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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区   简   介一



大禹渡灌区位于山西省运城

市芮城县境内，是以农业灌溉

为主的引黄灌区，设计灌溉面

积54.62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

70%。工程1970年建设，1974年

首期工程竣工上水。

大禹渡灌区概况



大禹渡灌区概况

大 禹 渡 水 源 站 全 貌



建   设  目   标二



总扬程346米

 单级扬高193米

大禹渡灌区属黄河流域典型的高扬程、高泥沙、高耗电的提灌灌区

灌区内共分部6级14座泵站，总装机66台，总

装机容量6.62万kW，其中枢纽二级泵站装机

台数12台，装机容量4.8万kW。



3 2

1

高扬程

高泥沙 高耗电

    “三高”的特性，促使我们去探索数字孪生工具，运用“四预”手段，
来实现“泵站节能降耗”、“灌区输配水优化节水”、“灌溉管理减员增
效”的目的。

灌区单方水泥沙含量历

史最高达146kg
泵站提水单方水耗电量

在1度 /立方米

总地形扬程346米，其中枢纽
二级泵站单级扬高193米

高扬程、高泥沙、高耗电的提灌灌区



三 工   作   成   效



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完善提高原有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基础

上，按照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大纲要求，重点完成以下工作内容：



立体感知和自动化系统建设1

       完成部分泵站机组，干渠节制闸及分水闸自动化控制改造及全灌区计费闸口标准

化改造和在线计量监测，为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夯实立体感知体系、自动控制体系。



磁浮子水位流量计

统一标准钢板式巴歇尔量水槽

其中，大禹渡灌区共计244处计量口，计划逐步安装标准制式巴歇尔量水槽，实现全灌区计量口

“同一水量、同一水尺”的一个计量标准，配水计量达到“公平、公正”，俗称“一杆秤”工程。截

至目前，完成改造标准制式巴歇尔槽204处，改造完成率为83.6%。

同一水量
同一水尺

公开、透明
杜绝
“人情水”
“马虎水”
“含糊水”

斗渠计量标准化

立体感知和自动化系统建设1



 灌区
输配水优
化节水

立体感知和自动化系统建设1

斗渠计量标准化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2

       扩充原有

光纤网络，搭

建云平台，为

数字孪生灌区

建设夯实支撑

保障体系和业

务应用平台基

础。



无人机航拍优于10cm灌区GIS一张图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认真开展数据底板工作。绘制完成灌区GIS一张图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要求

泵站节能
降耗

灌区管理
减员增效

  灌区
输配水优
化节水

“人为型”

“经验型

数字化

精细化

模型化



《适于大禹渡多

梯级扬水泵站的

全渠系灌溉调度

模型研究》

《适于大禹渡多梯级扬水泵站的全渠系灌溉调度模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 目标效益

（1）渠系输配水过
程模拟模型的原型
研究
（2）渠首供水反演
模型的原型研究
（3）梯级泵站群及
闸群联调联控模型
的原型研究

（1）优化泵站机组
运行，达到泵站节
能降耗（2）动态预
演灌区输水方案，
优化节水方案（3）
结合泵站及灌区孪
生方案，减少降低
输配水缓解的人员
干预

水利专业模型

 大禹渡数字孪生灌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实现灌区用水管
理由人工经验向孪生数据决策、模型辅助决策的转变，为数字
孪生灌区建设夯实模型基础。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大禹渡灌区“六个一”建设上水总调

泵站节能降耗孪生场景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根据灌区每日需水预报，通过“泵站节能降耗”模型对泵组实时运行动态预判，结合渠道输水能力，生成未来泵

站不同机组运行优化组合预案，最大程度的降低泵站的高耗电成本及高泥沙对机组的磨损，达到节能降耗5%以上



大禹渡灌区“六个一”建设上水总调

灌区输配水优化节水数字孪生场景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根据泵站的来水预报（提水预案）通过“干支渠输配优化节水”模型对干支渠未来输水及节制闸控水能力分析，及

时生成干支渠各处警戒水位预判警示及干渠各节制闸处科学合理的控水预案，达到灌区输配水优化节水5%左右。



大禹渡灌区“六个一”建设上水总调

灌区管理减员增效孪生场景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根据干支渠输水预案通过“灌溉配水优化”模型结合灌区已安装的测控一体化分水闸，使灌溉用水管理自动分配、

自我管理，实现减员增效的目的，生产一线人员比原来减少15%。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3

  大禹渡数字孪生灌区建设的最终目标：

实现灌区用水管理由人工经验向孪生数据决策、

模型辅助决策的转变，为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搭建

模型基础。



重点围绕灌区业务：泵站提水、灌区用水、水量调配、水费计收、工程安全管理等多项业务

内容进行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重点打造“六个一”工程，即：“灌溉运营一片云”“工程管

理一张图”“综合应用一平台”“数字资产一本账”“水情教育一场景”“党建引领一面旗”。

灌区业务”六个一“建设4



灌溉运营

灌溉运营一片云4



工程巡检

工程管理一张图4



在线业务学习考核平台

综合应用一平台4



数字资产管理

数字资产一本帐4



水情教育

水情教育一场景



党建引领一面旗

党建引领



下   一   步   工   作四



下一步，大禹渡灌区将继续补充完善数字孪生立体感知（如墒雨情、水质、渠道形变位移等）建

设，重点建设提高灌区计费计量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全灌区自动化控制能力的提高；做好数字底

板与立体感知、自动控制体系的衔接，深挖和治理数字底板中各类数据，做好孪生数据支持；搭建灌

区生产知识和管理经验平台，打通数据互联共享；继续与科研院校及高科技企业开展深入合作，牢牢

抓紧数字孪生这个工具，利用“四预”手段，将“泵站节能降耗”、“灌区输配水优化节水”、“管

理减员增效” 三个数字孪生场景继续在灌区落实、落地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