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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背景情况

水库是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灾害的重要工程措施之一，对防洪、供水、

生态、发电、航运等至关重要。我国现有水库 9.8 万多座，其中大中型水库 4700

多座、小型水库 9.4 万座，80%以上修建于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近年来，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 1553 亿元，对 2800 多座大中型水库和 6.9

万座小型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工程安全状况不断改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水库安全运行的风险依然比较突出。一是尚有 3.1 万多座水库没有在规定期

限开展安全鉴定。二是部分水库受超标准洪水、强烈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导致

工程不同程度损毁。三是受财力所限，已经开展的部分水库除险加固标准较低。

四是部分水库管护力量薄弱，日常维修养护不到位，积病成险。

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库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十四五”期间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要消除存量隐患，实现常态化管理。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部署，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2021 年 3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

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 号），《通知》

从“十四五”期间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的总体要求、工作措施和各方责任三个

方面，明确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提出了分类

完善支持政策、加快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加强水库运行管护、提升信息化管理能

力、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监督指导责任、健全责任追究机制等 7条具体

措施。

在“十四五”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任务中，要求：2025 年前，完成

新出现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配套完善重点小型水库水雨情和安全监测设施，实

现水库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常态化。

1.2 目的及任务

通过对水库大坝主要技术数据的实时监测监控，巡查员数据的实时查询，监

测数据的智能分析等。实时了解该坝体安全状态并做出预测预警，为科学决策提

供依据。监测目的主要任务包括：

（1）采用实时监测技术，监测水库大坝的库区内水雨情、图像视频、渗压、

渗流、位移变形等变化情况，采用视频监控重要位置的变化；

（2）采用水利监测数据管理系统，用以对监测数据进行接收、管理、曲线

成图、报警等；



（3）该监测数据管理系统满足省、市、县三级水库管理中心的数据共享。

1.3 监测的必要性

1.3.1 管理的必要性

（1）水库大坝自动化安全监测设备和监测数据随着监测范围的扩大而越来

越庞大。

（2）使用传统的办公形式进行管理，工作量特别大，需要使用现代化的数

据库管理工具，能够自动地查询数据，便于管理。

1.3.2 技术的必要性

（1）需要提高监测的实时性。在过去，通讯和供电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

使用人工监测，监测周期从一周到二周不等，时间跨度偏长。而现在自动化监测

等手段齐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将检测周期提高到 2小时一组结果。

（2）需要降低成本。人工监测费时费力，每年将会投入大量的人工进行测

量，数据分析等工作。水利监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宜建立自动化的监测系统，

每年进行少量的维护工作，既能获取到数据，又能降低总体成本。

（3）需要加强恶劣天气下的监测，提高数据的有效性。一般情况下危险多

发生于恶劣天气下，如大雨、暴雪等。而在危险的情况下，人工监测往往获取不

到有效数据。自动化监测不受天气因素影响，能够充分获取有效信息。

1.3.3 业务的必要性

巡视员定期进行人工巡视，迅速了解现场详细情况，发现隐患，及时向总调

度室汇报，同时也接受总调度室针对异常情况而发出的巡视指令，立即检查异常

部位，并汇报情况。巡视员在线报告巡检情况，现场核实监控系统的监测指标；

巡视员巡查轨迹实时跟踪、记录。

值班人员，能够实时查看各个监测点的实时数据，及时了解水库大坝的运动

情况。作为数据接收和处理中心，通过配套的各种专用软件系统，随时监测水利

危险源动态，对相关危险源做动态安全评估，在突发情况下，通过警灯、警号、

计算机模拟语音、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向上级发送发现的危险源险情。

2 项目建设

2.1 建设原则

（1）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水库雨水情和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建设涉及水文测验、水文报汛、大坝安全、

视频监控、通信、计算机网络等多个领域，并且信息采集、通信、计算机及网络

等技术和应用水平发展很快，为便于系统的扩展、升级和优化，系统设计坚持以

国家相关的标准和水利部相关行业标准与规范为基础，统一规划，构建符合国家

和行业规范的互联互通的自动测报信息系统，它是系统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2）先进实用、高效可靠

监测站是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信息采集的重要节点、信息源，然而监测

站的水情信息采集、报汛通信环境条件恶劣。因此所采用的技术、设备在注重技

术先进性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实用、高效、可靠、低功耗、维护方便、

经济合理，并符合国家标准以及适合本系统工作特性的优质产品；

（3）资源共享、体系开放

各类信息源和信息传输都遵循现行国家或行业的标准规范、以及系统建设中

制定的标准或规定，尽量使资源共享，供各相关部门使用，保证系统具有共享性；

按开放式系统的要求选择设备和设计网络，采用符合国际国内行业标准的设备，

应用层协议，并为今后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扩充留有接口，保证系统具有高度开放

(灵活)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系统。

2.2 编制依据

本方案编制还依据了以下规程规范。

《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水安监[2010]200号）

《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监督检查办法（试行）》（2019年）

《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履职手册（试行）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重点

环节"工作指南（试行）》（2020年）

《智慧水利总体方案》（2019年）

《水利部关于开展智慧水利先行先试工作的通知》（水信息[2020146号）

《大坝安全自动监测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SL.268—2016）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551—2012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601—2013

《水利信息系统项目建议书编制规定》SL/Z346—2006

《水利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定（试行）》SL/Z331—2005

《水利信息网命名及 IP地址分配规定》SL.307—2004



《实时雨水情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标准》SL323—2011

《基础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标准》SL324—2005

《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建设技术导则》SL/349—2015

《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标准》SL380—2007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20269）

《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22080）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2001

《信息技术开放系统互连网络层安全协议》GB/T17963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GA216.1—1999

《入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GAT368—2001

《入侵报警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2004

《入侵报警子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GA/T670—2006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0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水利信息网命名及 IP地址分配规定》SL307—2004

《水利信息公用数据元》SL475—2010

《水利信息核心元数据》SL473—2010

《水文数据 GIS分类编码标准》SL385—2007

《水利工程基础信息代码编制规定》SL213—98

《基础水文数据库表结构与标识符标准》S1324—2005

《水利信息化常用术语》SLZ376—2007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GB/T5866

2.3 建设内容

雨水情及大坝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按照功能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雨

水情测报站、视频监测站、大坝安全监测站、数据传输、动态监管云平台、数据

共享推送等。

（1）雨水情测报站建设



人工水尺、翻斗式雨量计、水位计、供电系统组成雨水情测报站。

（2）视频监测站建设

采用视频（球机和枪机）对大坝、溢洪道（闸门）、输水洞出口等设施环境

进行监控，配置大功率的无线预警广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对非法入侵（水边戏

水、钓鱼、游泳等）进行联动喇叭语音告警。

（3）大坝安全监测站建设

埋设安装变形标点、测压管（渗压计）、量水堰、采集单元等仪器设备，对

大坝变形、渗流渗压、渗流量等进行监测。

（4）数据传输

通过智慧感知融合预警终端根据现场网络条件 4G＼5G或有线光纤、北斗卫

星），对雨水情数据、实时视频流或图像、大坝监测数据等信息实时传输，发现

异常可通过短信等方式进行告警。

（5）动态监管云平台

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数据库中间件、数据挖掘、安全监控模型

等众多的先进技术和算法，通过自动化数据数据采集、实时在线监测、实时分析

及安全预警，建立以地理信息、水库特性、水雨情、安全监测、巡查巡检、视频

监控、应急处置、系统管理等内容的小型水库大坝安全动态监管云平台。

（6）数据共享推送

监测预警平台信息共享应当与水库运行管理、大坝安全监测监督平台、防汛

抗旱指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水利建设管理、水利一张图等水利业务应用系统

实现实时数据衔接。

3 实施方案

3.1 总体架构

雨水情和安全监测预警系统总体架构分为 5层：

（1）信息采集层：水库现地建设的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主要由信

息采集设备、各类传感器、供电设备及通信设备组成。小型水库现地采集内容包

括水位、雨量、图像／视频、渗流量、渗压、大坝变形等。

（2）数据传输层：数据传输可使用 4G无线网络，如果水库未覆盖以上网

络，则使用北斗卫星、超短波、光纤等通信方式进行数据通信。



（3）数据资源层：包括安全监测预警平台数据库、资源汇聚和共享服务。

（4）应用系统层：小型水库大坝安全动态监管云平台满足小型水库雨水情

测报和安全监测需求，对小型水库进行监管。对于各级已建应用平台，如防汛指

挥系统、山洪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等，可与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系统

进行整合。

（5）用户层：包括部、省市（州）、县（市、区）水利部门相关人员，水库

管理相关人员。

雨水情和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网络架构见图

3.2 雨水情测报系统

雨水情测报设施包括库水位和降雨量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库水位和降雨量信

息。同时，为了校验库水位，每座水库配套完善一套观测水位尺，并做高程引测。



雨水情测报系统

拨打：010-63205221
        4008-762-395

查看全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