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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智慧水利建设已成为水利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本文旨在探讨智慧

水利建设在水利管理中的创新应用,以及面对新挑战时的发展对策,对推动水利管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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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water management, as well 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new challenge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water management. 

[Key words]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Water manage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智

慧水利作为新时代水利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提升水利管理效

率,保障水资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

而,当前我国水利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信息化水平不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防灾减灾能力弱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智慧水利的建设进程。因此,对智慧水利建设下水利管理

的创新与发展对策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1 智慧水利概述 

1.1智慧水利的定义与发展历程 

智慧水利,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

代信息技术,对水利管理进行深度改革,实现水资源的精细化、

智能化管理。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随着信息化技术

的快速发展,水利部门开始探索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水资源

的监测、调度和保护。例如,2006年,美国启动了“国家水信息

基础设施”项目,旨在通过集成的水文信息系统提升水资源管理

效率。同样,中国的“数字水利”工程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推进,

通过建立水利信息数据库和决策支持系统,提高了水利管理的

科学性和预见性。近年来,智慧水利的概念不断深化,从单一的

信息化应用扩展到全面的智慧化服务。例如,2015年,江苏省实

施的“智慧太湖”项目,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太湖水质,通

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水体变化趋势,有效防止了蓝藻暴发等环境

危机。这一案例表明,智慧水利不仅能够提升水资源管理的效率,

还能在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随着5G、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

智慧水利的未来将更加广阔。例如,通过5G技术实现远程高清视

频监控,可以实时掌握水利工程的运行状态；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则可以确保水利数据的透明度和安全性,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水

资源管理的信任。 

1.2智慧水利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智慧水利的建设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

集成先进的信息技术,智慧水利能够实现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提高用水效率。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和优化水资源

分配,减少浪费,据估计,智慧水利系统的应用可以提升水资源

利用效率10%—15%。此外,智慧水利还能促进农业灌溉的现代化,

提高农作物产量,从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长。其次,

智慧水利的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水灾害,降

低经济损失。例如,中国的“智慧长江”项目利用物联网和AI

技术,成功预警并减少了洪水对沿岸城市的影响,据官方数

据,2019年该项目帮助避免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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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智慧水利还能延长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节省大量

的维护成本。再者,智慧水利的实施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在澳大利亚,其智慧水管理项目催生了大量数

据分析师、软件开发员等高技能职位,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级。据估计,到2030年,全球智慧水利产业将创造数百万个就业

岗位。最后,智慧水利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提高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智慧水利将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中的“清洁水和卫生”目标做出重要贡献。正如联合国

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说：“智慧水利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关

键,也是推动绿色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2 智慧水利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2.1信息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应用 

信息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应用是智慧水利建设的核心。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水利管理正经历

着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转变的革命。例如,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

可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水质等关键参数,为决策者提供准确、

及时的信息。此外,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算法的结合,能帮助预

测洪水、干旱等灾害,提高预警的精度和响应速度,从而有效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澳大利亚的

“SmartWaterMark”项目中,信息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水资源的高

效管理。该项目利用物联网技术收集和分析水资源数据,通过智

能计量和远程控制,实现了农业灌溉等领域的用水效率提升。这

一案例表明,信息技术的引入不仅能提升水利管理的科技含量,

还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 

在智慧水利建设中,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系统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关键词：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系统)。这些系统能

够整合来自各种传感器、遥感和历史数据库的海量水利数据,

包括水质、水量、水位、气象参数等,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和高

效处理。例如,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数

据背后的规律,预测洪水、干旱等水文灾害,从而为水利管理部

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决策支持系统通常包含复杂的模

型库,如水文模型、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等,这些模型能够模拟

不同情景下的水利状况,帮助管理者评估政策或工程措施的潜

在影响。例如,当面临水资源调配问题时,系统可以模拟多种调

配方案,分析其对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城市供水等多方面的影

响,为决策者选择最优方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数据分析

与决策支持系统还能促进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决策。通过

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可以打破信息孤岛,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

作效率。例如,将气象部门的预报数据、国土部门的地形数据与

水利部门的实时监测数据融合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和应对

水资源管理中的复杂问题。 

2.3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构建 

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在智慧水利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通

过集成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对水资源的实

时监控和预测。例如,系统可以安装在关键的水源地、水库、河

流等位置,收集包括水质、水量、流速等多维度数据,确保数据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些数据经过分析模型的处理,可以预测洪

水、干旱、水质污染等潜在问题,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从而

提前采取应对措施,保障水资源的安全和合理利用。此外,通过

学习和借鉴如中国长江流域的洪水预警系统、澳大利亚的水资

源智能管理系统等国内外成功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预警

模型,提高预测的精度和响应的时效性,为智慧水利的全面实施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 水利管理的创新策略 

3.1机制创新：跨部门协同与公众参与 

在智慧水利的建设中,机制创新至关重要,尤其体现在跨部

门协同与公众参与两个方面。跨部门协同是实现智慧水利全面

效能的关键,因为水利管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水资源管理、

防洪抗旱、水环境保护等多个部门。例如,可以通过建立跨部门

的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如气象局的降雨数

据、环保部门的水质监测数据,以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管理和预

警。公众参与是智慧水利的另一大创新点。在信息化时代,公众

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决策

的参与者。例如,通过手机应用收集公众的实时报灾信息,可以

快速定位和评估灾害影响,提高防灾减灾的效率。此外,公众的

监督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促进水利项目的透明度和公众信任。

例如,杭州的“智慧河长”项目就充分利用公众力量,鼓励市民

参与河道监督,通过举报和反馈机制,提高了河道治理的效果。

为了实现有效的跨部门协同与公众参与,需要构建相应的激励

和协调机制。这可能包括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将协同效果纳入

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制定公众参与的规则和反馈机制,保障公众

的权益和参与质量。同时,通过开展公众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

公众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和参与能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智慧

水利建设的良好局面。 

3.2服务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效能 

在智慧水利的框架下,服务创新是提升公共服务效能的关

键路径。这涉及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对传统的水利服务进行深度改革。例如,通过构建一体化

的水利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实时收集和分析水资源的分布、水

质、流量等数据,从而为公众提供更精准、更及时的信息服务。

此外,可以开发智能客服系统,24小时解答公众关于水资源管

理、用水规定等问题,提高服务的便捷性和满意度。以新加坡的

“智慧水管理”项目为例,该国利用先进的传感器网络和数据分

析技术,实现了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通过手机应用,市民可以

实时查看自家的用水情况,甚至预测未来的用水费用,大大提升

了公众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和用水效率。这一案例表明,服务创新

不仅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还能促进公众的参与和意识提

升,形成良好的水资源管理社会氛围。在制定服务创新策略时,

我们还可以借鉴“用户中心设计”理念,充分考虑用户需求,持

续优化服务流程。例如,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定期更新和

升级信息服务内容,确保其始终与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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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模拟仿真、AB测试等方法,可以科学评估服务创新的

效果,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和公众的

获得感。 

4 水利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4.1加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 

在智慧水利的建设中,加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是推动其

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技术研发是智慧水利的基石,包括信息

技术的创新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这些技术能实

现水资源的高效管理与智能决策。例如,通过AI算法对海量水文

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灾害,提高

水利设施的运行效率。同时,应加大对传感器技术、智能设备的

研发投入,以提升监测的精度和实时性。人才培养是确保智慧水

利创新活力的关键。应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

包括水利科学专家、信息技术专家、数据分析人才等,他们能共

同解决水利管理中的复杂问题。可以借鉴硅谷模式,建立产学研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企业和高校合作,培养具有跨学科

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定期的技能培训和知识更

新机制也是保持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以色列的智慧水利实践为例,该国通过与国际科技巨头合

作,培养了一支精通信息技术的水利人才队伍,成功实现了水资

源的高效利用。这表明,通过强化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可以有

效应对智慧水利建设中的挑战,推动我国水利管理向更高水平

发展,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4.2完善基础设施与数据共享平台 

完善基础设施是智慧水利建设的基础,这包括升级水利

设施的硬件设备,如安装智能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以实现对水

资源的实时监控和高效管理。同时,需要构建覆盖全国的水利

信息网络,确保数据的快速传输和处理。例如,可以通过借鉴

“海绵城市”项目的经验,整合城市排水、供水和防洪设施,

打造一体化的智慧水利网络。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是智慧水

利的核心,它能打破信息孤岛,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

享与协同。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整合、存储和分析能力,以

便于决策者获取全面、准确的水资源信息。例如,可以参考欧盟

的WaterInformationSystemforEurope(WISE)平台,建立统一的

数据标准和接口,实现水利数据的标准化管理与开放共享。同时,

平台的安全性也不容忽视,需要建立严格的数据访问权限制度,防

止数据泄露,保障公众的隐私权益。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模拟分析

模型,如水资源供需预测模型、洪水预警模型等,对海量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灾害防控提供科学

依据。例如,美国的CaliforniaDataExchangeCenter(CDEC)就利

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实时预测和智能管

理,显著提高了水利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这样的创新实践,对

于我国智慧水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 结束语 

智慧水利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我国水利管理开辟了

新的路径。在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浪潮中,我们应该

把握机遇,以创新为引领,推动水利管理的转型升级。智慧水利

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综合施策。

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水利管理的现代化,为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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