机外接多个屏幕时( 需要
支持多个屏幕同时截屏)

""# 频率设置’ 截屏的时间间隔可以根据工
作需要进行调整( 默认间隔为 /# 分钟)

"/# 人工截屏’ 操作员可以根据现场工作状
态( 控制采集器在任意时刻截屏( 用于在仪器故
障或者船只干扰时记录班报信息)

"0# 手柄支持’ 测量船经常遇到颠簸的现象(
工作环境较差( 键盘$ 鼠标工作不方便( 使用手
柄( 特别是无线手柄操作更为简便)

"-# 同步功能’ 多台采集设备同时工作时(
需要同步自动截屏时间( 实现一次触发操作( 多
台电脑同步截屏的功能)

".# 归档功能’ 自动截屏和人工截屏的图片
分类存放在不同的位置( 截屏保存文件的文件名
包含截屏原因的信息( 方便记录人员进行记录)

"%# 数据共享’ 通过操作系统的文件共享(
在网络内对文件进行共享( 操作员无需干扰数据
采集计算机的工作状态( 即可在网络中任意计算
机上读取并记录班报信息*

班报辅助系统在通用操作系统平台下开发(
不侵入工作仪器的测量系统( 提高了本软件的可
靠性和通用性 ,$#- * 班报辅助系统在 bD)FLU&操作
系统平 台 下 开 发 运 行( 可 以 兼 容 bD)FLU&e5:
bD)"##/:bD)% 等主流操作系统* 此班报辅助系统
程序包括后台服务模块及客户端软件模块两部分
"见图 $#* 客户端软件模块实现对后台服务软件的
参数录入交互( 键盘热键的响应等工作) 后台服
务软件实现对手柄的支持( 定时截屏( 命令截屏
功能( 同时通过服务搜索模块和端口监控模块(
实现各个采集器之间自动组网及网内各个采集器

之间的同步操作*

图 $!系统结构模块图
XDP’$!*V&MQB8ELKT FDCP9CB

/!班报辅助系统设计实现

&:#%后台服务模块及客户端模块的具体设计
班报辅助系统的后台服务模块采用bD)FLU&服

务软件的方式( 多种功能的并发响应使用多线程
的技术实现( 定时功能使用系统消息手段实现 ,$/- *

根据系统需求( 线程划分为主线程( 端口监
控线程( 服务搜索线程三个线程来实现预期功能
效果* 主线程中实现手柄驱动的初始化和输入信
号的读取( 定时信号的处理( 截屏操作的执行)
端口监控线程启动 ]45端口 -#" 的监控( 通过本
端口接受协同采集器的连接$ 客户端软件的连接(
实现端口监控模块及客户端接口模块的功能) 服
务搜索线程搜索网内协同采集器( 与协同采集器
内安装的端口监控线程之间相互通讯( 执行相关
采集或者参数修改操作* 仅当本机的主线程内监
控到手柄存在时本机启动服务搜索线程( 对协同
采集器进行控制*

客户端模块使用 6X4对话框程序实现( 通过
系统低级键盘钩子程序实现对热键的响应功能(
使用界面内文本框窗口接收操作员录入的相关参
数( 通过 ]45链路发送到后台服务程序( 由后台
服务程序模块实现相关预设功能*
&:!%关键设计的具体实现

截屏操作是班报辅助系统的关键操作( 使用
ZQMbD)FLU‘4$ WDMWEM函 数 实 现 屏 幕 的 截 取 操
作 ,$0 g$-- ( 并通过 WDMBCJ 类实现截屏图片的压缩保
存( 关键代码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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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K9‘4o’’ ZQMbD)FLU‘4 "’’ ZQM‘Q&TMLJ
bD)FLU "##)

Y‘4?6QB‘4o’’ 49QCMQ4LBJCMD8EQ‘4"?*K9‘4#)
WDMWEM" ?6QB‘4( #( #( )4G( )4V( ?*K9‘4(

)e( ) (̂ *,44_5̂ #)
WDMBCJ 8DMBCJ‘&M"B} )bDFM?( B} )YQDP?M#(

8DMBCJ*9K"?WDMBCJ( <722#)
Z9CJ?DK&P"w8DMBCJ‘&M#)
P’*KCEQ]9C)&RL9B " " RELCM# B} )bDFM?:)4G(

"RELCM# B} )YQDP?M:)4V#)
P’‘9CU(BCPQ"w8DMBCJ*9K( #( ##)
8DMBCJ‘&Md *CIQ " RDEQ<CBQ( wQ)KLFQ94E&DF(

wQ)KLFQ95C9CBQMQ9&#)
在 cD&MC以后的操作系统中( 后台服务与用户

进程处于不同的 *A**(_<( 无法在服务中直接对用
户的 7(进行截屏操作* 本软件系统在设计中使用
49QCMQ59LKQ&&+&7&Q9功能创建当前活动桌面的进程(
在进程中执行截屏命令( 具体实现如下’

‘b_,‘ FU*Q&&DL)(‘ o b]*ZQM+KMDIQ4L)&LEQ
*Q&&DL)(F "#)

Y+<‘2A?]LTQ))
b]*\OQ9V7&Q9]LTQ) "FU*Q&&DL)(‘( w?]LTQ)#)
*]+,]75(<X_&D)
5,_4A**} (<X_,6+](_<JDo 0 # 1)
aQ9L6QBL9V"w&D( &D>QLR"*]+,]75(<X_##)
&D’K8 o&D>QLR"*]+,]75(<X_#)
&D’EJ‘Q&TMLJ o]Ae]"tUD)&MC# ��FQRCOEMt#)
&D’FUXECP&o*]+,]X} 7*A*Y_bb(<‘_b)
&D’U*?LUbD)FLUo*b} 6+e(6(aA)
49QCMQ59LKQ&&+&7&Q9 " ?]LTQ)( EJ5CM?<CBQ(

EJ4BF()( <722( <722( X+2*A( <_,6+2 }
5,(_,(]̂ }42+**( <722( <722( w&D( wJD#)

0!班报辅助系统的使用

班报辅助系统以 .系统服务/ 的方式安装在
采集计算机上( 启动方式设置为 .自动 "延时启
动#/ "如图 " 所示#( 截屏图片将被分类保存在软
件安装的文件夹下*

海洋地质调查工作中( 班报辅助系统会自动
启动( 操作员仅需正常进行数据采集( 将采集软
件的界面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 使得各种待记录
参数均显示在屏幕上即可* 以海磁测量为例( 正
常工作状态下( 各种记录参数均在屏幕上显示(

图 "!班报辅助后台服务设置
XDP’"!*QIQ9KL)RDPO9CMDL)

并自动截屏保存 "见图 /#( 操作员可以在适合的
时间将已保存在计算机内的相关参数记录到班报
记录表中*

图 /!自动截屏示例图片
XDP’/!*CBJEQJDKMO9Q&LRCOMLBCMDK&K9QQ)&?LM&

-!结论

本班报辅助软件在实际海洋地质调查外业工
作中运行良好) 在 "#$- 年海磁测量 "# 天的野外工
作中获取了 $#%- 张截图信息( 在 "#$. 年海洋单道
地震测量 % 天的野外工作中获取了 "%0 张有效截图
信息( 为在小型渔船上使用单道地震方法进行测
量提供了很好的技术辅助( 通过这些截图实现了
手工班报的记录工作( 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本辅助系统不仅可以在海洋地质调查工作中使用(
也可以用于航测等其他类似的工作场合( 对当前
系统添加 Z5*$ 摄像头等硬件的支持将更加丰富软
件的功能( 更好的为地质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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