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水利水电 : 2023 年 5 卷 12 期
ISSN: 2705-1005(Print); 2705-0491(Online)

    66

中国水利信息化发展综述

唐若晗 1　陈　志 2　欧阳抵柱 3

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0

2. 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湖南长沙　410000

3. 都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10000

摘　要：本文将就中国水利信息化的发展现状进行综合介绍，详细介绍中国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基础设施建设、应用

系统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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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信息化是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水利信息资源

进行深入开发和利用，以实现水利事业的现代化、高效化和

可持续化发展。中国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历经起步、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等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 中国水利信息化发展历程

 起步阶段（1980 年代 -1990 年代）：主要建设了以数

据采集和传输为主的水利信息网络。1988 年，水利部成立

了信息中心，组织全国水利系统进行信息化的建设。在此阶

段，各级水利部门开始建立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数

据采集和传输的基本需求。

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代 -2010 年代）：进入 21 世纪

后，中国水利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2 年，水利部

发布了《全国水利信息化规划》，标志着水利信息化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水利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得到

了大力建设，水利业务应用系统也得到了广泛开发和应用。

水利部门积极推动信息化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如卫星通信技

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在水利业务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同时，各级水利部门也加强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实现了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转型升级阶段（2010 年代 - 至今）：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水利事业的需求变化，中国水利信息化进入转型

升级阶段。此阶段，水利信息化不再仅仅是水利业务数据的

采集和传输，更加强调数据的应用和增值服务。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通过大

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实现对水文数据的精准预测和分析，为

防汛抗旱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数据支持；通过云计算技术，

可以实现水利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应用，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水利业务的智能分析

和智能决策，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2. 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水利部门加大了对水利

信息化的投入，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

水利信息广域网建设不断推进。中国水利部门已经建

成了覆盖全国的水利信息广域网，实现了与各省市水利部门

的互联互通。同时，部分省市还建立了自己的水利信息专网，

使得各级水利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 [1,2]。

水利通信网建设逐步完善。水利通信网是保障防汛、

抗旱等应急通信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水利信息化的重要基

础设施之一。中国水利部门已经建成了包括卫星主站、卫星

终端小站等在内的全国防汛卫星通信网，实现了对全国主要

江河流域和重点地区的卫星通信覆盖。

3. 水利业务应用系统开发

水利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是在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之

上进行的，主要包括防汛指挥系统、水资源管理系统、河长

制信息系统、水环境监测系统、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等 [3]。这

些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水利工作的效率和精

度，减少人工操作和误差，同时也可以提高水利服务的质量

和社会效益。

具体来说，水利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防汛抗旱指挥系统：该系统主要应用于防汛抗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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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水情

的实时监测、预报和预警，为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提供决策

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已经成

为中国水利部门应对洪涝灾害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已经

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实现了对全国主要江

河流域的监测和预警。

水资源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应用于水资源管理和保

护工作，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

术手段，实现对水资源的监测、评价和规划，为政府部门和

相关单位提供决策支持。近年来水资源管理系统逐步推广。

水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加强水资源管理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水利部门积极推广水资源管理系

统，实现了对全国主要江河流域和重点地区的水资源实时监

测和管理。同时，各级水利部门还加强了水资源管理系统的

应用，提高了水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河长制信息系统：“河长制”，即由中国各级党政主

要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

护工作。系统为各级河长提供河库管理保护的信息支撑，实

现任务处置可联动，督查督办可追溯，巡查监管常态化，考

核验收有依据，公众参与有渠道，数据共享全面化。同时，

还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河库管理保护的权威信息发布、公众监

督和公众信息服务等。

水环境监测系统：该系统主要应用于水环境监测和保

护工作。水环境监测是以水环境为对象，运用物理的、化学

的及生物的技术手段，对其中的污染物及其有关的组成成分

进行定性、定量和系统的综合分析，以探索研究水环境质量

的变化规律。水环境监测系统是为水环境管理提供可靠的基

础数据，并为治理措施的效果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为了使监

测数据能准确反映水环境的质量现况，预测水环境污染发展

趋势，要求水环境监测数据应具有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

平行性、重复性、完整性及可比性。

水土保持监测系统：水土保持监测系统建设逐步推进。

水土保持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水利部门积极推进水土保持监

测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对全国主要流域的水土流失监测和预

警。同时，各级水利部门还加强了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的应用，

提高了水土保持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4. 技术创新

为了推动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各级水利部门积极探索

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例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 [4]。

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在水利信息化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水利部门积极应用大数据技

术，实现了对全国主要江河流域的水文数据实时采集、传输

和处理。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水文数据的精准

预测和分析，为防汛抗旱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数据支持。

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模式，具

有高效、灵活、安全等优点，已经成为了推动信息技术发展

的重要支撑。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水利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

和共享应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各级水利部门已经建立了

水利数据中心和数据交换中心，实现了水利数据的集中管理

和共享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

具有高效、智能、自主等优点，人工智能技术在水利信息化

中逐步得到应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水利业务的智

能分析和智能决策，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水文数据进行智能分析，预测水文变化趋

势，为防汛抗旱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物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是信息科技产业的第三次革

命，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体与

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物联网技术

广泛应用于水利信息化，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水资源

的实时监测和采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系统运行的效

益。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对水闸、水泵等设备进行远

程操作和维护，提高水利工程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5. 人才建设

 为了推动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各级水利部门加强了人

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水利信息化专业人才。

人才引进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水利部门积极引进高素

质的水利信息化专业人才，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奖励机制吸

引优秀人才加入到水利信息化建设中来。

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强。各级水利部门加强了对现有

员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了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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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级水利部门还鼓励员工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和学习交流

活动，不断拓展员工的视野和知识面。

6. 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水利信息化发展态势良好，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应用系统开发逐步深入，技术创新和人才建设等

方面的支持也不断得到加强。在未来的发展中，将继续加大

投入和支持力度，推动水利信息化向更高层次迈进，为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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