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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利在沭阳县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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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期间，在水利部大力推动智慧水利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沭阳县为例，主要将水资源管理中自动化系统的

应用现状分类介绍，并分析工作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十四五期间和今后水资源管理中自动化系统的应用进行展望，

提出有针对性和可实践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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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water 
conservanc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Shuyang County, classifi e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automatic system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utomatic system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in the future, and put 
forward some targeted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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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水利自动

化管理进入了智慧水利的时代。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

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以构建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

全面推进算据、算法、算力建设，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

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1]。本文就以沭阳县

为例，介绍沭阳县水资源管理工作中自动化系统的应用现

状，包括系统的类别、功能、特点等，并分析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按照智慧水利的发展方向，对沭阳县今后水资源

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水资源管理自动化系统应用现状

水资源监测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监测数据是构建

智慧水资源的基础，自动化监测对于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

强化水资源监管效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各级政府水资

源管理中，自动化系统的应用都是比较普遍的。以沭阳县为

例，水资源监测和管理自动化系统就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一）用水量的监测

主要对取水单位取用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的水量进

行自动化监测，系统包括水资源取用水监测运维系统、用

水统计直报系统。水资源取用水监测运维系统是在用水户

的取水端智能水表安装远程传输设备，将水表信息传输到

服务器，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该系统可以实时掌握用水户

的用水量，分析用水户的用水趋势，对即将超许可或超计

划用水的用水户及时通知提醒。目前沭阳县该系统的年在

线率达98%，已有3个大中型灌区、二十余家重点自备水源

用水户和2家自来水厂接入该系统，年在线监控总水量可达

到全县全年用水量的60%以上。用水统计直报系统是由用水

户自行注册该系统，将自家水表计量的用水量数字按月、

按季填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端对用水户填报的数字

进行审核汇总。目前，该系统已有7个大中型灌区、3家自

来水厂、四十余家各行业重点用水户接入，年监控总水量

可达到全县全年用水量的80%以上。上述两个系统涵盖了农

业、工业、居民生活、第三产业等各方面用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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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量的监测

主要对雨量、地表径流量、地下径流量进行监测，该工

作主要由水文部门负责，每年编制水资源公报向社会公开。

（三）水位的监测

水位监测包括河湖水位和地下水水位两类，河湖水位主

要由水文部门进行监测并反馈至防汛部门，地下水水位由

水资源、水文、生态环境等部门均进行监测。此处主要介

绍水资源部门监测的地下水水位自动化系统。沭阳县该方

面的系统主要是水资源取用水监测运维系统，该系统在地

下水水井处安装自动化水位监测设备，并传输至系统服务

器，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该系统可以实时掌握地下水井的

水位信息，并对区域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从而

为地下水资源保护决策提供支撑。目前，沭阳县有4个地下

水水位监测点。据了解，水文、生态环境部门还共有5个地

下水水位监测点。全县9个地下水水位监测点，主要分部于

城区和个别乡镇。

（四）水质的监测

水质主要由生态环境部门、卫健部门、水文部门、自来

水公司开展，并与水资源管理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监测主

要包括对河湖国控断面、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自来水

水源地等处水质进行监测，监测方法主要为按月采样检测

并上传至监控系统，汛期监测频率增加。

（五）水资源管理自动化系统

主要对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的一些工作从线

下向线上转移。沭阳县这方面系统主要为节水管理信息化

系统，该系统分为管理端和用水户端，操作逻辑为由管理

端将用户端信息录入，并分配给用户一个账号，再由用水

户登录该账号，使用该系统。系统的用户端主要功能为上

报用水计划、用水量，接收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用水计

划、超计划超许可用水提醒和其他文件通知，协助用户管

理用水过程中的档案资料。系统管理端的功能包括对用水

户上报的用水计划进行审核，向用水户下达超计划、超许

可用水提醒通知和其他通知，对节水型载体创建、水资源

论证、用水审计、节水三同时、地下水调查等管理过程进

行线上管理，对公文进行在线分类管理等。该系统对于提

升水资源管理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作用。

（六）其他水利相关系统

除了水资源管理部门，在水利工程管理、防汛、农田水

利等部门，均有各自的自动化监测管理系统，有的也实现

了在手机移动端的在线操作。

二、水资源管理自动化系统存在问题

上述水资源取用水监测运维系统、用水统计直报系统、

节水管理信息化系统等系统就构成了沭阳县水资源管理中

自动化应用的主要内容。笔者通过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运

用这些自动化系统，并结合指标性的相关数据，分析出在

沭阳县水资源管理自动化系统应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水资源监测覆盖不全面

在用水量的监测中，全县7个灌区农业用水均已安装取

水口计量设备，但接入在线系统的仅有3个灌区，取水量占

农业取水总量的约50%；工业用水中仅有十余家用水户接入

在线系统，加上自来水公司供应的工业用水，工业可监控取

水量占工业取水总量的约45%；第三产业用水中，接入在线

系统的用水户仅有5家，可监控取水量占第三产业取水总量

的约10%；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为自来水公司供应，可监控水

量占居民生活取水总量的约95%。而生态环境用水则完全未

接入在线监测系统。可见，在沭阳县用水总量监测自动化应

用中，总体覆盖率偏低，特别是工业用水、第三产业用水和

生态用水。在地下水水位的监测中，沭阳县共有30个乡镇和

街道，县域面积在全省排名第一，但仅有9个地下水水位自

动化监测点，且多集中在城区，点位覆盖不全面。

（二）水资源监测数据在工作中应用程度不高

水资源监测数据在工作中应用局限于填报全年用水总

量，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指标，对数据缺乏科学分析，并

用于指导对用水户的管理和水资源保护等工作。

（三）水资源管理工作信息化程度不高

虽然开发了节水管理信息化系统，将部分工作从线下转

移到线上，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多数依赖于纸质文件，对

档案、数据的管理信息化程度较低。

三、建议和展望

（一）扩展水资源监测覆盖面

在完成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地下水监测工程的基

础上，强化用水户用水监测全覆盖。整合水资源总量、可

用量、分配量等基础数据，共享取用水管理政务服务及税

务、统计等部门相关数据，动态掌握并及时更新水资源监

测计量台账，打造水资源管控一张图。[3]

（二 ）提升水资源办公信息化水平

构建包含政务办公、业务协同、督查督办、公文交换、

档案管理等内容的智能协同平台。建设水资源保护和节水

宣传智慧化平台，与宣传部、科技局、融媒体中心、宿迁

日报社、各乡镇街道政府部门等单位强化合作，将节水宣

传下沉到社区、企业，提高宣传工作质效。

十四五期间，是水资源管理从信息化向智慧化迈进的重

要阶段，县域是水资源管理的基本组成元素，是落实水利

部智慧水利建设的基础和关键部分，随着不断扩大水资源

自动化监测覆盖率，不断提升水资源监测数据在管理工作

中的应用能力，不断提高水利管理工作信息化程度，水资

源管理工作效率必将取得更大提升，基层的水资源管理能

力必将取得长足进步，水资源管理支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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