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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灌区节水灌溉工程水利信息化技术应用

张金柱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了人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为节约水资源，实现

高效利用，需要将水利信息化技术引入到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在不影响灌溉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

水灌溉，促使灌区节水灌溉工程效益最大化。本文对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分

析后，重点阐述了具体运用措施，其中涵盖了建立健全信息化灌溉系统、加强精细化管理以及建设信息反馈机制等，

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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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To save water resources and achieve efficient ut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wa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engineering in irrigation areas. Real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an be achiev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thereby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In this paper, after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wa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engineering 
in irrigation area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asures are elaborated. These measure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sound information 
irrig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fine management, and building an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 which are only for 
reference by industry professionals.
Keywords: irrigation area;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引言

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关系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为保证我国农业实现长效健康发展，

需要提升对水利信息化技术的重视程度，结合工程的实

际情况，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出水利信息化

技术在灌溉工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同

时，使灌区节水灌溉工程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一、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作用

1.1 提供精准信息

不同的灌区，灌溉时间和水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受

内外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北灌区的差异显著，南

方雨季要明显长于北方，并且雨量较大，极易产生洪涝

灾害，而北方多有暴风雨。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还在沿

用传统以人工为主的灌溉模式，这种落后的灌溉形式，

无法快速高效的传递信息，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易出

现错传以及漏传等情况。但依托于水利信息化技术的现

代化灌溉系统，不仅能够实时传递信息数据，还能够降

低自然灾害对灌区的影响，减少损失。在实际灌溉过程

中，可以借助信息化灌溉系统，掌握灌区当地的实际情

况，如土壤条件，降雨量等，在此基础上，开展节水灌

溉工程，可以提升灌溉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此外，水利

信息化技术还能够合理配置水资源，避免水资源的浪费。

1.2 提升灌溉质量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科学合理地利用水利信

息化技术，能够结合工程的现实所需，科学分配水资源，

促使灌溉设备发挥出最佳性能，提升灌溉质量和效率。

在实际灌溉过程中，灌溉设备可能会出现溢水弃水的情

况，造成水资源的浪费，针对这种现象，可以利用信息

化灌溉系统，实时精准的监测水位，减少溢流起水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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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既能够满足灌区的用水需求，还能够实现水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

1.3 强化管理效果

    传统单一片面的管理模式，给灌溉工程的稳定运

行造成了不良影响，为弥补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漏洞和

不足，需要利用水利信息化技术，建立全方位一体化的

管理模式，这种以信息化技术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能够

及时发现灌区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传达不及时、

水资源调配错误以及人员节水意识弱等，做到及时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以结合灌区的现实情况，

灵活调整灌溉方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相关工作人员

通过信息平台，能够掌握当地的基本情况，其可以根据

实际所需，利用自动化设施对闸门实施远程控制，这既

可以减少工作量，还能够实现高效管理。

1.4 减少运行成本

    传统以人工为主的灌溉模式，需要有大量的人员，

统计灌区内各区域的信息，由于节水灌溉工程的规模较

大，因此对人力资源的消耗十分大。随着水利信息化技

术的不断发展，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系统也得到了

有效的升级和优化，在信息化灌溉系统的支持下，灌区

可以实现自动化监测和管理。在实际监测的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信息化系统能够自动将相关数

据和信息整合到一起，进行提升信息的处理效率，实现

共享。这不仅能够提升信息的传输效率，还可以优化人

力资源配置，减少在人力方面的投入，以此为灌溉工程

的稳定运行提供资金支撑。

二、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应用

措施

2.1 建设信息化灌溉系统

    2.1.1 系统建设

应用水利信息化技术建设信息化节水灌溉系统，可

以结合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信息采集系统。节水是灌区灌溉工程的核心

内容，因此在构建灌溉系统时，要重点针对节水问题，

建设出相应的信息采集系统，做好节水灌溉工程中信息

的处理和收集工作。同时还要形成相应的数据分析报告，

在开展后续的灌溉工作时，可以将相关数据报告作为制

定灌溉计划的主要参考依据 [1]。

其二，泵站及闸门远控管理系统。为方便管理，需

要将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分成不同的区域，区域之间又有

重点和次重点之分，针对工程中的重点区域，要安排专

门的人员进行实时管控，其在管控过程中，需要有远控

管理系统支撑其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以此实现对灌区的

实时监管和远程控制，提升灌区的自动化管理水平，避

免因人为操作不当，引发安全事故，给工程造成难以挽

回的损失。

其三，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想要有效优化水资源

配置，就要建设相应的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对灌区各区

域用水量的科学计算，能够掌握灌溉工程的实际用水情

况，再利用调度管理系统，合理分配各区域的用水量，

既能够节省大量的水资源，还能够提升灌溉的有效性。

科学合理地应用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灌区

的全方位监管，如灌区的用水频率、具体灌溉数量以及

相关作物的生长情况等，结合上述有关内容，进行水资

源的分配工作，能够增强水资源的输出效果，减少不必

要的水损耗。

其四，数据库。灌区节水灌溉工程涉及到的内容较

多，因此会产生大量的信息，建设工程数据库的主要目

的，就是强化对信息的分析和应用能力，将有价值的信

息有效运用到灌溉工程中，能够提升对灌区的管理水平，

促使节水灌溉工程

安全运行。

    在建设信息化灌溉系统时，要加强对水利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力度，将信息化技术的潜在价值充分利用到

灌溉工作中，根据节水灌溉工程的实际需求，制定出行

之有效的节水措施和用水计划，将节约用水的发展理念

全面贯彻落实到工程的运行过程中。在使用信息化灌溉

系统时，要不断优化和升级系统，配置相应的数据机房，

为信息化灌溉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2.1.2 功能建设

信息化灌溉系统的核心是 2 个子系统，一个是信息

采集系统，另一个是用水决策系统，这 2 个子系统起着

重要支撑作用，为提升信息化灌溉系统的运行效果，需

要对其进行功能建设，促使灌溉系统实现自动化水监管

以及数据的量式化。这样一来，就能够对灌区的水情以

及雨情进行全自动监管，以此优化水资源综合利用率。

在建设信息化灌溉系统的功能时，要结合以下内容：

其一，动态化数据管理。要利用水利信息化技术，

对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周围区域的水用户，进行动态化管

理，及时掌握其相关动态，做好用水信息的采集工作 [2]。

其二，合理制定灌溉技术，严格控制灌溉进度。其三，

不断优化用水方案，灵活调整配水计划。

其四，科学计算节水灌区的实际用水量，依据计算

结果，做好用水信息的统计和分类工作。

其五，实时监管节水灌区的地理信息。

其 六， 利 用 互 联 网 平 台 和 信 息 技 术， 进 行 自

动 化 管 理， 提 升 动 态 配 水 的 能 力 和 线 上 水 费 计 收

的 信 息 化 水 平。 此 外， 还 需 持 续 优 化 灌 溉 系 统 的

操 作 形 式 和 性 能， 将 复 杂 的 操 作 流 程 简 单 化。 

    信息采集和动态数据管理系统，主要针对的是灌区的

监控工作，该系统要具备信息的传递和采集功能，其要

为水情信息的传递搭建桥梁和纽带，疏通传递通道，同

时还要具备收集地理信息和气象信息的功能。用水决策

系统要紧紧围绕着用水调度建设相关功能，节水灌溉功

能的运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度效果，因此要加

强对调度功能的建设，为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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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立健全信息反馈体系

    为使灌区用水更加规范化，合理化，需要借助信

息化技术，构建出完备信息反馈机制，以便于更好地获

取基层用水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促使灌区内的用水单位

实现良好的沟通，以此提升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效果。

在设计灌区的运行计划时，相关人员要时刻秉持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建立健全灌区运行机制。在节水灌溉工

程运行的过程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灌区会发生一定

的变化，这就需要相关人员，不断调整和改造运行方案，

以此提升运行方案的执行效力，确保方案能够切实应用

到节水灌溉工程实际运行中。

2.3 实施精细化灌区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灌区的管理工作提

供了新方向，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

对灌区进行精准计算，如农作物在不同阶段的用水需求，

当前用水状况，灌区的土壤以及温度条件等，根据有关

数据和信息，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能够提升管

理的有效性和实时性。水利信息化技术促使灌区实现了

配水的动态化、精细化，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工作人员

能够明确灌区的整体用水量，实际用水量以及水资源的

浪费量，进而科学用水，降低水资源的流失率，实现节

约用水。

现代化灌溉设施的功能较多，其中涵盖了防雨水、

防冰冻以及雷击等功能，因此，其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

力较强，加强对现代化灌溉设备的应用，可以提升灌区

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的稳定性。在开展精细化灌区管理的

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灌区当地水资源的传输以

及蓄水能力等，制定出适宜当地的灌区管理模式，推动

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3]。

2.4 提升技术人员综合能力

首先，工程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丰

富其知识储备，增强其实践能力，确保其可以熟练灵活

的运用水利信息化技术，从而提升灌溉工程的信息化建

设水平。

其次，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机制和奖惩机制，在管

理节水灌溉工程的过程中，员工之间存在互相推诿，不

作为的情况，导致相关管理措施未能落实到位，使水资

源被严重浪费，针对这种情况，要通过严格的岗位责任

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提升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

责任意识，为信息化灌溉系统的高效运用提供助力。

最后，为充分发挥水利信息化技术的价值，需要对

现行技术进行创新，激发工作人员创新热情，最直接有

效的方式就是构建相应的奖惩机制，针对部分工作态度

消极，效率低下的员工，要给予其严厉的问责和处罚，

对于一些工作热情高，创新能力强，对水利信息化技术

的创新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精神层面的鼓

励和物质层面的奖励，促使更多员工参与到技术创新中，

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5 拓展覆盖面积

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稳步增长，但各

地区之间还存在一定发展差异，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质量要明显优内地地区，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效果存

在较大偏差。部分落后地区在应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过

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导致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效果不

佳，信息技术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为此，政府有关

部门要提升对水利信息化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大普及力

度 [4]。

2.6 构建安全保障体系

在开发信息化灌溉系统时，要建设配套的安全评估

系统，加强对工程数据和信息的运维，以保证信息的完

整性。一方面要针对水利信息化技术的特质，建立相应

的安全服务机制，另一方面，要提升信息系统的安全防

御等级，在面临外部入侵时，能够进行主动防御，进而

提升处理信息安全事故的能力。

水利信息化技术给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带来了新发展

机遇，但也使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给信息化系统创

造一个健康的运行环境，需要严格按照水利部网信工作

会议提出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开展信息安全的保障工作，

确保信息灌溉系统可以长期稳定运行，避免因系统故障，

影响灌溉工程的正常运行 [5]。

三、结论

综上所述，灌区节水灌溉工程要正确应用水利信息

化技术，为后续灌溉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在实际运用中，要结合工程的实际用水需求，

制定出适宜的用水计划和节水方案，节省水资源，避免

造成资源浪费，同时，还要升级工程管理模式，优化运

行流程，针对水利信息化技术在运用中存在不足，制定

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强化系统的各项功能，为灌区的稳

定发展带来生机，推动灌区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获

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促使我国水利工程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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