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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探析

余 勇 胜

（重庆市黔江区水务局，重庆 ４０９０００）

摘要：针对重庆黔江区水利信息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建设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的必要性，介绍

了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该系统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信息采集系统、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系统、数

据库建设、应用支撑平台、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系统和标准体系建设 ６个方面。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

的实施和应用，能有效改善黔江区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提高信息化程度，提升水资源管理手段，使管理趋于

精细化、实时化和深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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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庆黔江区水利信息化建设在重庆市
“金水工程”建设推动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① 现有水资源监测项目及站

点相当缺乏和陈旧。黔江区在白石关设置了水位站，

在城区和濯河坝设置了水文站，在枣坝沟、沿河、栅山、

雷家院子、太极乡以及小南海水库设置了雨量站，气象

站仅有１个，取水口观测点和结合断面流量观测点极
少，信息采集量和范围均不能满足现阶段水资源管理

的需求。② 水资源观测站技术含量不高。观察手段
极为落后，主要以人工观测为主，精度低、时效差；信息

传输方式单一，以电话报送为主，无法实时监测数据并

及时上报；设备陈旧、技术含量差、可利用率低，绝大部

分处于废弃状态，造成信息传输速度慢、精度低，无法

满足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的需要。③ 全区水利信

息化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资金来源和投入十分有限，信

息源开发严重不足，未能形成覆盖全区水利行业的信

息网络。

１　系统建设必要性分析

１．１　新形势下迫切要求
黔江区属一般山丘区，水资源总量等于河川径流

量，即地表水资源量，并与地表水资源量的时空分布一

致，受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和产、汇流条件影响，在不同

地区及年份分布上差异较大。全区境内主要流域为阿

蓬江、郁江、诸佛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１５７６０４万
ｍ３。随着全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管理工作面
临新的形势，需努力构筑安全可靠的防洪排涝抗灾体

系和高效管理体系。要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

化，提高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准确性、可靠性和

科学性，需加快推进全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

建设，努力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全区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黔江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

有力保障。

１．２　水利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要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必须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

代化及可持续发展水利的重要转变，即从注重对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治理，转变为注重对水资源的配置、

节约和保护；从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转变为关注非工程

措施的建设；从对水量、水质、水能的分别管理和对水

的供、用、排、回收再利用的多家管理，转变为对水资源

的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１］
。要提升水利一

体化的管理水平，必须由水利信息化来提供重要的基

础技术支撑。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是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由水利事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决定的。通过信息化建设，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计

算机仿真技术模拟洪水变化，及时制定防洪减灾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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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防洪决策的科学性；也可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和计

算机远程通信手段对水资源和水工程进行实时在线优

化调度，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和保护更为科学、

高效
［２］
。加速水利信息化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黔江

区水利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１．３　优化配置和供水联合调度机制的要求
黔江区水资源管理面临从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

转变的历史机遇，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

约和保护的综合管理任务中，要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管

理方式，采用集约式的现代管理方式进行水资源的优

化配置，实现对水资源动态的、实时的、优化的配置，获

取大量动态水资源相关信息
［３］
。充分利用当今迅猛

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以水资源信息实时采

集、监控为基础，建立水源和供用水联合优化调度管理

系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水资源实时监

控与管理系统的建设，体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

代表了当前水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是必然的选

择
［４］
。面对水资源管理新形势，黔江区目前的水资源

管理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条件远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工

作的新需要，建设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

是应对日益繁重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更是实现

动态管理、精细管理、定量管理和科学管理的需要，是

实现水资源管理目标必要的技术支撑系统。

２　系统建设目标

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的目标是

在充分利用全区水利信息化设施的基础上，紧紧围绕

水资源管理业务的需求，建设覆盖全区水资源数量与

质量、供水与用水、防洪与排水结合的监测网络体系，

依靠可靠的通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支撑，对全区水资

源进行实时监测、评价、调度和管理，以水资源业务应

用系统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形成支撑水资源

业务管理工作的平台和决策支持环境，实现水资源信

息的快速传递、全面共享和综合管理，达到水资源管理

精确化、实时化和深度管理的目标。系统建设遵从

“总体设计、分步实施、试点示范、全面推进”的总体原

则，搭建水资源监控与管理系统架构，建设黔江区水源

地、水厂、排污口、污水处理厂与区水务局之间的局域

网，建立水资源管理基本平台，健全水资源数据库，并

建立相应的信息采集传输与存贮、共享、服务设施与机

制，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实现水资源管理中事务性业务

流程的在线处理，为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信息化平

台
［５－６］

。最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优化配置

和节约保护，支持黔江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３　主要建设内容

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总体建设任务

包括信息采集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建设、应用支

撑平台、业务应用系统、标准体系 ６个层面，以信息安
全、标准规范体系为保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社会公众、取用水户提供服务。

３．１　信息采集系统
针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取水、供水、用水、耗

水、排水等主要环节，以水源地、取水大户、排污口、污

水处理厂等为重点对象，在统一信息采集设备技术要

求前提下，对水量、水位、水质等进行实时监测与视频

监控，提高水资源信息采集的时效性和精确性。

（１）监测覆盖小南海水库、洞塘水库等２７座中小
型水库的雨量、水位信息。

（２）监测３个管理站的水位，包括中塘岩渠管理
站、斜桥管理站、洞塘水库管理站，其中中塘岩渠管理

站、斜桥管理站位于小南海水库至三元宫水厂之间，洞

塘水库管理站位于洞塘水库至白家湾水厂之间。

（３）监测８处水质，分别是１个污水处理厂（黔江
污水处理厂）、３个入河排污口（重庆武陵硅业有限公
司排污口、黔江区弘龙水泥有限公司排污口、重庆正阳

新材料有限公司排污口），４个水源地（小南海水库、洞
塘水库、城北水库、太极水库）。

（４）建设７个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小南海水库、洞
塘水库、城北水库、太极水库、阿蓬江中舟白电站水库、

渔滩电站水库、箱子岩电站水库。

（５）整合汇集 ３个水厂（三元宫水厂、舟白水厂、
白家湾水厂）已有的流量、水质、视频监控信息。

３．２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系统
（１）采用通用的、成熟的工业和技术标准，以水资

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需求为指导，规范系统数据传

输过程，选择高效、合理的网络结构，建立黔江区水务

局内部局域网，完成骨干线路和网络管理中心建设，应

用先进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实现水资源信息安全、

高效实时传送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互连互通

传输。

（２）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管理系统作为一个重
要的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主要包括系统实体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系统访

问安全、病毒防御和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

３．３　数据库建设
建设全区水资源数据库及管理平台，完善水资源

信息存储管理体系，为提供数据访问和数据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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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全区范围内水资源基础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３．４　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水资源管理系统在业务实现方面功能各异，需建

设统一用户管理与身份认证、数据交换、工作流、ＧＩＳ、
报表、检索、内容管理、移动平台等业务应用支撑平台，

为水资源管理系统提供统一的服务。

３．５　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系统开发
（１）在基础应用平台上，开发建设水资源实时监

控与管理业务应用系统。水资源管理业务应用系统涵

盖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规费征收管理、排污口管理、

计划用水和节水管理、水功能区管理、水源地管理以及

统计管理等，实现以上业务处理过程的电子化和网络

化，以提高业务人员工作效率，构建协同工作的环境。

（２）建设预警与应急服务、水资源评价和水资源
配置等系统，为取水许可审批管理、节水管理和入河排

污口管理等提供辅助决策支持，为实行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提供现代化管理手段。

（３）以专网和公网为依托，以黔江水务局网站为
窗口，建设水资源管理的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势，及时向取水用户和社会公众发布水资源管理

动态信息，提供公共参与和监督水资源管理的渠道。

３．６　标准体系建设
严格遵循国家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标准，并结合

黔江区水资源管理的特点，建设形成全区水资源管理

信息化标准体系。制定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导

则、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传输规约、水资源管理信

息数据库建设标准等。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黔江区水利信息化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

设的必要性，介绍了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建设

内容，得出以下结论。

（１）新时期、新形势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改善黔江区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势

在必行。

（２）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设有利
于增强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管理的协调能力和决策

能力，为“依法治水、科学管水”提供新的管理手段。

（３）黔江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建成后，
黔江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软、硬件

支撑系统平台框架将基本形成，为黔江区水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发挥作用，支撑黔江区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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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水流→洪流。
（３）提出泥石流演化控制力概念模型，水沟墩沟

泥石流演化过程受内、外两类塑造力控制，内部塑造力

是基础，外塑造力是激发因子。减缓控制力强度可以

有效减少泥石流灾害。同时，应建立配套灾害预警或

群测群防系统，加强城市灾害应急防御能力，力争把灾

害损失降低最小。

（４）研究水沟墩沟泥石流流域特征及演化过程和
控制力分析对研究泥石流形成背景，发展趋势，演化规

律，冲淤特征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掌握泥石流的演

化、灾变特征，为泥石流的防治方法与防治手段提供科

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对山区泥石流的防灾减灾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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