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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促使信息数据的传输效率与传输质量都有所提升。数据的海量性

和多样性使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云数据统计技术的出现,大数据应用在各个

行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应用价值已经被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

视。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运用大数据技术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促进水利工程管理持续进步与发展

的有力支撑。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工程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及应用,并且提出了一些优化措施,为工程大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发挥其最大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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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have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transmission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ata. The mass and diversity of data have 

brought human society into a new era. Especi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cloud data statistics technology, big 

data applicatio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ave been widely valu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nd it is also a strong support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engineering big data,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timization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gineering 

big data to exert its maximum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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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是人类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重要途径,其建

设与管理质量影响广泛,其中包括农业生产、能源开发、防洪抗

旱等多个方面。因此,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相结

合变得十分重要。通过水文水资源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

为积累水利工程建设经验、改善水利工程运行效果提供了大量

有效信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水利工程建设分析为优化水利管

理提升工程运行效率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工程大数据中包含

的信息非常复杂。如何在众多数据信息中快速有效地检索有价

值的信息是现代大数据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准确的

大数据分析才能实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管理品质的提升还可

以有效保证工程的稳定运行。 

1 工程大数据的特点与构成 

1.1水利工程大数据特点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其研究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

善。这也促使工程大数据这一定义更加准确,为该概念的实践利

用提供了基础。大数据具有信息量庞大,信息种类复杂,信息价

值不均且变化速度快等特点。因此,想要充分利用工程大数据技

术,就需要充分了解其特点,精确分析与筛选数据。在水利工程

中,工程大数据包含的内容尤为复杂多变,例如：水利环境、流

量、流速、水质等基本信息数据。除此以外,根据其不同的建设

项目,大数据还可按照项目类型进行分类,例如：水坝、水库、

闸口、水电站等。以下主要针对水利工程数据多样性及变化性

两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 

1.1.1数据的多样性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数据种类十分复杂,且在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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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阶段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经过监测设备

来获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监测密度和指标将逐步提高,

建设运营数据增长速度也将加快,在建设的各个阶段,每秒、每

分钟都会获取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水利工程建设和

管理过程中的设计数据、施工数据、BIM模型数据等相。除此之

外,运维过程中水利工程也会产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积累

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数据网络,这些数据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审核

施工气象、环境条件等数据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除此以外,

水利工程数据的多样性还表现在数据存在形式上,在工程数据

收集中,可能是以图片、音频、视频、文字等各种形式来体现。

这些复杂多样的工程数据为工程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1.1.2数据的变化性 

水利工程数据的变化性十分显著,也是影响数据分析以及

管理的重要因素。由于水资源的循环性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导

致水利工程的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实时的变化

过程。数据是动态和实时的。在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生成的

数据的变化性表现在水利监测过程中不同时间相同监测点和相

同时间不同监测点数据均有所差异。因此,在应用工程BIM模型

进行设计管理时,可以根据实时动态的数据规律进行实际情况

调整模型结构。同时,以便可以准确有效地利用工程数据得出结

果。需要注意的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一定要对检测到的数据

进行筛选,确定数据质量,从而析项目运行是否稳定,是否需要

采取应急措施。 

1.2水利工程大数据构成 

水利工程大数据,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又包含参与工程建设管理的各个单位、建设机械设备

建设等人文因素以及自然环境中水资源条件、已有工程项目等

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通过调查与监测来获取。例如运用地理

信息系统、卫星遥感系统对水资源信息进行调取,这些基础数据

是对工程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与分析,是水利工程基本属性的

体现,可以对工程安全运行、建设质量以及环境信息做出基本解

释。第二部分是延伸数据,相较于基础数据,延伸数据是通过模

型分析、数据总结归类后得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更为精确有

效,更具规律性及科学性。可以直接应用到水利工程管理中。例

如BIM软件对水利工程的模型构建数据、工程数据收集的二次分

析。这些数据反映了工程数据的准确性、延伸性及标准行,从而

保证了工程数据的有效利用。除此以外,水利工程建设各阶段的

管理数据,如进度、安全、质量、资金、生态、智能场地、环境

等管理数据也属于延伸数据的一种。主这些数据的应用有助于

完善水利工程管理的策略,为管理提供指导及评价。 

2 工程数据的采集技术分析 

2.1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地理信息技术作为水利工程数据采集的辅助工具,可以利

用遥感技术对自然界的地表水资源进行实时监测,显示水资源

的分布情况,及时发现水资源各要素的变化,揭示水资源的循环

与转换规律。获取检测范围内水量、流速等地表水资源客观真

实的空间分布,以及水资源流动变化的地图点,为水利工程管理

提供客观真实的数据信息。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其持

续有效地对自然水资源的变化进行检测,有效地展示了自然水

资源的变化规律。并且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传输和记录一定的空

间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为水利工程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决策指导,从而达到防灾和提高水利工程效率的目的。 

2.2定位技术的应用 

目前,卫星定位技术已在我国多个行业得到应用,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卫星定位技术可以提升监测数据的准确定,加强相关

数据的传输效率,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除此以外,卫星定位技

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可以快速为管理人员干获得三维坐标,

且相关数据的传输受到外界影响较小,确保传输效率。可以为水

利工程监测提供全面的时间、空间信息,在新时期,卫星定位技

术已成为水利工程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 

2.3网络技术的应用 

网络技术是工程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的技术支撑,

合理运用网络技术可以强化水利工程信息数据的真实性,通过

各种软件建模,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得出相应的工程及

水资源发展规律,从而得到更好的管理效果。然而随着工程数据

量的增加,必须不断增强信息传技术,例如：连接互联网带实现

检测数据的快速传递快速。同时,网络 重要的作用就是资源共

享,共享数据有利于水利工程管理的全民参与,更有利于收集各

种观点和理论依据,为研究工程数据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的

应用提供参考。 

3 工程大数据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方法 

3.1数据收集与处理 

想要对工程大数据加以利用,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是十分重

要的过程。其具体过程为：数据整合、数据筛选、数据融合分

析以及数据归档四个部分。首先,数据整合需要应用数据库开发

技术对所收集的数据几你写那个同意的归类整理,经过编码上

传到系统中。其次,全过程数据筛选模式主要用于数据有效性分

析、垃圾数据清理、不完整数据修复、数据格式改进、数据内

容错误解析、数据质量保证、完成、转换、重复数据消除等操

作,提升应用价值。再次,数据融合采用数据融合模型。以数据

为管理对象,建立组织与企业之间的数据关联和组合,对数据进

行分类、分析和匹配,实现分散数据的统一管理。 后,数据归

档主要采用分布式技术,包括资源调度、存储管理和数据服务,

实现工程大数据的统一有序存储,方便之后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3.2工程大数据的应用方式 

工程大数据的在实际建设管理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对

水利工程进行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优化控制,全面分析大坝的

质量和稳定性。可以在大数据系统中记录施工进度、进度监控、

资源监控、运行状态等信息,通过数据分层以及建立项目进度数

据图或模型图的方式准确识别存在环节和安全隐患的工区或标

段。协助管理人员及时掌握施工情况,对各种风险产生影响。除

此以外,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通过获取相关数据和信息,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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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灾害的发生,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洪水

灾害管理；利用工程大数据和运维大数据算法,结合工程安全监

测、水质监测、调度监测等技术手段,对机电设备和水工建筑物

的状态进行检查和评估。 

4 优化工程大数据在水利工程中运用的措施 

优化工程大数据在水利工程管理重点应用,首先需要确保

数据收集的广泛性、精确性与共享性。因此,水资源监测必须建

立覆盖广泛水利工程的计算机网络,实现各项数据的实时监测

与传输。同时,在网络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下,水资源管理平台可

以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以

及能够进行全球定位并存储和管理通过模拟系统收集的信息的

定位系统。除此之外,根据水利工程的特点和技术发展趋势,开

展水利工程信息化数据化平台建设十分必要。建立一个对水利

工程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维数字协同设计平台。通过智能

数据管理平台,充分挖掘数据潜力,逐步实现水资源从自动化管

理向智能化管理的转变。在建立水利工程智能数据平台时,需要

将大数据的概念与云计算技术相结合,存储和跟踪水利工程建

设的相关信息,使数据信息更加客观。 

5 总结 

工程大数据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优化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分析水

利工程中的各项数据特征并且对数据进行整理、筛选、归类,

通过大数据总结水利工程及水资源的变化规律,从而制定更加

完善的管理制度,促进水利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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