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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屯河流域面积7964平方公里，集水面积1934

平方公里，全长260公里，年径流量3.56亿立方米。

三屯河灌区控制灌溉面积110万亩，有中型水库

两座、中型水闸两座、配水站四个、干渠50.6公里、

支渠135.5公里，山区雨量站13个，闸门远程控制

56孔，水情监测97处，视频监控243处，土壤墒情

监测30处，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引、调、蓄、节供水

工程体系。

灌区信息化建设结合灌区节水现代化改造，坚

持应用至上，同步开展数字孪生先行先试，形成了

以灌区一张图为基础，各类业务应用系统为核心，

现代化灌区为方向的发展模式。

一、灌区基本情况



按照水利部智慧水利的总体要求，截止到目前，建成了包含信息采集、量水测水、配水调度、防汛预警、工程管

理、灌溉管理、水费管理等功能模块的“智慧灌区e平台”，重点解决了量水测水、配水调度、防汛预警及水费管

理工作中的问题。





三屯河灌区信息化建设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以灌区业务

应用为导向，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在已建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开展业务系统的扩展，

补充自动控制站点，完善通信网络，建立安全可靠的保障体系，强化配水调度管理，构建具有“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化灌区。

二、



（一）提升供水调度、工程管理数字化水平。

三屯河灌区水资源调配周期为日调配，在输配水过程中，配水站工作人员无法准确判断上游调闸后水量

何时到达，尤其在汛期、突发降雨时可能出现水量突变，无法实现精准调度及决策，需要由经验决策向科学

决策转变，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二、



碾盘庄雨量站

危害三屯河灌区的洪水有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屯河水库上游山区，一部分在西干渠首上游的洪沟。

在建设山区雨情自动监测站之前，灌区的防洪工作处于被动状态，要么洪水到来采取抗洪措施，要么提

前提闸放水等待洪水。通过加密雨情监测站、建立洪水预报模型，实现对洪水的短期预报分析，提升了

洪水预测、预警、防范能力。

（二）提升防汛抗旱防范能力

二、



（三）提升工程运行安全监控能力

在已建视频监控的基础上补充各节制分水闸的视频监控，将其接入超脑设备，实现工程安全

运行智能分析功能，提升工程安全监控和风险防范能力。

二、

按照二级等保要求进行网络体系建设，为业务系统提供立体、纵深的安全保障防御体系，提

升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能力。

（四）提升灌区网络安全能力





       2022年底三屯河灌区入选水利部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建设，目前进展顺利，具体如下。

三、数字孪生灌区建设进展

• 已经完成水情监测9处、农情监测30处、渠首水闸安全监测2处、雨情监测6处。

1、立体感知体系建设

• 建设了闸门远程控制7处25孔、一体化闸门1处9孔、视频监控40处。

2、自动控制体系建设

• 完成了网络安全、计算存储、通信网络（包括自建光缆14.91公里）的建设。

3、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 完成了模型库（短期洪水预报、配水调度、水动力仿真、可视化模型）、数据底板（包括两座水库—总干渠—西干渠
的无人机倾斜摄影和三维数据制作）的建设。

4、数字孪生平台建设

• 目前完成了配水调度和防汛预警系统的建设。

5、业务应用平台建设





（一）扩展业务应用，强化管理手段

围绕“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致力于建立智慧灌区管理体系，并取得

了量水有技术、灌溉有进度、水费有依据、工程有台帐、管理有标准、巡检有记录、来水能预报、洪旱能预警、调度能

科学、巡查能高效的“六有、四能”信息化建设成果，初步构建了具有“四预”功能的数字化灌区。

四、取得成效



通过水动力仿真模型，对三屯河灌区两库—总干渠—西干渠的输配水过程进行动态仿真模拟，

实现了配水站工作人员实时掌握水头位置的需求。利用配水调度模型，制定两库联调调度预案、

渠道闸群调度预案，结合水动力仿真模型预演生成最优调度方案，形成调度指令。结合短期洪水

预报模型，分析三屯河水库上游产汇流过程并进行调洪演算，输出上游集水区来洪过程、洪峰流

量和出现时间，推算出水库防洪能力，以此作为水库防汛预警调度的数据依据。

（二）运用专业模型，保障供水安全

四、取得成效



四、取得成效

用水户统计

阶梯水价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用水户版）

通过优化配水调度，结合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要求，三屯河灌区将4072个农户的基础台账信息纳入到系统

中统一管理，实现了配水到户、计量到户、按方收费、收费到户。并通过水费杠杆作用，提高用水户节水意识，

综合灌溉定额从每亩425方下降到每亩365方。

通过软件平台自动核算水费并生成水帐公布表，向用水户公布实际用水计量和计费依据，促进灌区“水价、

水量、水费”三公开，让农民用了明白水、缴了明白费。

（三）精准化管理，全方位服务农业



 水库上游、水库库区、渠首、山区雨量站巡检采用复合翼巡检无人机、便携式无人机及人

工巡检相结合，降低了工程巡检成本，提高了工程巡检的频率和及时性，能够随时发现河道

“四乱”现象，发现库区、山区河道、水利工程出现的险情，做到及时处置和处理。

S S

水库、渠首巡检效率提升95%

原巡检方式：利用巡查车辆沿水库、渠首
道路巡查周边情况；用时：1天/次

现巡检方式：利用无人机巡查两库三渠首
情况；用时：1小时/次

山区雨量站巡检效率提升 80%

原巡检方式：徒步爬山；
以孔萨拉为例，用时：2小时/次

现巡检方式：便携式无人机；
以孔萨拉为例，用时：15分钟/次

CW-15D无人机

（四）工程智能巡检，提升监管能力

四、取得成效





五、下一步计划

模型库建设

完成供需水监测与预

测模型、旱情预报预

警模型的建设；完成

遥感识别模型、视频

识别模型的建设；完

成知识库的补充建设。

业务应用平台

完成供需水感知与预

报系统的建设；水旱

灾害防御系统的建设；

水公共服务系统的建

设。

智能应用场景建设

包括年度水土平衡预

案编制、水库-闸群

供水调度、梯级水库

防汛调度和旱情预报 

4 个智能应用场景。

加快“三屯河数字孪生灌区先行先试项目”建设。积极筹措先行先试项目资金，将模型库、业务

应用平台、智能应用场景等建设内容全部实施完成，运用数字孪生平台提升灌区现代化管理水平，提

高科学调配水资源的能力，并加强系统运行总结评估，提升运维水平，建设运维管理长效机制。

三屯河灌区将夯实现代化灌区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孪生灌区发展之路，持续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昌吉市水利管理站 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