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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水利工程作为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于保障水资源合理利用、防洪减灾、水土保持以及工程设施维护和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才能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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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rationa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facilities.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we better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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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是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维护管理，

包括日常运维、水资源调度、防灾减灾措施和水土保持等

方面。通过科学、规范的管理措施，确保水利工程正常运

行，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 

首先，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至

关重要。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合理利用

水资源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通过制定科学的水资源配置计划，合理调度水

源，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状况进行跨流域调水，确保

水资源的平衡利用，促进经济、农业和城市发展。同时，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还通过对水质的监测和治理，保障饮用

水安全，为人们提供清洁的饮水
[1]
。 

其次，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防洪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水灾是自然灾害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蓄水，

统筹洪、旱、涝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保持水库的安全

蓄水位，减轻降雨引起的洪水冲击，降低洪灾损失。此外，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还可以通过河道疏浚、堤防修筑等措施

加强河道治理，提高抗洪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再次，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水土保持具有重要作用。

水土保持是指保护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止水和土壤流

失的工程技术措施。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通过科学合

理地进行水库调度和水源补给，控制水流速度和水量，有

效减少洪水对土地和植被的破坏，保护水土资源。同时，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还可以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如植被覆盖、

造林防护、沟壕治理等，增强土地的固结性，防止水流侵蚀，

减少土壤侵蚀和泥沙淤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力。 

最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工程设施的维护和管理起

到重要支撑作用。水利工程设施是水利工程运行的基础，

对于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的维护制度和技术标准，定期对水利

工程设施进行巡检、维修和改造，延长其使用寿命，减少

故障和事故的发生。同时，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还可以通过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实现对水利工程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智

能管理，提高设施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2]
。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内涵和原则 

2.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内涵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是指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有效管

理，以确保其正常运行、高效利用水资源，并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该管理包括对水利工程设

施的日常运维、监测与调度、水资源管理、防灾减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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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首先，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包括对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

运维。这包括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及时发现和排除潜在故

障和问题，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状态。例如，对水库、输

水管道、泵站、闸门等设施进行定期巡视、清理、保养和

维修，确保其设备完好，各部分协调运转。 

其次，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涉及对水资源的监测与调度。

通过建立水文测报体系，实时监测水库蓄水量、河流水位、

降雨量等水文要素，掌握水资源的变化情况。根据监测数

据和水资源需求，制定合理的水资源调度方案，确保水资

源的平衡供应和合理利用，避免浪费和缺乏。 

此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包含对水灾防治的防灾减灾

工作。通过综合分析降雨情况、水库蓄水量和河道水位等

要素，预测洪水、山洪、内涝等灾害的潜在风险，并制定

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例如，实施防洪调度措施，调整水

库蓄水位，缓解下游河道水位压力，减少洪水冲击；加强

河道疏浚和堤防修筑，提高河道的排水能力和抗洪能力
[3]
。 

最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涉及对水土保持的管理。通

过采取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如植被覆盖、沟壕治理、

护坡修复等，减少土地的水土流失和侵蚀，保护土地资源。

此外，还可以通过合理的水库调度，控制河水流速和水量，

减少河床侵蚀和泥沙淤积，保护水土资源。 

2.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原则 

第一，安全原则：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是管理的

首要原则。要采取措施预防事故和灾害的发生，制定并严

格执行相关安全规程和操作规范，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 

第二，经济性原则：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应追求经

济效益最大化。要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

运行成本，并通过科学决策和精细运维，最大限度地实现

水利工程的效益。 

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应符合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要

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推动水利工程的生态修复

和环境保护，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预防性原则：要采取预防为主的管理策略，及

时发现和排除潜在的故障和问题，防止设施运行中出现重

大事故或故障。通过定期检查和维护，提前对设施进行修

复和更新，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五，公平原则：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应坚持公

平原则，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资源分配和调

度。确保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需

求，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4]
。 

第六，系统原则：水利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管理应

该从整体上考虑，注重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衔接。要建立

完善的管理体系和信息化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实时监测，

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科学性。 

第七，可操作性原则：管理措施和规范应具有可操作

性，易于执行和实施。要遵循实际情况，根据工程特点和

环境条件，制定灵活、可行的管理方法和标准，便于管理

人员的操作和实施。 

以上原则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基本指导，通过遵循

这些原则，能够更好地管理和运营水利工程设施，确保其

安全、稳定和高效地运行。 

3 提高水利工程效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法

和措施 

3.1 引入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是通过获取、分析和解释卫星或航空平台上

获取的地球信息的科学和艺术。它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遥

感图像、数字高程模型和其他地理空间数据，用于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水资源调度和可持续利用。以下将详细论述

如何利用遥感技术来提高水利工程效率和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 

第一，遥感技术可以提供准确的水资源监测和评估。

借助遥感技术获取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可以实时监测水

库、河流、湖泊等水体的水位、水质和面积变化。通过对

大范围水资源进行遥感监测，可以更加全面和及时地了解

水资源的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为水利工程的调度和运行

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第二，遥感技术可以辅助水利工程的遥测遥控系统。

遥感技术可以提供高精度的地理信息数据，结合现代通信

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对水利工程设施的远程监测和

遥控。例如，在水库调度中，通过遥感技术获取实时的雨

量、蒸发量等数据，并与水利工程的自动调度系统进行联

动，可以实现更加精确和智能的水资源调度，提高水利工

程的效率和运行安全性
[5]
。 

第三，遥感技术还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动态评估和管理。

通过多时相的遥感影像数据，可以监测和分析农田灌溉、

城市供水、生态保护等不同水资源利用领域的变化情况。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和水文模型，可以预测和评估不同水资

源利用方案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为水资源管理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第四，遥感技术还可以辅助水利工程的巡查和维护。

通过航空遥感或无人机遥感，可以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定

期巡查，及时发现设施运行中的问题和潜在风险。结合红

外遥感技术，可以检测和识别管道漏水、渗漏等问题，提

前采取修复措施，减少损失和事故的发生。 

引入遥感技术可以提高水利工程效率和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水平。通过遥感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水资源的

精准监测、智能调度和动态评估，为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最大限度地提高水利工程的效率和运行安

全性。同时，遥感技术还可以辅助水利工程的巡查和维护，

提高设施的可靠性和寿命。因此，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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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遥感技术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3.2 建设水资源监测系统 

要提高水利工程效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设水资

源监测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水资源监测系统可以通过

实时、准确地获取和分析水资源信息，为水利工程的运行

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水资源监测系统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网络。

这包括对水库、河流、湖泊等水体的水位、流量、水质等

重要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可以使用传感器、水文站点等多

种手段，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和传输。通过建立数据采集

网络，可以及时了解水资源的变化情况，为水利工程的调

度和运行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6]
。 

第二，水资源监测系统需要建立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

这包括建立数据库、开发数据处理算法和模型，实现对采

集到的水资源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和水文模型，将不同水资源要素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

识别出潜在的水资源问题和变化趋势。通过数据处理和分

析平台，可以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和预警机制，及时发现

并应对水资源的变化风险。 

第三，水资源监测系统需要建立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

通过建设水资源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将监测到的水资源数

据和分析结果向相关部门和公众进行及时、透明的发布。

同时，还需要建立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

水资源数据的互通共享。这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和

准确性，促进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推动水资源管理和

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水资源监测系统还需要建立监测设备的维护和

更新机制。监测设备是保证监测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基

础，因此需要定期检修和维护。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监测设备也需要进行更新和升级，以适应新的监测需

求和技术要求。通过建立维护和更新机制，可以确保水资

源监测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提高水利工程效率和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水平。 

通过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网络、数据处理和分析平台、

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以及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更新机制，

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准确监测、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为

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提供可靠的支持。因此，建设水资源

监测系统是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3.3 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第一，制定全面、科学的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明确

水资源管理的原则、目标和职责，确保水资源的公平合理

分配、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和保护，解决水资源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
[7]
。 

第二，建立健全的水资源定价机制，通过价格调节供

需，引导合理使用水资源。合理的水资源定价可以激励用

户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将水资源的环

境和社会成本纳入定价考虑范畴，推动用户更加负责任地

使用水资源。 

第三，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鼓励水利科技创新

和技术应用。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推动水利工程

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提高工程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促进先

进的水资源调度技术、智能水测设备等的应用，提升水资

源管理和利用的水平。 

第四，加强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建立健全的水资源管

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协调和监

管。完善水资源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加强水源地保护、水

土保持、防洪减灾等方面的工作，确保水资源的质量和可

持续性。 

第五，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学

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共同应对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挑战。

开展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和合作研究，促进水资源管理和

利用的创新与提升
[8]
。 

4 结束语 

水利工程主要是针对水资源进行规划、开发、利用和

管理的工程领域。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是确保水利工程设

施正常运行、有效利用水资源以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重要环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

此，需要相关技术人员加强水利工程项目，要采取科学以

及合理措施，提升管理质量以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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