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发力  多点突破

大力推进数字孪生建设

                            湖南省水利厅



韶山灌区

官庄灌区双牌水库灌区青山水轮泵灌区

澧阳平原灌区酒埠江灌区

      我省是水利大省，也是灌区大省。全省大中型灌区659处，其中大型23处、

中型636处，总耕地灌溉面积达2773万亩。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以澧阳平原、欧阳海 2 个大型灌区和长沙县为省级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创新灌区投融资方式，两手发力筹集资金，示范带动全省灌区良性运行。

“十四五”期间，支持110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着力提升灌区硬件设施

水平。以数字孪生和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进工程权属精准化、灌区运行智能化、灌区管理

标准化、管护模式多元化，不断提高灌区建设管理能力。

厅党组书记、厅长罗毅君调度信息化建设



坚持标准引领



坚持标准引领

需求牵引 应用至上

数字赋能 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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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出台全省《灌区信息化建设与运行技术指南》

       统一灌区信息互联互通和运行管护技术标准，规范
数据库表结构，确保省市县三级信息共享。

制定共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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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个性方案

      在北京组织召开湖南省数字孪生灌区
先行先试专家咨询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康
绍忠任专家组长，全程深入指导。



坚持夯基固本



坚持夯基固本

全面完成全省659处大中型灌区内外边
界及水利工程上图入库

完成12万处骨干山塘上图

共享全省国土“三调”数据，准确掌握
灌区范围内水土资源分布

完善工程数据底板



坚持夯基固本

理清全省7201座水库与灌区的对应关系

完善水源数据底板

关联

关联测站
灌区 打好基础 灌区用水调度“四预”

水库



坚持夯基固本

开展灌区服务粮食生产能力提
升科研课题研究

精细掌握到县、到灌区早、中、
晚稻种植面积与需水规律

完善需水数据底板



坚持应用为王



坚持应用为王

总体设计 分步实施

研发省级灌区业务监管系统，对接市、县、灌区应用平台，
搭建灌区信息化顶层框架，满足全省各级水利用户应用需求。



坚持应用为王

      开放系统数据互联接口，接入其他
与灌区相关的取用水监测站点1522处、
视频监控80余处。

      在建工程

聚焦工程监管



坚持应用为王

聚焦工程监管

“三图一单”

销号单 整改前
图片

整改中
图片

整改后
图片

 已建工程



坚持应用为王

      协调铁塔公司连续三年每年统筹建
设200处视频站点，用于灌区建筑物险
情监控，实现险情在线监管。

      已建工程

聚焦工程监管



坚持应用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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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应用为王

欧阳海灌区防洪调度

防汛方面



坚持应用为王

防汛方面

   今年“端午水”期
间，在预演结果支撑
下，欧阳海灌区最大
限度腾空库容，实现
增发电量600万度。

欧阳海灌区洪水演进



坚持应用为王

      益阳志溪河灌区实现渠道水位预警-闸门响应一体化融合应用，及时化解了
今年6月上旬暴雨给渠道泄水防洪带来的风险挑战。

防汛方面



坚持应用为王

       犬木塘水库及灌区工程项
目借力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工
程勘测、设计、施工全生命周
期仿真应用，目前该项目BIM
建设管理平台和三维可视化展
示平台已上线运行，大幅提升
工程建设管理效率。

聚焦数字赋能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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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数据底板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

进一步完善灌区信息系统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