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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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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数字技术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里广泛运用。分析数字技术具体应用，涉及项目信息管理、工程测绘

监测、施工进度质量控制、安全管理、协同管理智能决策等，全面梳理其在实际施工的关键作用。探讨当下数字技术应用主

要问题，如管理层认知欠缺、技术体系不完善、数据标准不统一等。给出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制度体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完善人才建设等建议，助力数字技术与水利施工管理融合，推动水利工程现代化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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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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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volving proje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monitoring, construction progress quality control, safety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etc.,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its key role in actual construction. Explore the main issues i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as lack of management awareness, incomplete technical systems, and inconsistent data 

standards. Provide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improve institutional system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alent development, to help integrate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mote moder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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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在我国基础设施当中属于重要部分，和国计

民生以及生态安全都有着紧密联系，其施工管理的质量会

直接对工程的安全性以及经济性产生影响。随着数字化进

程不断加快，传统施工管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工程对

于高效率以及高精度的要求了。把数字技术引进之后，推

动水利施工管理从依靠经验驱动转变为依靠数据驱动，从

依靠人工控制转变为依靠智能调度，在信息采集、数据分

析、施工组织、进度管控还有安全监测等诸多方面，都让

管理的科学化以及智能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依据工程实

践情况，全面且细致地分析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当中

的应用实际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目的

是给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予一定的参考。 

1 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实际生产生活中，数字技术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过程

当中的切实有效应用，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下的结果，

在满足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发展需要的同时，推动了水利工

程行业的长远化发展，极具现实性价值。水利工程建设工

作开展实施期间，为控制水利工程施工作业质量、作业安

全及作业进度等工程施工要素，注重并积极开展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在我国兴建水利工程的情

形下，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活动的开展实施，逐渐成为水利

工程施工建设内容的重要组成，对项目工程施工建设任务

的实现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作业人

员能够较为方便快捷地、高效率地开展相应的水利工程施

工管理工作。传统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模式下，需配置专业

人员开展检查及管控举措，在数字技术应用的情形下，管

理人员得以实现远距离管控水利工程建设现状的施工管

理方式，在提高整个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现代化水平的

同时，有助于节约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人力及物力，节约项

目工程施工管理成本的同时，切实保障项目工程施工经济

效益。 

2 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2.1 数字技术在项目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在水利工程施工期间，项目信息管理是贯穿始终的，

从计划制定开始，到过程执行、变更控制以及成果交付等

诸多阶段都涵盖其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管理的系

统性和协同性起到了有效作用。凭借建筑信息模型（BIM）、

项目管理软件、云平台等相关技术，施工各方参与者能够

达成项目信息的集中化呈现、可视化展示以及实时共享目

的，这使得数据流通的效率以及透明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施工初始阶段，数字平台可助力整合设计图纸、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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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进度计划等多种来源的信息，进而构建起项目数据

中心。在施工实施进程中，借助物联网设备可实时采集施

工现场的数据，并且与项目数据库保持同步更新状态，如

此便能为管理者给予数据方面的有力支撑以及动态决策

的相关依据。借助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既能提高工程进

展以及资源配置的可控程度，又能有效地减少人为出现的

疏漏情况以及信息孤岛这类现象。 

2.2 数字技术在工程测绘与监测中的应用 

工程测绘以及监测在水利施工当中属于基础性的工

作范畴，其精度和效率跟工程安全以及施工质量有着直接

的关联。传统的测绘手段大多依靠人工来操作，如此一来，

其效率就会比较低，并且出现的误差也会相对较大一些。

不过随着数字测绘技术的广泛运用，像是无人机航测、激

光扫描、三维建模还有遥感影像等等这些技术，测绘工作

的精度以及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借助于高精度

GPS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搭载，工程师能够针对

施工区域快速地开展建模以及空间分析相关工作，进而实

时且准确地掌握地形地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情况，从而给

施工方案的优化给予较为可靠的数 

2.3 数字技术在施工进度与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施工进度以及质量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水利工程管理

当中属于极为关键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技术加以应用之后，

对于其管控的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都起到了颇为显著的

提升作用。借助施工管理系统以及 BIM 5D 模型，能够把

时间同工程模型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而达成施工过程可视

化进度模拟的效果。如此一来，各工序彼此之间的逻辑关

系也就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了，施工计划的合理性以及执行

过程的可控性也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与此现场从事

施工工作的人员还能够凭借移动终端设备来开展进度录

入以及问题上报等相关工作，从而让管理层可以实时且全

面地掌握工程推进的具体情况，并且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相

应的调整。就质量控制而言，依托数字化质量检测平台，

便能够实现从材料进场开始一直到工序验收完成，直至最

终交付为止的整个全过程的质量数据管理。通过运用自动

识别功能、拍照上传方式以及数据库比对手段，问题溯源

的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如此也就有力地确保了水利工程

质量控制具备全面性以及闭环性的特点，从而为进一步稳

固工程安全运行所打下的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 

2.4 数字技术在施工安全与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安全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始终

属于高风险环节所在，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其对于

风险识别以及响应能力有了有效的强化作用。就安全管理

来讲，借助智能穿戴设备、现场监控系统还有移动安全巡

检平台这几项，能够达成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定位跟

踪、行为识别以及安全隐患预警的目的。要是出现危险行

为或者环境异常的情况，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并且把相

关信息同步传送到管理后台，如此一来，能提升响应的速

度以及处理的效率。在环境管理这块，数字传感器能够实

时对水体污染、噪声粉尘排放等关键指标予以监控，再结

合 GIS 系统来实现对施工区生态影响展开空间方面的评

估，以此来指导施工活动朝着绿色的方向去调整。除此之

外，通过构建施工期环境数据库，可以让环境管理具备数

字化的特点，达到可量化的程度并且具有可追踪的特性，

进而为水利工程实现可持续建设以及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奠定较为坚实的根基。 

2.5 数字技术在协同管理与智能决策中的应用 

水利工程的施工进程涉及到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以及业主单位等诸多方面的协作配合，而这些多方

协同的效率高低，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施工组织所能

取得的成效如何。数字技术给多方协同搭建起了一个统一

的技术平台，借助像 BIM 加 GIS 这样的技术手段，还有

云协作平台以及协同管理系统等各类工具，能够达成施工

数据、施工进度、施工图纸、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关决策等

方面的同步共享，并且可以实现联动更新。各个参与方都

能够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开展任务分配工作，完成信

息提交事宜，进行流程审批操作，如此一来便有效地将沟

通成本降了下来，同时也减少了时间上的延迟情况。在智

能决策这个层面上，数字技术依靠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

能算法，针对历史项目的相关数据展开建模与挖掘工作，

进而为当前正在推进的项目给予风险预测方面的支持，还

能助力方案的优化，同时在资源调度方面也能起到决策辅

助的作用。 

3 数字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管理层认知不足 

当前部分水利施工企业管理层对数字技术理解不够

且重视不足，致项目数字化进程慢、效果差。一些传统管

理者还停留在经验主义和人治思维里，缺少对数据驱动管

理方式的认可与信赖。并且因为数字技术初期投入成本高，

部分企业对其投入回报存疑，这限制了相关技术的推广使

用。管理层对技术与管理融合路径认知不全，难制定清晰

发展战略，使得技术应用碎片化、项目协同困难，严重影

响了数字技术效能的发挥。 

3.2 技术体系不完善 

虽然部分水利企业尝试着引入数字技术工具，然而其

整体的技术体系并不完善，存在着诸如平台功能较为单一、

系统之间的兼容性欠佳以及数据共享存在困难等诸多问

题。多数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单点功能的实现层面，缺少统

一的架构设计以及系统的集成能力，所以很难构建起完整

的信息化管理闭环。数字技术的标准化程度不够，使得不

同项目以及不同单位之间难以达成有效的协同。而且，部

分数字工具在实际使用进程中，还存在着用户体验较差、

系统稳定性不高以及数据更新不够及时等技术方面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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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这些情况影响到了现场施工人员的使用积极性以及操作

效率，进而让技术推广的实际价值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减。 

3.3 数据标准不统一 

在水利施工管理环节当中，所涉及的数据类型呈现出

多样性的特点，像地形地貌方面的数据、水文水质相关的

数据、施工进度方面的数据以及质量检测方面的数据等等

均包含其中。然而因为各个单位在技术水平方面存在着差

异，并且数据来源也比较分散，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数据编码标准、格式标准以及共享机制，这就使

得数据整合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同时信息出现严重的冗余

情况。缺少统一的标准，一方面对数据的时效性以及可用

性形成了限制，另一方面还对多个系统、多个平台之间的

数据互通造成了阻碍。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当中，

数据管理出现的混乱状况很容易引发信息丢失、错误的决

策以及重复的劳动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使得数字化管理的

效率以及准确性都大打折扣，迫切需要在整个行业层面去

构建起统一且高效的数据标准体系。 

4 促进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中应用的对策

建议 

4.1 强化政策支持与战略规划 

政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需强化针对水利数字化建设

方面的政策引导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制定专项扶持

政策，并且设立数字水利试点工程，以此来鼓励企业去积

极探索创新的应用模式。与此水利施工企业应当从战略层

面给予数字化转型高度的关注，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路线

图以及阶段性的目标，把数字技术融入到企业核心发展战

略当中[1]。借助系统规划以及顶层设计的方式，构建起能

够贯穿设计、施工以及运营整个过程的数字管理体系，以

此提升企业的信息化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行业数字生态

建设所具备的内生动力。 

4.2 健全制度建设与标准体系 

要想推进数字技术于水利施工管理当中的实际应用，

那么相应的制度保障以及标准规范是必不可少的[2]。应当

去制定一套标准体系，这套体系要把数据管理、系统接口、

信息安全以及使用规范等诸多方面都涵盖进去，以此来提

高数据处理所具有的统一性以及兼容性。要着力构建起数

字化管理的责任制，将各级部门在系统开发环节、数据输

入环节还有平台维护环节等方面所应承担的职责以及相

应的工作流程都予以明确，进而形成一个权责关系清晰且

运行起来颇为高效的管理机制。与此还要进一步强化针对

数字平台使用情况的过程监管工作以及效果评估工作，从

而保证数字技术能够在施工管理领域真正落地实施并且

可以持续不断地得到改进。 

4.3 加强技术研发与平台建设 

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要加大投入研

发核心技术，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攻克应用技

术难题，让智能建造、无人监测、数据挖掘等关键技术在

水利领域适用并实施。要优化数字管理平台架构，拓展其

功能，实现多个系统间无缝连接和数据交流，提高平台运

行智能化程度以及用户使用体验。推动数字技术和其他前

沿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计算等融合运用，持续

拓展水利施工管理的数字范围。 

4.4 完善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 

数字技术的推广进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起到了关键

的支撑作用。要着力构建多渠道且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

以此来提升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在数字素养以及技术能

力方面的水平[3]。企业方面可以专门设立数字化管理方面

的专项培训项目，借此提高一线管理人员对于系统操作以

及数据分析的熟练程度。高校则需要增设和水利信息化有

关的课程以及相应的专业方向，从而培养出复合型的技术

人才。通过引进专业的技术人才并且建立起跨部门协作的

团队，促使施工管理模式从传统的管理方式逐步转向数字

协同管理的方式，进而增强企业在数字时代所具备的核心

竞争力。 

5 结语 

数字技术乃是推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迈向现代化的

重要驱动力量，它在项目管理、工程测绘、进度控制以及

安全监测等诸多环节均已然呈现出颇为显著的成效。它既

提高了管理方面的效率，也促使工程质量得以提升，并且

还为水利行业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筑牢了稳固

的基础。不过，在推广应用的进程当中，依旧面临着管理

意识存在滞后情况、技术体系不够完善以及数据标准有所

缺失等一系列的挑战。在未来，需要从政策给予支持、制

度加以建设、技术展开研发以及人才进行培养等多个方面

整体发力，以此来推动数字技术在水利施工管理领域当中

的深度融合以及持续不断地优化。借助构建起高效协同且

能够做出智能决策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实实在在地提高我

国水利工程在建设管理方面的水平，达成水利事业的高质

量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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