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0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应用 
 

郭瑛 

甘肃省平凉市水资源中心 

DOI:10.12238/hwr.v6i6.4456 

 

[摘  要]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中,水利信息化技术开始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确保

该技术的应用效果,满足灌区内的节水灌溉工程实际应用需求,本文特以某灌区的节水灌溉工程为例,对

水利信息化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包括项目概况、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优势、水利信息化技术

的具体应用及其发展方向。希望通过本次的分析,可以为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与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

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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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formation age,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technology, 

and meet the demand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in irrigation areas, this paper 

takes a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in an irrigatio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project overview,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s hoped that this analysi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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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合理应用,

可使其管理效果和灌溉效率实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也可以有

效降低灌溉成本。因此,水利部门与相关单位一定要充分注意到

该技术的应用优势,并结合实际工程情况,对此项技术加以合理

应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实现水利信息化技术优势的充分

发挥,促进灌区节水工程的良好应用与发展。 

1 项目概况 

本次所研究的某灌区节水灌溉工程项目的水源是河水,并

将降雨用作灌溉补充用水,其年径流量为3.15亿m3,引水量约为

1.9亿m3。该灌区的蒸发量年平均值为2046mm,比降水量高出10

倍以上,属于干旱气候,因此灌区内的农田灌溉主要用水都来自

于河流。在该灌区的水利信息化建设中,主要的建设内容包括业

务应用系统建设、智能化办公系统软件建设、办公自动化硬件

建设、配套防雷建设、水情雨情建设以及视频建设等,从而为该

灌区内的给水和引水管理调度提供技术支撑,让灌区内的水资

源得到统一管理与合理利用,以此来促进灌区水利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在该灌区的水利信息化系统中,主要的子系统包括水情

监测系统、雨情监测系统、防洪预警系统、渠道监测系统、智

能办公系统、视频监测系统等。 

在该灌区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中,其主要的建设思路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在渠首建设一个防雷区域,让渠首工作区

域得到良好的防雷保护效果。第二是建设一个视频监视系统,

让整个灌溉区域得到立体化、全方位的视频监控,从而达到良好

的联防联动效果。第三是在灌区内建设雨情监测系统,让当地雨

情得到科学监测,并实现雨水的合理利用。第四是在灌区内河流

的重要流域建立水情监测系统,从而实现整个灌区水情的合理

监测,为灌区水资源调度提供科学依据。第五是建设相应的配套

建筑,包括各项基础设施、设备杆架、信号线缆、办公区域建筑

等,从而为整体灌区的统一管理与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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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水利信息化技术应用优势 

就目前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来看,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促进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是实现管理成本的进一步降低,第三是利于灌溉效率的进

一步提升。以下是对这三个方面主要应用优势所进行的概述。 

2.1促进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使其管

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首先,通过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合理应

用,可实现节水灌溉工程信息化系统的科学建设,让相关信息得

到快速、全面的收集,将这些信息作为依据,便可让灌区内的节

水灌溉工程得到全面监控,从而减轻管理负担,提升管理质量。

其次,在节水灌溉信息系统的应用中,借助于局域网,可以为灌

区管理与工作人员提供学习平台,使其及时掌握新的管理技术

与管理方法,从而实现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全

面提升[1]。 

2.2实现管理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将水利信息化技术合理应用到灌区的节水灌溉工程中,通

过计算机、监控设备和网络技术等的应用,可建立起一个网络监

控系统,从而实现灌区相关信息的有效收集、管理与储存,同时

也可以在枢纽和各个泵站之间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这样

的方式,便可有效降低灌区内的管理成本,实现水利工程经济效

益的进一步提升。 

2.3利于灌溉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相比较传统节水灌溉中的人工方式而言,通过水利信息化

技术的合理应用,可在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等各个方面实现灌

区管理的显著优化。比如,在农田灌溉喷水量控制中,如果通过

人工方式进行节水控制,不仅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资源,且需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同时也无法完全确保控制的及时性与合理性。

而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中,只需要通过计算机便可灵活控

制喷水量,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节约与灌溉效率的提升,且能够

达到更好的节水效果。 

3 灌区节水工程中的水利信息化技术具体应用分析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的良好应用,

可让灌区用水更加科学,从而达到良好的节水灌溉效果。在本次

所研究的某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水利信息化技术主要应用在

了数据采集、闸门和泵站控制、调度和管理、自动化监控以及

决策等方面。以下是对水利信息化技术在该灌区节水灌溉工程

中的具体应用所进行的分析。 

3.1在数据采集中的应用 

在灌区节水灌溉信息化系统中,一个主要功能是信息采集,

通过信息采集功能的应用,可实现河流、渠道等水位信息的准确

测量和获取,也可以对灌区所在区域的田间墒情、降雨量以及雨

水利用情况等各种的数据信息实现准确采集与获取。同时,借助

于信息采集功能,也可以对灌区内的实际供水需求做出科学计

算。通过这样的方式,具体应用中,可通过水位计、雨量筒等对

灌区水位以及降雨量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并将采集到的数据

及时通过卫星、局域网、5G等技术上传到管理终端计算机,让

管理人员可以对灌区内的实际情况做到实时掌握。通过这样

的方式,便可让灌区内的水资源得到科学统计与合理利用,从

而在满足农田灌溉需求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 大化节约[2]。表

1为通过灌溉信息化系统采集到的该灌区中的几个重点区域农

田灌溉信息： 

表1-通过灌溉信息化系统采集到的该灌区中的几个重点区域农

田灌溉信息 

序号 区域号 灌溉面积 本月取水量 平均用水量 年计划取水量

1 1#区域 54234万亩 1081 万 t 1890t/亩 32432万 t

2 2#区域 53221万亩 994 万 t 1746t/亩 29791万 t

3 3#区域 59787万亩 1012 万 t 1967t/亩 32198万 t

4 4#区域 49786万亩 987 万 t 1645t/亩 28909万 t

5 5#区域 58745万亩 1109 万 t 1979t/亩 34568万 t

6 6#区域 45678万亩 879 万 t 1546t/亩 26789万 t

7 7#区域 59344万亩 1356 万 t 1967t/亩 40001万 t

8 8#区域 58564万亩 1289 万 t 1956t/亩 38998万 t
 

3.2在闸门和泵站控制中的应用 

在灌区的节水灌溉工程中,闸门与泵站的控制是一项关键

内容。因为节水灌溉信息化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及其智能化程度

都比较高,所以在具体应用中,该系统可自动实现闸门与泵站的

控制。具体控制中,其主要的控制模式可按照有人值守和无人值

守来进行划分。对于一些无人值守的节水灌溉环节,可直接将控

制程序设置在计算机中,然后通过传感设备来采集相应的灌溉

参数,并根据设定好的参数来实现闸门与泵站的自动化远程控

制。对于一些重要的、需要有人值守的节水灌溉环节,工作人员

可直接通过计算机来进行闸门与泵站的远程控制,包括开启程

度控制、开关时间控制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便可实现灌区水资

源的合理节约,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确保农田的灌溉效果,防止灌

溉水量不足或水量过大对农作物生长的不良影响。 

3.3在调度和管理中的应用 

在灌区水利工程的具体管理中,科学合理的调度与管理是

确保水资源利用效果的关键。因此,在具体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

建设与应用中,也需要对水利信息化技术加以合理应用。因为水

资源的调度与管理需要依托于准确的数据,所以在灌区的节水

灌溉信息化系统中,就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数据库以及网络信

息平台等的建设。借助于这些平台,可实现节水灌溉方面的各种

信息收集,从而为水资源的合理调度及其管理提供足够科学准

确的数据支撑。在本次的灌区节水灌溉信息化系统建设中,为达

到良好的调度与管理效果,特将现代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引入其

中,通过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的合理应用,实现了灌区内农

田灌溉用水量的科学预测与统计,然后以此为依据,实现了灌溉

配水量的良好计算[3]。将 终的计算结果应用到灌区节水灌溉

工程中,便可为其灌溉中的水资源调度和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3.4在自动化监控中的应用 

对于灌区节水灌溉中的自动化信息系统建设及其应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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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监控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应用功能,而此项功能的实现则

需要集成化技术、人工制衡技术、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等多

种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在本次所研究的灌区节水灌溉信息化

系统中,自动化监控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主计算机、控制柜、土

壤水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气象观测设备等。该系统包含了

若干个控制单元,每一个控制单元都负责灌区内的一个小的固

定区域,所有单元都通过工业以太网、5G网络等与中央计算机连

接,通过中央计算机,可对各个控制单元进行统一或单独的控制

与管理,包括灌溉情况统计、灌溉参数设置等。且各个区域内的

监控测量与灌溉设置结果都将以图表或数据的形式储存在中央

计算机中,以便后续相关信息的查询与应用。具体应用中,操作

人员可直接在控制室中实现农田土壤水分与气象资料等信息的

获取,采取手动和自动的方式来进行灌区农田灌溉控制[4]。通过

这样的方式,便可实现整个灌区的全面监控,在有效确保农田灌

溉质量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 佳利用,从而达到良好的节水灌

溉效果。图1为该节水灌溉信息系统中的传感器数据采集、转换

与传输流程示意图： 

 

图1-该节水灌溉信息系统中的传感器数据采集、转换与传输流

程示意图 

3.5在决策中的应用 

对于灌区的节水灌溉工程而言,决策是否科学将会对整体

工程的利用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只有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才可以让节水灌溉工程的应用效益得以良好保障。在此

过程中,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合理应用,便可让灌区内的节水

灌溉工程的决策更加科学,从而达到集约化与高效化的应用效

果。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及其管理系统的应用,可实现灌区内各

项信息的准确获取,帮助管理人员全面了解灌区内的水资源实

际利用情况,从而为其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就本次所研究的某灌

区就节水灌溉工程来看,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使整个

灌区内的灌溉情况、水情、降雨量以及水资源节约情况等得到

全面的自动化监测,并通过内部工业物联网和5G网络等将传感

器采集到的检测信息实时上传到总控制计算机中。根据这些信

息,水利部门与相关管理人员可对灌区内的河系、渠道、农田灌

溉情况等各项信息实现准确获取,并根据灌区实际用水情况来

做出支持系统的具体应用决策[5]。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让

灌区内的节水灌溉工程进度及其计划等得到良好的动态调整,

同时也可以为其水费的合理收缴提供科学帮助。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及其应用中,水

利信息化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形式。因此,

水利部门与相关单位一定要充分意识到此项技术的应用优势,

然后结合实际的工程情况、地理特征与灌溉需求,对水利信息化

技术加以合理应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灌区内的节水灌

溉工程得到更加科学的管理,让农田灌溉效果得到进一步的优

化,并达到 佳的节水灌溉效果。这对于灌区农业经济发展和水

利工程应用质量的提升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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