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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设施对水利管理、灌溉及洪水预防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智慧运维管理可以明显的提高

水利设施的整体运营水平和管理效率,为我国水利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以及保障。在未来,随着

我国水利技术不断的发展与场景应用日益丰富,智慧运维管理系统将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水利

设施智慧运维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应用涉及到许多管理环节和技术层面,相对比较复杂。要结合现实问题,

制定相对应措施。本文探讨了水利设施智慧运维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结合水利设施运维管理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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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water management, irrigation, and flood prevention.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al level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providing mor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n the fu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and increasingly diverse application scenarios in China,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s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volve many 

management links and technical aspects, which are relatively complex.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based on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solutions based on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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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对国家和

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利设施承担着保障水土资源

重要任务、防洪抗旱、灌溉发电等重要职责,对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水利设施就如国家的血脉一般滋养着

广袤大地事物,支撑着国家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但是,传统水利

运维管理模式具有许多的弊端,无法满足现代管理要求,所以需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水利监测手段落

后是当前设施运维管理面临的大难题。传统监测方法通常都是

依赖于人工检测和传感器监测,此种监测方式效率不高,因此很

难满足水利设施监测的需要。尤其是在现如今复杂多变的气候

变化和水文环境下,人工检测局限性愈发突出,很难及时发现潜

在的水利设施安全问题；数据孤岛也是制约和影响水利设施高

效运行的一大障碍,由于历史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制约,导致不同

水利设施数据之间,很难实现互动和共享。于是导致一个个孤立

数据岛屿出现。这不但会直接造成数据浪费现象,也影响决策者

做出决策。因此构建一套完整的智慧运维管理系统,才能更好的

对水利设施进行监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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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水利设施运维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监测手段相对单一 

在进行传统水利设施运维管理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的突出

问题。其中,水利监测手段单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阻碍了

水利设施的高效化的运行[1]。传统水利运维管理基本都是以人

工方式进行巡检,以及依靠传感器、仪器测量等进行监测,此种

监测很难实现对水利设施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尤其是在面对

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及水文环境背景下,人工监测的局限

性显得很突出,很难及时发现存在的相关问题,这无疑就会给整

个水利设施安全运行带来巨大的管理风险。 

1.2数据孤岛 

数据孤岛是传统水利运维管理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主要

是由于数据传输不畅,滞后,不及时而导致,因此,影响到管理工

作和制定水利决策。早期,因我国在水利设施方面的投入相对少,

造成设施应用无法满足水利管理需要,而很多设备也比较落后,

再加上技术上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而导致数据孤岛现象出现,各

个水利中心无法实现数据交流、共享,因此难以实现互通。这不

但会导致数据资源的浪费,同时不利于进行精准的把握和制定

准确的决策。 

1.3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完善 

当前,水利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完善,是我国水利设施运维管

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当极端天气突然出现,或者是突发紧

急事件及紧急情况之下,传统的运维管理方式显得很难实现对

水利设施的高效化监测,无法实现应急响应管理。同时,缺少了

统一紧急响应和管理标准,以及水利安全数据标准与共享平台。

这使得水利运维管理中船体和协同作业,变得愈发困难。这直接

的影响到水利监测任务。由于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导致紧急响应

效率变得十分之低,很难保障当前我国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所以,

构建起智慧运维管理系统是当前我国水利管理部门需要注意的

一大事项,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紧急响应机制,以不断的提高

水利设施运维管理效率和水平[2]。 

2 水利设施智慧运维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2.1引入物联网技术和智能传感器,实现实时监测和数据

采集 

数据共享困难问题将对水利设施检测与运维管理,带来很

大的现实性技术问题,这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快速流通,还

会直接限制了数据价值最大化利用。只有深入的去加强这一方

面的分析,及时发现所存在的技术因素和问题,那么才能解决水

利设施监测运维管理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面对水利监测技术壁垒问题,应结合实际的技术和运用管

理能力,制定出合理的解决对策和相关的技术方案,不同部门之

间应加强协调和合作,明确技术架构和响应的标准以及数据的

储存方式等,使数据在跨部门之间和跨系统流动的过程中,实现

高效化的兼容,能够获得更好的应用。然而,由于目前水利监测

技术仍然还存在很多问题,要想加强这一方面的协调工作,就要

优化技术,创新技术管理形式和方式。但是由此增加了数据的共

享成本和难度。因此,应不断的加强技术设计和研发,结合实际

需要,制定出相应的技术标准,同时,还要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

的技术兼容,降低数据共享技术门槛。另外,应当积极的构建起

数据安全和隐私管理保护机制,确保数据共享过程中的隐私和

安全性。同时,应注重不同部门之间的高效和相互的协调,以不

断的提高各部门之间协调效率,积极的推动不同部门之间和各

个系统的数据共享效率。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水利监测共享平台

机制,为水利数据的流通与高效利用,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通

过采取这些不同措施,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共享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实现水利数据的高度共享[3]。 

2.2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和标准,促进数据的互联互通 

水利这一词汇本身涵义通常就包括防洪及浇灌,以及促水

运及兴利除弊等内容,尤其是通过数种方法来不断的改善水利

整体情况,实现水利的兴利除弊,降低各种水利隐患的出现,不

断的提高我国水利的调控与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同时,

只要从事和水利事业有关的一切规划、建设、工作等,都可以称

之为水利事业。水利监测是水利管理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

于数据孤岛问题出现,导致传统水利设施运维管理方面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应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出合理的解

决对策。为了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及早的实现数据的高效化利用,

需从以下几点做好。 

①决策层应积极推动和建立起高效化数据共享平台标准,

而该平台应当具备高度开发和兼容性,可以实现支持不同数据

之间的高效转换,还要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数据规范和标准,最终

是确保数据共享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设计的过程中,要结合实

际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数据共享发展对策,以不断的优化建设

工作,对今后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带来更多的帮助,可以减轻很多

数据共享压力,尤其是提升水利工程数据调度管理能力。 

②应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工作,而这是不断的推进数

据顺利共享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进行数据共享的过程中,应建立

起一套完备的数据安全和隐私管理保护机制,最终是确保数据

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即隐私性。这就需要引入加密技术和访问决

策制度,实现对数据的高效化管理和监测。如果想要水利数据管

理,变得更加的安全,就要及时的建立起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要

求数据管理中的任何一方,都要严格遵守相关的制度,任何人都

不允许对外人泄露相关的数据,从而真正的保护好水利数据安

全性。 

③应积极的推进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应建立起不同部门

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然后共同的制定数据的管理规则和传输

流程,确保这些数据的能够有效的得到共享,及时的传输出去。各

部门都要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尤其是要求所有部

门人员都要严格参加技术培训,掌握水利监测数据及方法,形成

良好数据共享氛围。 

2.3建立起高效化的应急响应机制 

在开展水利监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管理和设计问题较复

杂,多样,同时,在制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如果出现问题,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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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到水利监测事业的开展,甚至还因此而酿成了大祸的出

现。所以,不同部门之间,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做

到与时俱进。另外,更要结合实现情况,来解决水利建设问题制

定相应对策,要用富有创新性的精神来加快水利工程监测,建立

起高效化的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治水能力与规划能力及水利

监测管理效率。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和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应急

响应机制不够完善。 

鉴于上述问题,应优化各部门之间的应急响应机制,尤其是

应当建立起各程序之间的决策管理机制,构建起完整的应急响

应机制。而通过制定与明确应急机制,那么就要最大限度减少不

必要的层级与技术的审批环节,确保在紧急的情况下,快速制定

对策。除此之外,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协同作业机制,

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信息数据的高效化传递,包括：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从而实现信息有效共享和传输,不

断提高数据信息传递有效性和准确性。另外,应加强部门之间的

协同作业,确保在紧密的情况下可以迅速调动不同资源,进行紧

急处置。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水利工程、水流量、

水文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及时掌握不同时期的水利隐患因

素,尤其是在洪水季节里通过及时的泄洪可以减少水库压力和

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可以提高水利管理监测能力,做到防患于未

然,减少水利危害应急事件发生。 

3 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使得国内各

行各业的生产都得到巨大发展,然而,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过

程中必须要做多个不同方面的水利基础建设工作。众所周知,

水利监测决定了水利管理的安全性,其所起到的作用自然不可

忽视,尤其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这是保障国泰安康和社会稳定

的一个重要决定。所以,为了能够及时的加快水利事业建设工作,

就要结合水利监测和管理难题来制定相对于对策,用创新来实

现高效化监测,提高水利事业监测质量和群众的满意度,促进水

利事业快速发展,造福国家和社会及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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