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研究与环境保护·2024� 第3卷�第2期

43

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现状与思路

梁天来
广西桂东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 贺州 542800

摘� 要：步入新时代，随着贺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土流失问题逐步成了制约贺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对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存在的主

要问题，规划发展目标，并探索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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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湘、粤、

桂三省（自治区）交界地，行政区域面积约11752.64平方
公里，辖2区3县，气候属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进入新
时代，贺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漫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强化了水土保持信息化管理，利用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

理系统提高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等管理水平。利用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

理系统，贺州市基本可以掌握全市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

况，统筹水土保持规划，调整水土流失防治区域，优化

水土保持工程空间布局。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具

有全域性、整体性，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不能满足贺

州市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鉴于此，贺州市需探

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道路，更加准确

地掌握全市水土流失变化、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

程及生产建设项目分布情况，运筹帷幄，实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

1 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现状

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系统主要是全国水土保持信

息化管理系统，该系统涵盖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产

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水土流失监测等主要业务内容，为

贺州市水土保持各业务开展提供了较有力的数据和功能

支撑。

1.1  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国家水土保持

重点治理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

统、国家水土保持动态监测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等。

（1）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集中部署在水利部信息中心，实现五级应用。目前

该系统已由建设初期的表格式管理升级为地图式管理，

管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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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等六类重点

工程，以设计图斑为单元，具备前期工作、计划管理、

工程实施、检查验收4个阶段业务信息的在线填报、统计
和分析功能。

（2）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
主要部署在省级水利信息中心，用户包括水利部、

流域、省、市、县五级，功能上增加防治责任范围上图

等空间管理模块。省级系统借助公网映射、搭建VPN等
方式满足省、市、县三级用户使用需求。该系统以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业务管理为核心，具备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监督检查、监测监理、设施验收、补偿费征

收、行政执法等信息的在线填报和查询统计等功能。

（3）国家水土保持动态监测评价管理信息系统
主要面向省级水土流失监测总站、典型水蚀监测

点，每年进行一次数据集中上报。该系统提供典型监测

点整编成果上报、审核与管理，以及常规监测点管理、

重点防治区监测成果管理、生产建设项目集中区监测成

果管理、土壤侵蚀普查成果管理等功能，具备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监测点观测数据录入、传输、上报，以及数

据管理与查询等功能[1]。

1.2  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
水土保持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一

项重要内容。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等

项目的推动下，坚持以水利工程信息化为主导,推进水利工
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稳步推进水土保持数据库与信息
系统建设。步入新时代，贺州市在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带领下逐步开始发展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

2 贺州市水土保持信息化主要问题

2.1  缺乏水土保持信息化数据库，对水土保持基础数
据掌握不够

一是未建立市级水土保持信息化数据库，基础数据

不够完整、数据应用不够充分。贺州市实施大量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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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综合治理工程，如清洁型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项目、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崩岗及石漠化治理项

目，涉及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等部门，水行政主

管部门不能及时对工程项目进行归类汇总,没有建立统
一的信息库，不能完全掌握水土流失治理规模和治理成

效。由于历史原因，一些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未

能准确、完整地录入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不能

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

持措施布设情况、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等，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监测、验收情况不够了

解，影响了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二是未

建立贺州市独立的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贺州市水土

保持信息化发展相对落后，未能建立符合贺州市本地实

情的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现使用的全国水土保持信

息管理系统不能较好地结合贺州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效

益，管理人员对该系统不够了解，操作应用熟练程度偏

低，不能完成掌握系统中的水土保持工程信息。三是缺

乏信息化技术人才和信息化设备。贺州市缺乏信息化技

术人才，缺乏无人机、移动终端、信息采集等仪器设

备，信息化应用水平偏低。先进信息化技术手段在重点

工程实施情况监督检查中的应用不足，市、县级移动终

端与采集设备、配套软件缺乏，不能支撑监管对象动

态、随机等过程数据现场采集；无人机、移动终端后续

处理等技术能力薄弱，信息化技术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2]。

2.2  信息化监督管理生产建设活动应用不足
一是水土保持基础数据采集不完整。一部分生产建

设项目地理坐标、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

施建设不够明确，使得上传至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

统的基础信息不够完善，给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工作增

加困难。二是信息化应用不足。贺州市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工作信息化应用不足，利用信息化监督管理生产建设

项目频率不高，技术操作水平不够熟练，现场核查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不能充分利用信息化

系统，现场核查效率比较低。

3 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目标

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方向是向更高层次的智慧化水

土保持发展。智慧水土保持是实现水土保持信息实时感

知、水土保持管理服务高效协同、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及

时有效、水土保持规划科学智能，实现水土保持客体主

体化、信息反馈全程化，最终智慧化的水土保持发展新

模式[3]。

3.1  强化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管理

构建贺州市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建立水土保持监

测站点，采集水土流失基础信息，掌握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情况，完善水土流失数据上报系统，为水土流失监测成果

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撑。深入研究不同水土流失因子对水土

流失的影响，为水土流失预测模型提供科学依据。

3.2  实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建立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监督管理系统，掌握水土流

失类型、面积、强度等变化情况，优化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工程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设清洁型小流域综合治

理项目、坡耕地治理项目、石漠化治理项目等水土流失

重点工程，同时为上层管理部门提供智能化决策，提高

行政决策效率，实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3  生产建设项目监管
充分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对生产建设项目实施高

频次、高精度监管，实现全市范围内的生产建设项目全过

程、整体性监管。加强与自然资源局、林业、生态环境

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大数据等手段，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

测、监理、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实现网络化管理。

规范水土保持信用监管行为，对生产建设单位、技术服务

单位、施工单位等违法行为依法纳入信用记录，并将相关

信息公布在信息共享平台，接收社会监督。

4 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思路

4.1  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水土保

持工作方针，结合贺州市社会与自然特征，因地制宜，注

重整体规划，选择科学的管理方法，注重水土保持效益。

立足全市水土保持事业大局，兼顾各级水土保持信息化发

展特点，优化整体设计，统一谋划，逐步逐级协同发展建

设。遵循国家与行业标准规范，结合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统一制定地方标准规范。围绕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稳步推

进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按需导向，选择先进的信息技

术，建立地方应用系统，推动水土保持事业高质量发展。

整合地方水土保持基础资源，逐步推进信息化标准建设，

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水平，为水土

保持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4.2  发展思路
结合贺州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特点，水土保持信息

化发展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数据库、应用支撑

系统、应用系统、门户网站等五项重点建设内容，标准

规范、系统安全与维护两大基础保障体系[4]。

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站、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储

存、信息传输等体系。基础设施是应用系统和数据库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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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运行的搭载平台，是实现资源共享、辅助决策和公

共服务的重要基础。基础设施应统一标准有序建设和管

理，确保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

数据采集、提取等作用。

数据库包括基础数据库、业务数据库和元数据库。数

据库是储存水土保持信息的载体，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通过提取基础设施水土保持信息，如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保持措

施等信息，通过信息整合和开发，建立水土保持信息数据

库，为应用系统、资源共享平台提供数据来源。

应用支撑体系包括基础业务模型、业务流程管理、

专业分析处理、信息共享应用组件。应用支撑体系是建

设应用系统的核心工具，是实现应用系统各种服务功能

的技术关键。通过水土保持应用支撑体系建设，为应用

系统之间无缝集成提供信息交换服务和业务协同支持，

应对应用系统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规范支撑部

门与地方业务系统之间协同作业。应用支撑体系可以在

上级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水土保持工作需要，建立

符合地方实际特点的应用支撑体系。

应用系统包括业务应用系统、应用服务系统。应用

系统是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支撑水

土保持业务应用和服务的主要体现形式和关键所在。通

过应用系统建设，开发部署各类业务应用和应用服务系

统，为政府决策、部门之间协同、社会公共服务、信息

资源共享平台等提供应用保障。

门户网站是面向社会公共服务的窗口。需开设水土

保持专项网站，建立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统一窗口，提

供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往上办事、水土流失预报、互动

交流等服务。

标准制度体系建设是水土保持信息化基础性工作。

围绕信息化建设目标，梳理水土保持信息化标准的需

求，逐步完善水土保持信息化标准制度体系，制定水土

保持信息采集、储存、分类、处理、交换等一系列标准

与规范，为基础设施、数据库、应用系统等提供技术支

撑，规范水土保持工作准则，指定标准化指南、术语、

信息文本、图形符号等标准，提高工作效率。

信息安全与维护体系是水土保持信息化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需成立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小组或者专门机

构，引进高技术人才，落实专项资金，制定水土保持

信息化管理机制，确保信息网络、数据、应用系统等安

全。配备专职信息系统运行维护人员，恪守岗位职责，

建立安全管理机制，构建水土保持信息安全体系，为基

础设施、数据库、应用系统提供安全保障。

结语

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能为贺州市水土保持行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动力。基于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

信息化建设基础，贺州市需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水土

保持信息化发展道路，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引

进人才，增加专项资金投入，构建水土保持信息化管理

体系，准确地掌握全市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水土保持措

施、水土保持工程及生产建设项目分布情况，运筹帷

幄，实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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