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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智慧水利建设的思考

邬述飞 杨丹阳 黄亚滨

恩施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湖北恩施 445000

摘 要：在科技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智慧水利建设已成为当前水利事业的重要方向。通过传感器技术、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和分析，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精细化管理。智慧水利建设是推动水利事

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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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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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ization,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in the current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By utilizing sensor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other means,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leading to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and refine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means and path to drive the moder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growth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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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也让水资源的

紧缺和矛盾日益凸显，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面临

着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智慧水利建设已成为推动水利

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智慧水利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技

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服务水平，

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新时期智慧水利建

设不仅要关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更需要关注新型水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此外，新时期智慧水利建设也要注重

强化水利工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高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和

效率。

一、智慧水利建设概述

智慧水利建设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以实现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和保护，推动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智慧水

利建设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如水资源监测、水利工程管理、

水利信息化建设、应急救援等[1]。智慧水利建设的核心是数

据共享和智能化决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应用大数据技术，

实现水利信息的共享和交流，形成数据汇聚和分析的能力，

为水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和支撑。在水利工程管理方面，

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实现水利设施的实时监测、预

警和维护，提高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和效率，保障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需要建设数字水利平台

和水利物联网，实现水利信息的全面共享和开放，促进水利

部门之间的协同和合作，提高水利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同

时，还需要推广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模式，如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为水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智慧水利建设目标

智慧水利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实现水资源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和分析。通过建设智能化

的水资源监测系统，利用传感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等手段，实现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和分析，掌握水资源的实时

状况和变化趋势，为科学规划和管理水资源提供依据和支持。

优化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通过建设数字水利平台和水利物

联网，实现水利信息的全面共享和开放，提高水资源的配置

和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提高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和效率。通过智能化的水利工程

设计和建设，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监测和管理，提高水利工程

的安全性和效率，保障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服务水平。加

强水利应急管理和服务。通过建设应急通讯和保障体系，提

高应急响应能力和水利应急服务水平，确保水利设施在灾害

事件和紧急情况下的及时应对和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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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水利建设策略

1.构建先进数据感知体系

智慧水利建设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水利资源高

效管理和利用的重要方式。构建先进的数据感知体系是智慧

水利建设的关键之一。首先，要做好防洪除涝工作。构建先

进的洪水预警和监测系统，整合各类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实

时感知雨量、水位、流量等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

法，预测洪水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提前采取防洪措施，最大

限度减少洪灾损失。其次，要做好防旱抗旱。通过先进的水

资源监测和管理系统，实时监测水资源的分布、变化和质量，

分析水资源供需情况和未来趋势，采取合理的水资源调控措

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保障水资源安全。再次，要重视

水资源管理利用[2]。建立水资源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水利、

气象、地理等各类数据资源，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分析水资源利用情况和变化趋势，制定科学

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保障

水资源安全。另外，通过数字化监测和评估手段，对水土流

失、土壤侵蚀等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

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方案，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水土保持和

生态修复的精准管理。最后，需要重视利用智能化的供水系

统，实现对供水管网、水源地、水处理厂等各个环节的数字

化监测和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提高供水效率

和水质安全，实现供水管理的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

2.建设集约整合平台系统

智慧水利建设是水利事业向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趋势。建设集约整合平台系统是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举措之

一[3]。该平台系统主要包括集约基础设施平台体系、水利专

业模型服务平台、统一业务服务资源体系等。首先，集约基

础设施平台体系是智慧水利建设的基础设施。该平台体系需

要包括水利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应用服务中心、安全中

心等核心设施，以及各类传感器、监测设备、控制设备等辅

助设施。通过建设该平台体系，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实时监测、

数据共享、综合评估和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服

务水平。其次，水利专业模型服务平台是智慧水利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4]。该平台需要建立水利领域的数据模型、规划

模型、决策模型等，提供可视化的模型建立和操作工具，以

及数据分析和预测功能。通过建设该平台，可以实现水资源

管理和利用的科学化和智能化，提高水利决策的精准性和效

率。最后，统一业务服务资源体系是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保

障。该体系需要建立统一的业务服务标准、数据标准和应用

接口标准，实现各类水利业务服务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开放共

享。通过建设该体系，可以实现水利服务的一体化和高效化，

提高水利服务效能和用户满意度。通过该平台系统的建设，

可以实现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现代化和智能化，促进水利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3.搭建业务融合应用体系

智慧水利建设是推进水利事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路径。为了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的高效

利用和保护，我们需要从搭建业务融合应用体系的角度出发，

构建深度融合水利业务应用系统，打破各部门数据壁垒，促

进信息共享和协同创新[5]。智慧水利建设需要构建深度融合

的水利业务应用系统，实现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全面覆盖和

精细化管理。具体来说，需要加强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应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打造

全生命周期的水利管理平台，实现水利信息的实时监测、精

准预测、智能分析和精细化管理。此外，还需要探索新型水

利技术和应用，如水资源再生利用、雨水收集利用等，实现

水资源的多元化开发和利用。智慧水利建设需要突破各部门

数据壁垒，促进信息共享和协同创新。具体来说，需要建立

水利数据共享和交换机制，实现不同部门和单位之间的信息

流通和共享。同时，还需要加强数据标准化和安全保护，确

保水利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保密性，防止数据泄露和滥

用[6]。此外，还需要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如公私合作、

跨界合作等，打破行业壁垒和利益障碍，促进多方面的协同

创新和共赢发展。

4.设计高速通信互联系统

为了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提高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效率，

需要在设计高速通信互联系统方面做出策略性调整和改进。

在政务网络通信方面，需要推广应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如

5G、卫星通信等，提高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信息传输速度和

数据安全性，以更好地支持决策和政务处理。同时，也需要

加强政务网络的覆盖和扩容，提高通信带宽和稳定性，确保

政务网络的正常运行和信息传递的畅通。在满足通讯网络互

联方面，需要加强水利系统内部各个单元之间的通讯连接，

包括水库、水文站、水利工程等，以实现水资源数据的实时

监测和精细化管理。此外，还需要加强与外部的通讯网络互

联，以实现水利信息的共享和互通。为此，需要建设智能化

的通讯网络平台，采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和标准，实现多种

通讯协议的兼容和互联，为水利系统内外的通讯提供全面的

支持。在提升应急通讯保障质量方面，需要建立应急通讯保

障机制，包括建设备份通讯网络、制定应急响应预案等，以

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同时，也需要加强应急通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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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更新，提高通讯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障应急

通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5.构造安全保驾护航体系

在智慧水利建设中，构造安全保驾护航体系是至关重要

的。为了实现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保护，需要在构造安全

保驾护航体系方面做出策略性调整和改进。首先，需要建立

运维可靠护航标准体系，明确各类水利设施的运维标准和要

求，建立全流程的运维管理和控制体系，加强设施安全监测

和管理，确保水利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其次，需要健全运

营模式，以保障智慧水利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长期稳定运行。

需要建立灵活多样的运营模式，包括政府主导、企业主导、

PPP等多种模式，以适应不同场景和需求。同时，也需要加

强运营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水利服务和支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慧水利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

要不断探索和创新，逐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新

时期智慧水利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实

现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建设数字水利平台和水利物

联网，推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模式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需

要加强对水资源的科学调查和评估，掌握水资源的实际情况

和变化趋势，科学规划和管理水资源。最终，智慧水利建设

要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促进水利事业

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各界共同努力下，智慧水利建

设一定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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