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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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浅谈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应用 
 
龚水明 
昆山市水利水务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DOI:10.32629/hwr.v3i12.2610 
 
[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水利管理工作对技术有着十分高的要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息化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水利管理

创新带来了新契机,推进了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普遍应用,并有效提高了水利管理工作效率与质量。本文阐述了信息化技术概念与优势,

重点研究了水利管理中信息化技术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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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程,施工环境较为恶劣,施工工艺和

施工技术也比较复杂,所以开展水利管理工作就变得十分困难。在新时代

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水利管理技术已经无法达成水利管理工作要求,而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水利管理工作带来新的变化,有效提高水利管理

工作效率与质量。基于此,分析与研究水利管理中信息化技术的实践应用

具有现实意义。 

1 信息化技术概念与优势 

1.1信息化技术概念 

从本质上分析,信息化技术指的是借助于高科技技术实现地形、环

境、设备、人员等相关资料的统计和存储,并展开全面化、科学化分析,

进而实现水利管理的信息化、专业化与现代化,能够提高信息的准确性,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成本支出,也能够借助于信息化技术实现信息的高效

率传输,促进各个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协同,从而促进水利工程建设的

正常进行
[1]
。 

1.2水利管理中信息化技术优势 

在水利管理中应用信息化技术,其具备的主要优势如下：①创新水

利管理模式。传统意义上的水利管理模式比较单一,各个部门间的沟通

不畅,在发生问题后难以及时得到解决,而且具有一些弊端、漏洞,从而

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建设
[2]
。基于信息时代背景下,为水利管理工作的创

新带来了契机,借助于信息化技术能够建立管理平台和系统,完成对水

利工程各个环节的有效管理,同时信息化技术具备兼容性,能够多种信

息化技术结合应用,丰富水利管理工作模式与方法,从而切实提升水利

管理工作效率与水平。②提升水利决策水平。对于传统水利管理工作而

言,在进行数据信息收集与分析时往往会受到外界有关要素的不利影响,

容易造成数据信息失真,从而不利于作出科学的水利决策。但是通过信

息化技术收集与分析数据信息,可以有效防止人工操作不当而引发的数

据信息遗漏或是错误的问题,有效提高数据信息精准度,从而为水利科

学决策提供真实依据
[3]
。例如在水利管理中应用RS技术(遥感技术),能够

完成水利具体状况的实时监控,为水利决策提供准确、真实的数据信息。

在水利管理中应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了我国水利行业的进一步发展。③

提升测绘水平。一般情况下,水利工程都选址在山川、河岸以及堤坝等

环境比较复杂的区域,所以水利工程数据信息的采集与测绘图绘制等相

关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采用传统意义上的采集技术很难保证数据信息

的准确性、完善性,从而就导致测绘图质量不高。但是实践应用信息化

技术,不但能够实现地貌、事物等各项数据信息的有效采集,也能够完成

数据分析和处理,有效提升测绘水平。 

2 水利管理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实践应用 

2.1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具体应用 

2.1.1施工制度与体系建立 

信息化技术发挥的作用相对比较多。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实践

应用,能够实现水利工程常见问题与安全隐患的有效检测,促进水利工程

的正常实施。但是在进行检测时必须选择合理的方法,从而才可以提高检

测质量,具体方法如下：①制定科学、可行的质量管理制度,是保证水利工

程建设质量的核心要素,由此需要根据水利工程实际情况,在质量管理制

度中融入信息化技术,提升检测水平。②图纸设计直接决定着水利工程的

建设质量,所以要借助于信息化技术严格审核图纸,保证图纸设计达成水

利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4]
。③在具体施工时需要对所有环节展开监测,若是

存在问题则要及时解决,而借助于信息化技术能够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

实现水利优质管理目标。 

2.1.2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水利工程的施工周期比较长,而且还具有危险性。由此在水利管理中

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借助于信息化技术实现施工的全方位监控,能够

有效预防与解决安全隐患。 

2.1.3投资管理 

对于水利工程而言,其在前期的投资是十分巨大的,由此必须要严

格控制成本与资源消耗等问题,科学管控资金的应用。在水利投资管理

阶段应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价款控制,可以达成此目标。在水利工程中很

容易出现工程价款变更问题,具体成因就是在工程投资初期忽视了细节,

进而导致和工程实际建设出现了误差,比如实际款项高于前期预算,所

以必须制定科学、可行的价款变更措施
[5]
。此外,由于水利工程中存在着

部分不可控要素,在具体施工中很容易出现工期延误、临时停工等问题,

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此种情况下下,施工方就要借助于信息化

技术,科学完成价款的计算,提高预算的可行性、合理性,最大程度上保

证支出与预算一致。 

2.2水利管理中GPS技术应用 

对于传统水利管理工作而言,主要是通过人工完成数据信息的采集,

不但难以全面采集水利工程数据信息,也无法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工

作效率与质量普遍不高。而在水利管理中应用GPS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数据信息采集效率,而且也不会受到环境等要素的影响,保证了数

据信息的精准度。借助于GPS技术实现了水利管理工作模式的创新,也带动

了水利管理朝着信息化方向迈进。尽管GPS技术具备了许多优势,但是在实

践应用时也要注意几点事项,具体如下：①科学选择测量设备。目前,测

量仪器设备主要分为双频与单频,两者之间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测量精

度与成本方面。同等条件下,单频接收机具备着良好的性价比。②测量

方法比较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测量方法。针对GPS静态测量,

必须保证测量点之间准确、清晰。由此在建立测量点时应该使基准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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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点距离控制在20km以内,选择环形的测量点布置方式；针对GPS快速

静态测量,应该高度重视选点与布网,尤其是选点绝不能相互干扰,而布

网则要采用独立校核条件图形；针对GPS动态监测,应该保证起算基准点

观测点在位置布局方面达成规定要求,同时基准站坐标的各个方位都要

保持相同的精度。 

2.3水利管理中GIS技术应用 

GIS技术在水利管理中具有着突出性优势,基本表现如下：①借助于

GIS技术能够构建统一管理平台,促进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实现数

据信息的分享、共享。②借助于GIS技术构建统一设备监控平台,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监控水平。与此同时,以GIS技术依托为建立智能辅助决策模式,

这样就能够为水利决策提供综合性建议。 

根据大量实践研究,在水利管理中应用GIS技术还具备着其他优势。具

体如下：①在防洪减灾方面的应用。借助于GIS技术能够建立防洪减灾管

理系统,实现数据信息的实时更新,并提供检索、查询以及处理的服务,可

以为防汛工作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同时,在灾情评估过程中应用GIS

技术,能够准确采集灾情各项数据信息,并完成数据信息的分析与处理,从

而为建立科学、可行的预防方案提供依据,最大程度上减小或者是控制灾

情危害。②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借助于GIS技术构建水资源管理系

统,可以实现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对水资源具体状况的了解,及时更新水

资源数据信息,并且实现了数据信息的共享。③在水质量监测方面的应用。

借助于GIS技术可以对水环境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完成污染物排放各项数

据信息的有效分析、处理,进而为制定有效、可行的方案提供依据。 

2.4水利管理中RS技术应用 

从本质上分析,RS技术就是遥感技术,其指的是把现代光学与电子学中

的探测仪器综合应用,无需与标的物接触,能够远距离实现标的物电磁波与

特性记录,然后经过分析、解译呈现出标的物自身特点、性质与规律,是一

种专门用于观测的新兴技术。现阶段,RS技术已经普遍应用在虫害预测、资

源调查与产量评估等领域,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水利管理工作而言,

把RS技术和其他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应用,能够实现洪水具体状况的实时监

测,从而为防灾与抗灾工作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尤其是当前应用的SAR图

像,可以准确提取湖泊、水库等数据信息,掌握其发生的具体变化。 

3 信息化建数未来应用前景 

3.1推进水利管理信息化进步 

水利管理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依托的。未来随着我国网络、

通信以及地基信息等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将会为水利管理信息化提供更

多的技术性支持,加快水利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全面提高水利管理信息

化水平。比如国家抗旱防汛机构,以信息化技术作为支撑,是信息化技术实

践应用的典型,借助于信息化技术不仅为环境建设、生态建设等工作的具

体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也为水利工程数据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存

储与监测带来了技术性支持。 

3.2专业模型技术为信息化技术提供应用支持 

对于水利管理工作而言,实践应用信息化技术的重要内容就是提供科

学、合理、可行的决策,数据信息来源的关键点是对所有灾害分析、处理,

结果来源是对环境、水源以及水质的综合性评估等有关专业模型技术。未

来随着我国专业模型技术的创新性发展,势必会为信息化技术的实践应用

提供更好的支持。 

4 结束语 

在水利管理中科学、有效应用信息化技术,不仅能够提升水利管理工

作效率与水平,还能够促进水利管理信息化建设,从而促进我国水利行业

朝着信息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基于新时代背景下,信息化管理已经成为

我国水利管理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有效、彻底解决当下水利管理问

题的关键路径。由此,这就需要综合性研究信息化技术,准确把握信息化技

术要点与优势,结合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信息化技术,从而全面提高水利

管理效果。 

[参考文献] 

[1]舒小鹏.浅谈怎样运用信息化技术做好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工

作[J].江西化工,2017,(06):236-237. 

[2]郑雪玲.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农业

与技术,2016,36(08):52. 

[3]王丽莉.信息化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

息,2017,(10):115+117. 

[4]刘忠岳.信息化技术在新时期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分析[J].山东工业

技术,2016,(02):78. 

[5]钟子琳.如何运用信息化技术做好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工作[J].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6,(03):105-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