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2023年 1期 (下 )总第 520期智 能 科 技

信息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许建堂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　要　农村水利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计问题，是国家水利研究的重点方向，运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本文从信息技术对农村水利工程的作用角度入手，重点分析了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与提升

中适宜的信息技术手段，并针对工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应用策略，以期为国家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提供可行

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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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水资源的利用对农业生产

至关重要，在农村水利建设不断发展的关键时期，国

家开始致力于探索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1]。信息技术

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农业发展，为农村水利工程管

理提供了便利条件，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水利工程，突

破了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节省了人力、物力，对工

作效率和劳动成果有了更加强有力的保障，推动了国

家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探索科学有效的信息化管

理技术和应用策略至关重要，具体分析如下。

1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现状

农村水利工程为农村的生产发展提供了保障，但

是由于农村条件落后、地势情形复杂等问题，影响了

农村水利工程的施工，比如施工场地条件不完备、地

势复杂导致无法提供水资源等因素，对水利工程实施

产生一定影响。第一，水资源缺乏。由于我国城市化

建设不断发展，城市工业用水和农村灌溉用水产生矛

盾，在水资源本就不丰富的条件下，工业废水对农田

灌溉造成困扰，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改善农村

水利工程灌溉条件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二，由

于农村生产条件落后，对农村水利工程的投入较少，

资金匮乏，导致工程设备老旧，维修和保养造成资金

浪费，相关的配套设施也不完全，因此应该加大投入

力度，改善农村水利工程生产条件。

2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难点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实现社

会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项目，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推

动作用，也是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和谐发展的关键。

但是，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许多农村地区水利工程项

目不断增加，管理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如何实现农村

水利工程管理最优化成为水利建设总目标。在当前阶

段，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之所以与总体目标存在差异，

是因为农村的自然地理环境、温度气候等外部因素无

法有效监测，具体施工数据不够精确化，实际运作过

程中造成人力和水资源浪费，对后续水利工程管理造

成负面影响，这也是当前我国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存在

的难点。[2]

3 信息技术对农村水利工程的作用

3.1 智能数据为农村水利工程提供保障

将信息技术引入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能够改变

传统的水利工程管理模式，提高工程的实施效率，恰

当控制运作成本，具体操作更有针对性。不置可否，

与电脑相比，人的脑力是有限的，电脑对水利工程进

行监测，不仅能够实时掌握水利工程的具体情况，而

且针对具体问题能够给出操作建议，同步完成数据处

理，大大缩短作业时间。如果通过人工完成上述任务，

必定会造成投入资本浪费。同时，通过电脑数据对水

利工程施工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并给出具体反馈，

能够更加系统地分析水利工程的运转情况，并给出操

作建议，为农村水利工程的施工提供保障。[3]

3.2 科学监测数据，合理调度资源

信息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有效传递准确信息，

并且可以整合信息作用于施工操作，仅仅通过人工作

业是很难完成的。此处提及的信息，不仅仅包括水利

工程中所运用到的水资源信息，信息技术能够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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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气象信息、地势维度以及环境等数据，并能综合各

方信息，分析水利工程的实施条件，更加合理有效地

分配水资源。随着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不断发展，

在为工程提供合理科学数据的同时，衍生出多种有利

于灌溉的现代化技术，比如从灌溉角度不同，可以区

分为喷灌和微灌等，还可以科学有效利用防渗渠道。

信息化技术可以根据土壤的不同，结合分享空气潮湿

度与相关农作物用水量等问题，更加合理地分配水资

源，以免造成水资源浪费。由信息化技术提供准确数

据作为参考，可以为水利工程后期施工提供有效保障。

3.3 计算用水量，改善水利工程管理模式

我国农业用水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容易造成水资

源浪费。在这样的条件下，构建节水机制比较困难，

实施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法准确估算农业用水的具体用

量。而应用信息化技术，能够对农业生产用水和灌溉

用水做出更加准确的计算，从而进一步构建水利工程

节水机制，对用水的方式和具体操作给出系统分析，

从而不断改善水利工程的管理模式。

3.4 及时更新数据信息，处理应急事件

完善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模式，能够改善我国农村

发展需求，不断提升农村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产

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当下正是农业发展的关

键时期，农村水利工程逐步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建设

过渡，因此，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率成为社

会高度关注的话题，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实时监测

工程管理中的各项数据，实现农村水利工程自动化智

能化运转，从而提高生产发展效率。此外，信息技术

监测相关数据的同时，也会针对数据进行综合并展开

分析，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判，并针对突发事件

给出紧急应对策略，大大节省人力和脑力，促进农村

水利工程的快速发展。[4]

4 农村水利工程中的信息技术分析

4.1 网络通讯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主要是整合

不同地区的技术手段和信息资源，从而为水利工程的

具体操作提供保障，实现信息共享。不可否认，网络

是目前最大的数据库，它可以实时地将各地信息汇总

整合，并进行数据分析。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应

用网络通信技术，能够将复杂的信息数据快速分析整

理，扩充数据库平台，并根据给出的既定数据，筛选、

查找最恰当的操作方式，同时也可以根据平台给出的

参考信息，将数据共享给其他水利工程，从而推动国

家水利工程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农村存在通讯技术

落后的问题，在水利工程的管理数据整合方面具有一

定困难，应用网络通讯技术能够快速解决这一难题，

提升农村水利工程的运作效率。

4.2 仿真设计技术

仿真设计技术主要是指运用一定的电子设备，将

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用到的操作流程提前进

行模拟，并绘制出相关设计图纸，预判可能出现的种

种问题，提前想好应对策略。这种技术手段主要借助

了计算机仿真技术，并且主要应用于施工前期对具体

参数进行确定与修正，对提前预判的计划方案不断调

整，最终确定最优方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用到绘制

工具，可以将具体数据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

而提高采集数据的效率。由于农村水利工程具体项目

存在不同，涉及地理环境、水资源等问题，尽管结构

相似，但是数据存在很大差异，而运用仿真设计技术，

利用相关绘制工具，可以有效避免不同工程之间的差

异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根据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将具

体所需的数据编入设计程序中，通过程序所给出的参

数，不断调整水利工程的具体操作，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力成本，降低成本投入。但是这一技术对操作

者的水平要求较高，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技术

水平，能够对具体工程项目进行测算绘制，以可视化

的模型呈现给水利项目具体操作者。

4.3 遥感控制技术

遥感控制技术是农村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应用非

常广泛的技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通过遥感控制，

实现水利工程的自动化运行。比如在对农田进行灌溉

时，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将用水量、土壤情况、

温度及天气等参数通过设备传递给控制中心，控制中

心通过遥感控制技术远程控制水利灌溉的实施。同时，

也可以为远程控制设定参数，当用水量、土壤情况、

天气和温度等适宜灌溉时，遥感控制系统可以自主判

定是否灌溉以及怎样灌溉，实现自动化灌溉，避免工

作人员操作中出现不适当判断，造成资源浪费，遥感

控制技术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我国农村水利工程施工的

科学性。

4.4 信息管理技术

信息管理技术与遥感控制技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主要作用于水利信息数据收集、分析和进行存档，可

以对水利工程水资源的分配、农田灌溉的合理划分、

农作物类型的区分判断，以及对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进

行记录，同时，运用信息管理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水利

工程的运行状态，为后续施工提供数据支撑。运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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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可以

实现农村水利工程动态化监测，在技术上给予支持，

推动农村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

4.5 调度运行技术

调度运行技术以信息管理技术为前提，根据监测

提供的数据信息，对水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与分配，为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确定更加科学性的调度策略，这就

是调度运行技术的应用。需要注意的是，调度运行技

术必须以信息管理技术所提供的监测数据为先决条件，

根据数据对水利工程进行实时监控，必须保证信息管

理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具有科学性、准确性。运用调度

运行技术可以对水利灌溉进行预判，在灌溉过程中可

以进行动态监测，同时，根据监测结果联合调度水资源，

实现水资源的管理。

4.6 环境监测技术

应用信息技术可以对水利工程运行环境进行监测，

广泛收集水利工程的具体数据和农作物的产量信息，

然后结合信息管理技术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处理，

从而实现农村水利工程系统管理。在农村水利工程中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于农作物的生长所需水分的

具体用量，环境监测技术可以实时监测农作物的生长

环境以及具体用水量，调度运行技术可以依据环境监

测技术给出的数据合理调配水资源，从而实现水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

5 信息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应用策略

5.1 农村水利工程中灌溉区域建设的应用

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

地提升管理质量和施工效率，为后期水利工程管理和

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也存在

一定的困难，比如，灌溉问题就是农村水利工程管理

的关键，由于灌溉数据容易存在误差，对水利工程管

理造成一定困扰。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灌溉工程科学

有效运作，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应该根据信息监测技术所提供的灌溉区域

进行准确的计算，在计算过程中，具体的用水量、灌

溉区域的精准程度、操作方式的科学有效，以及具体

工程项目的品质，都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具有重要作

用。应该根据灌溉区域所给出的计量结果，设计水利

工程管理总体思路，配合信息技术，在智能化平台进

行试运营操作，对可能存在的问题精准预判，不断提

升水利工程管理的精准性，为后期建设提供便利条件。

其次，在给出既定信息后，结合相关部门全方位

推进试运营点，在具体项目工程中可以应用试点模式，

借助于领先的信息技术，实验操作水利工程管理步骤，

从而不断激发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改革，在试运营通过

后，根据相关数据推行高效的灌溉方式，从而实现产

业模式不断优化，推动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2 农村水利工程中供水系统一体化建设的

应用

经过研究发现，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

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实现农村水利工

程供水系统一体化建设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基于

此，相关部门需要着力解决以下两点工作。

第一，以问题为根本，着力于解决水利工程施工

过程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补齐短板。农村水利工程

建设主要受到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的影响，同时，由

于广大人民群众居住较为分散，许多地区出现饮水困

难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相关部门应该提升水利工

程的质量而非数量。运用信息技术实时监测自然环境

和气候对水利工程的运行给出操作性建议，提高施工

效益。同时，针对饮水困难问题，运用城乡供水系统

一体化工程，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第二，城乡供水系

统一体化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数据差异，影响民众生

活，因此，需要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具体工程项目

实施合理的监督监测，不断完善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

推动国家经济向前发展。

6 结语

农村水利工程是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关键，

运用信息技术可以提升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推动

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针对这

一问题，笔者具体分析了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现状以及

存在的难点，并从信息技术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的作

用角度展开阐述，具体分析相关技术的应用，比如网

络通讯技术、仿真设计技术、遥感控制技术等，并对

信息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应用策略提出可行性建

议，以期推动我国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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