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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技术 1

我国有大型灌区 434 处、中型灌区 5200 多处、小型

灌区 1000 多万处。但由于受季风影响，各年水资源总量

及来水量存在随机性，年内、年际丰枯变化很大。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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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大型灌区，有限的水量需要兼顾灌区各用水部门需

求，水资源配置要尽可能的降低因缺水引起的潜在风险，

并减少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然而灌区的水库调度需综

合考虑农业、工业、生活等部门的需水量等因素。为了

在灌区更加合理高效的利用区域的水资源，构建一个集

数据监测与收集、水资源配置优化计算、用户交互界面

于一体的灌区水库调度系统是必要的。

目前，许多灌区已建立了本地区的水库调度管理系

统，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数据监测环节并不完善；系

统界面可视化程度不高，操作较为繁琐；系统用户端开

发较为欠缺等。当前的灌区水库调度管理系统灵活性不

足，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寻找适宜的求解方法，

开发优化计算程序，建立一种更适合的灌区水库调度管

理系统，来解决河灌区水库的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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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防洪安全管理以及整个区域防汛和抗旱工作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使各级部门能够及时掌握区域水利工程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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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方案

针对灌区的水库调度问题，提供一种灌区水库调度

管理系统，为不同水库的调度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提供技

术支持，实现灌区内的水库调度，并构建界面友好，操

作简单、功能较强的水库调度系统。

技术方案：

一种灌区水库调度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水库概况

子系统 10、水库调度子系统 20、结果展示子系统 30、历

史调度子系统 40 及调度管理子系统 50；其中：

1、水库概况子系统 10 用于实现工程特性信息及库

容信息相关模型建立；其中工程特性信息包括特征水位

信息及特征库容信息；

2、水库调度子系统 20 用于实现对灌区内各水库进

行水库调度，具体为，通过选择水库调度起调水位、调

度规则，通过计算形成水位流量过程线，实现水库调度

的计算及调度结果的显示；

3、结果展示子系统 30 用于实现对灌区内各水库的

调度结果进行查看、保存，具体为，并可对计算结果进

行保存；

4、历史调度子系统 40 用于实现对历史水库调度结

果的查询展示，具体为，提供对计算的且已经保存的历

史水库调度结果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包括当时的水位流

量过程线及表格数据；

5、调度管理子系统 50 用于实现水库调度方案的管

理，实现对水库调度方案、水库调度结果的查看。

三、附图说明

图1为灌区水库调度管理系统框架图

四、具体实施方式

如图1所示，一种灌区水库调度管理系统框架图。该

系统包括水库概况子系统10、水库调度子系统20、结果

展示子系统30、历史调度子系统40及调度管理子系统50。

所述水库概况子系统用于实现工程特性信息及库容

信息相关模型建立；其中：工程特性信息包括特征水位

信息及特征库容信息，进一步的，特征水位信息具体包

括正常蓄水位、防洪高水位、防洪限制水位、死水位、

设计洪水位、校核洪水位等参数；特征库容信息包括总

库容、防洪库容、调洪库容、兴利库容、死库容等参数。

所述水库调度子系统 20 用于实现对灌区内各水库进

行水库调度，具体为，通过选择水库调度起调水位、调

度规则，通过计算形成水位流量过程线，实现水库调度

的计算及调度结果的显示。

所述结果展示子系统 30 用于实现对灌区内各水库的

调度结果进行查看、保存，具体为，对计算的本次调度

的数据以水位流量过程线的形式进行显示，并可对计算

结果进行保存。

所述历史调度子系统 40 用于实现对历史水库调度结

果的查询展示，具体为，提供对计算的且已经保存的历

史水库调度结果进行查询，查询结果包括当时的水位流

量过程线及表格数据。

所述调度管理子系统 50 用于实现水库调度方案的管

理，具体为：水库调度方案的查询、删除等常规各种常

规操作。

具体实施例描述如下：

（1）特征水位：通过设置查询条件对水库进行筛选，

并在地图上进行定位，通过与地图交互显示水库特征水

位为水库调度做准备。特征水位信息包括正常蓄水位、

防洪高水位、防洪限制水位、死水位、设计洪水位、校

核洪水位等。

（2）特征库容：通过设置查询条件对水库进行筛选，

并在地图上进行定位，通过与地图交互显示水库特征库

容为水库调度做准备。特征库容信息包括总库容、防洪

库容、调洪库容、兴利库容、死库容等。

（3）水库调度：通过选择水库调度起调水位、调度

规则、实现水库调度的计算及调度结果的显示。调度规

则包括关键数据取值规则、默认规则、自定义规则。

①关键数据取值规则如表 1 所示。

表1

关键数据 取值规则

起调水位 取最新一条实测水位数据

原始库容
预报数据第一条对应时间以前，最新一条实

测水位对一个库容

预报入流 预报入库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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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库容
依据预报流量及原始，计算计算对应库容过

程（无出流状况下）

预报水位 依据库容曲线计算预报库容对应的水位

调度出流 按调度规划生成出库过程

调度库容 原始库容 +（入库流量 - 出库流量）* 时段长

调度水位 根据库容曲线计算调度库容对应的调度水位

②默认规则指控泄流量按系统设置的默认比例进行

泄洪。

③自定义规则通过输入不同的水位实现对泄洪流量

的自定义控制，系统中可增加新的泄洪规则，删除最后

一条泄洪规则。

（4）结果展示：对计算的本次调度的数据，以水位

流量过程线的形式进行显示，并可对计算结果进行保存。

（5）历史调度：实现对计算的且已经保存水库调度

结果的查询，查询结果包括当时的水位流量过程线、特

征值及表格数据。

（6）调度管理：包括对调度方案及调度结果的展示。

通过选择相关水库，选择对应的调度方案，显示水库调

度方案，通过选择调度结果对调度结果通过出库流量过

程线进行展示。

五、结束语

能够为灌区的水库调度决策提供支持，实现灌区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促进灌区各级水利部门之间防洪

安全管理以及整个区域防汛和抗旱工作的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使各级部门能够及时掌握区域水利工程险情信

息及其发展趋势，提高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应急联动，提

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工程的科学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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