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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利系统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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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水利在水利水电的建设发展中是非常能够适应现代发展要求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依托目

前大数据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对水利工程的信息化控制，用这种方式来推动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

把物联网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水利事业当中，并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利系统来深度推动水利事业的建设发展，这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笔者基于此，重点的探讨了该系统在构建方面的细节，为推动这一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拙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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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慧水利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物联网技术，而物

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利于实现各种事物之间有效的连接以

及数据的转换和信息分享等功能，以此来推动相关领域

的信息化水平发展，并进而提升该领域的发展空间。物

联网技术涵盖了许多其他的技术内容，其中包含目前的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

通信技术等。所以将物联网科技应用在水利事业中，就

很容易构建出了新型的智慧水利系统，这种构建方式对

于当前数理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也能够实

现 MSTP、三维技术等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由此来提

升智慧水利的整体功能。因此为实现水利资源整合与管

理，也能够实水利资源信息的精准获得以及高度共享，

来提升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

1 智慧水利的特点与优势
目前我们依托的物联网技术构建水利系统，其最

主要的原理就是能够有效的使用物联网技术的优势来实

现水利工程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这种信息化的管理平

台来实现水利信息资源的共享，进一步提升了水利工程

的管理效率。所以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它主要具备了一

下结果特征：

（1）感知的实时性，就是当它通过分布于管理

范围内的传感器时，就能够实现设备构建的数据信息

进而通过通讯的传输来对数据进行实时的获取，进一步

加快实时管理的进度；

（2）智能的系统处理能力，就是来依据信息网络

来实现数据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有效衔接，这样才能够

把每个环节统一的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从而更快的提升

管理的效率。

2 智慧水利系统的基本结构
2.1系统的设计方法

构建水利的管理系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设计的方

法与思路，以此来实现一个更加明确的构建目的。对于

水利系统来说，它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如何解决目前的

水利信息资源管理不足的问题以及信息共享效率低下的

问题，积极构建出能够进行防洪抗旱，以及决策的管理

和水质的检测问题，以此来提升每个环节管理分工的协

作能力，来进一步推动水利工程在各个方面的有效提升。

2.2系统设计的框架

依据水利系统的基本目标与思路和当前的信息管

理基本理念，努力做到有效实现物联网技术与水利系统

的高度结合，以此实现了高度的智能化、全方位以及多

维度的信息化构建系统，也为了实现数据信息的更加精

准的获取，有效实现数据信息的科学化处理以及为管理

决策的制定，实现实时的提供依据。通过这一系统的构

建就能够实现现实物质层面的事物转化为数据的形式进

行集中处理，这种方式有利于降低管理过程的重复性，

同时减少盲区问题的出现频率，加快推动我国水利工程

事业的发展。

2.3系统的具体设计内容

对于智慧水利系统来说，它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

托物联网技术的框架进行构建，并以此来完善信息管理

的体系，它采用的是分层管理的方法，就是将物理的管

理内容转化为数据的形式进行管理，并且通过可视化的

交互界面进行显示，由此实现实时管理的智能。那么该

系统主要分为感知层、传输层以及应用层等三个垂直层

面，依托着对应的安全管理体系、技术标准以及管理维

护等三个主要环节来进行构建。对于感知的层面来说，

主要依托的是传感器的设备以及图像采集的设备等来获

取对应的数信息和视频信息，并通过一定的系统处理进

行传输，并找相应的处理中心进行裁决 ;传输层的主要

作用在于为上述信息的传输提供方便可靠的通道，数据

中心的作用就在于对传输的数据进行数据管理的操作；

而应用层就是能够被操作的可视化的交互界面，从而实

现提升整体的管理格局的优化。

3 为实现智慧水利系统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3.1MSTP的技术

这种技术是一种网络传输的技术，它能够为水利

信息的传输提供更加牢靠的保障。目前这种技术所对

应的传输速率主要有 2Mbps、lOMbps、100Mbps以及

1000Mbps等几个类别，所以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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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前该系统主要通过 MSTP技术进行有效组网，

可以相应的降低成本，为提升系统得可靠性和稳定性提

供了保障。

3.2三维 3S技术

3S技术就是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管理系

统以及遥感技术的综合，它主要依托的就是遥感技术、

卫星定位技术以及空间地理信息的处理等来实现对数据

信息的获取、分析以及传输等操作，是一种比较系统化

的高端技术。目前应用在智慧水利系统的建设中，采用

3S技术能够更好地获取数据信息，从而能够实现与物

联网技术的有效衔接，实现功能更加完善的信息技术系

统，能够实现实时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共享，进而推动水

利工程管理的有效提升。

4 关于水利系统构建的相关建议
4.1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于智慧水利的系统来说，它的本质目的就在于

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数据服务，因此能够看出它的侧

重点是服务这一过程。所以在这个系统的运行中，最重

要的就是要把握好管理和服务的理念，并结合相关的需

要来实现对应工作内容的实施进程，由此构建出符合目

前时代发展的水利设施，实现对水利工程信息化管理的

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是实现这个环节能够做好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依据感知的技术以及对基础信息

的获得进行升级改进，并且要做好监测内容的拓展，例

如灾害灾情的信息、进行水体环保等，并且通过以上四

种关键的技术和通信的技术进行信息网络的组建，并且

通过云计算技术来实习信息技术的管理与共享。因此构

建出符合目前时代发展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来促进管

理效率的提升。

4.2构建综合的信息管理平台

构建综合型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是整个体系建设的

重点同时也是落脚点，完善信息处理的功能，进行综合

化的处理，能够实现对各个管理环节的有效整合，由此

可以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局面的构成，能够起到提升管理

的效率与质量的重要作用。当然综合化系统也是能够实

现水利资源的优化的，同样能够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

最终提升智慧水利系统的构建价值。

5 结论
智慧水利系统就是实现水利信息管理与共享的高

度集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智慧水里的构建主要依托的

是目前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以其为基础框架来进行构

建的。并且依托着云计算的技术支撑来实现数据信息的

管理与共享，并依据智能感知的技术以及 3S的技术来

实现数据信息的精准获得，然后依托 MSTP技术来进行

数据信息的传输，进而实现完整的系统构建。由此以上

是笔者对水利技术环节的阐述，目的是积极促进水利事

业的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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