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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将详细介绍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中遭遇的问题，通过专业的研究与调查，精准找出优化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的有

效措施，如增强信息化认知、完善工程设计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度及完备工程组织架构等，从而促进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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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in 

detail, and accurately find out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such as enhancing informatization awareness, improving engineering design standards, 

increasing capital investment and completing projec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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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来说，该类项目极大影响人民生活的健康稳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建设水利工程的过程中，

项目管理人员需将信息技术放置到工程内部的各个方面，利用高效的信息化发展来促进水利工程的应用效果。 

1 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中遭遇的问题 

1.1 信息化规划不合理 

针对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来说，部分建设企业未能加强信息化项目的重视度，其内部的规划人员也没能意识到信

息技术在该阶段的重要性，在其传统观念中工程信息化不会对项目使用效果造成太大影响，在实际发展中也难以将信

息技术的应用优势发挥出来。对于水利工程项目的短期发展而言，在使用信息化技术时其需投入较多的财力、物力与

人力，且依照相关具体技术要搭配出适宜信息技术类机械设备，部分企业不愿将相关资金放置到该环节中，降低了水

利工程信息化规划的合理性。 

1.2 设计审批过程不成熟 

一方面，水利工程企业在进行信息化设计时，部分技术人员未能弄清项目内部的信息化标准，部分项目的专项设

计还存在内容缺失现象。针对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阶段来说，若想合理采用信息化技术，需带有一定的信息技术支撑，

部分工程项目的信息技术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该类技术的使用也并不成熟。另一方面，从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的审

批阶段上看，为增进工程项目的经济指标，在项目审批期间，其选定的工程信息化将会依照项目投资比例进行核减或

框定，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会改变信息化技术的使用效果
[1]
。 

1.3 信息技术的运用较弱 

水利工程项目在发展信息化的过程中，其信息化建设标准未能严格遵照相关区域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该项信

息技术难以为项目建设提供数据支持。针对当前的水利项目内部的信息类基础设施来说，其内部对信息的应用、处理、

储存、通信与感知的水平较低，很难实现水利工程的远程控制，且新兴技术的应用数量较少，未能适应当前该行业信

息化发展的新趋势，降低该工程项目内部的信息类建设水平。 

2 优化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2.1 增强信息化认知 

基于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综合性较强，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期间需投入大量资源，并适时改进人们对信息化发展的

思想观念。水利工程项目管理者在开展内部的信息化发展时，需及时变革自身的工作习惯、管理方式、利益分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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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调、业务重组与组织调整等多项内容。从水利工程内部的信息化发展趋势上看，企业内部的多个部门都要参与到

该类项目建设中，由于每个部门对信息化发展的认知存有差异，管理层在执行此项活动时，应加强各部门对信息化建

设的认知，需在建设信息化项目时将其内部技术视作行业发展的标准，继而提升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与水利工程内部

各项工作的融合度。 

与此同时，为切实改善水利工程内部多部门对信息化发展的认识，管理人员应在日常工作中开设多项与信息化发

展认知的宣传活动，利用不同形式的宣传与讲解，适时转换各部门对信息化的理解与认知，及时转变其思想观念，将

信息技术或信息类发展理念切实地运用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并借用信息技术内潜在的多项优势来调动相关部门与人员

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促进水利工程项目的协调发展。 

2.2 完善工程设计标准 

在拓展水利工程项目内部的信息化建设期间，管理人员需适时完善工程设计标准，将该类标准当作工程建设的数

据支撑与具体依据。通常来讲，水利工程建设大多要有一套适宜的设计标准，再将该设计标准利用有效举措来付诸实

践，若将该类设计放置到信息化项目中，不但能有效增强该工程的建设效率，还能改善项目建设成效。 

在开展水利工程建设期间，为更好地将信息化技术的作用、优势发挥出来，项目设计人员需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完

成多部门的信息共享，再借助信息共享来了解、掌握各部门的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对其内部数据的分析与研究，理解

各部门在工程作业时遭遇的难题，切实解决其遇到的问题，促进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优化。 

比如，当水利工程项目设计人员将信息化技术与工程建设内容融合时，其应及时确认该工程建设的具体需求，在

明确基本建设内容的基础上来着重分析该项目建设的难点、重点，将可采用信息化技术的环节挑选出来，将该信息技

术与该环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搭建出与该信息类技术相适应的设计应用方法，并及时完善剩余建设工作。 

2.3 增加资金投入度 

一方面，在建设信息化水利工程项目期间，相关人员应设置适宜的资金渠道，即与资金管理相关的融入渠道，在

该项渠道中不但要带有项目建设资金，还要利用该渠道来维护企业内部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只有对资金实行合理保

障才能切实改进、完善水利工程的信息类建设。同时，针对水利工程内部的信息化发展程度来说，对各项信息技术的

使用仍处在起步阶段，未能对 GIS 系统与 BIM 技术实现高效融合，在该环节建设中，相关人员不仅要高效搭建出与信

息技术相关的管控系统，还要利用多重建设来完备各信息程序的适宜运行，该类举措的实现需借用大量资金
[2]
。另一方

面，针对信息化发展的资金投入来说，项目管理者在建设信息化程序期间不但要注重相关资金的引入，还要适时关注

资金使用时其内部的合理性问题。比如，水利工程项目在进行建设施工时，会消耗掉多种资源、材料，难以避免地出

现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项目管理者需派遣专业人员严格监管信息化建设或运行过程，及时找出该过程中的各项风险，

并利用对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来节约更多资金，增强信息化建设中的资金保证度。 

2.4 完备工程组织架构 

在发展水利项目信息化建设期间，项目管理者需科学遵守信息化发展的各项规律，及时创新与改造各项工作方法，

利用理念与行为的创新来推动信息化发展。具体来看，在日常建设中，项目管理人员应利用其内部存有的信息技术为

管理部门设置出与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相符的运行机制、工作模式，基于信息化发展中的技术类型较新，且涉及到的

内容较广泛，各项内容在带有区别的同时又存在密切联系。企业管理层在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下，适时完备项目内部组

织架构，将各项信息技术运用到该组织架构内，并透过该项技术来培育拥有先进技术、掌握专业水利知识、高素养的

水利人才队伍。一般来讲，在发展水利工程内部的信息类人才时，管理层需为该类员工设置适宜的技能教育培训，将

先进的信息技术知识、各项信息技术与工程建设的融合技巧、各信息类基础设施的使用方法与内部功能等放置到该项

培训中，切实提升与改进该类员工的专业素养，便于其更好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合理保障该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

促进水利工程的信息化发展，利用适宜的内部组织架构，将信息化技术的价值与作用充分地展现在水利工程建设中。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开展水利工程信息化发展时，相关人员应适时创新信息化技术，利用高质量创新理念来完善水利工

程项目的顶层设计，借助技术研发力度的提升来促进水利工程的各个方面，增进信息技术与项目建设内容的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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