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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建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我国现有的环境评价标准、技术手段和评价体系开始难以满足

公众的需求。引入大数据手段，对丰富现有评价体系，提高评价的时效性、准确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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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xisting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standards, technical means and evaluation system are beginning to be difficult 

to meet needs of the public in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will enrich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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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使得各个行业得到了明显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在推动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方面的作用越发的冥想。广东省始终都是我国水利工程的大省，在改革开放以后，建造了大量的大中型水利

工程，有效的促进了广东省内水源供应稳定性的提升。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对

水环境的影响逐渐的受到人们的关注
[1]
，为了更好的将绿色生态理念运用到水利工程建造之中，这篇文章借助大数据为

基础，以飞来峡水利工程为案例，围绕水利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制定出高水平的影响

评价机制，为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给予一定的指导。 

1 水环境影响评价 

经过对大量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总结出，水利工程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联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首先，气

候的变化会对工程所处地区的大气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对土体质量产生影响，所以为了对避免水利工程建造工

作开展对水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已经早在上世纪末期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水利

工程施工技术以及施工方式展开全面的研究创新，并深入的分析水利工程施工与环境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综合的分

析各类水环境的各项指标，并对那些与水环境质量存在联系的重要因素实施综合研究，最终制定出各种类型的量化指

标，创建不同的水利工程水环境评价模型，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不断优化创新
[2]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使得民众

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需求也在逐渐的提高，国内现有环境评价标准，技术方法以及评价

机制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显示需要了，所以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进行完善，。 

2 大数据技术 

针对大数据这一概念，在书本中并没有明确的进行说明
[3]
，维基百科中将大数据总结为，能够高效率的借助专业的

电子设备来获取，归纳，加工处理信息的集合。针对大数据实施专业的加工处理和再利用，往往都需要针对各类数据

之间的关系实施全面的分析，从中找到规律，最终为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众生活需要进行预测。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指

出，大范围的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能够较好的促进水利信息化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并且可以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以

及经济的进步创造良好的基础。这篇文章在现如今大数据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从创建广东水利工程枢纽建设和水环境

大数据入手，充分的分析探索大数据在对水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工作运用的形式和发展趋势，创建切实可行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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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制定有效的评价计划和方案，为水利大数据信息的掌握以及开展各项服务工作创造良好的基础。 

3 基于大数据的水利工程建设水环境影响评价模型 

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现下运用效率最高的工程施工环境评价模型，来对造成水环境质量问题的因素加以综合分析，

创建切实可行的水环境评价机制。围绕指标评价实施深入的研究，之后借助大数据技术来掌握指标计算方法，促使评

价模型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更好的针对指标权重以及标准规范权重实施调整，运用专业的方法来对其实施创

新优化，有效的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水环境影响评价模型不断的健康发展
[4]
。 

3.1 模型指标体系设计 

就当下国内水利工程施工实际情况来看，相关行政机构在充分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编制了专门的施工规范性

标准以及水质指标，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对广东区域内水环境的评价模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并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数据。这篇文章针对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生态体系指标，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实施了综合比对研究，借助针对核心成

分实施分析研究的方法，来判断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利用专业的方法找到根源，采用有效的方

式加以解决，运用水利工程建设与水环境大数据来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
 [5]

。 

3.2 评价方法 

依据工程等级的不同赋予相应的权重值，再应用到各个指标的赋值上，根据得分情况，以及实际模型效果，得出

相应的评价，分为“理想状态、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病态”5 种类型。 

3.3 评价范围获取 

工程等级指标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及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确定。再依据工程等级及相关联河流及水库面积

选址相关联河流及水库的水文水质监测点、监测断面进行指标赋分、评价。根据河流水文特征、水质状况、水生生物

特征以及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将评价工程分为若干评价水体，水体可以是河段、水库或湖泊
[6]
。对

每个评价水体选址检测点、监测断面进行评价。 

3.4 评价分值计算方式 

充分结合各个评价指标的计分标砖，结合评价水体代表参数，对所有的评价指标给予准确的判断。结合准则层赋

分机制来对指标参数进行权重的划分，精准的对评价水体准则进行充实，结合目标层赋分机制，判断准则层赋分权重，

精准的计算出评价水体目标层赋分
[7]
。 

4大数据平台搭建 

4.1 整体架构分 4 层，分别是硬件层、云管理层、云虚拟层和应用层。（图 1） 

 

图 1 整体架构图 

4.2 数据平台构建步骤：①安排专业人员亲赴现场获取需要的信息数据，随后针对工程施工以及水环境各方面信息

实施归纳和整理。②制定数据标准接口，依据标准和接口进行整合，加强数据的收集力度，提升信息利用效率，形成

数据整合方案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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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程建设水环境大数据获取：工程建设环境相关数据来源广、种类复杂，务必要在工作的开展中加以侧重关注，

所有的工作的开展务必要严格的遵照规范标准要求来加以落实。相关获取方法繁多，有官方公布的网络媒体数据、各地

各部门监测数据、论文期刊等等；数据格式也有超文本、公文、技术标准、HTML等等；获取方法主要为爬虫自动获取。 

5 应用实例 

本文通过搭建大数据存储于管理平台、构建基础大数据算法库来实现水环境影响评价，应用软件构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应用软件系统功能构架图 

通过 GIS 配置平台，展示评价过程及结果。 

 

图 3 过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果（飞来峡水利枢纽） 

结束语 

利用专业的大数据方式来实施水环境影响的分析，现如今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出在发展阶段，这篇文章主要针

对一种实际案例的运用实施深入的研究分析，从非传统数据获取形式来综合分析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社会发展造成的

影响，特别是在社会评价信息引用之后，对评价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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