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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

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属于工程监测领域，包括可

调节靶标、智能视觉识别模块、智能采集控制模

块、云平台、客户端。可调节靶标固定在基坑顶部

与智能视觉识别模块相对布置；智能视觉识别模

块与智能采集控制模块通过导线连接；智能采集

控制模块与云平台通过网络连接；云平台对接收

到的数据解析和计算，通过与设定的允许变形量

阈值比对，不同阈值区间用相应的颜色标识，以

测点颜色的不同表征测点安全状态，并下发告警

信息到指定接收人；利用客户端直观可视化各测

点变形与预警信息。本发明实现了基坑顶部位移

监测的便捷、高效，提高了监测的精度，为基坑顶

部位移监测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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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调节靶标、智能

视觉识别模块、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云平台、客户端；

所述可调节靶标固定在基坑顶部待测点位置上，与智能视觉识别模块相对布置，用于

标记待测点水平和竖向位移位置；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与智能采集控制模块通过导线连

接，采用支架布置在基坑外围的不动点上，用于识别可调节靶标图像并标记标靶中心点位

置，同时具有一机多靶的基准点复位和日常监控功能；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与云平台通

过网络连接通讯，用于控制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获取视野区域可调节靶标图像，计算出各个

靶标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并上传至云平台；所述云平台用于计算分析某一时刻相

对于初始时刻可调节靶标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的变化，在客户端呈现基坑顶部待测

点位置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效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调节靶标布置在智能视觉识别模块可识别视野范围内，可多角度调节方位，用于基

坑顶部待测点位置信息标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还包括摄像头、旋转底座、伸缩杆、连接杆、固定底座；所述摄像头用

于识别可调节靶标的中心靶和面板轮廓信息，并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智能采集控制模

块；所述摄像头还用于日常监控；所述旋转底座内置自平衡程序，用于摄像头的旋转和一机

多靶场景下的多测区基准复位；所述伸缩杆可实现摄像头和旋转底座沿伸缩杆方向的长度

调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内置机器视觉控制程序，固定在智能视觉识别模块附近，用于控制

智能视觉识别模块工作状态，在本地解析、计算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识别的图像信息，并传输

数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调节靶标还包括带孔底座、立杆、固定螺丝、球形铰接头、面板、中心靶；所述带孔底

座用于固定可调节靶标，所述固定螺丝用于固定球形铰接头；所述球形铰接头用于调节面

板和中心靶，所述中心靶和面板具有夜光功能，满足夜间识别要求；所述中心靶位于面板中

心。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还包括控制模块、存储模块、图像解析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各

模块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具有远程图像控制、识别、处理、存储、云台控制、定位、报警、数据

传输功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云平台是基于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服务，提供计算、网络和存储功能，用于接收、解

析、计算，转化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传输的数据；所述云平台将测点和接收到数据进行匹配，

并与BIM模型相关联，在后台进行分析计算后，以不同的颜色表征测点的变形状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客户端包括电脑、平板、手机，通过网络与云平台连接；所述客户端为云平台的可视化

窗口，呈现云平台分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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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程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基坑顶部位移监测是在基坑开挖后，在基坑顶部设置若干监测点，通观测点上标

志物的横向和竖向位移变化，进而反馈出基坑支护结构的变形状态。目前，基坑顶部位移监

测常用的是人工监测，数据时效性差，不直观。即使采用位移监测类的其他设备，也面临基

准点扰动、采集设备关联测点数量少、网络传输信息量大易丢失的影响。上述问题已成为制

约基坑顶部位移监测的关键因素，如何高效、科学的解决上述问题是当前最为迫切的，基于

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

分析预警系统，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涉及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调节靶标、智

能视觉识别模块、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云平台、客户端；

所述可调节靶标固定在基坑顶部待测点位置上，与智能视觉识别模块相对布置，

用于标记待测点水平和竖向位移位置；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与智能采集控制模块通过导

线连接，采用支架布置在基坑外围的不动点上，用于识别可调节靶标图像并标记标靶中心

点位置，同时具有一机多靶的基准点复位和日常监控功能；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与云平

台通过网络连接通讯，用于控制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获取视野区域可调节靶标图像，计算出

各个靶标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并上传至云平台；所述云平台用于计算分析某一时

刻相对于初始时刻可调节靶标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的变化，在客户端呈现基坑顶部

待测点位置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效果。

[0005] 所述可调节靶标布置在智能视觉识别模块可识别视野范围内，可多角度调节方

位，用于基坑顶部待测点位置信息标记。

[0006] 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还包括摄像头、旋转底座、伸缩杆、连接杆、固定底座；所述

摄像头用于识别可调节靶标的中心靶和面板轮廓信息，并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智能采

集控制模块；所述摄像头还用于日常监控；所述旋转底座内置自平衡程序，用于摄像头的旋

转和一机多靶场景下的多测区基准复位；所述伸缩杆可实现摄像头和旋转底座沿伸缩杆方

向的长度调整。

[0007]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内置机器视觉控制程序，固定在智能视觉识别模块附近，

用于控制智能视觉识别模块工作状态，在本地解析、计算智能视觉识别模块识别的图像信

息，并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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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可调节靶标还包括带孔底座、立杆、固定螺丝、球形铰接头、面板、中心靶；所

述带孔底座用于固定可调节靶标，所述固定螺丝用于固定球形铰接头；所述球形铰接头用

于调节面板和中心靶，所述中心靶和面板具有夜光功能，满足夜间识别要求；所述中心靶位

于面板中心。

[0009]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还包括控制模块、存储模块、图像解析模块、通信模块、电

源模块，各模块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具有远程图像控制、识别、处理、存储、云台控制、定位、

报警、数据传输功能。

[0010] 所述云平台是基于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服务，提供计算、网络和存储功能，用于

接收、解析、计算，转化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传输的数据；所述云平台将测点和接收到数据进

行匹配，并与BIM模型相关联，在后台进行分析计算后，以不同的颜色表征测点的变形状态。

[0011] 所述客户端包括电脑、平板、手机，通过网络与云平台连接；所述客户端为云平台

的可视化窗口，呈现云平台分析效果。

[0012] 本发明所带来的有益技术效果：

（1）通过采用自动化位移监测设备，实现对基坑顶部位移的实时监测；（2）通过智

能视觉识别模块，实现一机多靶场景下的多测区基准复位和日常监控，提高了设备关联测

点的数量和设备的用途；（3）通过旋转底座和伸缩杆，扩大了监测视野范围；（4）通过智能采

集控制模块实现本地信息处理，降低了对网络的依赖，保证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质量；（5）

通过可调节靶标，实现靶标的灵活调节，易于被识别；（6）通过监测时间段识别可调节靶标

进行位移测量和非监测时间段的监控，实现了智能视觉识别模块的多用途功能；（7）通过云

平台智能监测分析预警系统，用不同的颜色表征测点安全状的变色，实现在客户端直观可

视化各测点安全状态，及时预警便于管理人员决策。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的示意图；

图2为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的可调节靶标示意图；

图3为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的智能视觉识别模块示意

图。

[0014] 其中，1‑基坑；2‑可调节靶标；3‑智能视觉识别模块；4‑智能采集控制模块；5‑云平

台；6‑客户端；21‑带孔底座；22‑立杆；23‑固定螺丝；24‑球形铰接头；25‑面板；26‑中心靶；

31‑摄像头；32‑旋转底座；33‑伸缩杆；34‑连接杆；35‑固定底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如图1所示，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

调节靶标2、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智能采集控制模块4、云平台5、客户端6；

所述可调节靶标2固定在基坑1顶部待测点位置上，与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相对布

置，用于标记待测点水平和竖向位移位置；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与智能采集控制模块4

通过导线连接，采用支架布置在基坑1外围的不动点上，用于识别可调节靶标2图像并标记

标靶中心点位置，同时具有一机多靶的基准点复位和日常监控功能；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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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4与云平台5通过网络连接通讯，用于控制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获取视野区域可调节靶标2

图像，计算出各个靶标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并上传至云平台5；所述云平台5用于计

算分析某一时刻相对于初始时刻可调节靶标2中心点水平和竖向位置参数的变化，在客户

端6呈现基坑1顶部待测点位置水平和竖向位移监测效果。

[0016] 所述可调节靶标2布置在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可识别视野范围内，可多角度调节方

位，用于基坑1顶部待测点位置信息标记。

[0017] 所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包括摄像头31、旋转底座32、伸缩杆33、连接杆34、固定底

座35；所述摄像头31用于识别可调节靶标2的中心靶26和面板25轮廓信息，并转换成图像信

号，传送给智能采集控制模块4；所述摄像头31还用于日常监控；所述旋转底座32内置自平

衡程序，用于摄像头31的旋转和一机多靶场景下的多测区基准复位；所述伸缩杆33可实现

摄像头和旋转底座32沿伸缩杆33方向的长度调整。当摄像头31识别完一个测区的可调节靶

标2后，旋转底座转动到下一个测区，根据该测区基准点位置信息，自平衡程序进行测区基

点复位，然后进行该测区可调节靶标2识别。根据现场测区分布情况，依次进行测区可调节

靶标2识别。在非监测时间段，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进行日常监控，实现智能视觉识别模块3

的多用途功能。

[0018]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4包括控制模块、存储模块、图像解析模块、通信模块、电源

模块，各模块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具有远程图像控制、识别、处理、存储、云台控制、定位、报

警、数据传输功能。

[0019] 所述可调节靶标2包括带孔底座21、立杆22、固定螺丝23、球形铰接头24、面板25、

中心靶26；所述带孔底座21用于固定可调节靶标2，所述固定螺丝23用于固定球形铰接头

24；所述球形铰接头24用于调节面板25和中心靶26，所述中心靶26和面板25具有夜光功能，

满足夜间识别要求；所述中心靶26位于面板25中心。

[0020] 所述智能采集控制模块4还包括控制模块、存储模块、图像解析模块、通信模块、电

源模块，各模块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具有远程图像控制、识别、处理、存储、云台控制、定位、

报警、数据传输功能。

[0021] 所述云平台5是基于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服务，提供计算、网络和存储功能，用

于接收、解析、计算，转化智能采集控制模块传输的数据；所述云平台5将测点和接收到数据

进行匹配，并与BIM模型相关联，在后台进行分析计算后，以不同的颜色表征测点的变形状

态。

[0022] 所述客户端6包括电脑、平板、手机，通过网络与云平台5连接；所述客户端6为云平

台5的可视化窗口，呈现云平台5分析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坑顶部位移智能视觉监测分析预警系统，通过采用自动化位移

监测设备，实现对基坑顶部位移的实时监测；通过智能视觉识别模块，实现一机多靶场景下

的多测区基准复位和日常监控，提高了设备关联测点的数量和设备的用途；通过旋转底座

和伸缩杆，扩大了监测视野范围；通过智能采集控制模块实现本地信息处理，降低了对网络

的依赖，保证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可调节靶标，实现靶标的灵活调节，易于被识

别；通过监测时间段识别可调节靶标进行位移测量和非监测时间段的监控，实现了智能视

觉识别模块的多用途功能；通过云平台智能监测分析预警系统，用不同的颜色表征测点安

全状的变色，实现在客户端直观可视化各测点安全状态，及时预警便于管理人员决策。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5307549 A

5



[0024]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进、添加或替换，也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5307549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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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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