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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全球的气候性变化相对较大,在洪水季节,我国遇到的汛情也相对比较猛烈,给人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面对非常严峻的形势,我国必须加大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

收集旱情,雨情险情等重要的信息,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虽然信息化技术发展的速度越

来越快,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信息交流不及时、沟通共享不及时、信息孤岛等问题。为

防汛抗旱工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加大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引进,

全面升级信息系统,真正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可靠保障,基于此本文就防汛抗旱工

作中水利信息化的应用进行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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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relatively large.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the flood 

situation encountered in China is also relatively violent, which has brought a great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ies. In the face of a very severe situation, China must intensif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frastructure, actively collec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uch as drought conditions, rain 

conditions and dangerous conditions, and provide reliable data support for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work.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but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timely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islands, 

which have brought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work.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work process,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hould be upgraded in an all-round way,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truly realized, and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work should be provided. 

Based on this,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in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work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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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国防汛抗旱工作进入了崭新的时期,现代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是其中的主要体现,推动了有关工作的高效开展,提

升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但是在信息化技术应用时,仍然存在很多

缺陷,需要有效处理,如信息化覆盖方面不足、信息化系统差异

性较大、工作人员信息素质低等,均会制约防汛抗旱工作的有效

实施。因此,相关单位应该重视水利信息化的应用,对已有工作

进行不断地优化和创新,为防汛抗旱工作注入生机活力,减少损

失,降低洪涝、干旱灾害的发生率,为人们提供稳定、舒适、安

全的生活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 

1 水利信息化概述 

水利信息化主要是基于水文信息,将信息化管理引入其中,

高效获取水文数据。我国大部分水利项目的实施过程都借助信

息化技术完成管理,包括计算机、遥感、通讯各类技术,可提高

水利防汛和抗旱环节工作的效率,发挥信息化管理价值。随着环

境的不断恶化,水文信息变化复杂,其管理关乎社会经济以及人

们安全。全球定位系统(GPS)为水利建设过程重点管理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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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电磁信号测定水位,保证对水利项目的全面管理。我国不同

地区资源分布不均,水利部门展开防汛抗旱的工作重点为监测

水文信息,保障人们安全。利用水利信息化,便于各部门高效开

展水文监测,为防汛防洪各部门掌握水文信息提供依据。 

2 水利信息化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 

从社会各个角度上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关乎着各行各业

的建设,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当中,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换一句话说,信息技术不仅能够促进水利项

目的顺利开展,保证项目的施工质量,还能带动其他一系列相关

产业的改革和进步。信息技术不仅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和

改革,对很多地区江河建设的发展和防汛抗旱措施都有很大的

作用。保障了水利项目周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外,信息

技术对水文建设也十分重要,通过信息技术的科学指导,才能使

水利工程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当然现阶段树立项目建设当中

的信息技术还属于新兴产业,仍然处理发展阶段,作为相关人员

必须充分了解和学习计算机信息技术,熟练掌握知识技能和理

论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水利事业更好的发展下去。 

3 水利信息化在防汛抗旱工程中的应用问题 

3.1基础信息数据缺乏 

水利信息化技术建立在水利数据数字化管理基础上的,其

具体的数据信息包括区域水体水位数据、区域降水量数据、抗

灾补给数据等。由于数据种类涉及主体不同,采集交换单位也不

统一,故在信息整体采集过程中基础信息数据的时效性与准确

性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在将此类数据进行数字化转变后有限

的有效数据信息无法提供规范化的信息资源,进而导致水利信

息化在防汛抗旱工程中推进困难且效率低下。 

3.2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信息采集对于防汛抗旱工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并且

与后续物资管理、灾情监控预测,以及应急方案的制定息息相

关。然而,现阶段水利部门在信息化建设技术水平方面还不够高,

特别是在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方面的相关配套设施仍然不够

完善,使得水利部门在进行防汛抗旱前期没有得到相关数据的

有效支持,在灾情来临之前没能针对性地制定出有效的预防措

施,严重制约了水利工程的防汛抗旱能力。 

3.3技术与体制问题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我国水利行业网络结构出现

了巨大改变,其一,部分地区缺乏技术指导,导致通讯平台始终

沿用传统短信平台,它能降低软件开发水平,关键是地区政府无

法有效进行防汛抗旱信息化建设,从而严重地影响着防汛抗旱

救灾信息化建设进程,灾害发生时造成严重财产损失,进而使人

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其二,系统应用建设中,除了无法统

一技术标准外,在建设内容、设备等级、规模等方面也存在较大

差距,容易出现信息孤岛,降低决策者的决策水平。众所周知,

企业的发展需依靠制度的约束,且各类信息化工程建设的发展

也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部分地区在进行水利

信息化建设时,企业内部没有有效的管理制度,导致系统极其混

乱,从而制约了各种工作的有效开展,时间长,会使水利信息化

建设发展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 

3.4专业化的信息化高技能人才匮乏 

信息化技术专业性强,对具体实施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要

求较高。在信息化技术更新节奏不断加快,基础理论研究创新频

繁突破的背景下,信息化高技能人才的专业技能面临着严峻挑

战与考验。从当前智慧水利的专业人才配置来看,严重缺乏水利

专业、信息化技术水平高的复合型人才,部分人员未能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智慧水利的应用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信息化技术应用

中的专业技能不熟练,加之责任意识与质量意识的逐渐淡化,所

发挥的实际效能远远不够。 

4 水利信息化在防汛抗旱工作中的应用措施 

4.1加强日常的管理检查,进行科学洪水调度 

为了更好地加强水利工程的作用,我们要加强对水利工程

的日常管理检查工作,并能够科学地进行洪水调度。首先,在水

利工程修建后,我们要注重对水利工程的日常检查,保障在发生

灾害时,水利工程能够正常的运转。其次,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

需要在日常管理期间,对水情和蓄水有详细的计划和预测,这样

在发生灾害时能及时预警,提前预防,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而

在科学地进行洪水调度方面,就需要做好调度的科学规划。当洪

水规模比较小时,可以利用水利工程减缓洪水的流量与速度,

降低洪水对下游的冲击力度。当面对规模比较大的洪水时,则

要加强水库利用,及时与河流周围居住人员进行沟通,做好防

汛工作,统一泄洪时间,防止人员事故发生。在调度过程中,还

要注意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蓄洪泄洪

工作。要合理利用水利工程,当不需要用蓄洪区域时,就尽量减

少使用次数。 

4.2加大投入促进信息化软硬件建设 

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应用水利信息化,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了有效解决水利信息数量大、种类

多的问题,可以利用分布式架构来分析和处理各种数据。当前阶

段,防汛抗旱基础数据信息中还包含着大量的图片和视频信息,

这类形式的数据信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了对这一部分数

据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就需要有效应用大数据技术,另外大数

据技术还能对水流信息、气象信息、水文信息和地质信息等数

据进行有效分析,并成功从中提取到有用的关键信息,为防汛抗

旱工作提供相关数据支持。 

4.3加强技术改造升级,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水利信息化在防汛抗旱工程中应用中,要积极引进先进技

术,研发出多需求、多层次的防汛抗旱信息化产品,才能逐步完

善信息共享机制,为防汛抗旱工程业务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比

如：某市防汛抗旱信息化建设项目总体上包含4个层次：数据层、

网络通信层、应用支撑集层和人机交互层。其中数据层的数据

主要以该地区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为基础,以防汛抗旱工程运

行管理和调度控制业务需求为重点,对工程现场信息、设备设施

的信息进行及时收录并加以分析；网络通信层,建立了4M网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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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宽带,有效地满足了数据发送、信息共享、制度工程视频监控、

视频会议等各方面的具体需求；应用支撑层,包括：工程管理、

三维仿真控制、多媒体综合展示系统、水政管理系统、办公管

理系统等,为水利信息化在防汛抗旱工程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

基础；人机交互层,其主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系统登入服务,把

用户具体需求,进行输出和显示,并为不同的用户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方式。 

4.4建设具有专业信息技术的人才队伍 

在防汛抗旱工作中,信息化技术确实带来了积极作用,除了

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之外,还需大力培养专业化的信息技术

人才,从而提升防汛抗旱中对各种灾情的分析以及判断能力,及

时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减少水旱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损失。要对

现有的人员进行培训,根据不同工作岗位中对信息技术的应用

情况而制定出不同的培训内容,以便更好地提升水利工作人员

的信息技术水平；需要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的人才,在坚持公

开、公平的原则下,扩大对人才引进的途径,能够有效补充水利

部门对各种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地提升水利部门在信息化建设

中的有效性,使得应对防汛抗旱的情况时,能够在信息技术的指

导有步骤、有计划以及有目的地开展工作；水利部门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而设立良好的人才考核以及评价制度,通过这样方式

督促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积极探索创新路径,从而提

高自己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水利单位还可以与各大高等院

校、IT企业以及科研单位开展广泛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化水利单

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 

4.5加强水利信息资源整合建设,促进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 

水利信息资源建设是水利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虽然已

积累一定的信息资源,但这些信息资源较分散,无法成为公共资

源进行综合利用。为此,必须大力实施信息资源的优化整合,积

极推进数据中心建设,构建水利数据统一的存储与管理平台。防

汛信息化公共性质决定了其传播范围越广,效用越会得到延伸。

基于此,应推进水利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水利电子政务综合应用

平台项目,早日实现统一平台、互联互通、无纸化办公的目标。

同时,加强门户网站的建设和管理,逐步推进水行政管理、防汛

抗旱、水资源保护、供水节水等水利信息的社会化服务,推动节

水型社会建设。 

4.6做好信息化建设与设计的统筹 

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其涉及许多部门与方面,包括水利、护

气象、抢险等,各个部门之间必须做到统一、协调,才能保证防

汛抗旱工作的顺利开展。但由于信息管理的不到位,比如信息滞

后、重要信息不能及时发现等因素,会导致防汛抗旱工作出现一

些纰漏,对此,采取信息化统筹管理,可以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

情况的深度了解,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工作的改善,

实现防汛抗旱整体工作水平的提升。同时,在信息化建设、设计

的统筹下,信息处理能力会大大提高,信息整合效率、关键信息

提取与传递等,都会得到进步,各部门信息不再孤立,条块之间

能够有效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分裂开来,将水利信息网络、信息

采集以及应用系统等全部统筹起来,促进防汛抗旱工作的进步。 

4.7建设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移动端 

随着智能手机、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

广大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防汛抗旱指挥系统要

充分利用手机等移动端随身携带等优势,加快移动端应用系统

开发建设步伐,将统一信息展示平台和数据汇集平台及一些业

务应用系统移植到移动端上,将移动端打造成信息查询平台、信

息采集平台和移动工作平台,以适应应急抢险工作突发性强、作

业环境艰苦、抢险条件恶劣等特点。 

5 结束语 

我国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涵盖了信息资源、信息传输、信息

处理与管理、信息应用与服务的全过程,促进了水利信息化的快

速发展,为水利信息化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引领。近些年,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传输、网络、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等方

面的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的技术体系

需要做必要的调整,未来的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中应尽可能应

用最新和成熟的信息技术,但总体技术架构仍是适用的。防汛抗

旱指挥系统工程应该根据我国水旱灾害的新特点,拓展其内涵,

将城市洪涝防治、山洪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沿海地区防汛防风

暴潮应对措施等纳入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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