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2023 第6卷 第1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3,6(11)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 

水利管理信息化水情自动化建设的探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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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是人类生存、文化进步的基础，也是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生命资源，能创造优美、稳定的自然环境。此外，各类

涉水生物种群也能在水环境中繁殖发育，但在特定条件下，水污染可能进一步演化为次生灾害，对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制约，

甚至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社会文明的发展史就是长期依赖和积极开发利用自然水资源，并坚决斗争各类水灾害的历史。在如

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水利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对水情进行自主、全面的分析成为当前人们广泛关注

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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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as well as an indispensable life resou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t can create a beautiful and st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various types of aquatic biological 

populations can also reproduce and develop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but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water pollution may further 

evolve into secondary disasters, posing serious constraints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en threatening human survival safet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s a history of long-term dependence and act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and resolute struggle against various water disast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w to carry ou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and conduct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ater conditions has become a focus of widesprea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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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

我国面临诸多挑战，如旱涝灾害、水环境的迅速恶化、水

资源的短缺与分配不均、生态环境的日渐退化以及相对落

后的水管理设备等问题，形势日益严峻，需要紧急应对，

当前亟须提出一套科学系统、合理高效的治水系统技术方

案，包括思路、方法手段和设计施工等，为水利工作决策

提供先进可靠的理论支持。从广义范围来看，当前信息技

术平台包括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GIS)、数据库管理系

统的应用软件（DB)、遥感地理信息系统（RS）的应用系

统、虚拟现实平台（VR)、网络信息技术开发（Web）等计

算机软件技术平台。因此，有关人员应对信息技术与水利

信息化建设进行综合分析，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1 智慧网发展趋势 

1.1 水利智慧网 

智慧水利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水利工程信息智能网

络，通过微型计算机、物联网等技术实现智能水利信息的

远程数据采集、管理、查询和自动实时监控等分析处理。

物联网技术通过网络传感装置，遵循数据传输协议，将各

种计算机网络技术联接，实时互传远程信息，并支持移动

通信，以达到远距离智能化自动识别、定位、跟踪、监控，

以及智能管理等多项网络化目的
[1]
。 

形成智能物联网的整体产业链系统，包括智能传感网

和无线互联通信两大系统。传感网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实现

远程网络信息的快速、智能采集和传输，同时实现远距离

无线点对点的互联网信息资源快速传递。而无线互联网系

统主要用于快速、自动、智能地采集和传输远程网络信息

资源。要真正实现物联网，就需要与人、物紧密相连。而

这就必须借助新一代无线传感网的技术发展和移动宽带

互联网。智慧网则是无线智能传感器系统和物联网科技的

有效结合，采用大量基于大型物联网系统中的先进智能传

感器技术实现了全国局地智能组网，实现长距离间实时信

息快速联网。 

1.2 对水利自动化发展的影响 

水情分析系统是我国水利行业现代自动化控制技术

不可或缺的基础。自动在线监测和数据分析集成的技术，

对于现代水利自动化监测分析数据的收集和应用至关重

要。因此开展现代水利自动化监测分析系统的任务，主要



工程建设·2023 第6卷 第1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3,6(11) 

2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包括监测和数据集成分析以及在线水文监控分析管理，传

感、采集和分析网络、远程无线传输和监测数据技术应用，

显著提高无线设备智能控制系统设计水平和计算机无线

组网性能。目前广泛使用的传感网技术涉及无线通信网络，

主要有无线射频组网和无线射频传感网络。传感网是通过

快速无线集成传感等方式实现的，可实现系统网络内分布

式数据信号资源的快速无线集成传输和交换，同时也是无

线智能组的联网系统之一
[2]
。无线智能传感器网络系统应

该是由一组可以在同一无线目标区域内实现大量数据有

效采集和集中应用的分布式智能采集点和传感器节点组

成的整体系统。该系统拥有快速无线集成通信网络和综合

计算能力水平，一个新型无线、分布式多传感器综合智能

化网络系统，由分布式无线自耦组织系统和其他组件协作

构建而成。该系统可自主或协调地根据特定应用环境完成

各种用户指定或系统任务功能需求。以上各个无线网络节

点均装有多种高精度传感器、微处理器接口等高性能硬件

设备，并集成了各类专用通信处理系统和嵌入式无线数据

处理终端系统。该系统具备实时采集、计算及分析处理各

种远程通信数据信息的功能，并能支持多种无线移动通信

数据终端。各移动通信数据节点网络间可通过专用通讯协

议实现自动通信，组成高速远程移动无线通信局域网络，

实现实时采集、融合、加工和优化系统信息数据，沿通信

网络路径自动传送到远程处理中心。因此，该系统可以控

制大量敏感节点信息自动分布，有序地安装在特定区域的

无人或集中值守模式下的特定无人值守监控目标中。这将

快速构建一套完全实时或自主完成指定传感监测任务目

标的智能化、自主化敏感传感网络系统。这样，无线传感

器网络系统可以快速准确地感知、采集和跟踪感知网络及

其可能覆盖的区域内的目标对象间的所有相关活动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传输给观察者。 

传感网中所采集的信息数据需通过远距离无线传输

与移动通信无线网段或互联网联合组网，以实现双向或宽

带点对点的高速实时传输。联合组网系统的应用，使得水

文自动实时监测网络系统得以基本实现，从而实现了许多

传统无法实现的传感网络对象信息的移动监测。例如，对

于水利活动现场远程视频、影像和电子图片等的远程传输

都成为可能。随着无线定位应用和数据移动采集监测技术

的发展，其在水利过程自动化在线监测工作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无线定位的定位功能和远距离无线自动组网

应用功能为水利过程的自动化监测提供了两种重要且可

靠的手段。根据实时监测需求，实时采集并监控数据，确

保数据的连续稳定性，为建立远程智能监测和监控系统提

供数据保障，这也为未来实现无数字水文站监测和建设无

人监测水文站奠定了基础。另外，智能组网的快速检测推

动了非接触检测、自我组网、自动检测、故障修复及远程

升级等智能化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
[3]
。 

1.3 应用和发展中的问题 

由于无线射频传感网络的传输距离很短，一般只有

100到300米，使用 2.4万 GHz以上的微波频率进行传输，

其绕射传输的性能较差，组网条件严苛，覆盖面积也很小，

因此无法应用于水利自动化无线监测系统对分布广泛的

观测点进行有效组网。尽管现阶段已有一些较适应长通信

距离需要的新型无线距离传感器产品相继出现，但未来其

信号组网方案和长距离传输功能的技术可靠性问题还远

需试验证实。所以目前只是在测点比较集中的灌区自动化

和大坝安全监测系统中运用，在局地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中也有使用。 

我国智能传感器的起步较晚，相关技术使用不完善。

目前，没有很多具备自检查、纠错、计算、判断、修复功

能的智能传感器，更少的是采用物联网相关技术所设计的

智能传感器，这无法满足水利自动化智慧网的需求。因此，

发展适应智慧网的智能传感器任重道远。 

2 水利信息化提升水情自动化建设 

2.1 利用水利管理信息系统 

一套全面的框架涵盖了项目管理的全部要素，所有管

理目标均有相关数据库支撑。其次，以建筑法为管理模型

的现代化企业建设管理模型，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和水利标

准进行生产，可适用于任何水利管理公司。实用主义的第

五种系统界面，清洁友好、性能良好、服务和扩展良好，

管理要求并不高，规范、标准的实施有助于确保组织系统

的相对稳定。同时，进行安全改进、基本工作管理和安全

维护，有助于保障系统的有效性运作。不同的数据和信息

系统可以支持电子信息化项目的流程和实时追踪，进行对

比分析、灵活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支持项目管理决

策，确保共同建设过程、成本、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科学和

现代管理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工作阶段进行
[4]
。 

2.2 动态信息管理系统执行 

数据处理功能的基本模块，主要用于基本数据的收集、

保存和加工。比如在工程师的控制系统中，该模块包括对

承包商每周和每月的数据进行总结、转换、输入、分类、

合并、检索、存储以及计算原始数据。数据分析函数是一

个涉及数据处理、排序、推断、提取有意义信息以及管理

构建等复杂过程的函数。例如，通过将混凝土强度数据输

入该函数，可以计算混凝土的平均强度和偏差，以此来评

估混凝土质量是否能够满足要求。该功能模块支持存储、

分析、读取与报告原始数据，并提供辅助管理功能，以确

保项目和其他资源得以高效和有序利用，避免出现预算超

支和过高情况。投资控制模块的功能需要建立两个合同价

格控制系统；草拟合同并实现价格管理系统；完成合同材

料价格管理系统的建设。同时在这三个系统的基础上，制

定资金使用计划、预算储存、调整、检索、比较实际投资

与计划投资动态，并编制融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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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进展控制功能，需按客户水平、监督水平和建筑

承包商框架内三级分类，并拟定复杂条件管理表。尽管客

户、管理和建筑承包商之间的矛盾能得到有效协调，但在

实际建设中，日程、空间、时间和资源的使用仍难以完全

消除。此功能模块可根据每个活动的时间计划定义和执行

项目活动。该信息管理模块涵盖基本工作、技术及建筑技

术、建筑要素完成情况、质量、安全以及投资计划实施等

方面的信息。为准备建筑材料，需要信息管理，包括材

料和设备管理、运输、消耗等。履行国家政府合同系统

批准和管理顾问委员会的任务需要相关信息的支持，包

括研究政策管理模型以建立合适的政府合同系统批准。

通过对政府合同项目的系统批准和执行过程进行分析，

对国家政府任务、责任目标以及相关政策特性做出评估，

以便做出决策。该模块可以输入、更改、完成、请求和

分析合同
[5]
。 

2.3 多方抓手加强系统化管理运维管理 

管理系统涵盖建筑、预算、合同、统计、进步、质量、

材料、机械、安装、交通等多个方面，已广泛用于水利工

程系统。目前，在水利工程领域推出了多个应用项目，如

洪堡项目、广西项目、哈龙省项目、泰安水力发电项目及

广州辉水力发电管理系统等，其中适应性工程技术得到了

广泛应用。然而，部分信息系统还有一些缺陷，需要进一

步完善数据整合、加强协作。此外，每个项目的特性都各

有不同，如果能进一步统一接口，那么用户使用起来将更

加便捷。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发展，信息资源数字化和网

络传输日益普及，信息的实时性显著提高，使用也更加便

利。同时，应采用一体化系统，促进快速建设水利工程设

施信息系统。必须在各个方面建立水信息基础设施，逐步

大量的工作付诸行动，制定出并及时补充与完善出了更多

的信息输入与数据库，包括全面应对特大暴雨洪水问题的

国家数据库，全国水利水文数据库，数据库空间，全国水

资源数据库，数据库根据水利部的国家水利基础信息工作，

经济数据库等，从而也初步地创造出了比较适合的全国各

省市以及全国各地的水利基础设施定义数据库容量，为水

文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信息服务。为创建信息系统水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需整合各种现代信息技术，使其用户界面简

单、实用、方便。基于管理平台的基本模块，可以将各项

功能模块与纸质流程相匹配。在三屯河水库大坝开灌前对

53 个国有计量点的水情自动监测系统进行维护，重点维

护监测设备、供电系统、传输系统。开灌后配合水情调度

进行人工数据与遥测数据比对，及时调整自动监测设备参

数，确保监测数据精准可用
[6]
。 

2.4 标准化水资源管理信息 

水利管理信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的工作效率，自动化

水利监测是其中关键之一。三屯河水库大坝安全自动化监

测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泄洪排砂洞 2 个钢筋计、1 个渗

压计、1 个无应力计的安装，完成了泄洪排砂洞内部分管

线的铺设工作，完成了竖井（993 高程）电器接地工作，

完成了测压井复核工作，完成了三屯河水库库容无人机测

绘工作。此外，水资源管理信息化也至关重要，可有效利

用水资源并实现其自动化监测。为了进一步提高水文信息

化管理的效率，有关部门应设立专门的科学基金，召集各

司法管辖区和有关高等教育专业人员，共同分类和标准化

水资源管理信息，充分考虑水文信息化自动化和水质监测，

并尽快将这一规范代码引入管理各级信息化规则。只有进

行这样的措施，才能实现统一信息管理和制定信息化规则，

从多个角度提升水资源管理信息化的效能，进一步提高水

资源自动化的效能。 

3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管理迈向信息化时代，为实际工

作提供了全新和极具实用的信息与技术便利。目前，工程

水情数据在线自动化分析、检测系统的建设也是社会各界

最为关注的重点。为实现更加科学、信息化的水利工作以

及更加有效地利用水利资源，必须采取自动化或远程在线

监测措施，特别是对当前流域水情进行监测。这将推动水

利工作及管理工作方式更加科学化，实现水利资源的有效

节约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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