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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水利建设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水利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水

利信息智能化技术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建设包括多种内容，主要涉及计算机、工程自动控制以及通信技

术等。通过加强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建设，可以实现监测流速、流量、水位、淤泥厚度和降雨状况，自动控制各类阀门和泵

站，并进行水利工程调节。文中系统分析了水利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组成，并指出了加强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建

设的有关对策，以为水利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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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important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has also developed vigorousl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formation automation includes many contents, mainly involv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automatic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y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on automat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e can monitor 

the flow rate, flow, water level, sludge thickness and rainfall, automatically control all kinds of valves and pump stations, and regulat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water conservancy computer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automat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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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信息系统自动化，包括信息处理、水利工程

政务、工程建设、水利建设和运营管理等诸多内容，通过

收集各种信息，研制有关业务的软件，建立信息网络，完

成了对全国水利信息系统的智能化管理系统。水利工程信

息管理自动化是智能化施工的一部分，与智能化工程监测

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工程智能化系统集成技术和数据

库管理技术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水利

工程事业，以达到水利行业工作品质和效率的提高。在水利

工程信息管理智能化施工阶段，科技是前提，管理是保证。 

1 将信息化技术运用于现代水利工程管理的问

题重要性 

1.1 有利于节省水利工程管理的物力消耗 

水利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工程项目，设计规划时必

须兼顾多方面的各种因素，由于建设周期较长并且建设难

度大，因此整体流程中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钱财，将

大批信息化技术充分运用于水利管理工作，才能最大化地

利用信息化技术经济高效的优点，在整体水利管理工作中，

将对工程项目各部门进行了有机的统筹规划
[1]
。 

1.2 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的效率 

根据水利工程自身所存在的特殊性，在现代信息化技

术的支持下，可以大大提高水利管理的工作效率。由于大

规模的水利工程，通常位于都市近郊或是野外自然环境中，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不适宜人员进行管理维修，同时由于

工程体积很大，通过大量人员的管理维修消耗量也非常不

合理。因此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在野外大规模水利工程

中，可以利用各类先进的传感器设备对水利工程进行实时

监控，传感器设备可以将水利工程的各方面数据进行并发

送入计算机中进行数据分析，人们可以及时发现水利工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数据分析作出更有效

地应对与管理，进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危机发生。水利工程

管理者可以在计算机的支持下实现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 

1.3 优化水利工程管理本身的功能性 

水利是为了除害兴利所建设的系统工程，主要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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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较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和避免一些自由水可能造

成的影响，这也就是水利最主要的功能所在。将信息化工

程技术和现代水利管理工作相结合，就可以进一步地对现

代水利本身的效益作出科学评价和大数据分析，而通过长

期的大数据分析研究，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调整，就可

以优化现代水利管理系统的功能性，从而实现现代水利功

能的更加完备与提升
[2]
。 

2 水利信息自动化系统的结构及功能 

2.1 灌区各级水利调度中心 

灌区管理机构及下属总站还设有各级水利工程调度

管理中心，以推进水利工程的信息与智能化工程建设，并

运用智能化调度管理手段代替了原来的传统水利调度方

法，实现了无人值守。在水利工程调度管理中心设有了如

下信息系统：水情收集管理系统、水耗计收管理系统、视

频监测系统、数据库系统和闸门监测管理系统等。并承担

了如下职责：手气灌区及工程用户的生活用水费用；现场

监测渠道流速、水位和淤泥的厚度等，并将其精确表现出

来；自动控制阀门，以监测水利工程的重点部位；定时备

份各种信号数据，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依据
[3]
。 

2.2 现地 PLC控制系统 

PLC 控制器具备了操作简易、便于扩充、操作可靠等

优点，同时还可以有效对抗各种扰动，由于具有出色的通

信特性，所以已经在众多行业中获得了应用。在现阶段，

很多工程部门采用现代的可编程控制器（PLC）作为控制

器。该控制系统可以实现设置固定，并使用相关的控制程

序远程监控水利阀门。而由于可编程控制器具有控制程序，

因此可以有效连接启闭机与电气控制箱。在这种情形下，

只需要通过对调度中心的阀门监控软件加以设定，就可以

远程监控各级阀门。另外，在各级闸门房中都会设有远程

转换开关，通过对开关加以设定，调度员就可以完成现场

操作与远程操作间的转换，极大地提高了阀门控制系统的

灵活性程度，如果发生了情况，则使用现代的 PLC 系统就

可以得到及时处理
[4]
。 

2.3 水情、水文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收集各类水情数据和水文数据，可以实时监控渠

道水平和流量，并且这种数据还可以在其他工作中提供使

用。在测流桥、测井等必须实行检测的地方配备了流量仪、

水位传感器、超声淤泥厚度仪等仪器设施，可以有效地收

集流量、水平等数据信息，便于测算流量、征收水费和自

动控制阀门。在闸门等监测部分还必须实现对水平信息的

收集，在监测中的检测筒内必须安装水位传感器，并结合

实际情况对水位传感器零点作出适当调节，以便于提升水

平检测数值的准确程度。水位传感器还可以完成由模拟信

号向电压（电流）信息的变换，将变换后的信息传送至

PLC 控制器，随后再经通讯设备传送至调度中心，调度中

心将会显示出各种数值。由于灌区的水质情况比较复杂，

要想进一步提高渠道流量统计的准确度，还可以安装超声波

淤泥厚度检测仪、流量仪等，以便于开展淤泥处理工作
[5]
。 

2.4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测系统，包括了传感器技术、计算机系统与网

络系统科学技术、广播科学技术、自动控制及其通信等诸

多内容，属于一门新兴数字多媒体科学技术。该系统主要

包括总线结构和模块构成，并采用了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

技术进行了与数字多媒体视频系统的有机结合，具有更高

的综合性能和更多的智能程度，并且可以把电脑功能发挥

出来，更方便于实际操作。只要技术条件容许，可把视频

监控点设定在灌区的重点部分。对农业产品而言，在短灌

溉时间内通常要求全天候监测，而使用红外线一体网络摄

像机就能够实现这个任务。由于红外线一体网络摄像机拥

有良好的特性，可以全天候、全方位地监测农业重点部位，

并具有即时的图像采集功用。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及

时掌握有关图像的信息，以便做出合理评估和科学决策。

作为水利工程信息管理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关键功能，远程

监视和图像数据共享在现代水利工程管理中起到了无法

取代的重要功能。前端摄像头主要承担对模拟信号的收集，

编解码器则承担对数据实行数字化管理，数字信号可以经

由通信线路向调度中心传送，而调度中心的录像监测软件

则可以有效记录下历史图片和现场图像，为现代水利工程

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全面、可信的信息资源数据。 

2.5 现代通信系统 

水利工程主要分布于边远地区，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

程，且分布范围广泛、管理困难度较大。所以，运用现代

的通讯系统可以有效减少水利工程管理困难。利用水位差

对阀门的开放程度实施调节，以达到水量调节目标。通过

针对实际状况设计合理的自动化系统，并使用光纤实现数

据传输，对于环境条件恶劣的地方就可以进行大数据的

实施监控与检测。而且，大数据上传既可以利用数字传

输电台，也可以利用 RTU 传输模块，只需要设定好的数

据信号种类、上载日期等即可，各种类型不同的大数据

就可以进行同时长传，有效降低了水利工程操作时间与

管理成本。在现代水利管理中，水利工程信息智能化建

设应当坚持经济合理、可行性强、技术先进科学、易于

运用和推广等原则，并科学合理进行工程数据收集、闸

门管理等工作任务，以促进水利工程事业朝着现代化、

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6]
。 

3 水利信息系统智能化工程的具体措施分析 

现阶段，中国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工程建设仍面临着

不少还没有破解的技术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

由于当前中国水利自动化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又没有先进

科学技术理论的指导，不少政府部门在建立水利工程信息

系统时只顾及自己需要，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并不统一。虽

然水利部门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信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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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但还没有研究水利信息系统的自动化特点和共性，

还无法形成完善的信息化工程应用系统；最后，在编制水

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时，往往不能兼顾到

全局。根据上述问题，在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工程建设中

应采用如下对策。 

3.1 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水利信息系统的智能化管理主要包括了管理现代化、

信息技术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等方面内容。运用现代计算

机技术对水工信息系统资料进行收集、应用，可以有效

地增强水工智能化信息系统的实用价值，推进我国水利

信息化工程建设，促使工程信息管理事业朝着信息化、

自动化和现代性的走向发展，从而有效增加我国水利工

程建设行业的生产技术含量，减少水能源消耗量，发挥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性、环保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

经济效益
[7]
。 

3.2 构建并完善信息共享体系 

建立了水利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快速整理各种

信息数据，对水利信息做出综合性分类，有效提升了信息

数据的智能化程度，便于工程管理人员作出科学、合理的

决定，规范了水利工程管理事业，有效提升了水利管理效

率和工作品质。水利信息系统的自动化建设离不开全国性

数据库系统和国际信息网络的建设，利用完整的标准框架

系统提供精确、安全、准确的工程信息管理服务。另外，

通过建立和健全水利工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还可以推动

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协作，主要涉及地方水土主管部门、

城市水利行政机关、农村水利部门、国家水资源监督管理

机关和地方水资源监督机关等，以促进水利建设事业健康、

稳定发展
[8]
。 

3.3 有效处理信息资源 

要想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的科学化，就需要合

理分析利用各种信息资料。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既

要重视基础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也要重视水质环境保护、

移民安置等管理工作；在水利运维管理工作过程中，通

过运用现代手段收集有关信息，对水利资源调配、工程

进度、工程质量管理情况等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并针对

实际状况适时调整管理对策，从而进行了管理水平的提

高；在自然资源挖掘与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各类数据

资料可以进行资源共享，更有利于有效保障水源地，合

理调度水资源
[9]
。 

3.4 重视人才培养 

随着水利工程事业发展，有关主管部门需要改变落后

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在水利工程信息智能化工程建设阶段，

需要注重培训专业信息技术人体。水利工作人员也要强化

理论自学，不断丰富自身的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经验，并

将之合理运用于现实管理工作中，以加速推动水利现代化

建设与智能化管理水平
[10]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中国水利建

设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中国水利数量愈来愈多，分布

也愈来愈广泛，并在逐步地朝着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发

展。推进水利工程信息智能化工程建设，不但可以达到管

理水平的有效提高，还可以节省水利运营、维修和管理成

本，从而充分实现了水利建设的效益
[11-12]

。但鉴于水利工

程信息智能化系统具有结构复杂、功能层次较多、对技术

水平要求较高等特征，因此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予以必要关

注，在工程管理中全面运用信息系统的管理理念，以实现

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使工程各方效益实现合理统筹，从

而进一步提升水利建设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管理水平，以促

进水利工程产业可持续发展
[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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