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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于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效率、质量以及降低水利工程

管理成本都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本篇文章也将目光集中于此,主要讨论了在水利工程管理中信息

化技术的具体应用,并分析了如何更好的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效能,希望通过本篇

文章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科学选择信息化技术,以

提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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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can 

have a crucial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cos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this, mainly discuss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nalyzing how to better leverage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ts, 

and scientifically sele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local actual situation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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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

护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对于水利工程建设

的重视变得越来越高,水利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相较于水利

工程的建设周期水利工程的运行周期更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做

好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则可以为水利工程建设及运维提供更多的

助力和保障。而信息化技术的有效融入则可以更好地提高水利

工程管理成效并且有效降低水利工程管理成本。 

1 水利工程管理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分析 

1.1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 

信息管理系统在水利工程管理中有效应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的过程中,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往往会受

该地区的地质环境、水文环境、气候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但是水利工程规模又相对较大,在其建设及运维工作落实的过

程中所需要考量的要素相对较多,工作人员需要处理的信息体

量也是相对较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化管理系统则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影响。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可以与数据库技术仿

真及卫星定位技术等相关技术的有效连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

的数据处理、整合、分析能力,及时的发现水利工程在修建及运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处理方案,提高

信息数据处理的效率与质量,进而更好的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

量并保障水利工程的稳定运行。 

1.2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应用 

计算机仿真技术又叫计算机模拟技术,是通过计算机来构

建数字模型,进而以更加直观的形式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一

般情况下,计算机仿真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都可

以应用且可以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实现自动化管理。例如在水

利工程施工建设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则可以通过计算机仿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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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来打造数字模型,分析施工设计方案中存在的欠缺和不足,及

时作出优化和调整,确保施工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与有效

性,提高施工管理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再例如在水利工程运维期

间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建设数字模型的方式更好的分析水

利工程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讨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处

理方案,对运维计划运维重点作出适当调整。但是在计算机仿真

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该技术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即需要

掌握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建立数字模型

模拟分析的方式做好预测,将问题前置,有效提高问题分析、响

应、解决能力。这就需要相关单位落实地质勘测,收集完整的信

息数据,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的地质情况、水文情况、气候情

况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结合设计图纸打造

数字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做好问题分析。此外,在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数字模型构建和问题预测风

险并分析不同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进而明确运维管理及

监测的重点与核心,调节除险加固计划,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和

管理水平。 

1.3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 

网络通信技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有效应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是水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建设的重点与核心,网络

通信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更好的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与沟通,

为问题分析、解决提供更多的助力,尤其是在水工程建设过程中

涉及到的主体单位相对较多,这时则可以通过网络通信技术的

有效应用加强各方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好的明确在施工建

设过程中可能遇见的问题,并为技术交底、方案交底等相应工作

的落实提供更多的助力。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网络

通信技术配合传感器技术以及摄影监控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

实现实时监测、远程监测,为问题分析、响应、解决、处理提供

更多的助力和保障。而在水利工程运行期间,网络通信技术也可

以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更多的助力,可以通过网络通信技术收

集更加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明确在水利工程运行期间可能存

在的问题,结合各部门间的主要工作内容、工作方向、工作重点、

工作责任做好工作计划的协调与优化,提高水利工程管理质量

和管理水平[1]。 

1.4数据库技术的应用 

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的规模越来越

大,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处理、查阅、分析的

信息体量也在成倍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应用数据库技术

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数据库技术可以为数据存储提供更多的

保障和便捷,避免数据丢失等相应问题的出现,为水利工程管理

提供信息参考。另外一方面,数据库也可以为信息调取、查阅、

使用提供更多助力,可以通过数据库技术快速分析水利工程管

理路径、方法以及存在的欠缺和不足,配合网络通信技术更好的

开发数据价值,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此外,

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数据库技术还可以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

据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协同运用,达到更好的监督、规划、管

理效果。例如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为水利工程管

理工作人员的信息分析提供更多的助力,快速完成信息的分类、

存储、整合以及简单的分析。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落实的过程

中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对

接数据库中的信息,为问题解决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因此需要

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搭配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的相应现代化技术,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 

1.5 GPS技术的应用 

无论是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还是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

落实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都必须秉承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原则,结合实际情况来明确水利工程管理的要点、核心以及注意

的问题,这时GPS的技术的有效应用则显得十分必要,GPS技术是

一种现代化的探测技术,该项技术的技术可以快速收集整合监

测区域信息,进而让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有

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实现立体化、动态化、跟踪式管理,进

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而GPS技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应

用的优势是较为鲜明的,具体体现了以下几点。首先,GPS技术的

适用性强、适配性高,即可以满足不同水利工程管理的实际需求,

因为无论是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还是水利工程运维管理工作在实

践落实的过程中都需要充分了解客观环境,而GPS技术的有效应

用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收集更加完整全面的信息数据,

有效降低气象条件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以及水利

工程正常运行所带来的影响。其次,GPS技术具有精度高的特质,

可以通过GPS技术收集更加全面、完整且精确的信息数据,进而

更好地发挥数据信息的价值与作用,为工程建设管理与工程运

维管理提供更多的助力和参考。 后,GPS技术具有高自动性的

特征,即GPS技术不仅可以实现远程监测,同时还可以实时连续

监测,这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同时也可以通过

实时数据的分析、整合来更好的预测数据发展趋势,进而为决策

提供依据。此外,GPS技术的自动化特性还表现在监测流程更为

简单,只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布设监测点位就可以收集实时

监测数据,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更多的助力和参考[3]。 

1.6遥感技术的应用 

遥感技术也是现阶段较具代表性的信息化技术,在地质勘

测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感技术和GPS技术以及GIS技术可

以相互配合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在水利工程管理中也可以通

过遥感卫星技术的有效应用收集实时数据,加强对水利工程的

监测和分析,同时也可以通过遥感技术来为预警、预报工作的有

效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这就需要相关单位收集完整全面的信

息数据,明确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

题以及不同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算法调整的

方式明确不同监测项目的安全阈值范围,一旦遥感监测技术

监测到的数据信息超过了安全范围,系统会自动触发警报,并

将警报信息发送到相关工作人员手中,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

风险问题的解决和响应能力,更好的保障水利工程管理的质

量和水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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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效能 

想要有效应用信息化技术,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水平,相关单

位就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提高信息化技术的

应用效果和应用质量,如图1所示。 

 

图1 信息化技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应用的要求 

首先,相关单位需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确保信息

技术能够有效应用的重要基础,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则

需要结合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际需求,从硬件设施建

设和软件系统建设两个维度共同着手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之上

调节资源拨付结构,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购入相应的硬件设施,

为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然后相关单位可以

与第三方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结合水利工程管理的实际需求、工

作规划、工作内容、工作目标来打造软件系统,丰富软件系统功

能,以此为中心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技术优势,提高水质工程

管理效能[5]。 

其次,需要注意水利信息化标准的建设与管理,因为在水利

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

等相应现代化技术的有效应用,这可以确保相关部门能够利用

信息系统来提高数据信息的共享能力,进而强化各部门间的协

调配合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则是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落实的

过程中如果没有确定信息标准信息格式,则很容易会导致在信

息录入、整合、分析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和困境,同时也

很容易会影响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信

息提取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与各部门沟通交流

的方式来有效明确信息的标准、传送的格式以及在传送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更好的避免在格式转换过程中导致的信息丢

失或失真等相应情况的出现。 

后,想要推进水利工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就需要认识到

工作人员始终是工作开展的 终落脚点和第一执行人,工作人

员的素养能力、观念意识对于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的效能会起

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相关单位必须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观念

意识建设,可以通过提高人才准入门槛、优化人才培训机制的方

式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保障从业工作人员的素养能力符合实

践工作岗位需求,进而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 

3 结束语 

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合理应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水利工程管

理的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相关单位需要结合

水利工程管理的实际需求通过GPS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数据

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的科学应用,配合基础

设施建设、软件系统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相应管理工作的有

效落实,更好的推动水利工程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提高水利工程

管理效能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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