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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信息化的技术方法对农田水利的工程综合效益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农田水利的基

础设施在当前背景下存在更加庞大的工程运行管理需求,从而决定了农田水利现有的信息化技术必须

要得到更加广泛的采用。因此为了确保农田水利工程的安全可靠运行,本文重点探讨了农田水利管理全

面开展中的信息技术具体运用方案,结合农田水利的基本运行需求来健全工程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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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thod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has a larger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needs,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must be more widely 

adopt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chem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and combines the basic operation need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support platform of engineering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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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以来,农田水利工程的信息化技术正在日益获得重

视,农田水利设施的信息化系统重点包含水利基础设施的运行

调度系统、自动控制系统、信息采集与信息存储系统、工程环

境的自动监测系统等。由此可见,农田水利的信息化技术开展实

施方案必须要得到因地制宜的优化设计,旨在严格保障水利设

施良好的工程使用价值得到发挥,确保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现

有实践资源采取科学优化配置的技术手段。 

1 信息化技术运用于农田水利工程的系统结构设计 

1.1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调度系统 

农田水利工程现有的运行调度自动化系统主要负责全面调

度流域的水资源,通过采取实时性的流域水源调度与分配供给

方案,才能体现出农田水利设施良好的建设使用效能。运行调度

系统的基本实施流程体现在全面收集农田灌溉的需水量因素,

确保建立形成全过程的水资源调配控制网络结构体系[1]。水利

工程的技术人员通过进行精准的数据汇总统计,应当能够客观

判断出流域水位的动态变化状况,进而有助于农田水利的运行

人员进行更加完善的管理方案改进。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智能运行调度重点体现在优化并且调

整当前时期的灌溉水源调取与使用计划,确保在最优范围实现

灵活的调配水源目标,并且做到准确预测实时性的灌渠流量参

数。水利工程的技术人员在准确预测信息化的灌渠流量改变特

征基础上,应当能够采取因地制宜的调配水资源优化设计方案。

确保农田水利项目的现有工程资源实现更高效率的配置使用,

有助于农田水利设施的自动化控制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切实节

约了投入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资源[2]。 

1.2农田水利工程的自动控制系统 

自动化的水利设施运行控制系统集中体现在全面采集现有

的水利信息,通过采取全过程的信息汇总以及数据采集技术,才

能保证水利设施的自动化运行过程置于全面的监督管理范围。

在当前的现状下,农田水利工程的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为比较复

杂的系统组成结构,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运行控制原理就在于

采取物联网的资源分配供给实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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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取智能化的物联网数据采集措施,应当能够促进形

成更加精准并且完善的水利资源配置设计方案,有效防止了农

田水利的灌溉资源遭到粗放的浪费。农田水利的工程技术人员

通过构建三维结构形式的工程运行模型,那么对于全面掌握实

时性的工程信息资源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影响。自动化的

农田水利运行监测设施可以确保全天候的不中断监测,尤其是

针对于特殊气候条件的农田水利项目运行具有显著的质量保障

作用[3]。 

1.3农田水利工程的环境监测系统 

农田水利的工程运行生态环境必须要得到实时性的监测管

理,水利设施的持续使用过程应当避免发生严重的流域生态破

坏。环境监测的自动仪器系统主要具备监测流域异常生态风险

的功能,全面把控水利工程的流域地质灾害以及水土流失风险。

农田水利建设应当确保发挥出自然生态平衡的最佳维护效果,

那么决定了农田水利的运行管理人员需要做到全面把控作物生

长的自然气象条件。 

尤其是在涉及到洪灾、暴雨与霜冻灾害的情况下,运用环境

监测的智能化网络设备系统将会更加有助于防范自然气象灾害

的实践效果达到最优程度[4]。不同种类的农业种植作物存在差

异化的作物生长需水量,那么需要结合实时性的环境监测结果

来进行科学合理的调节。应当重点针对于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调

度以及分配实施方案进行必要的整改,防止存在水资源的调度

实施方案误区。 

1.4农田水利工程的信息管理系统 

水利信息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管理系统集中体现在全面进行

水利工程的基础数据采集,同时应当具备自动化的水利工程运

行数据分析、数据调取以及数据共享等作用。信息管理系统目

前主要建立在模拟仿真的自动化技术保障基础上,通过采用信

息化的智能控制以及水源调配系统才能促进达到建模仿真的良

好实施成效目标。具有采集信息、网络实践应用、传输数据信

息等基本使用功能的农田水利自动化控制管理网络将会得到更

为普遍的采用,确保实现了更加完整的水利项目建设运行信息

采集目标。 

例如针对于地势地形较为复杂的农田水利工程而言,采取

信息化的自动信息采集管理系统就要侧重于作物生长的相关数

据全面采集,并且应当致力于农田灌溉区域的防洪调度工作。远

程智能化的工程运行控制模式能够直接作用于水闸设施的开启

关闭控制,促进实现了集约化的农田灌溉用水目标[5]。 

下表为农田水利工程中的信息化系统设计及其功能： 

表1 农田水利工程中的信息化系统基本组成结构 

信息化系统的

基本结构

运行调度系

统

自动控制系统 环境监测系

统

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化系统的

实践功能

优化配置农

田水利的工

程系统资源

全面管控农田

水利的基础设

施运行

实时监测水

利运行的自

然环境状况

采集、存储与分

析农田水利的

运维信息
 

2 信息化技术运用于农田水利的工程实例 

某农田灌区的水利工程主要运用于全面灌溉农田,并且具

有调蓄农田流域水资源的重要作用。农田水利设施所在流域的

水系结构呈现河道广泛分布的特征,其中主要包含230支的季节

性流水沟渠、500条的常年流水河道、800条的农田附近沟道等。

在上述农田灌溉区域的夏秋季节,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持续降雨,

未经必要整治的农田附近沟渠以及河道就会容易导致形成突发

性的山洪灾害。因此,农田水利的工程运行单位拟定采取全方位

的水利基础设施整改措施。 

具体在全面整治农田灌区的山洪暴雨自然灾害过程中,目

前应当集中体现在准确预测农田周边流域发生洪灾的安全风险

因素。农田水利的运行管理人员通过采取信息化的流域洪灾监

测设备仪器,那么对于农田附近流域出现洪灾的安全隐患等级

能够实现更为准确的预测,据此达到了全面管控农田流域各种

常见自然灾害的目标。自动化的信息采集以及信息传输控制系

统能够完整覆盖于农田灌溉流域,从而在客观上实现了模拟农

田灌溉场景以及科学配置利用农田水资源的良好实践目标。 

3 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运行中的完善措施 

3.1合理采用卫星定位与计算机仿真技术 

卫星定位系统具有实时性的准确定位功能,可以替代人工

进行水利工程定位的传统实践做法。采取计算机的水利工程运

行仿真建模技术,有助于农田灌渠等基础水利设施的总体运行

状况得到更为精确的反馈,从而确保了水利项目的工程运维人

员能够实现更加科学高效的工程运行管理[6]。因此可见,现阶段

的农田水利运行管理必须要充分依靠于计算机仿真以及卫星导

航的自动技术措施。即便在外界的自然条件气候较为恶劣的状

态下,采取卫星自动化定位的技术实现方案也能促进准确的工

程数据采集。 

3.2构建智能化的水利工程信息数据库 

水利工程的智能数据库包含了容量庞大的水利工程数据,

构建水利工程的智能化数据库将会有助于水利工程运行的总体

状况信息得到完整的呈现。水利工程运行的工程技术人员应当

采取网络数据库的信息化方法,从而实现了综合分析以及全面

汇总各项基本数据的目标。工程数据库通常包含了多个层面的

子模块,各个子模块能够经由数据库的网络接口来进行相互连

接[7]。水利工程的管理技术人员对于工程运行的相关数据在促

进实现全方位采集的前提下,能够保证共享农田水利设施资源,

防止存在农田水利项目显著的质量缺陷。 

3.3健全地理信息采集的工程基础设施体系 

在目前的现状下,针对于工程地理信息进行全面采集的网

络数据库有待实现必要的完善。水利工程的监管部门只有促进

实现了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水利工程运行的基本价

值作用才能够得以发挥。具体在涉及到水利工程的基础设施完

善健全过程中,政府部门有必要采取更大力度的财政扶持与补

贴方式,据此实现了保证水利工程运行项目得以顺利进行的目

标。工程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源投入状况必须要得到精确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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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实现了全面采集与汇总工程地理信息的目标,辅助水利工

程运行的单位管理人员提供科学的运行方案。 

健全水利工程的信息采集基础设施系统,应当致力于全面

严格进行水利工程的运行监督。具体而言,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

监督部门对于全过程的工程运维模型应当进行更加完善的规划

设计,紧密结合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的流域资源调配、系统

数据的接入处理、业务实践领域的扩展等各项实践任务,才能促

进现有工程模型的功能实现完善更新。农田水利工程现有的流

域水资源只有得到了最优化的利用分配,那么水资源调配与监

督管理的良好综合效益才会获得充分的体现。流域水资源的优

化配置科学设计方案应当全面考虑到多个不同层面的流域资源

分配差异因素,结合实践来进行现有管理系统的使用功能拓展。

针对于水资源的智能化调配管理模型在进行完善设计的前提下,

关键就是要结合水利基础设施的真实运行使用状况,确保做到

了灵活拓宽调配水资源的区域覆盖规模。 

3.4严格控制水利工程的运行成本 

水利工程运行的成本造价必须得到更加精确的统计,采用

工程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的统计技术方法。从当前的现状来看,

创新与优化农田水利项目工程的造价智能化控制实施方案不可

缺少信息化的工程技术支撑平台[8]。工程造价管理人员应当准

确掌握与采用造价智能化的评估预测方法,切实降低水利基础

设施的工程造价成本。工程造价管理构成了水利工程监督管理

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水利工程的现有建设使用规模正在实现

逐步的扩大,因此体现了针对水利工程项目全面采取造价约束

监督的必要性。农田水利工程的造价监督控制应当集中体现于

造价监管的技术模式完善,重点涉及到造价控制的信息化技术

创新采用。现阶段农田水利工程现有的信息化造价编制以及造

价监督实践保障机制正在实现改进,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技术全

面贯穿于项目造价监督控制的必要性。 

工程造价的信息化控制主要建立在工程立体结构模型的保

障前提下,那么水利造价科学管理的信息化模型应当得到完整

的构建。工程技术人员采取交互性的建模软件系统可以辅助完

成信息化的工程模型建立,那么关键就是要全面结合农田水利

项目造价统计中的造价数据审查以及造价管理监督。工程管理

人员如果采取了人工进行造价数据的核算评估形式,那么农田

水利项目的综合造价成本就会容易存在错误统计的缺陷。因此

针对于智能化的造价统计软件应当给予正确的操作运用,结合

自动化的造价统计识别数据结果来提供项目造价的监督决策

支撑。应当采用自动化与信息化的统计造价软件系统,准确识

别并且全面监督实时性的造价统计过程。因此立体结构模型

主要体现在水利项目的造价计算模型,现阶段的信息化模型

可以为水利工程的造价管理决策人员提供更为精确的造价监

督技术根据。 

4 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的全面开展过程将会不

可避免形成生态影响,水利工程运行的综合效益发挥与实现应

当建立在工程信息化的保障技术前提下。在目前的现状下,农田

水利的工程设施系统存在有待完善的运行管理方案,那么必须

要全面考虑到水利工程运行对于周边流域产生的生态影响因素,

同时还要采取水利工程运行的动态信息化模型来合理配置资

源。农田水利运行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能够

正确运用信息化的水利工程运行网络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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