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4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问题及优化措施 
 
黄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hwr.v4i2.2793 
 
[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中得到了有效应用,水利信息化建设是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水利行业发展建

设与水利信息化建设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水利部门需要引进信息化技术,将其应用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深入分析水利信息化工程建

设管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提升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的整体水平,文章主要对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问题及优化措施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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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建设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力度

在不断增加,现代信息化技术得到有效应用,很多高科技技术逐渐应用到

国家重点工程中。水利工程是国家长期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在实际建设

和管理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建设工序,管理体系相对较大,严重影响

着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的整体水平,无法满足现代化水利工程高效管理的实

际要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水利部门需要引进信息化技术,为工程项目建

设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提供保障。 

1 水利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的基本原则 

1.1需求指导化 

水利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是在传统水利项目管理的基础上,应用信息

化高新技术,构建的一种尊重传统管理方式,又与传统管理方式存在差异

的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1]
。在新时期的发展中,水利部门在创新和构建

水利项目管理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引进信息化管理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水

利工程项目的内部管理系统和外部工作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满足了信息化建设的实际需求。因此,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

水利部门需要深入分析各项需求,尊重水利项目管理规律,在满足各项需

求指导的基础上践行建设工作。除此之外,水利部门还需要深入分析水利

工程信息化建设需求,做好项目质量、风险控制、进度管理和资金管理等

各项工作,并引进水利工程项目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理念,提升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和管理的整体质量。 

1.2具体可行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水利部门需要深入分析信息化

技术,为项目建设的科学性提供支持。但是,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

水利部门引进信息化技术,现代信息化技术更新比较快,信息化技术应

用水平和层次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对长期应用传统管理模式的水利部门

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实际推进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无法合理地选择

可行性、适用性的信息化建设管理方式。除此之外,水利部门在引进信

息化项目建设管理方法后,需要在实际水利工程项目数据调查和分析的

基础上做好维护和管理工作。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水利

部门需要严格落实应用程序和应用方法,避免因信息选择不合理出现资

源浪费问题。 

2 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水利信息化发展思路、目标和任务不明确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利部门需要明确发展思路、目标和

任务,将其定位在“高、多、全”方面,其主要是配置性能高、项目门类多、

实用功能全。但是,很多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无法突出其使用价值,

往往会利用很少的功能,出现了严重的投资浪费问题。通过分析我国水利

工程监控系统发展情况发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有所增加,系统实现的监

控功能和造价不匹配,往往需要在水库中贴上现代化标签,但实际上这些

水库在建库以后就没有溢洪记录。 

2.2水利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国

家财政拨款,各个地区水利工程建设和维修缺少专业的资金渠道,普遍实

行工程带信息化的方法进行保障,会出现水利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

问题,在社会的长期发展中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不够,严重影响着水利工

程项目实施的效率,无法保障水利信息化工程维修工作的有效开展。为了

改善这一现状,水利部门可以建立信息化投融资制度,实行分项分级投资

模式、招商模式,吸引更多的资金,实现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2.3缺少信息化管理人才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需要高水平的人员作为支持,但

很多水利部门缺少信息化管理人才,很多人员无法掌握相关设备的使用方

法,不了解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和管理方法,不利于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

的有效实施。除此之外,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

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但理论知识相对欠缺,无法有效地开展水利信息化工

程建设和管理。 

2.4信息通讯基础建设薄弱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水利部门的信息通讯技术设施

相对薄弱,出现了水利工程信息传达不到位的现象,甚至会出现水利工程

信息失真的问题,严重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进度,为水利部门带来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2]
。同时,在水利工程施工信息传递过程中,工程信息通讯设

备是其中的关键,在基础设备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会延误施工工期,影响水

利部门的社会形象。 

3 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管理的主要内容 

3.1项目信息管理控制 

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国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水利工

程逐渐呈现出数字化管理模式,管理系统应运而生,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信息化管理提供了支持。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项目信息管

理控制的主要内容是：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控制、施工工期控制、施

工安全管理、施工技术管理、施工材料设备管理、施工合同管理等,水利

部门需要严格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项投入,建立相应的规划管理制

度。另外,在水利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控制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需要遵循人

性化管理理念,其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项

目信息管理控制不满足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会影响水利工程项目的正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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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延长水利工程施工期限,出现一系列经济损失。 

3.2施工过程的控制管理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利部门监控常用传感器采集信息,

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控制过程中,水

利部门普遍依赖施工现场的电视监控,但在实际监控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

安全隐患和问题,无法准确地记录施工的全过程。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

题,施工企业需要引进GIS技术,加强对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可视化管理,

及时地接收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提高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的整体质

量和效率。 

3.3施工设计方案的优化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水利部门需要提供足够的时间,

确保工程项目如期完成,合理地控制水利信息化工程施工成本,为水利部

门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数字化施工管理控制工作,水利

部门需要合理地规划施工方案,不断优化施工过程,根据水利信息化工程

实际情况和相关数据,做好工程设计方案规划工作,还需要利用计算机技

术加强对水利信息化工程预算、人力、材料、施工技术、施工进度和施工

成本的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优化方案。 

3.4项目工艺控制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利部门需要大力推广自动化控制管

理技术,并引进现代化管理技术,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例如,针

对预拌混凝土上料控制、混凝土质量控制、施工材料检测数据采集等工作

实行自动化管理,提高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 

4 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问题的优化措施 

4.1建设高水平的水利工程信息化平台 

在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

升,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将水利管理、信息技术、新型自动化技术进行

了有效融合,科学技术含量比较高,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其主要特点是

施工技术比较复杂、涉及学科内容多,这就对水利施工人员专业技术掌

握情况、工作经验等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利部门需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提高水利信息化工程的

整体施工质量。 

4.2加大水利信息化工程资金投入 

水利信息化工程具有公益性特点,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部门的投

资。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社会各界越来越注重水利信息化建设,资金的来

源在不断扩展,资金投入越来越多,水利部门需要将各项资金落到实处,将

信息化建设资金融入各级基础建设投资计划、财政专项预算和水利发展基

金中,确保水利信息化工作资金的投入。 

4.3加强水利信息工程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 

在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中,水利部门需要深入分析水利信息化发展

战略,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方向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制定水利信息化

政策、规划和标准,严格按照国家信息化标准和规范,结合水利工程项目

的实际情况建立万韩的水利信息化标准体系,适当地调整其中不必要的

内容,并对相近的内容进行合并,更好地完成水利信息化工程标准制定

和修订工作,建立完善的水利信息化标准体系,提高水利信息化建设的

综合效益。 

4.4引进水利信息化工程高水平人才 

水利信息化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涉及内容多、专业要求高,水利信息化

工作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从业素质,树立创新性思维,掌握现代化工作理

念,熟练操作信息化技术,根据水利部门现有的人员做好技术培训工作,将

水利工作人员培养出一专多能、综合素质高的人员,适应现代水利信息化

要求
[3]
。同时,水利部门还需要引进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根据工程所在区域

的薪酬情况,引进更多优秀的IT人才,为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有效实施

提供保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和管理是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水利部

门需要遵循需求指导化、具体可行的原则,深入分析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

管理问题,明确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内容,建立完善的工程建

设管理制度,并引进更多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树立现代化水利工程改革创

新理念,确保水利信息工程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水利信息化工程建

设管理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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