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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主是在除害兴利目的下而修建的一系列工

程,具有工程量大、投资多等特点。众所周知,水是人类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资源, 但是目前我国自然界中存在的水资源

无法满足人们正常需求,在此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就需要建

立水利工程,通过水利工程对自然界中的水进行调控,保证

水资源合理分配,进而满足社会生产需求。基于此,本文就对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设施建设进行分析, 以期提高水利工

程管理工作质量。

1目前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缺乏认识,水利工程管理效率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为了合理控制和

调控地表水、地下水,开始大量兴建水利工程。但是现阶段,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重建设、轻管理”情

况,缺乏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认识,使得水利工程管理效率直

线下降。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缺乏认识,水利工程管理效率

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单位缺乏水利工

程管理意识,不重视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水利管理

人才缺乏, 现有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人员管理方法落后,不

能对水利工程做到规范化管理, 进而降低水利工程管理工

作质量,制约水利工程发展速度。

1.2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缺乏完善的制度机制

众所周知,水利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具有公益性特点,

但是现阶段, 部分单位对水利工程的性质不能正确认识,混

淆了公益性和经营性, 单方面认为水利工程具有经营性,独

立承包,自行经营,此种情况下,就造成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

缺乏完善的制度机制,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相关单位水利工程水利管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对管理工

作方法分配不合理, 无法通过水资源对水资源实现统一调

控。另一方面,相关单位没有完善水利工程人事管理职责,在

水利工程管理中没有将制度进行落实, 导致水利工程管理

质量下降。

1.3水利工程建设缺乏监理、验收工作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建设缺乏监理、验收工作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水利工程数量不断增加的背

景下,使得水利工程监理人员短缺,此种情况下,“无证上岗”

人员就会增多,这部分人员管理技术薄弱,在工程监理、验收

工作中只做“表面”,降低水利工程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我国

水利工程缺乏工程设计方案质量控制体系和检测环节,造

成水利工程管理效率低,质量下降。

1.4缺乏老旧水利工程的维修工作

现阶段,我国城市中还存在一些老旧的水利工程,这些

水利工程由于使用时间长,出现了诸多问题,但是现阶段,我

国相关部门并没有对这些老旧的水利工程进行后期维修工

作,甚至还在使用,从而无法发挥出水利工程应有的作用,制

约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2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设施的建设

2.1水利工程的水情自动检测系统分析

在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 使得水资源污染

严重,经常会出现一些洪涝等自然灾害,在此种情况下,相关

单位要想降低经济损失, 就需要在水利工程中使用现代化

设施,建立水情自动检测系统,及时发现水中问题。通常情况

下,水情自动检测系统有遥测站、中心站、中继站等部分组

成,具体如图 1所示,在使用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主要工作

如下：第一,在遥测站方面。遥测站的主要作用是对城市降

雨量进行预测, 方便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掌握城市各个水库

中的雨水量,出现水情问题前兆,针对性制定应急对策。第

二,在中心站方面。中心站主要是由计算机、集线路、路由器

等部分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局域网,然后通过这个局域网

想成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对水情及时传递,掌握水库动向。第

三,在中继站方面。观察图 1可知,中继站是建立在遥测站和

中心站之间的一种无线电通信设备,主要解决遥站测、中心

站两者之间信号短缺的问题,保证信号遥测站、中心站之间

的数据可以及时传输。

2.2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系统分析

通常情况下, 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内容主要包含环境

量、变形、结构、渗流等等,具体体现如下：第一,在环境量方

面。相关单位在进行环境量监测时,需要依托计算机网络设

备, 将所监测到的数据信息全部录入到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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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利工程的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示意图

中,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量,做到数据的安全监测。第

二,在变形方面。水利工程遇到大型水灾时,坝体经常会出现

变形情况,所以,相关人员可以使用安全监测系统对水利工

程坝体进行自动化监测工作, 避免水利工程出现变形等情

况,提高坝体的安全性。第三,在结构方面。相关人员可以在

坝体内埋入制定仪器,然后通过仪器对坝体进行实时监测。

第四,在渗流方面。相关人员可以对渗流进行安全监测,及时

发现坝体异常情况,做到安全监测,提高检测质量。常见的安

全监测系统如图 2所示,观察图 2可知,安全监测自动化系

统包含数据采集、数据接收、数据传输等众多组成部分。

图 2 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示意图

2.3水利工程的设备集中控制系统分析

通常情况下, 水利工程的设备集中控制系统主要包含

抽水站、闸门等众多设备,这些设备共同组成了一个自动化

控制系统,对水利工程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处理,保证水利工

程运行质量。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设备集中控制的功能要

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利工程设备集中控制

设备需要具备“自动———手动”随意切换的功能,让闸门的

敞开度符合要求,降低运行误差。第二,水利工程设备集中控

制系统需要根据水闸具体要求展开,对水闸的开、闭等环节

都能做到合理控制,并进行储存,为工作人员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 水利工程的设备集中控制系统需要具体机电设备检

测、水位报警等功能,对超水位等问题及时处理,保证水利工

程现代化设施检测质量。

2.4水利工程的信息管理系统分析

在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中, 提出了加快社会信息化发

展理念,要在各行各业中大量使用信息技术、信息设备,依托

信息技术、信息设备建立信息基础设施,进而推动我国信息

产业快速发展。面对此种情况,我国相关部门就需要在水利

工程中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大力引进信息化电子设备,组成“人 +

机器”的系统,依托这个系统建立一个集合体,最大范围管理

水利工程。另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在信息管理系统中构建

信息库、方法库、分析结果库等组成部分,其还有设置办公

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 从而保证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质量,推动我国水利工程实现快速发展。

3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设施建设的建议分析

相关单位展开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设施建设后, 要想

保证现代化设施运行质量, 还需要对整个现代化设施建设

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具体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

加强现代化设施建设的验收、维修等工作内容,保证现代化

设施建设工能够正常运行,提高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效率。另

一方面,雷电会对信息设备产生严重的影响,面对此种情况,

相关部门就需要对水利工程现代化设施建设做好防雷工

作,可以通过安装避雷针、改善系统线路、设备等方法,降低

因雷击产生的经济损失,保证管理工作质量。

4总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水利工程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

大的背景下,使得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

我国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质量低, 严重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

量。面对此种情况,我国相关部门就需要加强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方法,在水利工程中实施信息化管

理,大量引进先进的信息设备和专业人才,从而将水利工程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提高水利工程管理质量,推动

水利工程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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