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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建筑工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有效帮助相关地区实现对

于水利资源的充分发挥与利用,其有助于促进我国水利资源潜在价值的充分发掘,对于能源供给需求的

充分满足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和辅助价值。基于此,近年来,大批研究人员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

息化应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探究,希望有效促进管理工作模式的优化和持续拓展,以期合理促进我国水

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的持续推进和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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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iel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effectively help relevant regions achieve full uti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full exploration of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and has 

important promoting significance and auxiliary value for fully meeting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Based on this,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ssue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p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management work mode, in order to reasonabl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mbines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experience to explore and sort out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appl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safety supervis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im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afety supervision work,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work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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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项目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庞杂,因此,在传统的管理

模式下,单纯依靠人力进行管控,管理人员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

于工程建设安全情况的科学监管。这一点不利于我国水利工程

项目的合理建设,同时对于项目的平稳运行埋下了安全隐患。基

于此,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在信息化这一大

背景下,研究人员对于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工作

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究,其进一步促进了安全监管工

作模式的持续优化和不断改进。实践表明,通过结合信息技术开

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工作,可以进一步优化信息数据的科

学管理并有效实现对于工程建设内容的全面分析,其为后续监

管工作的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1 安全监管信息化转型及其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1.1安全监管信息化解读 

安全监管信息化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开展的新型安全监管

工作模式,其也是信息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各项领域中开

展安全监管的一个必然方向和重要的发展趋势。在具体工作实

施期间,通过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相应的安全监管工作,有助

于帮助管理人员更为系统而全面地将工作中涉及到的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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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平台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做好数据的科学管控和动

态更新,其有利于促进数据管理工作精准度的提升,同时进一步

降低工作人员管理负担,对于数据信息管理工作预期目标的达

成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和辅助作用。 

1.2工程监管信息化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工作而言,通过积极做好工程监管信息

化,可以有效促进管理工作模式水平的持续提升和不断优化,这

一点不仅提升了管理人员对于工程数据的管理工作效能,同时

有助于促进管理工作综合效果的优化和拓展[1]。从全局观的视

角分析,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进一步促进了管理工作模式的合

理改善,其可以使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更好地实现对于工程

建设情况的系统分析并及时结合科学的统计结果对于工程施工

建设期间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发现和纠正。其促进了工程项目

总体能力的持续拓展。与此同时,该模式有利于促进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有效。利用信息技术为水利

工程建设赋能,其对于安全监管工作等级的提升和综合效率的

优化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辅助作用。推动了管理工作模式的

持续拓展。 

2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期间的影响

因素 

2.1水利工程人员的信息技术掌握水平偏低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

期间,部分水利工程人员的信息技术掌握水平偏低,这一点导致

相应的信息技术难以在工程安全监管工作中发挥出其应有价值,

进而对水利工程监管工作的开展和项目建设活动的推进埋下了

极大隐患[2]。与此同时,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相关人员难以及

时做好对于水利工程建设问题的系统探索和充分梳理,其削弱

了后续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效果,对于施工工作的推进

造成了极大影响。从全局观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导致工作人

员难以及时结合信息技术合理实现对于工程建设安全监管问

题的信息化形成转型,其对于工程项目整体施工效果的保障埋

下了隐患。 

2.2安全监管信息化转型的内容覆盖面较少 

在利用信息技术对水利工程建设进行安全监管的过程中,

部分施工单位和部门采用的信息化转型内容相对较为单一,这

一点导致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展现。有研究资料

显示,在部分地区的水利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其信息化转型涉

及的内容仅仅包括对于工程资金链和工程项目材料等问题的管

控,而并未有效应用于安全监管问题上,这一点导致施工工作的

整体流程难以通过信息技术得到更加全面而清晰的管控,其对

于后续管理工作的优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一问题

的存在往往会对整体工作的推进造成一定的阻碍和限制,其不

利于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安全隐患的及时规避和妥善应对。 

2.3信息技术用于安全监管的流程尚不明晰 

在结合信息技术开展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安全监管的过程中,

部分施工单位并未及时做好对于信息技术应用流程的有效明确,

这一点导致具体工作在实施期间往往伴随着较强的随意性,不

利于工作人员有效实现对于信息技术的规范化应用[3]。从全局

观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对于信息技术综合水平的持续拓展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的流程和管理标准作为

支持,一些工作人员在结合信息技术开展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

的过程中难以及时做好对于具体工作的合理分配和妥善设计,

其同样会对工作落实效果造成影响和限制,不利于后续管理工

作模式的持续优化。 

2.4信息化平台在应用期间缺乏系统的管控 

在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工作的过程

中,对于平台的应用问题,相关部门缺乏系统的管控,其不利于

后续管理工作目标的充分达成。在这一问题上,有研究资料显示,

在结合信息化平台进行应用和监管的过程中,部分部门并没有

及时做好对于平台运行情况的合理分析,且对平台运行期间出

的一些数据和分析结果缺乏足够的关注[4]。在水利工程建设安

全监管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这一点导致信息化平台仅仅成为了

一个数据管理和更新的电子化平台和工具,而并没有在安全监

管问题上充分发挥出其固有价值,其对于信息化平台应用水平

的提升造成了极大限制与影响。另一方面,这一问题不利于平台

的动态更新和持续改良与升级,进而对平台整体价值的不断优

化造成了影响。 

3 提升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水平的

举措 

3.1加大优秀水利人才招募力度,做好高素质管理队伍的

构建 

信息化应用对于相关人才的要求较高,因此,水利工程施工

建设部门和相关单位应积极做好对于高素质人才招募力度的加

大,以便推动整体工作队伍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水平的不断提

升[5]。基于此,可以进一步发挥人才的榜样带头作用,从而带动

整体工作队伍专业素养的不断提升和持续优化,同时将新的观

念和技术带进自己的队伍中来,这一点可以让队伍中更多的工

作人员实现对于具体知识的合理了解,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对

于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 

比如,在对水利工程建设期间的地基处理问题进行管控的

过程中,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于高素质人才的福利待遇可以有效

增加,相关部门和机构在人才招募过程中的竞争力,从而为自身

吸纳更多具有较高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水利工程人才。在此过程

中,通过进一步引导人才作为核心开展相应的工程建设管理信

息化应用项目探索活动,可以帮助更多的从业者和水利工程施

工队伍管理人员实现。对于信息技术内容的充分了解并结合信

息技术为安全监管工作赋能,其为水利工程项目的持续优化提

供了强劲的助力与保障。 

3.2全面解读工程施工建设诉求,充分细化信息技术应用

范畴 

在具体工作开展期间,为了有效实现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

应用目标,相关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水利工程施工建设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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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析和探究,从而结合工程所在地及其自然条件等一系

列客观情况对于工程施工建设期间需要注意的内容进行合理

分析[6]。在此基础上,其可以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对于相关指标

进行更加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解读,其促进了信息技术应用范

畴的持续拓展和不断延伸,对于信息技术管理工作模式的优化

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和导向价值。 

比如,在对水利工程建设期间的施工供电问题进行管控的

过程中,通过及时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和工程施工区域内电力

资源供给情况进行合理分析和探索,其可以根据工程项目施工

期间的实际需求利用信息技术对于供电问题的具体电力供应的

具体问题进行梳理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和解决办法。在此过

程中,通过及时做好对于各个施工步骤和环节的电力供应情况

进行信息化处理和管控,可以有效实现对于管理工作模式的拓

展与延伸。 

3.3探讨信息化应用的具体步骤,确保安全监管目标得以实现 

在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的过程中,为

了确保信息化应用目标的达成,相关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信息

化应用具体步骤的探索和梳理,从而结合预期的监管目标有效

细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流程和方法[7]。在此过程中,通过结合具体

环节的细节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管理人员可以有效确保各个

流程的不断延伸和拓展,其对于安全监管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

的促进意义和辅助作用。 

比如,在对水利工程建设期间的混凝土施工问题进行管控

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做好对于信息技术应用问题的分析和探究,

相关人员可以有效结合信息技术对于混凝土施工情况进行科学

管控并积极评估混凝土施工期间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在此基

础上,通过结合大数据技术对于相关问题进行科学而充分的分

析并利用3D建模等方式对于相关模型的应用效果进行模拟,可

以帮助管理人员更为全面地实现对于混凝土施工问题的科学分

析和探索,从而确保潜在安全隐患的及时解决和妥善应对。 

3.4定期组织信息化的专题讨论,促进信息化平台价值的

发挥 

对于水利工程工作人员而言,在开展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

的过程中,其应定期对信息化应用问题展开专题讨论,从而有效

结合实践对于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方法和经验教训进行不断梳理,

这一点对于信息化平台价值的充分发挥具有良好的辅助意义和

导向价值[8]。在水利工程建设工作开展期间,其为后续管理工作

目标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有助于促进我国水利工程

施工建设安全监管工作效能的优化和不断改进。 

比如,在对水利工程建设期间的金属结构安装问题进行管

控的过程中,通过有效做好对于信息化管理平台应用情况的分

析和总结,其可以更好地利用平台对于金属结构安装情况进行

分析和梳理,在此过程中,通过积极利用模型模拟的方式对于相

关金属结构安装的方式方法和标准进行不断确定和细化,可以

有效实现对于施工期间金属结构安装现状的合理分析并及时指

出安装过程中的一些不当之处,这一点可以确保金属结构安装

合理且牢固对于水利工程项目平稳运行诉求的合理满足具有重

要的促进意义和导向作用。从安全性的视角分析,这一模式可以

进一步强化水利工程项目的整体安全性水平,促进了安全监管

目标的合理达成,对于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效果的优化具有积极

的辅助作用。 

4 结语 

总的来看,为了有效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

用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于信息化转型问

题的重视并做好高素质人才的招募,推动管理工作队伍水平的

持续提升。在此基础上,应及时做好对于工程施工情况的分析和

解读,从而根据工程项目客观要求对于信息技术应用内容进行

合理拓展与延伸。与此同时,其应积极探索信息化应用的具体步

骤,以便确保安全监管工作的目标可以得到顺利推进。在此基础

上,管理人员应合理做好信息化专题讨论活动的组织,以便发挥

信息化平台的潜在价值,促进信息化数据管理工作模式的持续

优化和不断拓展。相信随着广大从业者的不懈努力,我国水利工

程建设安全监管信息化应用效能一定可以进一步地提升,从而

促进我国水资源应用水平的合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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