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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县信息化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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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北四省“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启动，

为了确保“节水增粮行动”的顺利实施及项目效

益的长期发挥，必须坚持建设管护并重，切实加

强项目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手段实现工程的实

时监控。选择水资源紧缺、地下水利用程度高、

工程基础条件好、地方有积极性的县，作为示范

县，开展地下水监控建设试点工作，构建覆盖全

县的地下水动态监控系统，完成节水增粮行动示

范县信息化建设。



 “节水增粮行动”示范县信息化建设内容

 硬件建设

 水利部服务器（利用旧已有设备）

 县级管理中心多媒体会议室、监测中心

 信息采集工控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采购

 乡镇水利管理站及村管理站计算机采购

 地下水位、机井流量及IC卡智能测控系统建设



 “节水增粮行动”示范县信息化建设内容

 软件建设

 建设“节水增粮行动示范县信息管理系统”

 建议软件统一开发

 共同使用

 费用均摊

 以节约开发成本



 “节水增粮行动”示范县信息化建设投资估算

根据东北四省节水增粮示范县项目设计方案，
工程建设内容已含IC卡控制终端、流量计和水位
计等监测设备；

此处不再对此部分投资进行估算。



 “节水增粮行动”示范县信息化建设投资估算

项目支出范围包括办公费、设备材料费、测
试化验加工费、专用车船费、燃料动力费、交通
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奖励费、劳务咨
询费、委托业务费、拨款补助和带款贴息等。

不得列支项目承担单位人员的工资、津补贴、
福利等；一般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修建楼堂
馆所；弥补经营性亏损和偿还债务；其他与办法
使用规定不相符的支出。

因此本项目的资金应以相关设备采购为主，
不能用于土建等基本建设内容。



通过水权分配管理与推行用户智能卡用水管

理，实现公众参于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体

系，同时通过实时监测地下水位、用水量等相关

数据，掌握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促进水资源利

用可持续发展。

 建设目标



由部、省、县、乡

镇、村五级构成，因系

统涉及机井数量多、分

布散，需因地制宜选择

通讯方式互联，应用软

件采用B/S结构，通过互

联网形成管理网络。

 总体架构



采集类数据通过遥测、手持PDA抄表或人工取数等方式先

汇集到县级，然后转发到水利部信息中心服务器；

管理类数据由县级通过互联网上报主服务器。部、省、

县、乡、村各级用户通过互联网浏览查询。

 数据流向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

 机井测控

 地下水位监测

 乡镇及村管理站

 县水利管理中心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机井测控

一般机井应具备远程控制、用水量监测和实时数据采集功能，

通过GPRS等方式接入广域网。可接受上级指令远程遥控开关机，

远程或本机设置最大允许开采量，适时采集存储用水量变化情况，

存储灌溉范围内用水户灌溉信息，并可通过联网、手持PDA抄表、

人工取数等多种方式上传数据。

需配置的设备为：IC卡智能测控设备1套、管道式流量计1

台、RTU设备1台及防雷建设等；选配设备：配套太阳能供电设备

1套。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机井测控

 方式1

机井安装IC卡智能测

控装置，市电供电。

设备：

 1套IC卡智能监控设备

 1台管道式流量计

 电源防雷

 信号防雷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机井测控

 方式2

机井安装IC卡智能测

控装置，测控装置用太阳

能供电。

设备：

 1套IC卡智能测控设备

 1台管道式流量计

 太阳能电源

 防雷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监测布点

具体的选定原则根据项目区的布局、机井的数量及

控制范围来合理选择，最好通过有资质的设计院根据水

文地质规范来进行选点设计，然后根据设计进行地下水

位信息化监测点建设。

生产灌溉机井与地下观测井须分开独立使用。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乡镇及村管理站

 数据汇聚及IC卡或收费管理

 主要设备

 计算机

 打印机

 智能IC卡读写设备（手持PDA设备）

 网络接入



 硬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县管理中心

 建设监测机房和多媒体会议室

 主要设备

 服务器

 网络接入设备

 工控计算机

 打印机

 投影仪

 音响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

>> 总体架构



总

体

架

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模块主要包括：项目基本情况表、项目年
度实施方案情况表。主要实现对项目基本情况和项目年
度实施方案情况的查询、汇总分析和维护，以及对项目
年度实施方案相关的附件文件上传、下载、查询浏览功
能。

 工程信息管理

主要实现对工程管理模块的查询和维护功能。主要
包括：灌溉井基本情况、中心支轴式喷灌基本情况、卷
盘式喷灌基本情况、移动式喷灌基本情况和膜下滴灌基
本情况。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业务模块



 IC卡智能测控处理模块

具备按照县级水利局下达定额开采标准，结合单井控制灌
溉面积分配水权到井、到户功能，对示范县范围内监测的地下
水位、水泵流量、灌溉次数、灌溉时间、IC卡管理、水电量使
用、灌溉情况查询及数据汇总分析等功能。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业务模块

 灌溉效益分析
传统灌溉农作物产量统计
节水灌溉效益分析



 灌溉管理

主要实现灌溉井灌溉情况、中心支轴式喷灌灌溉情
况、卷盘式喷灌灌溉情况、移动式喷灌灌溉情况和膜下
滴灌基本情况的查询、统计和维护。

 地下水动态监测

单测点地下水综合监测
二维等值面
三维等值柱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业务模块



 水情信息管理模块

对示范县范围内监测的地下水位、水泵流量、灌
溉次数、灌溉时间等，可以按照项目单位、项目区进
行查询、汇总、分析。

 地图浏览查询模块
通过直观形象的电子地图展示功能，对项目区的分

布情况，可以分级进行地图浏览，根据显示的范围及比
例尺，逐级显示相应的项目及工程内容。使膜下滴灌、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工程的坐落位置
一目了然，并且在地图上可以实现在线查询各个项目、
工程、地块的各种数据信息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业务模块



 协同办公

短信管理
站内邮箱
通知公告

 电子地图
通过直观形象的电子地图展示功能，对项目区的分

布情况，可以分级进行地图浏览，根据显示的范围及比
例尺，逐级显示相应的项目及工程内容。使膜下滴灌、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工程的坐落位置
一目了然，并且在地图上可以实现在线查询各个项目、
工程、地块的各种数据信息。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业务模块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主界面）



依照W i n d o w s资料管理器模式组织平
台功能，层级清晰，操作简便

结构树

详细列表

上级目录

多种查
看方式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程序结构）



可以管理灌溉井的照片、结构图、井的位置、经纬度、钻孔深
度等基本属性信息。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灌溉井）



可以管理大型喷灌的照片、大型喷灌的地理位置、经纬度、运
行管理主体等基本属性信息。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时针喷灌）



可以统计某一时刻，多个测点地下水位情况。可以通过图表的
形式分析某一时间点多个地下水位点地下水位情况；同时也可以以
图表的形式分析某个地下水位测点某段时间内的地下水位的变化趋
势。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地下水位）



通过表格实时监视可了解实时监测点最新的监测信息。当监测
信息超过警戒值，同时会进行声音和颜色的报警。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实时监视）



平面图

采用多源电子地图数据融合技术，整合二、三维空间数据资源，
各种资源交互应用。

地形图 三维图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电子地图）



通过GIS实时监视可以更加直观的
了解工程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工程的基
本属性信息；同时也可以了解信息化实
时监视点地理位置，以及最新的监测数
据。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电子地图）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电子地图）



系统将二维图叠加在GOOGLE EARTH的三维展示
平台，使项目及工程的坐落位置更加形象直观，实
现三维展示功能。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电子地图）



对于实时监测的数据可以动态的在二维地理信息平台
和三维GOOGLR EARTH上展示；对于监测到的历史数据，可
以浏览查询、汇总、分析及输出报表打印。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电子地图）



可以根据地下水埋深，在二维地图上绘制地下水埋深等
值面，也可以在GOOGLE EARTH上绘制各个监测点立体地下水
埋深示意图。

 软件部分建设技术方案——功能示例（地下水等值面）



1、用水户取用水方便、安全、快捷

高集成度的测控设备和采用地埋
电源电缆避免了触电、窃电等情况的
发生，过载、过热、缺相等保护功能
延长水泵使用寿命，定时、定水量、
定电量等多种灌溉设置模式方便用水
户灌溉。



2、用水户取用水方便、安全、快捷

通过智能IC卡预售水量和预收水
费以及机井远程测控功能，结合当地
管理习惯，可灵活构成多种水管理模
式，实现严格控制开采量、超量累进
加价甚至水权转让和二次交易等功
能。。



3、实现预测、预报、预警功能，提高管理水平

实时跟踪分析灌溉用水量和地下
水位动态变化情况，提供超采预警功
能，适时监控地下水变化情况。



4、为科学灌溉、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提供依据

通过用水信息的采集分析，建立
科学的灌溉模式，为科学灌溉、合理
用水、节约用水提供依据，提高灌溉
保证率，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业
生产力，改善这一地区农民生活条件，
提高灌溉效益、供水效益、节水效益。
为水利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供可靠保障。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