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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要求

 第二部分  总体技术要求



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

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

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

支撑。要将数字中国建设工

作情况作为对有关党政领导

干部考核评价的参考。

一、方案编制要求

1、形势要求



一、方案编制要求



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

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

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

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

就。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

科学完备，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

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方案编制要求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

力”要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数

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以构建

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全面推进算据、算法、算力建

设，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以下简

称“四预”）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

一、方案编制要求

2、智慧水利建设



到2025 年，通过建设数字孪生流域、“2+N”水利智

能业务应用体系、水利网络安全体系、智慧水利保障体系

，推进水利工程智能化改造，建成七大江河数字孪生流域

，在重点防洪地区实现“四预”，在跨流域重大引调水工

程、跨省重点河湖基本实现水资源管理与调配“四预”，

N 项业务应用水平明显提升，建成智慧水利体系1.0 版。

到2030 年，具有防洪任务的河湖全面建成数字孪生流

域，水利业务应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全面提

升，建成智慧水利体系2.0 版。

到2035 年，各项水利治理管理活动全面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

一、方案编制要求



◼ 建设数字孪生平台。升级扩展一张图，建设基础数据统

一、监测数据汇集、二三维一体化、三级贯通的数据底板

，建设专业模型的标准统一、接口规范、分布部署、快速

组装、敏捷复用的模型平台以及结构化、自优化、自学习

的知识平台。建设重大工程的数字孪生工程。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在传统监测体系基础上，建设对属

性及其环境状态进行监测和智能分析的天空地一体化感知

网；构建水利业务网，建设水利工控网；升级改造IT 基础

设施，建设公有云和专有云有机统一的水利云，为智慧水

利提供云端按需扩展和安全可信的大规模联机计算服务。

一、方案编制要求



◼ 农村水利水电。在农水水电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农村供

水工程名录台账，制作专题图，开展水源地可供水量动态

预测以及工程运维管理安全预警。依托灌区现代化改造项

目，改造完善灌区监测计量、重点泵站远程控制等设施，

扩展完善用水管理、水量调度、水费计收、灌区工程巡检

等功能。汇集小水电站运行、安全度汛预案、生态流量监

测等信息，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生态流量监管等功能。

◼ 节水管理与服务。在国家水资源监控项目的基础上，整

合节水相关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搭建区域与行业节水潜

力评估、用水效率评价等模型，构建节水管理与服务平台

，强化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信息化管理。

一、方案编制要求



◼ 目标要求。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

升能力”要求，探索数字灌区建设标准和实施路径，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逐步推进灌区管理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

◼申报条件。管理机构及人员健全，具备灌区信息化基础

，地方积极性高，灌区供用水管理基础好。工程设施完好

，已申领取水许可,制定灌区用水管理制度,已开展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

◼ 计划安排。每个省份申报的大型灌区不超过 1 处，中

型灌区不超过 2 处。条件不成熟的可以不报或者少报。

一、方案编制要求

3、数字孪生灌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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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编制要求



◼ 技术依据。《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

见》《智慧水利建设顶层设计》《“十四五”智慧水

利建设规划》

◼建设定位。以物理灌区为单元、时空数据为底座、

数学模型为核心、水利知识为驱动,对物理灌区全要素

和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数字映射、智能模拟、前瞻预

演,与物理灌区同步仿真运行、虚实交互、迭代优化，

实现对物理灌区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调度的

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

性。

一、方案编制要求



一、方案编制要求



◼ 试点计划。用2一3年左右时间开展先行先试，建成

较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和业务应用平台，以及

安全可靠的网络安全和运行维护体系，典型区域内开

展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水旱灾害防御等关键业

务的智能化应用。在促进业务协同、创新工作模式、

提升服务效能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形成一批可推广、

可复制的应用成果，以点带面,示范引领。

◼试点原则。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整合共享、先进

实用，整体防护、安全可靠，边试边用、总结推广。

一、方案编制要求



4.1 总体框架。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

、数字孪生平台、业务应用平台、网络安全体系、运行

维护体系等。

◼ 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立体感知体系、自动控制系统、支撑保障

体系。

◼ 数字孪生平台包括数据底板、模型库、知识库等。

◼ 业务应用平台包括主要业务模块。

◼ 网络安全体系包括组织管理、安全技术、安全运营、监督检查、数

据安全等。

◼ 运行维护体系包括管理制度、运维保障、标准规范等。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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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编制要求



4.2 灌区信息化建设现状

简述灌区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工程设施、工程运行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重点介绍灌区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4.3 数字孪生灌区建设的必要性

  对数字孪生灌区建设需求进行分析，论述数字孪生灌区建设的必要性。

 4.4 目标任务

  简述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结合各灌区现代化改造总目标，制定数字

李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的目标与任务，说明编制依据和实施范围。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4.5 技术框架

4.5.1 立体感知体系方案。包括水情、工情、农情、气象监测等，详细论述各类感知要素

采取的技术方案。

4.5.2 自动控制系统建设方案，包括取水与输配水自动控制系统、田间自动灌溉控制系统

等，详细论述各类工程采取的自动控制技术方案。

4.5.3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方案。包括应用支撑平台、通信网络、计算存储、调度中心等，

详细论述各类保障体系采取的技术方案。

4.5.4 数字挛生平台建设方案，包括数据底板、模型库、知识库等。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数据分级

按照数据精度和适用范围分为L1、L2、L3三级。

L1级是进行数字孪生流域大尺度建模，主要包括全国范

围的DOM和DEM/DSM等数据。

L2级是进行数字孪生流域重点区域精细建模，主要包括

重点区域的DOM、DEM/DSM、倾斜摄影模型、激光点云模型、

水下地形等数据。

L3级是进行数字孪生流域重要实体场景建模，主要包括

重要水利工程相关范围的高分辨率DOM、高精度DEM、倾斜摄

影模型、激光点云模型、水下地形、BIM等数据。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不同适用范围的分级DOM数据空间分辨率要求

级别 适用范围 空间分辨率 

L1级 全国范围 优于2 米 

L2级 

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重要河段、重要
湖泊、国家蓄滞洪区、水土保持重点

区 
优于1 米

流域防洪等重要业务重点关注区 优于0.2 米

L3级 
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优于1 米 

工程水工建（构）筑物 优于0.1 米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DOM平面位置精度要求      单位：米

空间分辨率 
平面位置中误差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2 ±10 ±10 ±15 ±15

1 ±5 ±5 ±7.5 ±7.5

0.2 ±1.2 ±1.2 ±1.6 ±1.6

0.1 ±0.6 ±0.6 ±0.8 ±0.8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DOM数据分幅对照表

级别 适用范围 分幅方式 

L1级 全国范围 1:50000分幅 

L2级 
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重要河段、重要湖泊、国家
蓄滞洪区、水土保持重点区 

1:10000分幅 

流域防洪等重要业务重点关注区 1:2000分幅 

L3级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 1:10000分幅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工程水工建（构）筑物区域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DEM/DSM数据格网尺寸要求

级别 适用范围 格网尺寸

L1级 全国范围 优于30米

L2级 
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重要河段、水土保持重点区 优于15米

重要湖泊、国家蓄滞洪区 优于5米 

L3级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保护范围、下游影响区范围 优于5米 

工程水工建（构）筑物区域 优于2米 

需与水下地形融合的工程水工建（构）筑物区域 优于0.5米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DEM/DSM高程精度要求            单位：米

格网尺寸 
格网点高程中误差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30 以收集数据精度为准 

15 ±2.0 ±3.5 ±5.5 ±9.5 

5 ±0.7 ±1.7 ±3.3 ±6.7 

2 ±0.50 ±0.70 ±1.50 ±2.00 

0.5 ±0.25 ±0.50 ±0.70 ±1.00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倾斜摄影模型空间分辨率要求

分级 适用范围 空间分辨率 

L2级 流域防洪等重要业务重点关注区 
优于0.08米

L3级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坝址及重点水工建（构）筑物区域 优于0.03米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倾斜摄影模型精度要求

空间分辨率 

平面位置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 

平地、丘陵 山地 平地 丘陵 山地 

优于0.08 ±0.6 ±0.8 ±0.25 ±0.7 ±1.0 

优于0.03 ±0.3 ±0.4 ±0.25 ±0.5 ±0.7 

注：高山地一般不进行倾斜摄影模型生产，确因需要时可适当降低精度，高
程中误差可参照山地的1.5倍执行。



4.5 技术框架

4.5.5 业务应用平台建设，包括供需水感知与预报、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水旱

灾害防御、工程管理、量水与水费计收、水公共服务以及灌区一张图等主要业务。

4.5.6 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包括组织管理、安全技术、安全运营、监督检查、数据安

全等。

4.6 运行维护管理

包括运行管理制度、平台运行维护、设备设施维护等。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4.7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简述投资估算编制的依据和原则、总投资计划和分年度投资计划、资金筹措方案等。

    总体看，由于基础条件差异，综合亩均投资在50—200元/亩之间较为合理。

部分方案中孪生平台、业务应用的工程量偏大，建设投资过高，并且没有明确资金筹措来源，尤其是对于

中央资金之外的部分缺少具体来源，建议优化建设内容，明确资金筹措方案。

➢ 进一步细化各分部建设内容。例如明确分期时间；细化数字孪生平台等软件开发主要内容、工程量；建

议加强工程经济方面的论证与评价；细化智能识别模型，细化模型库建设等。

➢ 对于不在“十四五”实施项目中的大型灌区、不在2023-2025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中的中

型灌区，必须落实资金来源，优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一、方案编制要求

4、方案编制要求



⚫ 基于物理灌区对智能化基础设施的整体情况，结合图表进行有效的展示，现状

达到什么的水平，本次试点重点推进的内容，试点任务结束后提升到什么水平。

⚫ 业务应用对标准化灌区管理功能的覆盖度，组织管理、工程管理、供用水与节

水管理、安全管理、经济管理。一是对全灌区要素的覆盖度，二是主要功能的覆

盖度。

⚫ 数字孪生的重点内容，在整个灌区运行管理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发挥决策支持

的作用。

二、总体技术要求

◆  方案要清晰展示灌区数字孪生建设的整体思路与进展



⚫  不同类灌区（新建大型灌区2个、“十四五”现代化改造的大型灌区21处、

2021—2022年已实施项目中型灌区7个、2023—2025年实施项目中型灌区15个、

“十四五”无项目中型灌区3个）要结合本灌区正在开展的项目，合理设置阶段

目标和试点任务。

⚫ 参考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信息化的阶段划分、大型灌区关于

改造标准的设置。

二、总体技术要求

◆  试点任务的确定与阶段目标的设置应可达、可行



二、总体技术要求

◆  试点任务的确定与阶段目标的设置应可达、可行

一、建设管理指标，宜包括以下内容或指标

1. 斗口及以上的量水设施应配尽配率（现状、目标)。

2. 骨干渠系的在线计量率（现状、目标)。

3. 渠系水利用系数（现状、目标)。

4. 灌溉供水保证率（现状、目标)。

5. 骨干梁系建筑物上闸门泵站的自动控制率(现状、目标)。

6. 骨干渠系重点工程的视频监控应配尽配率(现状、目标)。

7. 万亩管理人员数量（现状、目标).

8. 灌区“四预”功能覆盖率，按覆盖灌溉面积占灌区设计灌溉

面积比值计算（目标)。



⚫ 感知体系的设计必须基于物理灌区的实际。灌排渠系和配套关键建筑物的属

性与动态信息，面积和水量是用水管理的核心信息，水价、奖补、收费等经济

信息，监控、评价、考核等政务信息，系统各类用户的属性与动态信息。

⚫ 感知体系是数字化，清单要与业务应用、孪生平台相呼应。

⚫ 数据底板，为模型库和知识库提供算据，包括基础数据、监测数据、业务管

理数据、地理空间数据和外部共享数据，要结合灌区实际，重点围绕灌区一张

图（外边界、工程、内边界）、工程属性（台账、基础属性信息、巡查维护、

动态信息）、管理（用水计划、供水过程、供水调配、节水考核）。

二、总体技术要求

◆  感知体系构建与数据底板的基本要求



二、总体技术要求

◆  感知体系构建与数据底板的基本要求

3.数字孪生工程数据底板建设要求

——加强静态、动态各类数据资源的整理、清洗。参见

信息系统调度数据。

——灌区全域地图宜采取Ll等级数据底板；骨干梁系宜

采用L2等级数据底板；渠首或关键节点的重大水利工程，

宜采用L3等级数据底板。

——灌区全域的一张图，包括灌区范围、梁系分布、主

要建筑物、作物类型分布，以及关键节点的水位、流量、

工况等动态信息。



二、总体技术要求

◆  感知体系构建与数据底板的基本要求

——感知体系应覆盖骨干渠系及交接断面的水位、流量，重要

工程与险工险段工情（变形、位移、渗漏、应力、应变等)，农

情（作物种植结构、墒情）等。

——控制体系应包括闸门、泵站的自动控制。



二、总体技术要求

◆  业务应用的基本功能

⚫ 业务应用主要包括包括供需水感知与预报、水资源配置与供用水调度、水旱

灾害防御、工程管理、量水与水费计收、水公共服务以及灌区一张图等主要业

务。 

⚫ 业务应用必须基于灌区的实际需求，基本要求和设计原则是实现现有主要日

常管理工作信息化，比如工程巡查与维护、水量计量与调度、水费计收、用水

计划与考核等。

⚫ 灌区个性化应用，具有本灌区特色的应用应作为重点突破。



二、总体技术要求

◆ 业务应用的基本功能



⚫ 紧扣“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 ，考虑孪生场景的设计。

⚫ 孪生场景设计，必须体现“数字赋能”，找到发力点，实现提升效能的目标。

⚫ 模型库包括水利专题模型、智能识别模型、可视化模型。

⚫ 知识库包括多年运行管理经验凝练成的专家经验和业务规则。

二、总体技术要求

◆  实现智慧化决策的孪生场景



二、总体技术要求

◆  实现智慧化决策的孪生场景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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