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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依赖于灌区水利工程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精准的

提供灌区的数据信息,充分了解实地灌区状况,从而提高水利灌溉工作的效率,也能够运用水利信息技术

节约水资源、降低灌溉成本,提高农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基

本含义,随后分析了节水灌溉工程中水利信息化技术的作用,最后论述了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

溉工程中的应用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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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relies on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ccurately provide data information of irrigation areas, ful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on-site 

irrigation area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work. It can also use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ave water resources, reduce irrigation cos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mean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n analyzes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irrigati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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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发展迅速,为进一步

提升灌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与节水效率,不仅需要平整土地、修渠

防泄,还需要借助水利信息化技术,提高灌区节水灌溉的效率和

质量。本文通过对水利信息化技术的了解和其在灌区节水灌溉

工程中的作用及应用展开讨论,从而为推动可持续性地水利灌

溉、保护水资源而作出进一步努力。 

1 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基本含义 

水利信息化是指一个系统,其包括自动化检测、控制、管理

与监控系统,综合应用和开发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

信息技术及集成化控制技术等,从而促进灌区管理水平与灌溉

能力。但在我国目前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所采用的水利信息

化系统主要是灌区用水决策系统和用水信息采集系统这两种,

从而为灌区灌溉工程提供准确的信息数据。另外,灌区水利信息

化技术主要有水情监测技术、视频监控技术及气象监测技术。 

首先是水情监测技术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数字网络技术和

即时通信技术等结合对灌区的水资源进行监测和剖析。利用水

情监测技术能够对水位变化、水量增减情况等信息及时收集,

并且依据当地灌区对水的需求量进行分析、调整和控制,例如,

调整供水的时间段、供水量的对调等方式。并且还要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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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上游河道水情变化情况,当检测到有洪水、干旱等地质灾害

或者气候变化等气象灾害等现象时,及时发出预警和警报,以提

醒管理者及时做好应急准备与解决方案。 

其次,视频监控技术则是通过采集图像、视频等内容,将这

些信息数据运用即时通信技术进行实时传输与共享,从而使管

理者能够第一时间接收到视频信息,并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研

究,继而通过视频监控技术远程指导与控制灌区节水灌溉工程

工作,不仅能够对其进行远程指导、判断与观察,还能够降低管

理者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1]。当发生意外故障或者

特殊情况时,管理者也能够通过视频监控技术及时监控当地灌

区情况,迅速作出调整方案。 

最后,气象监测技术是保障灌区灌溉工作的重要手段,其主

要通过对气象站、雨量站等站点的建设与信息收集对灌区的气

压、风向、风速、雨量土壤墒情等气象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

同时随时做好预警应急措施,为灌区灌溉提供准确合理的供水

节水依据。而将水利信息化技术引用到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则

是可以为管理者提供灌区变化的数据、信息,对于灌溉工程中的

成果进行分析并为灌区节水灌溉提供智能化的技术支持,节省

人力成本,提高灌区节水成果,促进节水灌溉工程效率与质量的

提升。 

2 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水利信息化技术作用 

2.1提高灌区灌溉效率,节约水资源 

利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不同于传统的地

面灌溉方式,其改变了以往人工开阀,人力成本高、劳动强度大

的弊端,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够远程控制灌溉工作,满足社

会发展和农业灌溉的需求,解放大量的劳动力,节省人力成本,

实现节水灌溉的目标,从而有效提高灌区灌溉的效率。另外,水

利信息化技术的智能性、多样性与灵活性,能够自动采集灌区数

据信息,通过系统调度与处理,智能生成最适合的水资源调度计

划与方案,合理分配灌区灌溉的水资源,更加均匀的进行农业灌

溉,解决不均匀、不平衡灌溉的问题,对于过度灌溉或者缺乏灌

溉的地区及时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监测与反映,保障灌区灌溉

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大大节省灌区灌溉水资源,提高农业灌溉的

效率。最后,水利信息化技术中的水利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同步水

位信息,并且能够准确即时的观测水位变化,不仅能为灌区管理

者提供信息化管理帮助,而且还可以根据水位变化和灌区实际

情况的出当前灌区的用水需求,从而保障系统的均衡性[2]。 

2.2提供技术支持,采集准确合理的信息数据 

首先,灌区灌溉工程不同于其他工程,其具有更为复杂的特

点,即线长面宽点多的突出特征,单是依靠传统的地面灌溉方式,

人力、物力成本高且效率不高,不能更好的满足灌区灌溉的需

求。其次,在我国的气候变化中,南北差异十分明显。一般来说,

南方多梅雨,降水量大,多发生洪涝等地质灾害；而北方则是正

相反,北方较为干燥,多风暴天气,因此,我国灌区工程的建设在

南方则多是抗洪救灾工程,在北方则是防风固沙作用。但是就目

前来说,对于这些工程的数据收集、变化监测等还是采用传统的

设备,不仅无法有针对性的对南北灌区工程进行数据分析,而且

也难以满足现代化智能数据传输要求。而经过运用水利信息化

技术后,能够为灌区提供数据信息采集与技术支持,优化配置

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价值,有效管理不同灌区的节水灌

溉工程。 

2.3落实节水意识,增强管理能力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运用水利信息化技术,一方面增强

了人们的节水意识,另一方面也转变传统人工管理模式,大大提

高管理效率。首先是水利信息化技术结合计算机信息技术、网

络控制技术等,对灌区数据信息即时采集、优化灌溉工程的调度

以及实时进行监控监测。并且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公开管理节

水灌溉工程工作,切实满足灌溉需求,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公开消费、计量等,保障用户收益均衡合理。除此之外,水利信

息化技术中的水利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全面把控各种细节问题,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科学调配水资源,不断贯彻落实节水意识,

增强管理能力[3]。 

2.4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灌区灌溉工程质量 

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水利信息化技术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监

测系统、监控平台、信息共享等,促进运营管理,提高运营管理

的效率,控制运用成本。在人力管理中,改变传统人力开阀、人

力监测的不便之处,运用信息化技术实时收集数据信息,控制技

术下各类子系统,远程控制与监测灌区水资源情况,提升灌区灌

溉工程质量,并且,通过技术与人力的结合,能够进一步加强优

化配置,提高运行效率,降低灌溉工程运行成本。 

3 水利信息化技术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应用

探讨 

3.1控制闸门与泵站,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作 

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水利信息化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一是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条件是加强灌区的渠道防渗、渠道基础设

施建设及高效节水设施建设。首先是水利信息化技术在泵站和

闸门的应用,通过智能、系统的技术应用,远程操控闸门和泵站

的开关,并依据流量的管理构建出无需人力看管的模式,降低人

力成本。例如,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运用水利信息化技术体现

在闸门上安装液位变送器,实时测量水位情况,分析灌溉流量情

况,并运用遥控终端设置智能化调节用水需求与闸门开度,科学

合理的配备实际灌区所需的各种技术应用与设备设施。另外,

水利信息化技术中的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自动化控制水泵、过

滤器等,根据不同灌区的实际情况预设程序,按照不同时间段、

用水量的多少智能化控制田间阀门开关,保障灌区灌溉的均匀

与用水量的精准把控,节省水资源。并且,通过智能化系统,管理

者可以远程操控灌溉阀门,无需到每一个灌区场地开关阀门,大

大降低其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3.2完善信息数据采集,共享网络信息数据 

在我国灌区传统的地面灌溉工作中,对于灌区水资源的信

息获取和数据库完善还存在不足,在节水灌溉工程工作中发展

应用水利信息化技术,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完善信息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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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掌握灌区水资源条件,准确预测用水情况,合理科学的利用

水资源,促进水资源与节水灌溉工程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灌区相关部门也加大对这一部分的重视和发展,培养高素质的

专业人才研究分析水利信息化技术,不断提高水情监测技术和

促进数据库完整。另外,农业灌溉人员也学会运用多平台,多样

化的方式搜集信息数据,利用智能化数据平台,促进节水灌溉工

程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也在提高辨别信

息的能力,在众多的信息数据中,寻找到有用的信息,摒弃无效

虚假信息,输入到水利信息化技术数据库中,以便在后续灌溉工

程工作中进行调取和掌握。另外,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人

类生活和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获取信息数据,在灌区节水灌溉

工作中,水利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也使灌区管理人员能够及时的

获取数据信息,突破在实际操作中,受传统手段和气象变化的限

制,并且在灌区工作内部实现水资源信息数据共享,使工作人员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最新信息,在调取数据

时也能够及时准确的完成,既有利于灌区灌溉工程工作的高效

完成,也有利于促进水利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发展[4]。 

3.3提高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处理水平,促进灌区信息化建设 

由于节水灌溉的目的是合理分配水资源、节约用水量,人工

进行信息收集与管理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这就需要利

用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测绘水利信息化技术的智能化自动化

信息处理水平,掌握动态的灌溉用水信息,实现数据计算与分析

的高准确性、灌溉用水科学分配的目标。在水利信息化技术中,

对于获取的信息数据,通过系统识别、共享有效重要信息,其次

运用动态信息系统自动化处理数据,将所有信息数据进行自动

化智能化分类,优化信息处理的步骤和流程,提高灌溉用水信息

处理效率,从而促进灌溉用水决策工作更加科学与高效。 

3.4加强动态管理与水量控制,提升灌区用水自动化管理 

利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改变传统灌

溉的静态模式,通过时时变化的灌溉动态过程,更加灵活和智能

的计量数据信息,动态管理灌区变化,依据实际情况和数据分析

推出最佳的灌溉计划与方案,并且通过水利信息化技术统一调

度不同用户间的、各个行业部门的水量水位情况,加强统一管理

与协调,完善水量统计与数据收集,结合新型智能化技术,引用

先进的灌区设备设施,创新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改进与优化。最

后,在水利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对水资源进行自动化的水

量征收、渠系量水与动态配水工作,灌区工作人员依据技术支持

对灌区气象、土壤等的观察监测,结合作物用水需求、灌溉工程

的用水量进行科学蓄水与动态配水工作,提高灌区的动态管理

水平。同时为水利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智能化的设备设

施,能够针对性地应对极端气候的情况,并保障其自身的实用

性、简洁性功能,提升灌区的自动化与动态管理水平[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保障灌区节水灌溉工程工作的高效

展开,提升灌溉效率与节省水资源,需要发挥出水利信息化技术

在灌区节水灌溉工程中的优势与作用,利用智能化系统进行准

确的数据信息采集,动态管理与分析灌区用水、技术支持,降低

灌区运行成本,实现灌区效益最大化,切实解决不同灌区间的实

际问题与用水量不均匀问题,促进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信息化

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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