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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持续发展，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将大数据应用到水利工程当中，能够使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实现

升级。由于水利工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项目，所以在促进国家发展过程中推进水利工程大数据监管系统优化势在必

行。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水利工程当中的各类数据源能够得到有效整合，开展水利建设工作时各项操作的整体质量以及

工程建设的总体进度都能得到充分保障。鉴于此，文章从水利工程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和数据构成入手进行分析，明确大数据

背景下的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构建需求，提出行之有效的监管系统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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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s becoming wider and wider. 

Applying big data to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an upgrade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ystem. A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engineering project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big data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various data sources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an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various operations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be fully 

guaranteed.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ata composi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big 

data, clarifie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proposes effectiv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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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数据技术能够为水利工程监管工作提供时效性更

高的信息数据参考，进而推动水利工程监管效率全面提升。

在当今时代下，随着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在民生工程领域

加强科技建设和技术应用成为不容忽视的工作举措，有的

放矢地应用大数据技术、强化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是当前水

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进行现代化水利建设的关键所在。

因此，应该在实际建设期间根据水利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

应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海量信息数据，以供水利工程监管工

作参考，有效利用大数据改善监管系统运行效果，为水利

事业的长远发展添砖加瓦。 

1 水利工程大数据简介 

（1）基本特征 

水利工程大数据具有信息量大、来源种类多、时效性

强、数据动态变化和数据源信息连接紧密等特点。具体来

看，由于水利工程本身体量较大，所以水利工程大数据的

数据信息量数多，在工程管理期间将会产生大量的工程数

据，而大量数据来自不同的参建部门，所以数据信息的来

源种类繁多。由于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细节，周边的水文地

质，环境和气候条件均会发生变化，在工作当中产生的数

据信息存在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且因为与普通工程相

比，水利工程的施工环境复杂，所以开展水利工程施工工

作时，需要对各类实时数据信息进行评估，由此可见，水

利工程大数据时效性强
[1]
。虽然水利工程建设期间产生的大

数据，种类繁多且变化明显，但是不同数据源信息之间的联

系却比较紧密，在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期间，不同类型的数

据信息会相互产生影响，共同构成结构复杂的数据体系。 

（2）数据构成 

水利工程大数据主要由基础数据、空间数据、BIM 数

据和业务数据组成。其中，基础数据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

期间，参建单位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主要

包括工程标段、单位工程和监测站点等数据内容；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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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指水利工程建设期间收集到的一些基础性的地理信

息，一般包含水利工程地理信息、无人机遥感所得数据和

GPS 影像测绘信息等内容；顾名思义，BIM 数据是指在水

利工程建设期间，利用 BIM 技术构建各类数据模型过程中

得到的数据信息，该类信息主要包括导流围堰模型数据和

边坡监测模型数据，以及工程构筑物模型数据等工作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BIM 数据往往贯穿于整个水利工程建设过

程当中，该类数据的覆盖面积相对广泛，数据种类也十分

多样，在实际的监管系统运转期间，对 BIM 数据的精准度

和完整性要求相对较高；业务数据是指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执行期间产生的各类数据，主要包括进度和成本以及质量

等管理业务中产生的数据信息，从本质特征上来看，业务

数据的复杂性较高。同时，由于各类业务数量众多，所以

业务数据信息量较大，并且会随着水利工程建设进度的持

续推进而不断增多。 

2 大数据背景下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构建需求 

（1）业务功能需求 

在进行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开发建设过程中，需要确保

系统满足考核管理和材料审批以及项目管理，还有安全管

理功能需求。具体的功能需求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1  功能需求组成图 

根据上图可知，在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建设期间，需要

健全系统的业务功能，第一，应该完善考核管理系统模块，

在该模块设置奖励考核、处罚考核和考核排名细则，进而

在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在服务器当中保存奖励和处罚规则，

利用系统统计用户的奖励处罚情况，以提高考核统计效率；

第二，应该明确材料审批模块的具体内容，在使用过程中

先新建审批单，再进行审批归档，最后在保障审批单上传

至系统后，利用监管系统进行审核查验；第三，应该完善

项目管理模块，在项目管理模块中设置项目统计、任务管

理和项目进度功能；第四，在安全管理模块，设置隐患信

息录入和复查跟踪功能，确保水利工程监管工作实践期间，

相关人员能够利用监管系统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查看，借

此有效预防安全事故
[2]
。 

（2）系统性能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进行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建设时，需要

满足的性能需求主要包括计算能力、集中维护能力、通用

性和易扩展性、可靠性等建设需求。其中，计算能力是指

工作人员需要在监管系统建设期间注意根据水利工程建

设需求，提高整个系统的数据储存和计算能力，确保监管

系统可以储存大量的数据信息，并对各类数据进行计算。

集中维护能力是指系统建设过程中应该利用质量良好的

服务器进行云端搭载，由此规避硬件设备老化和损坏等问

题，为维护管理提供良好的执行前提，使系统的运行稳定

性得到保障。通用性和易扩展性是指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应

该满足不同年龄阶层用户的使用需求；高可靠性则指系统

整体结构设计应该充分完善。 

（3）基本框架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进行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建设优化时，

需要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推进信息化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由于现阶段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发展期间，大数据能够发挥

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从推进水

利工程大数据智能监管系统设计优化角度出发，进行总体

框架的规划，保障水利工程监管系统的完整性，为监管系

统建设构建坚实可靠的基础结构框架
[3]
。在工作中，相关

人员需要立足大数据的实际应用需求，对于智能监管系统

结构进行层级划分。根据综合要求和实际的水利工程监管

内容划分智能监管系统框架中的感知和控制以及应用层

级。具体的系统结构框架如下所示。 

 
图 2  基本框架结构图 

根据上图内容可知，水利工程智能监管系统的基本框

架主要由感知层、控制层和应用层组成。其中，感知层中

包含基础数据和视频数据以及监测数据内容；控制层结构

相对复杂，包含用户管理和授权服务，还有项目管理以及

决策分析系统；应用层则具有数据展示功能，以可视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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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和甘特图为支持，实现针对水利工程的动态监测和决策、

管理。 

3 大数据背景下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构建优化对策 

（1）充分发挥大数据使用价值 

想要全面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应转变工作意识，将数

据薄弱意识转化为数据精准认知意识，结合水利行业发展

现状，全面做好水利大数据的应用和推广。近些年很多水

利单位已经累积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数据，但这些数据依

然存在缺陷，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实现数据的采集、分

类、分析和整理，保证数据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保证

应用价值，通过整理信息数据价值，弥补片段化数据存在

的不足
[4]
。数据最大的应用价值就是共享机制，在开放的

网络环境下，通过数据的自由组合、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

进一步强化数据信息的开放性，构建更加科学的监管体系，

以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大数据价值。 

（2）推动智慧水利建设发展 

根据上文内容可知，在大数据背景下，加强水利工程

监管系统建设时，应该注意合理利用大数据手段构建智慧

水利系统，通过打造优质的智能监管系统来保障水利工程

监管有效性。因此，在推动水利工程监管系统优化时，应

该将打造智能水利系统看做重要的工作任务，相关单位应

该在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建设期间，全面推进水利工程信息

化发展，有效利用物联网和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高新技术

手段，促进水利工程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将水利工程中的

信息系统与监管系统结合在一起，打造远程动态监控功能

强大且具有专家决策和数据库支持的综合监管平台，由此，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期间的数据信息整合，为监管工作的高

效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系统平台基础。当然，为了保障智

慧水利系统的可用性，工作人员需要在系统建设期间注意

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性和智能化水平，在智能系统运转期

间，定期安排检修运维，做好系统管理，以维持监管系统

的稳定运转，为水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全面完善监管制度体系 

全面完善监管机制体系，有助于提高水利工程监管系

统的运转稳定性，同时可以为大数据背景下的系统升级提

供基础支持。由于制度属于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关键要

素，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操作人员要想充分发挥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优势，需要结合水利工程监管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

制度方案，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为大数据技术在监管

系统中的高效应用提供保障
[5]
。因此，在完善监管制度体系

期间，工作人员需要深度了解水利工程监管工作中的大数据

应用优势，在明确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方向和监管系统的

具体优化需求前提下，从宏观角度进行统筹规划，设计优质

的监管制度，使监管人员能够有据可依地开展工作，为大数

据技术与水利工程监管系统的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4）积极强化软硬件建设 

加强软硬件设备建设同样能够改善大数据背景下的

水利工程监管系统建设效果。在实践过程中，工作人员需

要根据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需求夯实软硬件设备基础，相关

部门应该在加强软硬件设备建设期间，针对具体的技术应

用要求，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具体来看，在软硬件设备

建设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定期对各类设备设施进行全面

的检查，及时发现软硬件设备存在的问题，对老旧落后的

计算机设备和软件系统进行更新和整改，在软硬件设备无

法有效支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设备替换。此外，相

关部门还应该建立专门的软硬件设备管理系统，对各类软

硬件设备设施进行集中管理，充分掌握软硬件设备的性能

状况，及时采取更新优化措施，促进软硬件性能水平提升，

从而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落实贡献力量，使水利工程监管

系统的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4 结束语 

根据上文内容可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善水利工

程建设效果可以保障民生发展的稳定性，有助于推动国家

战略发展进步。在水利工程监管系统中，合理应用大数据

技术，可以从根源上提高水利建设质量和安全性水平，大

数据能够为监管工作的开展提供可信的数据依据，因此，

在大数据背景下，健全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是关键工作。在

实践期间，相关部门应该明确水利工程大数据的主要构成

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大数据背景下的水利工程

监管系统建设需求在明确具体的业务功能需求和性能需

求以及框架建设需求之后，通过充分发挥大数据使用价值、

推动智慧水利建设发展、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和加强软硬件建

设力度等方式，保障水利工程监管系统构建质量，真正发挥

大数据的应用优势，为水利工程的高质量发展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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