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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对其管理水平方面尤为关

注。因此,为了尽可能提升水利项目的管理水准,相关从事者不仅需要对管理从事者做专业技能的指导,

提高人员的总体素质,还应该对自身现有的管理方式做出改进,把较为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运用到水利工

程的管理当中,同时增加对信息系统的研究力度,这对提高水利工程的管理效果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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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specially its management level.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much as possibl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not only ne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kills guidance to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ersonnel, 

but also improve their existing management methods, apply mor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ncrease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ystem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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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当中,其对于质

量有着很高的要求,不只包含着对具体

工程进度的掌控,同时还包含着对建设

之中人员、材料、资金划分及其资金应

用这些信息数据的管理。在水利工程的

建设及管理之中,特别是对信息数据的

管理,本身有着很强的时效性。所以,在

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管理当中,需要及

时把信息数据顺利传递出去变成管理的

关键内容以及目标。然而信息技术手段

的运用则可以把水利工程管理当中牵扯

到的信息数据做一定的整合及运用。 

1 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中运用

的优点 

1.1创新管理模式,完成管理部门的

良好沟通 

因为基层水利工程在建设与管理阶

段本身硬件设备不足,且网络系统不完

善这些因素,导致每个部门的信息化共

享度及其利用率相对偏低,需要主动引

入先进的设备及技术来优化信息网络系

统,同时创建起相应的数据库,借助全新

的通讯方法,创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

信息通讯网络,并借此搜集和传递大量

的数据信息,保障信息资源能够获得共

享及应用,然后借助信息系统这个平台,

同时构建模块式的信息系统。在水利工

程建设的管理阶段创建全面的信息管理

系统,能够为平时的管理创造可靠依据,

并且确保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更加实用。 

1.2加深对信息管理系统的认知 

因为以往的水利工程管理从事者专

业性及整体素质不高,所以应该增加对

管理从事者的专业培训力度,让水利工

程管理这个工作能够更好有效的落实。而

强化水利工程从事者整体专业性与素质

的方式能够从以下方式开始入手：(1)

经常带领对应的管理从事者开展信息管

理系统与专业知识的了解与学习,这样

在本质上加深管理从事者对管理系统的

了解。(2)定期为管理从事者开展一些实

践活动,对其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同

时让成绩和薪资挂钩,借此来激发员工

的积极性。 

1.3引入先进管理设备,学习现代化

科技技术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从事者应努力学

习先进的管理知识及其技术,不断强化

自身所具有的整体素养,以便于给水利

工程管理这个工作给予更好的服务。治

理工程有关的管理应主动引入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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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备,加强对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

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够给信息传

输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很大程度

上增加管理信息所具有的时效性和准确

性,防止管理当中存在这样或是那样的

问题。 

1.4有助于信息的采集和智能化发展 

在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引进计算机技

术,可以让以往的形式向着智能化的方

向推进。像是,在河道处理及闸门控制当

中运用信息技术,这对推动工程建设更

好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外,把现代化的计

算机技术正确运用到水利工程的建设及

管理之中,能够让数据搜集及处理效率

获得很大的提升。借助把网络系统应用

到水利工程的管理当中,能够让其方便

这一特性获得发挥,通常表现在下面这

些方面：首先,把分散式采集运用到水库

这个系统之中,然后再采取集中化的管

理,最终完成河道处理、水文测量这些系

统的管理,给提升管理品质打下基础；其

次,在组织网络的时候,每个子系统都需

要配上独立的计算机,让所有子系统网

络本身的数据录入获得保证；最后,应该

把数据传输到总服务器,借此来确保数

据做到集中。数据的手机是我国水利工

程建设以及管理当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

信息的数据选择和处理给工程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1.5有助于保障工程绘图的全面 

计算机技术在我国水利工程中的运

用还可以让绘制图纸变得更加有效,给

水利工程的建设及发展给予参考依据。

图纸绘制是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十分

重要的环节之一,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工程建设的质量。以往的手工绘制,

不只损耗时间与精力,同时还极易产生

误差。如果图纸和真实情况存在差异,

就应该对其加以返修,这就导致工作效

率受到影响,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

了劳动量。尤其是对CAD绘图软件的运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的效率,确

保图纸设计可以达到工程建设所提出的

要求,并做到参数吻合。所以,信息技术

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当中的运用有

着很大的价值。 

1.6具有很强的抗干扰性 

之前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基本上是

依靠人工,对于员工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但因为员工在个体上存在差异,就导致

工作的效果难以保障,假如员工在一些

方面存在误差,将会影响到工程最终的

精度以及建设效率。而信息化技术的运

用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基本上

比较规范且完整的系统可以让工作效率

得到保证。即时系统的运行仍需要进行

人为操作,但这也为从事者提供了衡量

的标准,这使得不同员工在进行系统操

作时,能够避免外部因素而造成的干扰。 

2 信息技术手段在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中的运用 

2.1信息采集和控制系统的运用 

在目前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当中,

借助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完成项目的

信息采集及其控制。在通常情况下,在信

息采集及其控制系统的运用之中,系统

一般是由数据采集系统、数据通信系统、

数据控制系统及其数据处理系统所构成,

借助这部分系统的整体运用,能够把所

采集的项目内容做较为集中的处理,让

操作同控制能够做到统一,并且这样较

为信息化的操作系统能够改变之前信息

数据的搜集及处理方法,提升水利工程

在数据分析上的精准性。在信息采集及

其控制系统之中,借助远程数据采集及

其控制这个系统的应用,可以结合水利

工程的情况、水情来展开测量,并且制定

出工程的运行及预警方案,借此来保障

信息数据能够更为高效的处理,促使工

程能够稳步前行。 

2.2信息网络和安全系统的运用 

水利工程的施工管理当中,为了确

保数据资源处理更加有效,就需要借助

信息技术的运用,并依据计算机所具有

的优点,开展网络安全数据的归拢。针对

网络安全来说,其不只是技术方面的问

题,同时也是安全管理上的问题,在这类

技术的运用当中,需要依据水利工程本

身的施工特征,来确定所要使用的施工

方案,方便于制定出较为高效的安全管

理方案,给水利工程的施工给予参考。水

利工程在做安全管理的时候,也应该结

合计算机网络所具有的特征,保证安全

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让计算机借助硬件

处理和软件操作这些方式完成对水利工

程本身安全施工的保护,防止工程存在

信息破坏的情况。比如,在创建安全系统

的时候,能够依据水利工程本身的特征,

设计防汛防旱预警系统。该系统就是工

程当中水、雨这些信息资源加以分析,

给决策从事者提供一些防汛及防旱的指

导,努力达到水利工程项目在安全管理

上的需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水利工程

中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从事者应该提升自

己对计算机病毒、恶意入侵及其软件漏

洞这些隐患的防护,防止水利工程所用

软件受到攻击,确保该系统能够稳步的

运行,进而满足水利工程在安全管理上

的需求。 

2.3综合项目管理系统的运用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当中,应用综合

项目管理这一系统,能够依据水利工程

所具有的特征,创建出更为有效的处理

方案。首先在运行以及维护系统的运用

当中,信息技术的运用就能够依据工程

的特征,完成对运行以及维护系统的创

建。此外,在运行以及维护系统当中,

不仅能够对水利工程设备加以维护,同

时也能够完成对信息技术的维护。比如

在运维系统的运行当中,其会对水库、

堤防极其泵站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监测

项目,并在察觉到故障问题时,能够快

速给出处理方案,借此确保工程设备能

够稳步的运行。其次,在资源共享以及

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的创建当中,系统会

依据水利工程所具有的特征,把所收集

到的信息完成共享,以此来提升水利工

程在资源节约方面的能力,并且也可以

防止信息闭塞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升水

利工程管理总体的效率。借助地理信息

服务平台的创建,能够借助局域网及其

互联网,来完成对水利工程运行情况,

同时在数据的分析以及处理当中,产生

指向较为明确的工程报告,借此来让水

利工程管理变得更加有效。最后,在综合

业务的管理当中,借助信息技术的应用,

能够依据水利工程中行政管理、水政监

测及其行政审批这些内容,创建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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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管理板块,并借此来完成无纸

化的办公。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我国信息技术的持

续进步,在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应用信息

技术已经变成以后发展的趋势。因为水

利工程在施工时有着难度较大且时间长

的特征,而信息技术运用能够确保建设

管理的有效性,在提升工程建设质量上

有着很大的作用。所以,需要对信息技术

做进一步的分析及研究,并借此给我国

水利工程建设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进

而促进我国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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