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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Kalman滤波融合算法的某坝基水平位移综合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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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坝基水平位移监测模型只能利用一个关键监测点的监测数据，而关键点选取往往具

有人为性；直接利用多个监测点的监测信息，往往会出现各个监测点采集数据不一致的现象。

为消除这类现象，且充分利用多，占、监测信息，采用基于Kalman滤波融合方法，分别根据集中式

和有无反馈分布式融合算法进行计算，对比分析了其可行性，最后给出融合结果。将其应用于

某坝8坝段坝基水平位移的分析，结论较为符合规律，表明3种方法均有很高的识别精度。同

时，也为水工建筑基础多点监测提供一个有效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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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坝自动化监测系统中，坝基水平位移量

是反映大坝基础安全性态的重要指标之一，由这

些位移资料可建立相关数学分析模型，进而对模

型进行物理解释，以分析坝基的工作性态¨J。由

于较大的库水压力长期存在，常常需要在敏感坝

段(如工程地质条件较差)坝基部位布置较多水

平位移监测点，以全面了解该坝段各部位的变化

情况。即需要多个传感器从不同方位测量同一指

标参数，这样就得到多组描述坝基水平位移的时

间序列监测资料。传统方法仅依据某一个监测点

的监测数据(即一维时间序列)进行分析，需要人

为地从多个监测点中筛选某一个能代表坝基状态

的关键监测点的数据进行解析，存在人为性和不

确定性。为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有必要将得

到的多个监测点的信息融合成一个综合信息，然

后直接用这个综合信息进行物理解释，无疑将大

大提高数据的精度和准确度。已有研究表明旧q1，

Kalman滤波算法能够有效的融合观测数据，本文

采用基于Kalman滤波的多传感器融合算法实现

某坝段坝基多点综合水平位移的信息提取。

Kalman滤波算法是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核

心技术，其通过带有量测噪声的被量测动态系统

的状态方程及量测方程，根据量测值提取目标的

综合信息，按照其结构可分为集中式、分布式和混

合式∞J，考虑到数据量较少，仅采用前两种融合

算法。将Kalman滤波理论应用于坝基水平位移

监测的数据处理，其实质是建立多个固定的状态

方程和量测方程来描述坝基水平位移，并对各监

测点采集到的水平位移数据进行跟踪滤波去噪，

以获得被测对象的一致性描述和解释"j。

1 坝基位移动态监测模型

1．1位移模型的建立

为便于数学描述，将每一个传感器监测点视

为一个运动目标，这样，监测过程可视为对每一个

传感器运动轨迹的监测，可用牛顿运动第二定律

描述其位移过程

』s(石+1)=s(s)+rv(菇)+寺n(算)严1(1)
tv(x+1)=v(x)+7-口(茗) J

其中，s(x)和v(x)分别表示坝基在菇时刻的位置

和速度，a(x)表示监测点在茗时刻到舅+l时刻由

于库水位等外界因素变化引起的加速度，它考虑

了坝基位移本身和外界环境扰动所造成的不可预

测行为。8(戈)是服从零均值、方差为Q的正态分

布的过程噪声序列，且a(x)和口()，)(茗≠y)互不

相关，即E{a(茗)}=0，E{a(算)a(y)}=Q8(茗一

Y)其中6是克罗内克函数，其特性为k=0时，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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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l时，6(k)=0。

1．2动态监测模型的建立

若将坝基的水平位移和速度视为坝基的状态

变量。则由以上分析可建立坝基在变形阶段的状

态方程(相当于理论计算模型)和实际量测方程，

即动态监测模型

fX(后+1)=痧(k)x(后)+，1(七)形(后)1，”

tZ(k)=H(k)X(后)+y(k) J‘。

式中X(j})=k M圳I；础)=巴习；
曰(居)：[1 o]；，(七)：f雾尼1；肜(k)：口(J|})；
V(k)是均值为零方差为Q的量测噪声序列，且与

形(后)不相关，z(k)为坝基的实际位移监测值，它

包含了各种影响监测的外界干扰因素(即噪声)。

2集中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在集中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系统中，首先按

对目标量测的时间先后对测量点迹进行时间融

合，然后对各个传感器在同一时刻目标量测进行

空间融合，它包括了多传感器综合跟踪和状态估

汁的全过程。集中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是在

基础数据层上的融合，信息量损失较小【s】。

假定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系统中有?、r个传感

器对同一目标进行量测，则全局量测方程为：

Z(J})=胃(后)X(后)+y(后) (3)

式中z(k)=[z：(k)，z；(后)，⋯z：(k)]7；

日(k)=[日；(J})，磁(_|})，⋯日：(k)]7；

y(k)=[口(k)，蟛(k)，⋯％(|j})]7。

集中式多传感器融合系统中所有的传感器数

据都直接传送到融合中心来形成统一的系统航

迹，将Kalman滤波算法应用于模型，可得全局最

优估计x，误差协方差为P，具体算法为：

x(k+1 I后+1)=x(k+l I_|})+∑Ki(I|}+1)

[zi(k+1)一只(k+1)xi(k+l I k)] (4)

P一(k+1 I k+1)=P’1(矗+l I后)+
．v

∑研(七+1)hil(后+1)只(矗+1) (5)
i=I

^ ^

Xi(k+l I k)=咖(k)x。(1|}I k) (6)

P(k+l I后)=步(七)P(后l后)痧7(后)+

F(|j})Q(k)咖(Ji})厂7(k) (7)

Kf(k 4-1)=

P(k+l k+1)日?(k+1)尺i1(k+1) (8)

3 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是对各传感器单独

产生的数据进行合成，它的基础是数据相关。分布

式多传感器融合系统，即任何一个传感器都是作

为整个融合系统的一个模块。一个传感器不受其

它单一传感器的限制，形成一个十分松散的结构，

一个传感器“捅进”系统，或从系统中“拔除”，不

至于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即使某一传感器

“病了”，也不会将“病”传染给其它传感器乃至整

个系统[9】。在坝基水平位移监测系统中，由于各

个传感器(监测点)在单位采样时间内取值(水平

位移监测值)都是唯一的且反映了坝基的位移，

因此各传感器产生的位移是相关的。根据有无反

馈信息结构，分别进行融合。

3．1 无反馈信息的分布式融合

无反馈的分布式结构，它的每个传感器都要

在融合前进行滤波，这种滤波通常称为局部滤波。

送给融合中一fi,的数据是当前的状态估计，融合中

心利用各个传感器所提供的局部估计进行融合，

最后给出融合结果。分布式融合系统所要求的通

信开销小，融合中心计算机所需的存储容量小，且

其融合速度快，融合方法如下：

X(k+l k+1)=

P(k+l I k+1){P。1’((后+l I k)+
^

Ⅳ

x(k+1 l后)∑[Pil(k+l I k+1)一
I 2I

^ ^

x；(k+l l k+1)尸i1(k+l I k)xi(k 4-l k)]}

(9)
^ ^

X(k+l I_j})=予(后)X(k I_|}) (10)

P。1(k+l I k．4-1)=P_(k+l I_|})+
心

∑[P^．|}+1 l后+1)一P^l|}+l l后)](1 1)
I=l

P(k+1 I后))=

咖(k)P(k l k)西7(||})+F(k)Q(后)F7(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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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反馈信息的分布式融合

有反馈信息的分布式融合结构。不仅每个传

感器在融合前要进行滤波，而且由融合中心到每

个传感器有一个反馈通道，需再进行二次滤波，然

后进行融合。显然，这有助于提高各个传感器状

态估计和预测精度。与无反馈分布式结构相比，

它增加了通信量，在考虑其算法时，要注意参与计

算的量之间的相关性，融合方法如下：
^ ^

X(k+l I k+1)=X(||}+l I七)+

K；(k+1)[Zi(k+1)一日。X(k+1 I k)](13)

K(k+1)=Pi(k+l I k+1)·

彬(k+1)R,-1(k+1) (14)

p,-1(k+l I k+1)=尸i1(k+l I k)+

月j(k+1)尺j1(k+1)皿(尼+1) (15)

X(k+l l J|})=西(k)x(k l|j}) (16)

Pi(k+l I k)=西(后)P(k I k)中7(后)+

F(k)Q(k)F7(k) (17)

心

P。1(蠡+1I k+1)=∑Pfl(．|}+l I k+1)一
l=l

(Ⅳ+1)P叫(k+lI I|}) (18)

x(k+l l k+I)=x(k+l I k){P。1(k+l I蠡)·

． 心

x(k+1 I屉)+∑[尸i1(|j}+l I_|}+1)。
I=l

xi(I|}+l I k+1)一尸i1(k+l J|})，Yl(||}+l l k)]

(19)

4工程实例

4．1工程概况

陕西境内某拦河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年平均

库水位变化幅度为119．76—121．42 m。2002年

投入运行后．总体工况良好，但也出现了值得关注

的问题。大坝修建时，对位于河流中央的8坝段

(全长约21．5 rn，)的断层F4和F7进行了工程处

理，两个断层与河流近于平行，其中F4位于8坝

段左端，而f7位于8坝段中部，地层岩性均为上

奥陶统(0，)浅变质岩和第四系沉积物，断层主要

充填角砾岩、糜棱岩、断层泥、石英脉等，未胶结。

因为该部位工程地质条件较差，为方便日后的监

测，在该“敏感”的坝段布置了4个不同厂家生产

的水平位移变形监测仪，监测点分别布置在8坝

段8+7．00 rn、8+9．50 m、8+12．00 m和8+14．

50 m处，各个传感器水平问隔约2．50 m。近年

来，该坝段出现了个别传感器测量的坝基水平位

移有增幅较大趋势，且各个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具

有矛盾性等值得关注的问题。

4．2融合结果及分析

根据近年来8坝段各监测点的坝基水平位移

动态的实测数据，以2003年监测数据为初始点，

历年水平总位移较初始点位移为研究对象，建立

坝基水平位移的时间序列，以判断该坝段坝基水

平位移变化总趋势。表l为2003—2008年间8

坝段各监测点采集的水平位移监测值(S¨，i=l，

2，3，4)、集中式多传感器融合值(R，)、无反馈信

息分布式多传感器融合值(R：)和有反馈信息分

布式多传感器融合值(尺，)。

表1 2003—2008年间8坝段坝基水平

位移监测值与融合值

Table 1 The horizontal displaeement values of the

respective monitoring station at the 8 dam 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fusion between 2003 and 2008 mm

由表1可知近年来，除个别监测点外，该坝段

坝基大部分监测点的水平总位移具有随时间的推

移而增大的趋势，且每年水平位移量呈递减趋势。

其中，6年来最大位移量为78．8 mm，发生在

S8—2；最小位移量为S8—4的61．9 mill。但是，S8—3

在2003—2007年间，其位移总量随时间增大，但

2007—2008年间，却随着时间而减小；同样的

S。一。在2003—2006年间，其位移总量随时间增

大，2006—2007年间，却随着时间而减小，2007—

2008年间，却又呈增大趋势，出现反复无规律的

变化趋势，即出现了同一时期、同一位置，各个指

标对坝基水平位移的评价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如

图l所示。

分析图1所示的现象，认为与传感器分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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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08年8坝段各监测点水平位移变化图

Fig．1 11-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values of the

respective monitoring station at the 8 dam section

between 2003 and 2008

置及其敏感性有关，即可能由传感器采集数据的

冗余性引起的，冗余性容易导致数据的矛盾性。

为了消除这种矛盾性，利用Kalman滤波融合方

法，分别采用集中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无反

馈信息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和有反馈信

息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进行融合，融合

结果见图2。

图2 2003—2008年8坝段各监测点融合值变化图

Fig．2 The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values of the

respective monitoring station at the 8 dam section

after fusion between 2003 and 2008

为了对比分析3种融合方法的精确性，将集

中式融合方法与无反馈信息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

融合方法和有反馈信息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方法的误差绝对值分别记为占。和占：；无反馈信息

分布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和有反馈信息分布

式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的误差绝对值记为如，

3种方法融合结果的误差绝对值曲线如图3。

由图3可知，集中式融合算法与有反馈信息

分布式融合算法的最大误差绝对值为2005年的

图3集中式、有反馈信息分布式与无反馈信息分布式

融合值问的误差绝对值变化图

Fig．3 The values of absolute error among

concentrated Muiti—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with

feedback／no feedback distributed MIlln—sensor

information Fusion between 2003 and 2008

1．4 mm；与无反馈信息分布式融合算法的最大误

差绝对值为2005年的1．3 iTlrrl，按照每月一次的

监测数据采集密度，平均每月数据误差小于O．12

ITlm，其误差均在允许范围之内，而两种分布式融

合算法的误差更是相差甚小。由此可见，3种融

合算法具有很高的计算精度，即计算结果均可认

为是等价和最优的。

对比图1和图2可知，融合后的数据消除了

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冗余性，消除了融合前数据的

矛盾性和不准确性，获得了被测对象的一致性描

述和解释。采用Kalman融合方法适当融合后，去

除了某些传感器数据的反复无规律现象，在总体

上降低数据的矛盾性，这是因为每个传感器的误

差是不相关的，融合处理后可抑制误差。

由表l和图2可知，融合后的数据处于各传

感器采集的数据之间，这是由于不同传感器采集

的数据存在互补性。互补性是指经过适当融合后

的数据，可以补偿单一传感器的不准确性和测量

范围的局限性，这样也就纠正了2007—2008年间

监测点S8—3和2006—2008年间监测点S8一．对坝

基水平位移的异常反映。由此可见，融合后的数

据比其它各组成部分的子集具有更优越的性能，

即融合后的效果更加理想。

就实际情况而言，在大坝初期投入运行。且在

未经过任何坝基工程补强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坝基水平位移变化的特点是蓄水初期变化急剧，

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趋减小，直至达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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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l0|。显然，融合后的数据更加符合这一规律。

5 结论

(1)为了充分利用“敏感”坝段坝基各个监测

点的监测信息，提高监测数据的精度，将坝基水平

位移监测视为动态监测模型，利用多传感器融合

技术来处理坝基水平位移监测信息，对比讨论了

基于Kalman滤波的集中式和有无反馈的分布式

结构的融合算法。从实例融合结果图2和图3中

可以看出，融合后的位移曲线反映了坝基水平位

移的整体趋势，反映了将基于Kalman滤波融合算

法应用于坝基水平位移监测数据综合信息的提取

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2)基于Kalman滤波算法的多传感器数据

融合方法融合后的数据较为理想，充分利用了各

参考文献：

个监测点采集的数据，不仅消除了融合前数据的

矛盾性和不准确性，获得了被测对象的一致性描

述和解释，而且符合在未经过任何坝基工程补强

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坝基水平位移变化的特点

是蓄水初期变化急剧，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

趋减小，直至达到稳定变化的规律。

(3)在工程实例中，无论是集中式多传感器

融合算法还是分布式多传感器融合算法，其融合

结果相差不大。可见3种融合算法的结果均可认

为是等价和最优的。即2003—2008年间，8坝段

坝基的整体位移呈现递增趋势，但其每年平均位

移量呈现递减趋势，可见坝基与环境问的关系正

．处于逐渐稳定阶段，但由于该部位工程地质条件

相对较差，建议以后加强该“敏感”部位的监测，

以保障大坝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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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Dam Foundation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Based on Kalman Filter Fus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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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isted monitoring models of dam foundation horizontal displacement adopt only one key monitoring point’8 data，while

the choice of the key point is subjective．Traditional multi—sensoi'$method is inclined to result in inconsistency between different

monitoring points．Kalman filter fusion algorithm is adopted to eliminate the inconsistency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multi—point

monitoring information．Fusion algofithm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centralized method and distributed method with and without

feedback separately．Finally，fusion result is presented．feasibility is comparatively analyzed．The feasibility is also analyzed．Fi—

nally．帅example simulation is give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n application．Meanwhile，all
effective

theoretical method is provided for the multi—point monitoring of the hydraulic structure foundation as well．

Keywords：data fusion；Kallnan f'dter fusion algorithm；dam foundation horizontal displacement；extracting of comprehensive i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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