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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防汛防洪信息化能改变黄河流域防汛的严峻形势,给防汛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对于提高国

计民生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本文先分析当前我国黄河流域防汛信息化发展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分析现今黄河流域防汛的新机制,最后在信息化技术层面分析防汛工作中信

息化技术的应用。通过以上逐步递进分析,我们总结出信息化技术在水利防汛工作中的应用情况,以指导

后续的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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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flood control can change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flood control work.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lood control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new mechanism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fin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lood control work at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bove step-by-step progressive analysis, we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flood control work to guide subsequent flood contro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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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升高,

在近几年时间内,全球的气候温度不断

攀升,以致各种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

断上升。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问题,

也影响了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越来越

多的人倾向于去城市居住,而大部分乡

村地区则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所以,

在国内的部分偏远地区往往更容易发生

洪灾和河水泛滥事件。由于缺少管理部

门科学治理措施,洪水带来的破坏性往

往更大,后期治理存在很大的困难。 

如今,信息化技术已经取得了突飞

猛进的成就。在偏远地区预防强降雨与

洪水灾害已经取得了部分显著的治理成

效。信息技术在防汛工作中的应用获得

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正是建立在这种大背景下,先分析

当前我国黄河流域防汛信息化发展的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分析现今黄河流

域防汛的新机制, 后在信息化技术层

面分析防汛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通过以上逐步递进分析,我们总结出信

息化技术在水利防汛工作中的应用情况,

以指导后续的防汛工作。 

1 防汛信息化技术发展现状及

存在问题 

1.1发展现状 

我国的水利信息化系统工作开始于

第七个五年计划,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已

经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当前,水利的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基本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水利信息化技术采集方面,

对于全国雨量记录延时、延工且记录不

准确的问题。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科研院

所设计了相关观测系统,目前已经实现

了全国雨量观测记录全程自动识别,并

且绝大多数雨量数据实现自动运行监测

调整,系统实现自动报警以及自动存储。

并且,存储效率较过去提速80%。在另一

方面,系统中包括流量记录,可对雨量大

小自动分析。工作人员在重点洪涝地区

以及水土流失区域建立了水库自动测量

系统,实时监测水库中水质数据与水质

成分,并将其参数综合分析,得出系统性

结论,指导水利监测与水利研究,助力防

洪抗汛工作。当前,我国水利工作者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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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水质、水量、水资源采取

实时监控,已经取得系统化成效。随之而

来地,我国在水利监测和防汛抗旱等工

作中。取得极大的主动权。防洪应急措

施也获得了较广泛的应用,提高了防汛

抗旱信息传输的时效性,使得江河湖流

域的水情雨情等防汛信息进一步得到完

善。目前,从中央到省区,从省市到区县

以及下设的村落,都已经建立了水利救

灾行政主管部门应急连锁响应、互联等

合作机制。不仅做到及时化解险情,及时

采取措施,也做到系统化分析,及时运用

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水利防汛抗洪工作的信息化

不断走深走实。在防汛信息化实际应用

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由政

府部门牵头,当地工作人员开展了防汛

抗旱业务信息化应用工作,主要在汛情

监测、汛情会议讨论、汛情数据入库,

汛情措施治理等不同的环节展开应用,

并将应用结果与过去历史数据进行分

析、对比,遇到不完善的地方及时加以

改进。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性信息

化应用,相关技术给当前重点洪涝地区

防汛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提高了

当地防汛工作的效率。此外,信息化技

术也应用于水利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

使得行政工作高效、稳步地推进。在政

府宣传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了水利

防汛总动员,把水利防汛工作与宣传工

作相结合,促进了全民水利防汛工作的

开展。 

第三,防汛技术进一步朝着高、精、

深方向发展,且防汛技术的覆盖面逐渐

扩大。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水文

信息采集系统、水利水电远程控制系统、

“3S”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都已经取

得了比较卓越的成就。其中,水利防汛遥

感监测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灾害性天气

监测和洪涝地区汛情报警。全球定位系

统与地理信息系统为水利防汛工作提供

了更高深的技术支持,更精确地识别汛

情的位置。在重点防汛区域,由各政府部

门牵头,政府主要防汛领导在现场指挥,

通过采取多种会议的形式,运用可视化

技术,解决流域汛情的跟踪问题、模拟问

题以及管理问题。这些技术都极大地提

高了水利防汛工作的运行效率,展现了

水利信息化发展的良好前景。 

1.2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水利信息化已经取得了一

些显著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亟需解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水利防汛信息化资源来源不

足,信息资源整合不充分。当前,水利信

息化资源整合延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时效性较差、资源类型单

一以及资源内容不具体。系统对水利资

源整体缺少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标准模式,

系统内数字信息运行仍较随意。当前,

国家水利局官网已经插入了近10000处

报汛地址,但这仍然不能满足目前我国

一些重点流域的报汛寻需求,必须扩大

报汛预警信息源,以控制水情和汛情,并

及时加入卫星遥测技术以及GPS遥感技

术,取得详细的水文信息,提高报警有效

率以及应急措施处理有效率。 

第二,水利防汛信息化投入不够。由

于我国的历史原因,水利信息化工作仍

然有很长了一段路需要走。另外,我国是

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地势起伏较大,不

利于水利信息化建设,以致水利信息化

建设进度较慢,信息手段与信息采集工

作整体上较为滞后,部分高原地区环境

恶劣,缺少建设资源,无法建成防洪抗

旱水资源管理体系和水土水质监测等

核心项目,更无法建设防汛信息化等大

型工程。 

第三,水利信息化防洪共享程度较

低。由于国内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区域

间隔和技术上的差距,导致不同省份的

防汛信息化工程进展存在差异。我国的

西部以及东北部等偏远省份常由于经济

单一发展,整体的经济实力较弱,无法聚

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展水利

和防汛信息化等工作,造成整体水利信

息化服务水平较低,信息更新不及时。而

部分发达的省份常更多地考虑本省的实

际情况,在未得到上级具体审批的情况

下,不会将核心技术共享至偏远地区,造

成技术理论、人才等无形财富无法惠及

我国的偏远地区,逐渐拉开这两种省份

的水利防汛差距,造成水利防汛应用闭

塞,没有打好良好的基础。 

第四,防汛信息化应用传播速度较

慢。目前,我国防汛的信息开发与信息利

用都与水利业务处理数字化有密切关

联。在部分水利防汛工作不充分的省份,

它们对信息技术的业务研究往往不够深

入,大多数该省份的工作人员没有在工

作中建立完善的水利业务处理模型,以

提前应对本省复杂的防汛形势。他们常

在遇到复杂问题时捉襟见肘,不能形成

自研处理机制,常造成较大损失。 

2 现今防汛管理新机制 

在进行防汛管理的过程中,防汛工

作人员必须要弄明白防汛的基本程序。

防汛的工作首先应在于防,要保证汛情

在源头上杜绝,在汛期来临之前做足准

备,做好措施,及时应对可能存在的隐患

和险情。此外,工作人员要充分对各项防

汛的指标进行确认,保证汛情 小化或

不发生,强调以防汛为主,而不是以抢

修、抢险为主。 

当前防汛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防汛准备,第二部分是防

汛应急管理。 

(1)防汛准备,可以分为防汛物料准

备,汛情来临前措施质量检查。为了更好

地提供防汛物资和防汛必需品,应急管

理人员需要在汛情来临前及时准备相关

的应急物资,以供汛情期间使用,要把防

汛工作做到前面,要充分考虑汛情的严

重性。根据汛情来临时 坏的危害结果,

管理人员布置相关应急材料,按照材料

大化的原则,及时对材料进行分类,以

便于调动汛情来临时所需的材料,其中

主要的材料有：石料、木材、草结、麻

袋、水泥、相关织物、固结物、麻绳、强

光照明设备、相关车辆、挖掘机、应急

救援设备、皮划艇等。在实际工作中,

工作人员需要根据黄河防洪标准提出可

能发生险情的部位,采取前期应急措施,

保证防汛工作准确及时、有针对性。第

二项准备措施是汛情来临前措施检查,

为了保证黄河流域汛情措施稳定,按照

相关流程严格执行。我们需要及时找到

流域周边及其流域相关的的防洪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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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加固,采取应急措施,遇到不符合相

关条件的情况,及时要求相关单位进行

整改。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检查的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应检查黄

河流域水库,仔细检查堤坝的质量,观察

堤坝是否有裂缝变形,是否存在渗水现

象。工作人员仔细观察防浪墙是否稳固,

是否出现松垮错位、滑坡等现象；第二,

堤坝的迎水面是否有冲刷裂缝的痕迹,

是否有隐形坑蚀,堤坝附近的水流是否

流速较快,形成凹坑；第三,泄洪通道是

否已经疏通完好,通道周边是否存在坍

塌,是否有泥土,是否已经被水泡发存

在塌方的可能,若存在,即应及时加固

水泥；第四,堤坝的闸门是否有裂缝变

形,闸门开关是否灵活,若不灵活,应及

时注脂。 

(2)防汛应急管理。在实际的工作中,

抢险人员应该建立多级响应机制,按照

黄河险情的级别进行分类,当发生不同

程度的险情时,及时响应不同程度的应

急预案,以及时采取不同层级的抢险措

施。对于一级抢险而言,这种级别的抢险

专门用于发生特大洪水或特大水灾的情

况。二级抢险措施主要用于黄河流域发

生较大洪水和较大山洪,在部分河道出

现少数较危急的汛情。三级抢险措施主

要用于支流出现小洪水和小山洪,在部

分乡镇出现较大的洪涝灾害。四级抢险

措施主要用于一般的洪水救急。 

3 信息化技术在防汛工作中的

应用 

在防汛工作中,信息化技术主要体

现在防汛数据库及防汛调度系统中。系

统采用混合管理结构,并且可以实现在

线编辑,以及时改变结构的总体逻辑,保

证结构在可控范围内运行。系统在人际

交互界面中设置数据管理、模型建立、数

据库信息存储与调用、数据对比分析、

黄河支流汛情监测、黄河水库水量报警、

黄河堤坝洪水漫坝分析、黄河洪水模拟

分析、黄河水库优化管理等多个选项。在

该系统中, 重要的模块的是数据的管

理模块,该模块相当于系统的大脑,负责

调用数据和分析数据。如果没有该模块,

其他模块将无法运行。为了更好地预测

洪水的流量及流速,工程师可以建立相

关的模型进行预测。对相关的模型预测

结果进行分析,以及时采取相关措施,避

免洪水险情造成财产损失。 

4 结束语 

水利防汛防洪信息化能改变黄河流

域防汛的严峻形势,给防汛工作带来极

大便利。对于提高国计民生质量、促进

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水

利防汛信息化保障了百姓安居乐业,减

少了政府支出,促进了经济发展。本文先

分析当前我国黄河流域防汛信息化发展

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分析现今黄

河流域防汛的新机制, 后在信息化技

术层面分析防汛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通过以上逐步递进分析,我们总结出

信息化技术在水利防汛工作中的应用情

况,以指导后续的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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