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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水利工程”作为一种适合新时期水利事业建设事业发展的方向,凭借其自身独特的魅力、

较强的潜力引导水利行业变革和发展。在我国的西藏地区基层水利建设事业中,智慧水利也有了更加广

泛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对于基层地区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有十分积极的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化应用、构建防汛减灾工程“生命线”,实现精准供水、维护生态环境。在本文中,将以笔者

自身的工作体会和感受,阐述智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实施路径,期望能够为其他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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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pa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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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uitabl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guide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m and strong potential. In the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ibet,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also has a broader development space and prospects, which has a ver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grassroots areas, and help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build the "lifeline"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projects, achieve 

accurate water supply, and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work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the author will elaborat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other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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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水利事业的深入推进,智慧水

利已成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智慧水利通过集

成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水利工程

的智能感知、智能调度和智能决策,对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

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西藏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水资源富

集区,其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保障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1 智慧水利工程建设的现实意义 

智慧水利,简而言之,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GIS(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高新技

术,对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全生命

周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升级,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水灾害的

有效防控、水生态的良好保护和水利工程的智慧化管理。其核

心在于“感知全面、分析精准、决策智能、管理高效、服务主

动”,旨在构建一个集监测、预警、调度、控制、评估于一体的

智慧化水利体系。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能够有效提升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工作效率和质

量,从而降低管理成本,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工

程状态的实时监控和分析,使得管理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提高

管理效率。 

其二,智慧水利能够增强水利工程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

保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通过智能化系统,可以实时感知工程运

行状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警和预测,及时采取措施,防

止事故的发生。 

其三,智慧水利有助于推动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智能化调度系统,可以实现对水

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西藏自治区现有水利部门管辖的小型水库共85座,其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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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型水库14座、小(2)型水库71座,它们在农业灌溉、生活供水

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长期困扰的

问题也不容忽视,如监测功能滞后、设施配备不全、管理人员专

业素养不足、管理队伍流动性大等。为此,西藏自治区水利厅积

极响应水利部号召,结合区内实际,以本地区为试点,率先开展

小型水库标准化建设,全面推动全区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进程。 

2 智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实施路径分析 

在最近这几年中,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水利行业也呈现出

日趋明显的智慧化发展趋势,关注“专业性管护”、“完善化制

度”、“高效化投入”、“科学性考核”四个维度的优化渗透,全力

促进中小型水库的标准化建设和完善管理,提升水库的运行效

率和管理水平,夯实防汛、水体保护的工作保障基础。 

以我们(洛隆县水利技术服务队)的工作经验来看,智慧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阐述： 

2.1设施配套全面升级 

我国西藏自治区,为了保障小型水库的管理工作能够科学、

高效地进行,水利厅努力引入前沿的技术手段。通过这些技术的

应用,已经成功构建了包括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以及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内的全方位监测网络。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目前,洛隆县水利技术服务队工作覆盖区域范围内,已有多

个小型水库完成了大坝安全监测基础设施以及雨水情测报、视

频监控设施的建设,并将这些设施成功融入信息化平台,这一重

要举措不仅实现了水情监测预报的实时化,使得工程隐患能够

尽早发现,还为水库“四预”措施的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进一步确保了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为西藏水利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2.2管理制度细致入微 

针对区内不同小型水库的运行特点,西藏自治区水利厅精

心编制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水库调度规程以及大坝安全管理

(防汛)应急预案。洛隆县水利技术服务队还建立了一套定期巡

查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日常的监测监控、巡检巡查、

维修养护和工程管理等工作,并且实时上传巡查轨迹,整理成巡

查日历,以确保安全隐患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上报；还制定了一套

定期和应急维养制度,根据每座水库工程的具体特点来制定维

养计划,确保水库设施能够得到全面、常态化的维护和管理。与

此同时,洛隆县水利技术服务队严格执行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制

度,确保每座水库大坝都能按时进行安全鉴定,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从而保障水库安全运行。 

2.3监管责任明确到人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把水库安全管理的工作放在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严格地执行水库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制度对大坝安全和

防汛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政府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

和管理单位责任人这“三个责任人”。为了能够确保这些责任人

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

——设置责任公示牌,这样就可以让社会各界的眼睛都看到,谁

在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同时也让他们可以对责任人进行监督。这

种做法不仅提高了责任人的责任意识,而且还使得广大的群众

能够积极参与到水库安全监管的工作中来。 

此外,洛隆县水利技术服务队也在内部建立了一套考评制

度,这套制度把小型水库管护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纳入到了河

长制绩效考核的内容中。这就意味着,对于日常的维修养护和应

急维修养护工作,也会进行定期的考核。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

地构建了一个分级负责、层层考核抓落实的运行监督机制,从而

确保了水库安全管理的有序进行。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水库的

安全,也为我国的水利工作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4人员培训全面覆盖 

为了提高水库管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西藏自治

区水利厅采取了多种培训方式,包括网络培训、面授课程和现场

实操。培训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水利基本知识、巡查管护人员

工作职责、智慧水利APP的安装及操作、安全隐患的有效排查和

防范等方面。 

此外,培训还结合了水库巡查路线及巡查重点、闸门启闭操

作规程、水位观测、日常简易维护等现场实操进行。这样做,

使得培训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有效地提高了水库管护人

员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也使得水库管护人员

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 

2.5数字赋能,提升管理效能 

西藏自治区以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和重要的水资源管理任务,

始终备受关注。西藏自治区水利厅深刻认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下,

要想实现水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紧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因此,该厅以本地区为试点,着力加大小型水库信息化建设的力

度,致力于通过科技力量提升水库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巧妙地融合了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BIM、数字孪生、三维实景及虚拟现

实等先进技术,构建起了一个智慧化发现问题、智能化分析问

题、闭环化处理问题的高效实用信息管理平台。这一平台不仅

实现了信息采集存储的自动化,数据传输的网络化,决策支持的

数字化,分析处理的智能化,更是为水库管理注入了强大的智能

化动力,有效提升了水库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为我国水利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6“政府+专业管理单位+水库安全员”模式创新 

面对小型水库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水库安全管理工作。在这一理念

的指导下,我国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专业管理单位+水库安全

员”的水库安全管理模式,旨在通过政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全

面提升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水平。 

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充分发挥其监管者的角色,对水库安全

管理负总责,确保政策制定、监督检查等环节的落实到位。专业

管理单位则通过市场运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具有相关资质

的企业,作为水库运行管理的实施单位,负责具体的水库运行操

作和技术维护。而水库安全员,作为水库的日常管理者,负责水

库的安全巡查、设备维护、应急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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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主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协同的

水库安全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政府、专业管理单位、水库

安全员共同致力于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管理,确保水库的安全

稳定,为我国的水利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7“专业化+信息化”建设管理全面推进 

推进西藏自治区水利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关键的措

施就是实施“专业化+信息化”的建设管理策略。这一策略的核

心在于通过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的管理效

率和安全水平。具体来说,自治区水利厅精心构建了市级智慧水

利信息化平台,该平台综合了监测监控、巡检巡查、维修养护、

运行管理、工程管理等多项关键工作的数字化管理功能。通过

这一平台的应用,传统的水利管理工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

力,不仅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而且准确性、及时性也得到了极

大增强。 

此外,为了使水库的管理工作更加精细化,水利厅还通过精

确的实地测绘技术,对水库的高程进行了统一的划定,并明确了

水库的管理范围线与保护范围线。这样的举措,使得水库的管理

工作有了明确的界限和标准,大大提高了水库巡查管理工作的

计划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水利APP的研发和应用,更是为小型水

库的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这一APP,管理人员可以实

现对本地区小型水库各项数据的远程实时监测,不仅极大地扩

展了管理的覆盖范围,也实现了从传统的“现场管理”到现代化

的“线上管理”的转变,为水库管理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 

2.8积极优化管护模式 

西藏自治区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方面持续深化改革,特别

是在管护模式的优化方面走在了前列。自治区水利厅大胆创新,

率先在本地区实施了“政府+专业技术单位+水库安全员”的管

护模式,这一模式融合了政府主导、专业技术支持和基层执行力

的优点,形成了一个高效、专业的管护体系。 

同时,结合之前提到的“专业化+信息化”的建设管理策略,

自治区水利厅不仅在水库管理的专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上取得了

显著的进步,更在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和充分发挥其社会经济

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系列创新举措,为西藏自治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同时也为全国的水库管

理工作树立了新的典范和标杆。 

3 结语 

综上,西藏自治区在水利管理和信息化建设上展现出了非

凡的决心和执行力,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借鉴,从丰

富多样的培训形式,到智慧化、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建设,再到创

新的“政府+专业管理单位+水库安全员”模式,每一步都体现出

对水库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追求和坚守。然而,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水利事业的持续发展,西藏自治区仍需要不断创新和

完善水库管理模式,例如,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可以进一步探索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水库管理中的应用,以实现

更高效、精准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同时,还应加强与其他地

区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水利事业的繁荣发展。此外,对于水

库管理员的培训和素质提升也应持续加强,可以通过定期举办

培训班、交流研讨会等方式,不断提高管理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

素质,确保他们能够胜任日益复杂的水库管理工作。总之,西藏

自治区在水库管理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

仍需不断努力、创新和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藏自治区的

水利事业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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