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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专业和物理特性以及流转过程中的动态特性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

上，为设计图档的流转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体系结构 &将图档流转过程中对应的核心活动：校对、校

核、审查、审定以及设计再修改集中反映为对设计图档的“下载”和“提交”，并且设计了相应的程序 &
这一开放式体系大幅度降低了“管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开销，而且不增加流转活动中工程设计人

员的额外技术负担，优化了人 机协调，并达到高度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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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工程设计的表达还都是以图形方式给出的 &图纸就是设计的最终结果，并且是工程施工的

重要依据 &随着图档电子化及管理网络化进程的加快，水利工程图档管理，特别是与设计流程紧密结合的图

档流转管理不仅可以使项目管理人员透明地了解设计项目的进展情况，而且可以反馈控制设计的进度，影响

设计的质量 &笔者以水利工程设计为实例，对图档在设计过程中的流转特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设计图

档是工程设计的核心，除了它自身的建设和可复用价值外，还与设计进度控制、设计项目管理有着紧密且互

相制约的关系 &因此，工程设计图档流转管理的对策及实现的方法对工程设计的时空效率有着直接且重大的

影响 &

!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类型及特点

水利工程设计专业的分类非常明确，在设计过程中不仅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也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设计

结果的图档也依附于这种专业分类 &因此，图档的分类实际上就是水利工程设计专业的分类，其特点也强烈

地反映出设计专业的特点 &
! &! 分类

对水利工程设计图档进行分类虽是一个形式化过程，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提供一个组织体系结构以及对

应于这个结构的管理策略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它们的使用方式、专业属性、物理特性等，以

“树”状结构分层展开，以便于计算机组织和管理 &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分类如图 # 所示 &图 # 表征了明显的“树”形分类结构 &

! &" 特点

图档特性主要由其在设计过程中所处的状态决定 & 状态分为 , 种，它们是桌面、流转和归档 &
# &! &# 桌面图档

桌面图档是一种不受法律和管理规则约束的图档 &对于设计项目，桌面图档是指设计工程师依照设计要

求正在进行设计的图档 &它表达的是未经校对、校核、审查或审定的中间结果 &这类图档存储在设计工程师的

桌面上（客户端计算机）&仅当设计工程师认为已完成设计，并可以提交校对时，才从桌面经由网络上传到服

务器端 &上传到服务器端后，图档才具有共享特性，并接受法律和管理规则的约束 &因此，桌面图档的任何责

任只与设计工程师有关 &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01*2 .3 4.4*5 /15)6075(8（1*(/0*2 79561967）
):;&," 1:&+
7<=&!""!



图 !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树”型分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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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流转图档

水利工程设计一般经历 $ 个步骤，它们是设计、校对、

校核、审查和审定 " 后 % 个步骤可能会导致设计的修改 "
流转图档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图档，从提交设计意图的初

始表达开始，在流转的过程中经过若干次的校对、校核、

审查和审定，以及修改之后形成施工图档，并归档成为永

久性的历史图档，为未来设计提供参考和复用素材 "
图档在流转过程中，无论是校对、校核、审查、审定还

是对应的修改，都要求责任人签名，并留下历史痕迹 " 因

此，流转图档流转的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责任和责任当事

人 "一般情况下，各责任阶段留痕的流转图档在工程设计

完成后，或完成后一定时间内即被删除，只保留通过审定

的施工图档，并归入归档图档库 "
! "# "& 归档图档

归档图档是进入电子资料库的永久性图档 " 它是共

享的，在以后的设计中，可以被浏览、参考或引用，但不能

对其执行编辑修改 "其重要性按照它的保管期限分为 % 种，永久、长期、中期和短期，保管期限超过后可以删

除或备份 "

8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生存期的动态过程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的生存期主要经历 & 个阶段：一是在设计、校对、校核、审查和审定过程中的流转；二

是设计项目结束后的归档；三是未来工程设计对它的参考和引用 "
8 "! 流转

设计图档在流转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留痕”"“留痕”实际上是校对、校核、审查、审定时对图档的

批注，以及设计工程师对批注的反馈意见 "“留痕”是健全设计责任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
因此，图档流转过程中，除了含有批注和对批注的反馈的图档要在其生命周期中全部保留外，其信息还

要从图档中剥离出来，写入图档属性数据库，永久保留 "
8 "8 归档

在水利工程设计中，流转图档经审定通过后，即迁移到归档图档库中，成为永久性图档，只能供浏览和参

考引用 "
归档图档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原件和属性数据表的不可修改性，成为凝固的历史档案 "因此对归档图档的

保护和保密就要比流转图档重要得多 "又由于电子图档的易被攻击性，使得归档图档的管理在计算机实现时

显得尤为复杂 "
8 "9 引用

设计图档归档后的管理如同图书馆的管理，不同之处是其借阅、流通全部在网络上以电子载体的形式进

行 "借阅、流通过程中的一切手续与手工管理一样，不过是自动进行而已 "
图档归档后，按照两种不同的用途，分为工程设计人员使用和管理人员维护两个主要功能 "对于使用者，

可以浏览（在网上浏览原件和相关的属性数据表）和下载（将原件复制到客户机的桌面上）"对于管理者除了

享有使用者的全部功能外，可以对图档原件及其属性表在严格授权下进行修改、删除和备份 "
8 ": 图档与项目管理的关系

设计项目管理的物化对象实际上就是设计图纸和设计文档，也就是我们统称的“图档”"项目管理除了静

态地了解设计的进展情况外，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对设计的进度控制 "对于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进度控制如同

大型工程的施工控制一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大型工程 "但是，对于一般的水利工程，则

只需通过观察子项目的进度表和横道图就可以人为地进行决策，适时调整各子项目及各设计环节的人力、物

力和时间投入，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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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计算机管理对策及实现方法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包括 ! 个部分，一是图档原件；二是图档的属性数据 "前者是工程施工的依据，后者是

图 " 图档与水利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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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档管理和设计项目管理的对象 &显然，这里讨论的工程设计

图档与行政办公图档有着截然的不同 "工程设计图档是一个

集成体，它既是设计结果，又是施工依据；既是管理的对象，又

是设计进度控制的量化指标 "图 ! 描述了图档与水利工程设

计、施工及管理的关系 "
! ": 图档原件与属性数据的关联

根据上述特点，以流转图形为例，水利工程图档的存储结

构如图 # 所示 "
图 # 所示的存储结构通过图形的位置链实现了图形原

件与属性数据表的关联 "位置链是图形提交时，根据提交者选

定的提交路径自动填入的，因此保证了图形原件与属性数据

的一一对应关系 "程序 $ 实现了这个功能 "

图 ! 水利工程设计图形的存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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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路径自动获取及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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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转图档与设计流程的耦合

流转图档与设计流程的耦合通过“提交”和“下载”实现 "按照软件工程松散耦合的原则，以及对设计人员

统一平台的无附加性要求，对图档原件的所有的流转处理都在客户端桌面的原设计环境下进行 "与系统有关

的只是对“提交”和“下载”功能的调用 "一旦“提交”和“下载”完毕，客户即与系统脱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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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松散耦合有以下显著特点：

!"“提交”或“下载”后即脱离网络连接，因此减轻了网络的负荷，提高了网络的运行效率，同时也降低了

“水利工程设计图档管理系统”的设计与运行开销 !
#" 由于校对、校核、审查、审定均采用设计人员熟悉的软件平台，所以不需要再附加对其他软件的人力、

物力开销 !
$" 复杂的校对、校核、审查、审定过程被简化为统一而且简单的“提交”或“下载”操作，增强了系统的坚

固性 !
程序 " 和程序 # 以图形为例描述了“提交”和“下载”这个核心技术和功能 !

程序 " 图形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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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9% :*+,.* ;*<)

=*) (>(2055 ? @*)6-A*>)（，B0,)9/01!055C&>()&97B）［"］ ‘创建 /01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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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图形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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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1&(C94F ! =L93=(’*

5()L2*+ ? /9..971&(C94F ! G&C*7(.*

=*) G+ ? /%*()*6-A*>)（B=>%&5)&74! E&C*=S+)*.6-A*>)B）

G+! >95SG&C* 5()L+9,，5()L2*+

% !% 流转图档的归档

设计结束后，流转图档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停止 !按照设计流程的要求，当审定通过后，图档就从流转状态

转变为归档状态，流转图档的原件及其对应的属性数据即被迁移到归档图档库中 !决定一个图档是否要归档

的惟一条件是该图档是否审定通过 !笔者对流转图档设置了 " 种归档方式，一种是自动归档，另一种是手工

归档 !
# !# !F 自动归档

自动归档方式是系统定时“扫描”流转图档属性数据表，一旦发现“图档状态”为“通过审定”且有审定者

签名，则说明该图档可以归档，应将该图档原件及属性数据从流转图档库迁移到归档图档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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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手工归档

设置手工归档主要有 # 个目的：一是针对那些不经过设计、校对、校核、审查、审定，但又要作为永久性设

计档案归档的地形地质资料、项目合同书、设计要求等 "这些图档也是衡量或评价设计质量的重要依据，与设

计图档互为映衬，形成责任制约，因此需要通过手工归档 "二是对未实现电子设计图档管理之前的电子图档

实现归档 "
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都是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只要将自动归档中的自动获取已审定图档

的属性数据和原件位置改为手工输入即可 "

! 结 语

静态图档的属性管理在很多 $%& 中已有成熟的技术乃至众多的实用软件，但是，工程设计中动态图档的

流转管理，特别是与设计流程间有机的、又是松散的耦合关系的建立，目前国内还研究得不多，未见到系统、

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实现技术 "本文以水利工程设计中流转图档的管理为例，就其关键性问题进行了

阐述，所创建的开放式体系结构以及实现技术不仅对水利工程设计流转图档的管理有意义，同样，对其他工

程设计的流转图档的管理也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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