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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我国重要的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其管理工作的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和创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信息化管

理方式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有效的改善了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新时期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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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口

感数量也不断增长,水利工程逐渐成为现代工商也和人们安居乐的重要基

础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先进的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理念,确保水利工程项

目管理过程中信息化数据收集、传输、利用的水平逐渐提升。从而将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逐渐向着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1 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工作开展的意义 

信息化管理作为网络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方式。水利工程建设涉及

范围比较广、信息数据多、工程项目要求比较高,通过信息化管理可以

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充分实现信息数据和资源共享。首先,在水利工

程项目中运用信息化管理为了决策提供更加准确数据,还可以在工程设

计环节进行高效的信息整理,从而有效跟进和调整工程阶段性目标。水

利工程决策可以根据信息化管理,提升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有

效的创新了水利工程管理模式,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效果。其次,在水利工

程建信息化管理达到了资源共享目的,通过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

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升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效率,确保水利工程资

源的科学配置
[1]
。 

2 构建水利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2.1共享资源的要求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很多人员和部门,需要各自做好对应的工

作,由于各方对工程概况并不是全面了解,传播有用信息存在一定限制,并

不能开展后续工作。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资源共享困难是一大难题,水利

工程电视迫切需要整合资源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构建信息管理系

统解决面临的困境,从而可以使各方人员自发调动新,减少人力和精力的

耗费,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效率。 

2.2管理决策时效性的要求 

随着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的开展,根据工程信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相关工作人员要及时汇报分析各种状况,长期的脑力活动导致思维

活动降低,通常会出现信息分析错误。此外,工程决策阶段需要通过统计

数据完成。计算量过大的情况下,信息整理和分析时间会变长,无法确保

管理决策的准确性。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信息管理系统。

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需要通过网络虚幻方式生成报表,从而将分析后的信

息及时的上传到管网中。防止消耗不必要的人力财力。水利工程管理人

员要针对具体信息作出及时反映,下达决策任务,从而有效的处理存在

的问题
[2]
。 

3 新时期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策略 

3.1高效应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 

将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运用到水利工程管理中,确保信息传输和

分析工作的高效开展。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可以运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通

信技术及时收集水利数据、图像、三维模型等。并且可以详细整理和存

储、分析相关数据信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运用互联网和通讯技术,需

要注重周边区域的各大水利工程信息,全面统筹水利信息,科学分配和

协调水资源。 

3.2高效应用地理信息技术 

将地理信息技术运用到水利工程管理中,主要是利用模式分析和数据

整理分析、空间信息分析等。通过准确的构建三维图形以及地理数据信息

收集,确保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更加方便了水利工程管

理人员开展工程管理工作。地理新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可以详细分析水利

信息和汇总有关数据信息,针对水利动态进行科学预判。在新时期,水利工

程管理运用地理信息技术,根据管理工作具体要求针对该地区水利状况绘

制比例图纸,同时需要连接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各个水利工程信息,辅助

水利系统部门更加全面的开展水利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充分发挥出水利

工程的作用,避免出现水资源浪费问题。 

3.3高效应用卫星定位技术 

将卫星定位技术运用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充分

体现出定位准确和传输速度快、适应性强等优势。卫星定位技术比传统无

限电定位技术更加准确的获得坐标数据,人为因素和外界自然因素的一姑

娘比较小。如果出现自然灾害后,可以通过卫星定位技术进行定位和信息

传输。因此,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通过运用卫星定位技术,可以全面覆盖水

利工程整个监测区域,实施为水利工程传输地理、时间、空间等数据信息,

同时还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从而实时监控水资源和处理灾情,

动态化检测水域信息
[3]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信息化管理促进了水利工

程管理工作效率明显提升。当前依托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各个行业发展的

重要动力,通过对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有效的提升了水利事业的现代化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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