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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结构体系》

前言

水利信息化是实现水利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水利信息化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和广
泛利用信息资源，实现各类水利信息的数字化，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水利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水利部党组高度重视水利信息化建设，把大力推进水利信息化作为带
动和实现水利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水利信息化建设，并取得了明显进
展。农村水利信息化是水利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行业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实际需求，主要涉及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大型灌区、中型灌区、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机电排灌、牧
区水利、雨水积蓄利用和中低产田改造等十大方面。开展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的研究与应用的根本目
的是提高灌区供水服务的安全性、公平性、可靠性和灵活性，落实“以人为本”和“服务农民”的灌
区建设与管理的根本宗旨。本书根据灌区用水管理实际运行经验，从信息点监测方式的角度，对种类
复杂、数量众多的信息点界定了五大类别，分别为实时影像可视化监测点、实时模拟可视化监测点、
实时采集信息点、实时记录定期采集信息点、人工观测信息点。通过总结、分析、实践、提炼，完成
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需求分析，将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建设任务概括为5个方面：（1）灌区识别。它
主要包括灌区水源及渠系建筑物识别、灌区用水户属性识别、渠系与用水户两者关系识别。灌区的计
算机识别技术有多种方法，如编码法、自定义续接搭建法、可视化创建法、电子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
等。灌区用水管理涉及的众多水工建筑物都具有自然地理属性，而且与灌溉有关的水文水情信息、气
象信息和农作物分布信息都具有空间属性。传统的以表格数据为特征的管理系统或者现代的以地理信
息系统为平台的管理系统对这些信息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表述。无论采用何种表达方式，都应以满足
现实需要为原则，不求千篇一律，也不提倡过于追求动态效果和可视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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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结构体系》根据灌区用水管理实际运行经验，通过研究分析归纳总结，将灌区
用水管理信息化建设任务概括为5个方面：灌区识别、水情监测、信息通信、闸门控制、水量调度，
提出了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结构体系，确立了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应用软件宜采用三层结构体系，即
表现层、逻辑层和数据层，定义了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应用软件的主要功能模块。同时，《灌区用水
管理信息化结构体系》还特别增加了长顶堰和测控一体闸两种国外灌区用水管理测控新设施，以期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工作。
《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结构体系》面向灌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供从事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
的技术人员学习参考，期望为灌区用水管理人员和信息化从业人员建立一个互相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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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研究背景灌区是指具有一定保证率的水源和专门的管理机构、由完整的灌溉排水系统控制的
区域及其工程设施保护区域Ⅲ。新中国成立以来，灌区农业发展迅速，截至200.8年底，全国灌溉面
积9.62亿亩，全年净增灌溉面积1061万亩；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8.77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8％；全
国节水灌溉面积3.67亿亩，其中，渠道防渗节水灌溉面积占42，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占24％，喷微灌面
积占16.7％，其他节水灌溉面积占16.5％；全国建有大型灌溉排水泵站共计450处，装机容量563万kW
，总有效灌溉面积1.47亿亩，总有效排涝面积1.37亿亩；全国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83。无论是
在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灌溉农业”已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没有
灌溉就没有农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以占全球6.4S的国土面积和72％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22
％的人口，农田灌溉事业在其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约占全国耕地40％的灌区面积上，生产了占
全国总产量75％的粮食和909／6以上的经济作物。I司时，灌区配套的渠、水、林、路等基础设施为农
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区域，是优质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发展的
优势区域。据统计，全国1／3以上的高效经济作物产于大中型灌区，出1：3农业更多地依赖于灌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寒出，呈现城镇工业用水比例上
升，农业用水比例下降的趋势，因此发展节水灌溉迫在眉睫。国际公认，灌溉节水重在管理，灌区管
理是指对灌溉水源及灌溉排水系统工程管理、运行管理、组织管理、经营管理和环境管理的总称，其
中，灌区用水管理是灌区管理的核心。由于灌区水利设施的分散性、水资源的局限性、水情雨情的变
化性、农作物需水的时效性、灌溉供水的动态性、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系统性、地下水资源适
宜开发的预测性以及灌区传统灌溉方式向节约型、生态保护型转变的紧迫性，因此灌区用水管理工作
显得十分繁重和艰巨。长期以来，我国灌区用水管理一直沿用“眼看、手算、电话传”等传统的管理
方式，严重制约了灌区综合效益的提高和为用水户提供优质供水服务的能力。新形势下，实现灌区可
持续发展对灌区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节水农业必然要求灌区用水管理向决策科学化、运行高
效化、资源节约化的管理模式发展。灌区用水管理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将是未来灌区发展
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灌区用水管理的信息化程度还较低，缺乏通用的用水管理应用软件系统，尤
其是灌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及其他行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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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比较实在，概念、原理和结构也都完整。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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