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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信息化相关概念



（一）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区别

数字化

信息化

自动化

指利用机器或装

置模拟或代替人

的智能活动。

核心是提高效率

替代人手

把语音、文字和

图像信息转变为

数字编码。

信息化建设的基

础。

替代纸张

以计算机为主的

智能化工具为代

表的新生产力，

优化管理手段，

实现业务协同。

替代助手

智慧化

采用“人工智能

”的方法和技术

处理信息与问题

，并在虚拟世界

“真实” 展现

替代大脑



（二）数字孪生是一项技术

数字孪生技术，就是“仿真”

数字孪生是物理实体（如设备、人员、流程或系统）的虚拟/数字副本

，可帮助企业做出模型驱动的决策。

是一种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虚实交融、智能操控的映射关系。

简单概括为：以虚映实、虚实互驱、以虚验实。



（三）数字孪生与水利信息化的关系

1、数字孪生是水利信息化中一项技术，是实现智慧水利的必备条件。

其中建模是关键环节，仿真度是成败关键。

2、水利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又可以泛称水利信息化。

低调一点采用数字化，吹牛一点说智慧化。



二、农村供水信息化作用与意义



（一）农村供水特点

1、点多面广，管网密度低，发散性大；

2、供水成本高，维护难度大；

3、地区差异性大，供水规模不一，技术层次不一；

4、受政策、经济、需求等因素影响，农村供水长期处于动态发展阶段；

从有水喝到喝上好水，供水管理体制、技术体系都在变化中。

1、2强调了信息化建设紧迫性；3、4提示了信息化建设不可复制性



（二）农村供水信息化与供水自动化的范畴

水泵机组启停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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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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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加药、消毒等设备启停 水泵机组启停

控

制

流量、压力传感器、摄像头等

采

集

开关机状态、水位等采集 余氯、浊度等采集

取 水 制 水 配 水 水厂中控室

PLC控制柜

控

制

数

据

提

取

水厂数据汇集终端 县级农饮平台

市级农饮平台

省级农饮平台

自动化范畴 信息化范畴



（三）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作用

1、打通水从源头到龙头信息通道；构建政府与百姓之间信息渠道

点 面 全局

2、提高政府对行业监管水平

水质好、水压稳、水量足、水耗低

3、为水资源管理与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水源有多少水 百姓需求多少水 如何最大化满足、最优化调度

4、提高供水企业服务能力

实现由“输水型供水”  “供水保障+信息服务”



三、农村供水信息化项目建设几点思考



（一）农村供水信息化项目规划设计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1、建设目标构想到应用落地问题

要 ：方向跑偏 进程卡阻 负担加重

2、技术路线与管理体制 问题

农村供水逐渐从“分散制水“向“集中供水”，实现城乡一体化转变

3、处理好责任边界关系

设备并用 多套技术体系 原设备厂家质保期

4、处理好数据共享与网络安全

数据节点 ，点多面广；通信网路，多样组合；网络病毒，迭代升级；信

息共享，安全风险越来越大。 （需要大投入，且持续追加）



（二）农村供水信息化项目建设要面临几个问题

1、数据采集遭遇原厂家技术壁垒

一些设备厂家不提供协议，不配合实施，依据原合同推诿推卸。

2、传输通道难以保障

设备断电、通信欠费、设备挪动、路由参数被改等等，影响传输可靠性

3、应用系统开发，需求差异化大

需求牵引：原始需求 层级需求 动态需求 个性需求

4、项目建设过程，被过度商业化

项目招标、项目建设、项目运维等，每个环节都充斥商业气息；领导恶意干

涉招标，转包分包，拿钱跑路等等普遍存在。



（三）农村供水信息化应用成效几个方面

一、感知端

监测设备可能用？采集数据可能上来？上来数据可准确？

二、平台软件

软件可能用？软件可会用、可愿意用、可好用、可常用？

有故障是否及时来人？ 来人能否解决问题？ 是否存在推诿扯皮？

能否常年稳定运行？是否替代管理人员？是否成为常态化监管手段？



四、安徽省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思路



（一）建设思路及规划要点

思路要点
省级农饮平台

市级农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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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运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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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平台互联互通

各级平台信息共享交换

应遵循省平台建设标准，实

现平台间的数据交换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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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自动化监测的信息指标

（二）水厂级信息化建设要求



水厂视频监控

视屏监控点布设原则

（1）取水口（泵房）

（2）清水池

（3）加药间

（4）消毒间

（5）供水泵房

（6）水厂全貌

（7）净水设施设备

（8）中控室

其他……

必选项（制水工艺）

可选项（根据需求选择性建设）

（二）水厂级信息化建设要求



（三）数据资源交换方式



接口对接，互联共享

（1）弹性接口

配置接口管理服务器（中间服务器），承担非标准协议转换、数据格式转

换、数据筛选等任务，按新需求可修改配置设置，可以远程升级底层软件。

（2）网络保障

设备供电保障、传输网络保障、信息安全保障

（四）数据资源与共享技术路线



（五）全省农村饮水安全数字化系统“一盘棋”技术路线图



五、安徽省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成效



（一）全省建设成效

☆ 我省级农饮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情况

安徽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于2018年启动试点建设工作，

于2020年3月建成投入试用。

平台建设围绕围绕“一个数据库、一个信息管理平台、一套技术体系”

的指导思想。

主要包括：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平台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平台互联互通体系建设等三

大块建设内容。



基本功能

县平台对

接

水厂直连

模式与指

南

满足水利部对接，实现农饮数
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及信
息查询统计等各类业务应用

对接蒙城等三个县进入平台

实现5家试点水厂直连
与展示

制定县级平台建设指
南，确定数据对接思

路

省级平台

建成全省农饮信息化支
点，实现省、市、县多
级通用，互联共享。规

范各级建设内容

（二）全省农饮信息化建设思路



登录后主界面

（三）省级农饮信息管理平台主要界面



水厂直连接入

（三）省级农饮信息管理平台主要界面



水厂直连接入

（三）省级农饮信息管理平台主要界面



（四）技术设备研究

规模以下水厂/供水站
数据汇聚终端

规模水厂
数据汇聚服务器



六、安徽省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基础



依托水利信息化省级共享平台等前期项

目，初步建成省水利云平台，即一个水利大

数据中心、水利一张图、一体化应用门户和

一个安全防护体系。提供稳定可共用的能力

平台，为在建及新建业务系统提供数据、地

图、服务等应用能力的支撑。初步建立大数

据管理平台，水利数据中心入库数据6亿多

条，非结构化数据量达14T，整编了36类水

利对象，初步构建安徽省水利数据底板。

（一）安徽省水利信息化建设现状



堤 防 2 . 1 万 公 里

规 模 以 上 水 闸 4 2 0 9 座 万 亩 以 上 灌 区 4 9 5 处 农 村 集 中 式 供 水 工 程 7 4 9 4处

水 库 5 4 9 3 座

安徽水利工程概况：

（一）安徽省水利信息化建设现状



1、安徽省基层防汛系统

安徽省水旱灾害防御已建基层防汛预警

管理系统，构建了数据集中采集与汇聚体系，

已接入8998座雨情、6705座水情、1670座

视频等实时监测信息；初步建立洪水预报预

警体系，实现开发洪水作业预报与洪水自动

预报，固定对象与无固定对象的预警发布等

功能。

（二）成熟应用平台



2、安徽省水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

依托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安徽省初步建成集非农取水、农业

取水、生态流量等在线监测以及取水许可、取水计划、电子证照等业务管理

于一体的水资源管理信息化体系。将水资源管理平台与政务平台无缝连接，

在全国率先实现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统一应用以及取水许可办理、取水计划审

批等线上一站式自助服务。构建业务协同和动态预警模型，实现了全省水资

源取用水的高效协同监管和用水总量、取水许可、取水计划等超限预警。

（二）成熟应用平台



3、安徽省水利视频管理平台

（二）成熟应用平台



七、安徽省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展望



顶层
设计

先行
先试

区域
推广

全面
铺开

制 定 全 省 智 慧
水 利 顶 层 建 设
思 路 ， 确 定 发
展 路 线 ， 为 全
省 智 慧 水 利 一
盘棋打下基础 。

试 点 先 行 ， 选
择 试 点 进 行 探
索 式 建 设 ， 总
结 经 验 ， 为 智
慧 水 利 建 设 奠
定 理 论 与 实 践
基础。

在 先 行 先 试 的
基 础 上 ， 选 择
积 极 性 高 的 局
部 地 区 进 行 区
域 智 慧 水 利 建
设 ， 验 证 先 行
先 试 成 果 和 经
验。

理 论 完 善 、 技
术 成 熟 时 ， 全
省 全 面 铺 开 智
慧 水 利 建 设 ，
为 全 省 水 利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供。

（一）安徽省农村供水信息化应用的几个阶段



（一）加强数据底板建设，开展水利大数据研究应用，完善空天地一体化物

联感知网，建成全省供水“四个一”，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库、一套技术

体系。

（二）加强供水管网智能化管理，降低跑冒滴漏，节水优先与保障供并举。

（三）加强水文水资源、供水调度等数学模型研究与应用，精准调度，

。

（二）应用前景及展望



汇报完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