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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持续发展对水利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传统的水利信息化建设模式存在诸多

问题,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本文对我国信息时代水利信息化建设的现状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我国水利

信息化建设问题的对策,推动我国水利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为我国水利建设领域的研究学者提供研究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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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for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mode, which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s information ag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promotes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and provides a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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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科学

技术和高端理念持续迭代,使我国水利

工程信息化建设面临更加严格的考验。不

断提高水利建设信息化水平,解决水利

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提高政

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引擎,也是水利设施

服务社会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要求,因此

社会各界必须对水利信息化建设的速度

加以重视。 

1 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概述 

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是指在水利工

程建设过程中引入高科技手段,将信息

化硬件设施和相应软件进行配套,形成

一个完整系统,实现水利工程整体信息

化管理(如异地通讯、自动化控制、远程

通讯等),从而使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以

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以水利现

代化促进水利信息化,增加水利的科技

含量、降低水利的资源消耗、提高水利

的整体效益是21世纪水利发展的必由

之路。 

目前我国水利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专门

部门,在水里工程管理中引入计算机技

术,对应建立了各种数据系统和决策指

挥系统,如数据查询系统、资料传输系

统、抗旱防洪系统等。上述系统的建立

使得与水利工程建设有关的信息被快速

利用,提高了我国综合防治工作的自动

化水平,也对我国水利事业信息化水平

的提高产生了催化作用。在此基层上,

大部分地区水情网与防洪抗旱系统等已

实现信息互通,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

实现了自动化监测[1]。 

2 水利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对水利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不足 

随着高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互联

网技术在我国防洪抗旱领域得到广泛运

用,水利部门和政府单位也对信息化手

段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和重视。然而,在一

些经济不发达或西部贫困地区,水利组

织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对水利信息化建设

认识不足,认为信息化技术对水利建设

可有可无,虽然在政府的资助下配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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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信息化手段,但设施一直未能投入

使用,也不注重设备的维修和保养。也有

一部分水利部门工作人员认为水利信息

化建设就是用简单地用计算机进行管理,

对水利信息化的认识十分浅显,未能对

其形成正确理解。 

2.2信息化建设相关人才匮乏 

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需要一批高质

量的人才队伍,但我国水利部门在开展

信息化建设工作时缺乏相关人才,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化技术在

水利行业的推广程度不够,还需进一步

推进,人才培育相关的部门数量有限(2)

艰苦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使

得愿意从事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人才

较少,使得我国水利部门的信息化建设

工作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发展乏力。(3)

相较于西方发达地区,我国信息化水平

较低,在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经验缺

乏,管理工作的效果不理想。 

2.3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水利部门的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而言国家和

政府部门对信息化建设方面的财政支

持仍然较少,无法满足我国水利信息化

建设工作快速发展的需求,主要问题

有：(1)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水利部

门对信息化设施的维修工作不以为然,

不重视设备的保养工作,也缺乏必要的

资金对设备进行更新迭代,对水文和环

境信息未能做到实时监控,智能化程度

较低。(2)一些地区互联网技术落后,

网络信号较差,对信息化设备和互联网

的无缝连接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3)

有限的资金使得水利部门的信息化设

备较为落后,无法实现水文信息的高度

共享,对水利数据的整合利用带来了一

定的阻碍。综上所述,有限的资金支持

使得我国水利部门信息化设施落后,对

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持续发展造成

了负面影响[2]。 

3 水利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3.1提高水利信息化建设重要性的

认识,加强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交流 

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重视是提

高水利事业信息化水平的基础。因此,

水利部门应提高宣传力度。增强各行各

业对水利信息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社

会各界对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认可程

度。与此同时,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普及和

更新工作,使建立的信息化系统能够有

效地展现作用,还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自

主地与科研机构和行业内的领先单位开

展交流工作,学习先进的信息化建设理

念,对自身存在的落后技术进行更新,全

方位提升水利信息化建设的质量, 大

限度地发挥水资源信息的价值,为我国

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引擎。 

3.2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水利部门应为自身培养出专业知识

储备丰富、擅长信息系统操作、精通水

利信息开发技术的高质量及全方位人才,

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1)重视员工

培训工作,增加培训机会,给已有相关理

论知识的水利信息化建设人才提供实践

机会,并邀请相关专家对本单位的人才

进行指导。(2)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引入

水利信息化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并积极

组织本单位人才到水利部分深入学习和

实践,提高水利信息化建设人才的见识

和工作能力。 

3.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水利基础设备是水利事业实现水利

工程建设中信息快速收集、安全存储、

高效传播、实时共享的组织前提。因此,

水利部门和政府应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

作予以必要的重视。首先,国家和当地政

府应提高资金支持的力度,为水利部门

的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配备

建设资金,拓展融资渠道,为水利部门信

息化建设工作的推进打造良好开端。其

次,各水利部门也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的意识,争取建设资金,强化自身的信息

化基础设备。 

3.4因地制宜做好组织统筹工作 

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是一项多步

骤、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因此针对性、有

组织地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是水利部门

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水利组织应仔细

分析当前的行业环境,因地制宜保证自

身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与行业形势相顺

应,将信息化建设工作列为水利部门的

重要工作清单中,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和

岗位设置,对水利信息化建设人才合理

配置[3]。此外,还应制定出与时代背景相

适应的人才激励政策,为高质量人才队

伍的打造和水利部门人才队伍的稳定奠

定坚实基础。 

4 结束语 

水利信息化建设对于我国水利事业

的迅速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催化作用,

因此政府和水利部门应对其予以足够的

重视。本文对我国水利信息化建设的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依

据提出加快我国水利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对策,希望能为我国水利事业高质量快

速发展提供资料和借鉴,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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