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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构建统筹融合的智慧水利网分析研究

冯冬青1 张桂英1 张 芳2

1.��山东聊城市水文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00

2.��山东聊城市水利局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聊城市全域智慧水网建设将紧密围绕国家、省、市水利现代化要求，以建设智慧城市和河长制管理为契

机，全面建成区域水利信息物联感知体系，健全保障支撑环境，构建先进实用的智慧化应用平台，推动区域水利综合

业务精细化管理；以水利感知网和水利信息网为基础、以智能监管与决策为重点，推动聊城水利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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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架构

1.1  完善基础信息数据库
对聊城市现有的基础数据进行整合与治理，推进水

利云-政务云的混合建设，搭建独立的数据交换共享平
台，规范数据接入、存储及共享。对数据库整体结构和

分类进行规划，完善数据共享服务，满足聊城水利相关

的数据开发利用的需求。

1.2  构建完备的基础信息监测感知网
在现状基础上补齐感知设施的短板，加大对新一代

物联技术的运用，完善视频感知体系，搭建多层互联、

多级应用的水利视频集控体系，实现水位、流量、降雨

等多要素在线监测。搭建水利工程管理平台，提升智能

运维保障能力，实现水利管理活动的动态感知。

1.3  建立稳定高效的数字孪生平台支撑
通过将图形学、应用数学、数据可视化技术等体系结

合水利业务共性分析，虚拟展示现实中的水利工程状貌、

自然河流水系以及人类活动等概念和关系，融合全市相关

跨系统和业务的知识，构建大规模的水利知识图谱和特征

库，实现信息处理、模型测算等数字孪生平台系统。

1.4  智能应用平台搭建
整合水利现有各类应用信息资源，动态监测境内河

流湖泊生态环境，促进水情预测预报、水资源配置、河

湖生态监管向精细化和精准化发展，实现防汛抗旱减

灾、水资源服务管理、水利工程综合管理等应用智慧

化，推动政府决策、监管调度、应急管理实时化，大幅

提升水利管理现代化水平[1]。

2��完善基础信息数据库

2.1  数据整合
利用高性能计算机、数据库、地理信息等现代信息

技术，根据水利工作发展需要，健全水利数据资源体

系。建成集水利数据存储、管理、交换、服务等功能为

一体的聊城市水利大数据中心。根据数据的不同权限和

业务整合的需求，对不同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整合模式。

采用物理集中方式将目前分散、需要汇聚的河道、

水情等水文监测数据经市水文中心整合后同步至水利局

数据中心，形成的动态水利监测数据；将目前分散、需

要汇聚的空间数据进行整合，形成静态空间数据；采用

逻辑集中方式将目前分散、需要汇聚的业务数据进行整

合，形成动态业务数据。均由数据中心统一进行管理和

更新，通过政务云同步，供全市使用。

2.2  数据治理
将各类型的数据源，经过开发数据接口采集，汇聚

到原始数据库。在原始数据库中，根据数据资源目录及

数据整合内容对数据进行剔除，经过数据编码转换、过

滤、计算、映射、标签等分析过程，存入各类数据库。

如数据治理流程图1。

图1��数据治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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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
2.3.1  水利-政务混合云建设
聊城市“十三五”期间已利用“市电子政务云”，

整合市级水利系统软硬件环境和数据资源、数据库、应

用支撑平台等建设成果，构建面向各级水利系统、政

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水利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的水利

云支撑体系，提供了高效的计算存储环境和数据共享交

换、业务协同处理、智能指挥决策支撑，实现基础设

施、数据资源、应用资源等水利共资源的统一标准、统

一建设、统一配置，为资源的统筹利用、信息的整合共

享和业务的协同智能提供基础支撑。

聊城市水利云部署模式：市水利云部署在市政务云

上，并且省水利厅水情处和省水文中心在水利信息化项

目建设中根据项目需要在聊城市政务机房分别部署了4台
超融合服务器，构建超融合架构，形成了水利云平台。

提供存储服务规划仍采用政务云部署和水利云部署相结

合的混合云部署方式，智慧水利平台、水旱灾害防御、

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河湖监管、水生态保护等业务应

用系统部署到政务云，综合调度系统等部署到水利云平

台。同时根据业务系统对资源的需求，继续申请政务云

资源扩充。

2.3.2  搭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对外共享：通过水利数据与政务云数据中心进行共

享；对内共享：实现水文监测数据、市水利数据中心与

水利厅数据中心共享，对区县水利局共享。

共享数据的规则：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信息合理公

开。根据防汛应急预案，由防汛主管部门或职能部门实

时动态发布雨情水情旱情工情信息，以及水旱灾害防御

工作部署和应对措施，多渠道向社会发布预警。

强化河湖监管信息公开。及时公开河湖治理典型案例

和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公开设置监管栏或举报平台，

曝光重大典型事件；按要求发布河湖长制经验做法。

强化水资源节约管理信息公开。及时公开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和节水攻坚行动方案工作情况，加强水资

源开发利用、取水调度和水量分配等信息依法公开。

强化水生态治理修复信息公开。及时公开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水生态保护执法监督等信息，加强水利工程

建设、运行、调度、监督、考核等信息公开力度。

强化水利扶贫信息公开力度。围绕振兴农村，加强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情况公开，在行业扶贫和对口联

系支援等方面加强公开力度。

2.3.3  数据共享方式
数据中心通过可视化、定制化的方式对外提供基于

Rest接口或webservice接口的方式对外提供数据服务，也
可通过交换工具将结构化数据对接到省水利厅及区县水

利局。

2.3.4  规范数据存储管理和数据共享
配置专业数据库管理存储系统，当业务应用系统访

问时，通过交换服务进行数据访问，可将数据进行加

工，根据需要形成可视化、直观化二次成果，存储在云

计算中心，方便用户类似访问和使用。

按照“标准先行，目录控制”的原则。按照统一的

标准规范对聊城市水利局现有数据资源进行调查、梳理

与规划，获取各类数据资源的源数据，在实现数据资源

要素语义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数据资源目录，为使

用者提供数据资源发现和定位服务，为实现不同部门、

不同业务数据资源的共享和管理奠定基础。

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行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落实数据整合和数据更新责

任，保证名录库数据存储、传输、处理、发布和应用等

各环节的安全。建立健全数据资源目录管理制度和专职

人员岗位责任制度，采取多种监测、管理和分析手段，

加强数据的动态审核，确保数据整合质量。

3��构建完备的基础信息监测感知网

3.1  完善基础感知设施建设
加强土壤墒情站补充、雨量站升级建设和地下水监

测站升级建设、生态流量监测站补充建设、地表水监测

站升级改造及补充建设以及水质监测站升级建设河道监

流站补充建设，设计标准功能模块，根据流域的监测要

求，进行不同模块的组合使用，搭载无人机智慧双保障

系统[2]。

3.2  加强遥感视频等影像技术应用
3.2.1  加大新一代监测设施的应用
利用遥感技术开展区域面上大范围旱情监测，实现流

域及区域土壤墒情评估。对水利工程在人工巡视的基础上

补充建设定点视频监视和无人机视频，并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及时获取决口、漫坝、崩岸、决堤、滑坡、管涌等险情

信息。利用卫星遥感等及时掌握区域范围水利工程建设进

度，在施工现场布置视频监视。利用遥感技术手段获取黄

河、金堤河、漳卫河、小运河等重点河段水域岸线整体状

况，在重点河段建设视频点，监视非法采砂等“四乱”现

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快速识别。

3.2.2  构建视频多级互联集控平台
建立多级互联应用的水利视频集控体系，整合现有

水利视频会议系统，实现全市水利视频联网。设置市、

县两级视频集控平台，接入各流域、市辖的现有全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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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监控系统。通过视频集控平台实现实时在线调取查看

和历史信息回放。

3.2.3  提升水利管理活动的动态感知
搭建水利工程管理平台，可实现水利工程基本信息

和水工情等数据的可视化直观展现，并手机、PAD等移动
终端随时随地的对水利工程运行情况进行查询，并完成

问题的处理。实现智能运维管理，建立统一的运维支撑

平台以及运行管理机制，驱动开展日常运维工作，实现

运维事项的发起、运维人员的联系、运维过程的流转以

及运维结果的反馈。应用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构建监

测应用的综合运维系统，实现对监测站网、网络安全及

应用服务监控管理的智能化。

4��智能指挥与决策

通过不断完善信息资源的整合、对接和共享，优化

水利数据标准体系。基于众多业务应用分析需求，利用

多源融合、纵横联动、共享服务的水利大数据，实现水

利管理全过程的分析评价、综合预测和辅助决策，提升

水利综合监管的智能决策能力。实现精准认知、科学决

策、智能管理。

4.1  水旱灾害防御
针对聊城市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基于监测预警和

水利信息化成果，展示河湖防汛、湖库度汛、在建工程

度汛、旱灾防御等部位监测与工作落实情况。形成监测

预警、应急预案、信息发布、事件处置等内容清晰、直

观的展示，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统一发布、分级

负责，着力解决聊城市当前水旱灾害防御中面临的决策

瓶颈问题。

4.2  水资源管理
针对聊城市水资源，结合各类监测数据和业务指

标，通过一张图方式，进行统一动态分析展示，以便于

管理人员了解水功能区的水资源分布、水资源配置、水

资源质量、用水总量、用水效率等情况。以及聊城在水

生态文明建设、水资源管理体制、制度建设等方面所取

得的成果。

4.3  水生态水环境
围绕聊城市河湖管理、河道监管、水土保持监测等

重点需求，在河湖长制管理信息、水土保持监测、水士

保持监督管理、重点工程管理等基础上，运用高分遥感

数据解译分析、图像智能分析等技术，构建水生态水环

境智能应用，支撑河湖湖泊、水土流失等业务，全面提

升河湖湖泊长效保护与动态管控能力[3]。

4.4  灌区管理
针对聊城市农业灌区情况，实现全市灌区全面智能

化监管。结合各类监测数据和业务指标，通过一张图方

式，进行统一动态分析展示。从数据层面，强化灌区

用水管理的科学优化调度可视化支撑，实现灌区各类数

据的集中实时分析，及时掌握水权水价改革的体制机制

及信息化建设成果，实现渠道供水生产、安全监测、维

修改造、管理运行等由传统的人工管理向自动化、智能

化、精准化管理转变。

4.5  河湖管理
结合已有的河湖管理信息系统，针对聊城市河湖管

理的重点工作和要求，从信息化的可视化决策角度，全

面推进河湖管理提档升级。结合各类监测数据和业务

指标，通过一张图方式，进行统一动态分析展示、完善

河湖基础信息、补充河湖管理范围、岸线保护和利用规

划、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等河湖管理业务信息，结合卫星

遥感监测技术，加强对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后监管，持续

监测水域岸线，及时甄别未批先建或不按批复要求建设

等违法行为，支撑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等重点工作。

5��结语

水利工程综合管理构建工程智慧网，运行综合智能

决策，结合各类水文和水利监测数据和业务指标，通过

一张图方式，进行统一动态分析展示。围绕水库、水

闸、堤防、泵站、农村水利等水利工程的科学建设和安

全运行，融合水利工程计划、建设、运行和维护全生命

周期数据，构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综合评价和预测预

警模型，实现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综合分析、安全运

行预测预报和保障策略，提升水工程建管和安全运行保

障的综合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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