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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管理关系到国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水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

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化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提升安全、降低成本，

为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提供更加高效、可靠、智能化的数字化服务。然而，数字化改革中还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技术应用难

度大、安全风险增加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数据质量监管、引进新技术、加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建立数字化平台等措

施来优化数字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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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t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re related to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reform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Digital reform can improve efficiency, enhance safety, reduce costs, and provide more efficient, reliable,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services fo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ssues with low 

data quality, high difficulty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creased security risks in digital reform. Therefor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data quality supervision, introducing new technologies, strengthening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establishing digital platforms are needed to optimize digit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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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围绕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展开讨论，从

提高效率、提升安全、降低成本、不足之处和优化措施等

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数字化改革可以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效

率和水平，但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技术应用难度大、安全

风险增加等不足。为此，需要加强数据质量监管、引进新

技术、加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建立数字化平台等优化

措施来缓解不足，并提供更加高效、可靠、智能化的数字

化服务。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的意义 

1.1 提高效率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对水资源

的监测、调度、管理等多个环节进行协调和管理。而数字

化改革可以通过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方式，有

效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效率。首先，数字化管理可以

实现自动化操作。传统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往往需要人工

参与，工作效率低下，而数字化管理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

自动监测、自动报警、自动调度等功能，减轻了人工操作

的负担，提高了运行管理的效率。例如，数字化管理可以

实现对水位、流量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对运行状态进行

自动调整，减少了人工操作的时间和成本。其次，数字化

管理可以实现信息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可以将水利工程的

各项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和处理，帮助运行管理者更加全

面、准确地了解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从而提高了运行管理

的效率。例如，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对水利工程

的运行状况进行预测，从而为运行管理者提供预警和预防措

施，避免运行问题的发生。此外，数字化管理还可以实现智

能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对水利工程的运行状态进行智能化监测、诊断和控制，从而

提高了运行管理的效率。例如，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建立智

能化监测系统，对水利工程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诊断，

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了运行管理的效率
[1]
。 

1.2 提升安全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安全性对于保障水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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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可以通过实时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共享等方式，提高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安全性，减少安全风险。首先，数字

化管理可以实现对水利工程设备的实时监测。传统的水利

工程设备监测方式往往需要人工巡查，容易发生疏漏。而

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传感器、遥感等技术，实时监测水利

工程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设备异常、故障等情况，

为运行管理者提供及时的预警信息，从而降低了安全风险。

其次，数字化管理可以实现水文信息的实时监测。水文信

息是判断水利工程安全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数字化管理可

以通过建立水文监测站、实时数据传输和分析处理系统等，

实现对水文信息的实时监测，对水利工程的运行状态进行

及时预测和预警，为运行管理者提供科学决策支持，提高

了运行管理的安全性。最后，数字化管理还可以实现信息

共享。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数据共享等方式，

将水利工程运行数据和信息共享给相关部门和人员，提高

了管理者和决策者对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为安

全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 

1.3 降低成本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成本高昂，而数字化改革可以通过

优化水资源利用、实现节能减排、降低运行成本等方式，

降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成本。首先，数字化管理可以实

现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传统的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往往是人工操作，难以实现水资源的精细管理，而数

字化管理可以通过建立数字化模型，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

度和分配，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合理配置，从而降低

水利工程的运行成本。其次，数字化管理可以实现节能减

排。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对水利工程设备的实时监测、运

行状态的精细化调控，减少设备的能耗和损耗，从而实现

节能减排。例如，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对水泵、水闸等设

备的智能调控，优化设备运行状态，降低设备的能耗和维

护成本。此外，数字化管理还可以降低运行成本。数字化

管理可以实现运行管理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减少了人工操

作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运行管理的误差率，提高

了管理效率。例如，数字化管理可以通过自动化控制、自

动监测、自动报警等功能，实现运行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

化，降低了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中存在的不足 

2.1 数据质量不高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但是数据质量不高是数字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不足。数据

质量不高可能导致数字化管理的效果不理想，同时也会给

决策者带来误导。数据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来源

不清晰、数据采集不规范、数据质量监管不到位等。首先，

数据来源不清晰是数据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水

利工程的数据来源不够规范，来自不同的单位或机构，这

些数据来源的数据格式、数据量、数据内容等存在着不一

致、不准确等问题，导致数据的质量不高。其次，数据采

集不规范也是数据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部分数据采集设备

质量不高，采集到的数据存在着漏采、误采等问题，导致数

据的质量不高。此外，数据采集设备的维护保养也会影响数

据质量。如果设备维护不到位，设备的采集效果也会受到影

响，从而影响数据质量。最后，数据质量监管不到位也是数

据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数字化管理需要依赖数据，但是部

分单位或机构对数据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数据的质量难以得

到保障。如果数据的质量监管不到位，数据质量的问题将难

以得到解决，数字化管理的效果也将受到影响
[2]
。 

2.2 技术应用难度大 

数字化改革需要应用大量的高新技术，例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但技术应用难度大是数字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

不足。技术应用难度大可能导致数字化管理的效果不理想，

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技术研发和

实现。技术应用难度大的主要原因包括技术研发难度大、

技术难度高等。首先，技术研发难度大是技术应用难度大

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字化管理需要应用一些新兴技术，例

如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需要大量的研

发和实践，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技术研发

不够成熟，数字化管理的效果将难以得到保障。其次，技

术难度高也是技术应用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字化管

理需要应用一些技术难度较高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这些技术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支持。而这些技术

人才难以招聘和培养，技术人才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这

给数字化改革带来了困难。 

2.3 安全风险增加 

数字化改革需要建立大量的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

但这些系统面临着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需要

加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安全风险增加是数字化改革中

的一个重要不足。安全风险增加可能导致数字化管理的效

果不理想，同时也会对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带来影响。安全

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安全措施不到位、技术防范不足、

人为疏忽等。首先，安全措施不到位是安全风险增加的一

个重要原因。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和

防范措施，例如加密、备份、隔离等，但是这些措施不够

完善，存在一定的漏洞，容易被攻击者利用。其次，技术

防范不足也是安全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字化管理需

要应用一些新兴技术，例如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这些技术存在着技术漏洞和技术风险，容易被攻击者利用。

如果技术防范不足，这些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的防范。 

3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革优化措施 

3.1 加强数据质量监管 

为了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效果，需要保证数字化管理所

依赖的数据质量。因此，需要加强数据质量监管，规范数

据来源和采集方式，提高数据质量。为了加强数据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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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质量监管机制。具体而言，

可以制定相关数据质量监管规定，明确数据质量监管的职

责和任务，并建立相应的数据质量监管机构和监管流程。

同时，还需要加强数据采集过程中的规范化管理，规定数

据采集的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并建立数据采集质

量评估标准和评估流程，确保数据采集的质量符合要求。

其次，规范数据来源也是保证数据质量的重要措施。具体

而言，可以通过规范数据来源的渠道、内容、格式等方式，

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对于一些来自非

正规渠道的数据，需要进行专业的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清

洗，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另外，规范数据采集方

式也是保证数据质量的重要措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引

入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和设备，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同时，对于一些需要人工采集的数据，需要加强

人员培训和管理，规范数据采集流程和方法，确保数据采

集的质量和可靠性。 

3.2 引进新技术 

为了实现数字化管理的高效、精准和可靠，需要不断

引进新技术，提升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水平和效果。首先，

需要引进新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这

些新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数字化管理的智能化、集约化、优

化，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这些新技术也

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不断优化和升级，以适应数

字化管理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其次，需要加强技术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数字化管理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来支持，而

技术人才的市场竞争激烈，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需要进

行全方位的规划和策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

技术人才培训机构、开展技术人才交流合作、引进高端技

术人才等多种方式，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水平和效果。

最后，需要建立数字化管理的技术体系和平台，通过数字

化设备和信息系统，集成管理数字化管理所需的各类数据

和信息。这样可以将各个部门和工作流程互相连接和交流，

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整体效益和管理水平
[3]
。 

3.3 加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 

数字化管理需要大量的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支持，

这些设备和系统面临着各种安全风险，需要加强安全管理

和防范措施。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和防范机制。

具体而言，可以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规定，明确安全管理

的职责和任务，并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和监管流程。

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的安全评估和

安全测试，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漏洞和安全风险。其次，

需要规范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的使用方式和权限管理。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制度，控制数字

化设备和信息系统的使用权限和数据访问权限。同时，还

需要规范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的使用流程和操作规范，

增强使用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最后，需要加强数

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的安全防范措施。具体而言，可以通

过加密、备份、隔离等方式，保障数字化设备和信息系统

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和数据安全备

份，确保数字化管理的安全可靠性。 

3.4 建立数字化平台 

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可以实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

据和信息的整合和共享，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首先，建立数字化平台需要整合各类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

据和信息。具体而言，可以整合水利工程的运行数据、监

测数据、预警数据、维护数据等，同时还需要整合水利工

程的空间数据、人员数据、设备数据、信息数据等，形成

一个全面的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其次，需要加强数字化

平台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交流。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数字化

平台建立数字化管理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使不同部门

和工作流程的信息得以及时共享和交流。同时，数字化平

台还可以实现数字化管理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为数字

化管理提供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的服务。最后，需要确保

数字化平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体而言，可以加强数字

化平台的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确保数字化平台的数据和

信息安全。同时，还需要对数字化平台进行定期维护和升

级，保证数字化平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4]
。 

4 结语 

在数字化改革的背景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化改

革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化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提升安全、

降低成本，并且通过加强数据质量监管、引进新技术、加

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建立数字化平台等措施可以优化

数字化改革。虽然数字化改革还存在数据质量不高、技术

应用难度大、安全风险增加等不足，但加强数据质量监管、

引进新技术、加强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建立数字化平台

等优化措施可以缓解这些不足。数字化改革可以为水利工

程的运行管理提供更加高效、可靠、智能化的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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