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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最大程度上体现出河道保护管理工作中河长制的积极作用,本文以实践经验为依据,设计

一种基于河长制的河道保护管理系统。首先,该系统的整体架构主要由河长管理决策平台、应用服务器、

移动河长APP等共同组成,其次针对河道保护管理系统运行环境和系统数据库结构设计进行阐述,最后

针对移动河长APP、管理决策平台设计等系统功能设计展开分析,通过该系统的建设,为后续“河长制”

河道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数据基础,切实达成河道水环境全过程动态监控,全面优化我国河道保护

管理工作体系,并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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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River Course Prot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River Chief System 

Wei Huang 

Hangzhou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enter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ver cours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is paper designs a river cours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river chief system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irst,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river chief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latform, application server, mobile river chief APP, etc. Second,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system databas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river prot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re 

expounded, and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system function design of mobile river chief App and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platform.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t can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data basis 

for the follow-up river management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to practically achieve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China's river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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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我国大力推动五水共治活动的进行,一些存在于实践

工作中的弊端也逐渐展现出来。首先,我国很大一部分河长缺乏

丰富的河道治理工作开展经验,对于河道保护专业知识也是一知

半解。这就导致其上任以后面对管理工作束手无策。此外,由于

大部分河湖水系都具备整体性,其可能会受到上下游泄洪、排洪、

支流入汇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仅是针对河道系统来说,如果

在某一河段中落实河长制管理,则会导致整个河道水系自身的整

体性联系被割裂,同时在实施河长制的过程当中,河长往往不清

楚其余河段的有关信息,这导致河长制的推行受到局限。立足于

河长制的背景下展开的河道保护管理系统设计,从本质上说就是

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构建起一个能够既满足河长制下

河道管理业务实践,又可以实现水资源优化管理的信息化系统,

本文选择以该系统的总体架构设计作为入手点展开分析。 

1 系统架构设计 

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由河长管理决策平台、应用服务器、

移动河长APP等共同构建起河长制河道管理保护系统,系统的总

体框架如下图一所示。 

1.1移动河长APP。在河道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以Android

技术为核心,进一步通过移动河长APP的应用,以此来完成巡河

现场的信息保存、上传和记录工作[1-6]。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选

择将原有的移动河长总治理体系分别规划为数据层、业务层两

个层级。数据层当中主要包含了属性、空间等一系列数据信息。

空间数据可以依托图层模式的展开,以此来在对应的终端

SDCard文件夹当中进行地物要素的储存。而另外的属性数据内

部则包括文字、图案内容,如果设备缺少互联网的链接,则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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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将会被储存到Android系统当中的数据内部,反之如果在有

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其可以通过Web Service技术的使用来将

数据有序传递到服务器当中。而业务层则能够有效体现出移动

河长APP自身所包含的实践作用,这其中主要包括访问轨迹信息

位置的明确,以及属性数据的传输、整理等内容[7]。 

 

图一 河道保护管理系统总框架 

1.2应用服务器。所谓的应用服务器内主要包括数据库储

存、地图服务、功能接口实现等多方面工作[8]。由于河道管理

工作过程中,出现了移动河长APP与河长制河道管理系统之间的

互信情况,因此可以通过在服务器内部进行Web Service技术的

实践应用,立足于原有的Net语言开发的大背景下作出针对性的

上传和部署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针对查询接口进行更新,通过

接口的应用可以确保其与操作系统之间不发生干扰,大幅度降

低研发工作开展困难的情况。在实践管理工作过程中,对于数据

的储存也同样包括属性、空间等两个层面,在针对属性数据内容

进行管理、储存的过程中通过SQL Server数据库展开,在针对空

间数据作出维护和管理时则通过gdp文件数据库的形式进行。针

对空间服务功能而言,其中主要包括道路、监测点、发行河流等

一系列影像类服务,通过应用API技术在河长制河道管理体系内

部中展示对应地图,并在地图当中进行有关数据要素的编辑和

更新[9]。 

1.3河长管理决策平台。这一平台是本次系统研究中最为核

心的部分,其在框架上应用了三层框架的形式,具体框架形式如

下所述： 

第一,表现层。通过表现层的设计能够达成计算机与用户之

间的紧密互动,以此来面向用户提供能够满足操作需求的界面,

并依托JavaScript、Html5等技术的应用完成网页开发构建,同

时依托ArcGIS API for JavaScript切实达成GIS功能的实践应

用,并且依托JQuery系统框架的构建,来通过Ajax引擎面向服务

器传递对应的HTTP请求,在达成服务器、客户端通信的过程中,

应用Ajax这一技术加以实现,这可以在确保页面不刷新的情况

针对部分内容作出更新。 

第二,由Web、GIS服务器共同构建出的服务器层。针对一系

列空间数据做出分析、查询和管理等多样化功能,都是经由GIS服

务器所提供的,并在其后经由ArcGIS Server技术最终达成[10]。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以Web服务器技术为核心,进一步针对一般业务

作出处理,并在最后经由ASPNET来达成既有目的。 

第三,数据库层。通过数据库的应用可以确保河道管理环节

中的有关数据信息得以保存,并依托数据库技术的实践应用来

存储、组织相关数据,在达成数据共享目的的同时,深入化挖掘

出隐藏在数据内部的核心价值,确保在数据中心当中体现出更

加出色的逻辑独立性。 

2 河道保护管理系统运行环境和系统数据库结构设计 

2.1系统运行环境。立足于河长制下的河道管理工作在日

常工作过程中,属于综合室内信息查询、信息发布、室外巡河

等多个功能为一体的系统化工作[10]。移动系统是经由原有的

Android操作系统为核心得出的,在河长进行数据、信息收集

的过程中,工作环境可能在野外,这时其同样需要移动系统具

备数据传入、信息分析等功能。这也在无形中要求了,在该河

道保护管理系统中需要具备版本较高的Android操作系统,其

应具备较快的运行速度、较大的内部储存,以此能够确保对应

的移动设备实现有序运转。本次研究中具体的设备运行环境

如表下表一所示： 

表一 移动终端设备运行环境 

参数

类型

操作

系统

设备

类型

屏幕 CPU 运行

内存

储存空间 网络

支持

拍照能

力

GPS

支

持

触控

形式

电池续航

具体

要求

Andr

oid7

.0

手机、

平板

10寸平

板1920※

6寸或以

下手机

800※

1G双

核及

以上

1G及

以上

平板储存

8G以上,扩

展储存需

满足32G标

准

WIFI、

4G、5G

标准为

外业照

片像素

支

持

GPS

电阻

屏、电

容

手机备用

电池配备、

平板外置

电池配备

 

PC端的主要应用目的是为了进行应用服务器的布设,同时

针对相对应的管理决策平台展开优化搭设。现阶段,我国河道管

理工作陆续面向信息化发展,因此这也意味着其需要依托信息

化手段的应用,进一步针对有关数据作出全方位管理以及分析

工作。在本次研究过程中,选择通过SQL Server来针对具备统一

数据储存标准的数据库进行提供,而另外的ArcGIS Server则提

供与之相对应的地图服务,通过另外的Net语言的应用完成相关

数据的查询、传输以及接口更新。同时与之相对应的预留出能

够用作管理决策平台服务的容器－IIS,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大程

度上强化系统运行效率。因此将PC系统的现实需求作为核心基

础,本次PC端的实际应用环境需求如表2所示： 

表二 PC端设备运行基本条件 

参数

类型

操作系统 处理器 内存

安装

数据库 地图服

务器

Web服

务器

浏览器

具体

要求

Windows7/W

indows

server 2008

Inter （R）Core

（TM） i7-3770

CPU @3.4GHz

3.40GHZ

4G SQL

Server

数据库

AreGIS

erver

IIS IE9+、

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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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系统数据库结构设计。针对数据库而言,其是确保系统

持续运行的关键部分,通过科学化设计工作的展开,能够从根本

上保障系统运行的高效性。除此之外,数据库设计具体指的是,

立足于数据科学性保护的背景下,始终贴合三范式基本原则,以

此来将某一特定范围内的现实数据经由抽象之后最终转变为具

备具象特征的数据库。在针对数据库展开设计工作时,设计人员

应主义充分考虑到数据的类型、需求、结构等多样化元素,结合

河长日常工作展开的实际需求,展开数据库两阶段的战略部署,

本次系统设计过程中,实际应用到的数据库类型属性数据库。属

性信息内包含训和数据收集、通知公告栏、用户信息表等。 

第一,登录用户信息表当中主要包含特定河道内管理人员

的相关信息,主要包含用户名、用户密码等,其具体结构如下表

三所示： 

表三 登录用户信息表 

字段 用户 ID 用户名 密码 性别 邮箱 角色 电话

字段名 USERID USERNAME PWD SEX EMAIL ROLES PHONE

字段类

型

Int（8） Varchar

（8）

Varcha

r（8）

Varcha

r（6）

Varcha

r（20）

Varcha

r（20）

Varcha

r（20）

备注  

第二,河长事故管理工作表。在河长日常工作事务管理工作

表中,主要包含工作完成、任务分配等状况,其基本内容主要存

在于河长工作实体表格内部,其实际结构主要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 河长工作表结构 

字段 任务

ID

任务名

称

发布人 处理人

姓名

处理时间 当前

状态

处理内

容

字段名 RWID RWMC FBR CLRXM CLSJ DQZT CLNR

字段类

型

Int

（16）

Varcha

r（20）

Varchar

（10）

Varchar

（10）

date varch

ar（8）

Varcha

r（200）

备注 YYYY-MM-DD  

第三,巡河情况表。为了大幅度强化数据库的合理性,因此

本次研究中选择将河长训和信息储存在巡河信息采集表当中,

其主要应用在巡河现场基本状况记录工作中,其中主要记录形

式为图片或是文字(如表五所示)。 

表五 巡河信息采集表 
字段 事件序

号

事件地

址

巡河人 上报时间 事件描

述

照片路

径

内容处

理

字段名 SJXH SJDZ XHR SBSJ SJMS ZPLJ CLNR

字段类

型

Int

（10）

varcha

r（50）

varcha

r（16）

date varcha

r（200）

varcha

r（50）

varcha

r（200）

备注 YYYY-MM-DD  

3 系统功能设计 

针对“河长制”河道管理系统而言,其在实践工作中表现出

的具体功能,需要依托河长管理决策平台以及移动河长APP这两

类技术实现,其核心功能设计如下图二所示： 

3.1移动河长APP设计。第一,导航定位功能。在本系统当中

充分结合信息技术、GPS定位等一系列科学技术手段,并以移动

GIS能够展现出信息服务特征的基本特点,确保这一功能得以实

现[11]。相关巡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可以针对现阶段的具体定

位情况进行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应用工作效率。同时,如

果巡河人员接收到了临时工作分配,则可以迅速通过定位系统

的应用,来针对对应位置进行获取,并在其后通过GIS空间分析

技术的应用完成路线导航工作,同时这一图示中还能够显示出

目标点方向,随后再通过GIS空间分析功能的应用完成路线导航,

但注意在这一图示内容当中需明确显示出对应的目标点方向,

确保巡河工作人员能够迅速到达现场完成相关任务。由于路径

的显示以及位置的确定环节,必须要针对基站所传递的信息进

行接收,因此在完成数据采集系统初始化工作之后,则会针对移

动终端针对GPS的实践应用情况展开全方位测量,一旦发现未启

动的情况则会立刻做出相关提示[12]。 

 

图二 系统功能框架图 

 

图三 数据上传流程 

第二,数据采集和上传。本次系统功能中具备移动终端利用

的优势点,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展开空间、属性数据的上传和

采集工作。当现有的巡河工作人员完成工作指令的接收以后,

则其需要在到达现场时,手持移动APP,并依托GPS定位技术的应

用明确事件发生的基本位置。在巡河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人员

必须确保GPS全过程维持开启状态,同时以巡河人员巡河基本情

况为基础,针对对应的轨迹信息作出全面记录,该系统内部包含

的轨迹功能,可以详细记录巡河人员的历史轨迹信息。数据的本

质价值就在于应用,因此这一过程中应将所有经由采集获得的

数据,对应的传递到网络服务器当中,以此来为后续管理决策平

台的构建作出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如在网络通畅的条件下,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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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信息技术、Web Service技术的应用来针对信息上报过

程作出真实记录。如网络不通畅或无网络的情况下,则需要将与

之相对应的文字基本信息相应地储存在系统内部的数据库当中,

而与之相关的空间轨迹、图片等基本信息需要相应存储到SD 

Card内部文件,该流程如图三所示： 

3.2管理决策平台设计。第一,地图查询模块。针对所有通

过图层形式完成保存的地物要素,则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应用

ArcGIS Desktop软件的使用完成图层的加载,并将有关需求为

基础,针对对应的要素格式进行完善,同时将其储存。而标准化

的rest地址服务,则是经由ArcGIS Server所提供的,因此通过

在相关服务器上进行包含有关要素的mxd文件发布,则有关管理

决策系统可以通过地图服务的调用,确保所有包含地物要素的

空间信息可以被相应的展现在系统内部。以此功能为基础,可以

确保地物要素查询功能得以实现,并与此同时达成了基础的地

图基本操作功能,这其中主要包含平移、放大、缩小等基本步骤。

除此之外,通过接口的调动,可以在对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

接口部署工作,这就可以确保在相关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进

行某一要素点击时,确保这一要素亮度较高,同时在弹框内部可

以具象化展现对应信息。根据这一模块设计工作的展开,可以保

障所有河长资料、河道监控等一系列区域位置情形受到严格管

理[13]。 

第二,河长事务管理模块。对于河长事务管理模块而言,

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面向各级河长的日常工作展开。重点

针对河长的工作计划和目标作出多角度管理、河长变更及公

告发布、新闻宣传报告、投诉处理、文件处理等一系列工作,

通过这一功能的实现可以为后续综合执法工作的开展提供坚

实的决策支持。 

第三,水质评价检测。作为整个系统框架中最为核心的模块,

所谓的水质检测评价模块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科学管理水质污

染问题,其在应用过程中具体分为水质评价可视化以及水质检

测评价等两个主要部分。通过将这一模块与移动河长APP进行充

分结合,可以为后续河道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展开奠定坚实的技

术基础。 

这一模块的核心重点主要被应用在河道水污染的防控和治

理工作中,按照上文所得出的结论,决定选择引进工作流技术,

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水质检测工作评价流程化方向发展。除此

之外,导致水体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较为驳杂,因此本次研究过

程中选择将内梅罗污染综合指数当作常规达标评价形式。第一,

将所有移动河长APP内包含的数据作为基础,构建起完善的水质

评价综合模型,并以此为基础针对相关监测点内部的水质评价

值进行计算。第二,通过GIS技术的实践应用,进一步将所有经由

移动河长APP上传的水质浓度值展开反距离权重法插值,在完成

反距离插值工作以后,最终实际得到的形状为矩形,为了最大程

度上在河道范围内部显示插值结果,这则需要在既定河道范围

内部展开掩膜提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各个级别的河长构建

起与之相对应的决策根据[14]。 

4 结束语 

以河长制为基础构建起的河道保护管理系统平台,能够实

现整个河道保护管理数据的集中归纳、总结,达成各类信息之间

的共享和统一管理,推进以数据为基本核心的河道管理实践,形

成整个河道保护工作的全面信息化预警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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