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科技·2022 第5卷 第4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2,5(4) 

48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浅析县域城市智慧水利发展未来目标任务与意义 

崔同洋 

安徽省临泉县水利局，安徽 临泉 236400 

 

[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智能化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县域城市智慧水利建设逐步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工作重要方

向。发展智慧水利不仅对县域城市整体发展规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可以为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经济和社

会发展提供更好保障。县域城市要明确智慧水利建设主要目标任务，把智慧水利建设当成未来一段时间水利发展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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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tellig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in County citi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is not on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ounty cities, but also can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for the safety of local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unty cities should clarify the 

main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take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tone of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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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来县域城市应该将智慧水利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

标。智慧水利功能强大（如图 1），是基于大数据采集、

分析、挖掘技术，实现雨情、水情、水资源取水、用水、

排水、管网压力、灌区信息的实时监测、预警、查询、统

计分析；并将监测预警数据与预案联动起来，当降雨、水

位、水质、压力、流量等信息达到预警值时，启动相关的

预案信息，为防汛、水资源调配、水质监测、管网监测等

综合水利管理提供完整、全面的技术支撑
[1]
。 

 

图 1  智慧水利平台功能 

1 智慧水利建设对县域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智慧水利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延伸，是新时代

水利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贯穿于防汛抗旱减灾、水资源合

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和河湖健康保障等体系。随着

水利技术的集成发展与场景的成熟应用，我国水利现在已

完成从自动化阶段到信息化阶段的过渡，逐渐迈向智慧化

的阶段。基于水利部提出的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

的总体要求，县域城市智慧水利建设逐渐成为当地“十四

五”规划的重要内容。通过智慧水利建设，不仅可以进一

步加强气象灾害检测预警和服务能力，同时可以完善防洪

抗旱减灾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水平，健全农田水利体系，

进一步完善城乡供水应急保障体系，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提升用水安全供给保障能

力，为县域城市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更好保障
[2]
。 

2 县域城市智慧水利未来目标任务 

水利部在《“十四五”期间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实施方

案》中明确提出，智慧水利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积极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十六字”治水思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按照“需求牵

引、应用至上、数字赋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为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和强力驱动。安徽省十四五水利规划，明确智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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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按照“数字化、智慧化”的要求，围绕水旱灾害防

御、水文水资源、河湖管理、行业监督管理等主要领域，

开展水利监测体系建设、水利信息网络建设、水旱灾害防

御非工程措施和涉水业务智能应用系统建设，提升水利信

息化水平。结合水利部和安徽省“十四五”水利规划内容，

县域城市智慧水利未来目标任务为以下几点。 

2.1 建成防汛与水资源调配一体化体系 

完善大中型涵闸水情监测站网，健全通信计算机网络

系统，建成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水资源实时监控与调度管

理系统等，实现重点河段、城乡供水水源地的水量水质同

步监控以及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联合调度系统，确保做好汛

情来时，及时预警，有效化解，旱情时能够充分调配水资

源进行缓解
[3]
。 

2.2 构建智慧水土保持监测体系 

充分利用物联网、遥感技术、无人机技术、地理信息

技术、计算技术等，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积极推

动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的稳步开展
[4]
。一是尽快加强协同

水土保持智能化建设。根据上级智能水土保持数据管理方

式，一致使用同一标准，及时收集和更新数据，及时做到

与上级共享内容。根据上级已经建立的系统，有效开展利

用，及时对县域城市水土保持内容进行更新，结合现有数

据认真进行分析研判，不断为未来水土保持智能化建设打

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加强改进水土保持模式。以智能仿真为

目标，结合现有的算法模式，不断改善、深入研究，不断丰

富和改进已有的水土保持模式。加强研究县域城市不同地方

的特点，深入分析不同地方水土流失原因和未来走向。利用

上级平台，结合当地地形地貌特点，进一步完善土壤侵蚀、

水土流失状况预警、人为水土流失智能识别及风险预警等模

型，不断改善水土易流失地方的监督管理。三是及时融入上

级水土保持智能控制系统。加强对水土保持专业人才的教育

和培养，充实人才队伍，及时准确与上级系统进行对接，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系统内容，做到更好的实现水

土流失及时预警、人为因素导致的水土流失上报系统等，为

县域城市水土保持监督部门提供便捷的监督监管。 

2.3 构建河长制信息化平台管理体系 

打造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如图 2），借助河长制信息

化平台巡查河流，提高全民参与河流资源管理和精准性、

整体性、合理性、智能性水平。信息平台包括电脑端河长

系统综合管理系统、手机端管理系统、微信端公共服务系

统。通过整合河道信息的水质断面检测数据、污水排放、

取水口、水利工程等有关功能单元，构建河道信息“一张

图”，在线布置既定工作，既定监督考核时间，方便河长

办公室和各级河长对河流信息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和解决。在信息平台的帮助下，河道巡

查员可以开展平时巡河工作，对河道进行抽查。发现问题

后，制定交办清单，下达河长、河长办或有关工作单位。

有关工作职工收到交办单后确保能第一时间解决，并把处

理结果及时进行回复。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管理

模式，最终实现河长制的常态追踪，动态管理、直观展现、

便捷使用
[5]
。 

 

图 2  河长制信息化平台 

2.4 建设海绵型城市 

重点对城市建成区进行海绵化改造，合理采用透水铺

装、多孔沥青等透水地面，结合绿地、湖体湿地建设，保

障汇流处生态空间不被侵占，增加缓冲和净化沉淀，消除

桥涵、城市干道两侧形成的城市积水点和易涝点，提升城

区的防洪排涝能力，具体为：一是完善海绵性城市的建设

和运营维护监督方法。通过城市雨水资源系统和数据收集

机制，包括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模型分析、雨水径流数据

的动态收集、城市地区雨水的积累、渗透和监测，净化的

数字感知实现建模、统计、数据处理和数据收集的数字动

态监测，城市雨水资源系统的收集和利用过程，实现地表

水污染源和指标的实时监测。二是通过综合业务监管云平

台，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的业务监管提供技

术支持。基于全面的数据感知，提供宏观层面的指挥协调、

服务监督、异常预警和辅助决策，提供过程数字化、管理

可视化和决策数据的能力，以及共享城市雨水资源数据的

能力，协调和促进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

协调供水和排水等水循环的各个方面。三是建设和改造海

绵式建筑和社区，实现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在建筑和社

区方面，根据县城的当地条件和规划条件，结合绿色建筑

发展理念，在城市新道路和广场建设中，要合理应用新技

术、新措施，增加道路绿地、树池、人行道、车道非机动

透水性，停车场和机动车道；做好雨水收集、储存、净化

等环节，最大限度地减缓雨水径流。现有建筑和社区可根

据实际情况对建筑屋顶、周边绿地和景观水体进行低影响

开发和改造
[6]
。四是完善海绵城市雨水资源建设、管理和

运行维护中的公共体验互动服务模式，构建丰富、多样、

及时、可靠的城市雨水资源体验互动信息服务体系，提升

雨水资源系统的体验和互动信息以及服务能力，引导公众

认可和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五是建设

海绵城市，城市排水和防涝设施非常重要。加强城市排水

和防涝设施建设，不仅要注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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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雨水就地吸收能力，还要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水泵站

等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措施包括严格实施雨污分

流，控制初期雨水污染，排入天然水体的雨水必须经过岸

线净化。加快对大中小河流主要截污管道的建设和改造，

控制泄漏和合流污水外溢污染。结合雨水利用、排水、防

涝等要求，科学布局和建设边湖、滞水池、储罐等雨水储

存设施。进一步加强城市径流的储存和排放能力。 

2.5 泵站自动化管理 

县域城市应结合现有中型以上泵站进行智能化、信息

化改造提升，智能化泵站应具备以下几点：一是智能监控

平台。实现对泵站主机组设备、辅助设备、公用设备的实

时监控与运行管理，具备主机组智能一键自动开机停机和

紧急停机、叶片智能调节、视频联动等功能，并将设备运

行数据和泵站三维模型融合，更加逼真、立体、形象的展

示泵站设备运行流程。二是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对机组流

量、工况、水位、机组运行状态、建筑物特征等监测数据

进行归纳分析，利用数据挖掘、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

回归模拟等算法，实时分析机组的装置效率、机组健康状

态、建筑物安全状态，为机组和整个泵站的安全运行提供指

导和决策。三是智能运管平台。结合泵站日常的运行维护管

理任务，从泵站的设备管理、作业管理、安全管理到泵站的

巡检、检修指导等全方位全业务覆盖，实现可视化智能巡检、

可视化三维作业指导、可视化三维培训与考核等创新应用，

以提高运维管理的工作水平和效率。四是智能管理平台。智

能管理平台综合了泵站 BIM建管系统、工程档案、综合办公

等业务，将以往孤立的系统有机协同起来，降低运行维护资

金，更加有效规范平时管控工作，打造能够实现县域城市智

慧水利建设要求的更高标准的智能化泵站项目。 

2.6 农村饮水信息化建设 

以自动控制和智能化运行为主线，积极推进农村饮水

工程智能化建设，通过在水库周边安装摄像头、智能人脸

识别、车辆抓拍、喊话系统、语音提示等系统对水源地进

行实时监管，实现信息的采集传输、监测预警、运行调度，

确保供水安全、饮水安全。不断推进提升“互联网+人饮”

水利工程，着力打造县域城市农村人饮信息化管理平台，

推进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服务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进程，

建好城乡一体化供水“信息网”框架。把供水水源、水厂

蓄水水池、管道网络等并入到自动化检测监控设备中，实

现从供水水源到用户的整体覆盖式智能提升，并全面推进

供水管理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以技术驱动创新人饮“建管

服”，逐步实现通过手机实现网上购水服务
[7]
。 

2.7 注重人才队伍建设 

县域城市水利信息化离不开专业优秀人才队伍的支

撑，为更好的事项既定目标，人才的培养必须提早谋划，

与项目建设同步推进。一是注重信息化人才的招录和引进。

水利信息化是一项专业知识比较强的领域，及时及早的引

进相关优秀人才是为智慧水利具体项目建设打了良好基

础。可以更好的带动信息化方面的人才更多的深入了解水

利工作内容，水利工作人员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加深最新的

智能化方面知识。两者能够相互促进、互相学习、互相成

长，成为两个方面都更加精专的人才。二是注重人才的现

场经验磨练。水利发展更加智能化建设是一项比较注重实

践经验的工程项目，理论知识的学习远不能满足实际中的

需要，要把人才队伍投入到项目建设一线中，充分接触项

目建设经验和具体内容，让水利信息化人才在实践中充分

得到发挥和锻炼，敢于使用、敢于发声，才能打造一支经

得起考验的水利信息化未来建设队伍。 

3 结束语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

的要求，不断加强水利基础智能化建设，加强用数字场景、

智能决策、精确布置为导向，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
[8]
。县域城市水利信息化

发展的总体思考还是围绕着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水

利工程建设、水利信息化网络建设、泵站自动化管理等密

切问题
[9]
。水利建设的发展必然从自动化，信息化到智能

化，实现从“人管”到“智管”，从“人调”到“智调”，

从“人报”到“智报”改革发展总基调。加快水利信息公

众服务系统建设，未来基本建成服务于县域城市防汛抗旱、

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水土保持监测等水管理工作的各

类应用系统信息网络平台，基本实现水利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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