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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zation for the Xinjiang Corp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alyz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several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i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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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中水利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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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新疆兵团水利工程项目分析水资源信息化的使用情况，分析了水资源管理中信息化技术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几
种水利信息化技术的，然后以新疆兵团水利的部分地区分析了水利信息技术的具体应用，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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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管理是水利工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主

要针对新疆兵团水利情况进行水资源的分析，在水资源管理

的过程中融入信息化技术，能够有效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情

况，分析出当前新疆兵团用水情况，掌握地下水资源的开

采情况，根据地下水位的变化，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意见，而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大大提升了水资源的管理效率，提升了水资源的管理 

质量 [1,2]。

2 水资源管理中水利信息化技术的作用

2.1 生态环境保护
水利信息技术可以对水源地进行实时监测，避免其受

到污染，强化其生态保护功能。此外，还可以融合遥感影像

技术，对水源地的水文环境、水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时

发现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避免生态环境受到破

坏，也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水资源 [3]。

2.2 防洪减灾

防洪减灾技术是通过信息动态预测，对实际的水文信

息以及情况，进行重要的监测，对得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 [4]。兵团已建设移交的各类水雨

情、水文水资源、墒情监测自动监测站点等 1603 座，山洪

视频图像站 539 座，合计 2142 座。其中，兵团山洪灾害防

治、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以及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等水利信

息化建设的各类监测站点 1204 座，基本覆盖了兵团山洪主

要威胁区，构建了兵团山洪灾害防治预警体系。

2.3 水环境监测

水利环境监测对于水利工程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想要提升水利环境监测的准确性，更好地储存水利数据信

息，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强化数据信息的收集速度以及分

析效果，并能够保证水利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为水利项目

水资源管理的稳定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发挥信息技

术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全面综合地分析水资源相关数

据情况，对水资源污染、利用、开采等方面加强监测，进

一步了解水资源的可能污染渠道等，便于强化水资源环境 

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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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管理中水利信息化技术

3.1 水环境治理技术
水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加强对水资

源的管理和水污染的治理，是保证生态环境能够稳定持续发

展的重要措施，信息化技术中的水环境治理技术，能够很好

地分析当前的水污染情况和种类，为解决水污染提供数据和

理论支持。

3.2 水资源配置技术
信息化技术中包括对水资源的配置管理，通过信息化

技术可以更好地测量水资源的分布情况，预测各地区对水资

源的需求情况，综合两个指标，可以实现水资源的有效调配，

优化水资源的分配结构，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避免水资

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 [5]。

3.3 水资源监测技术
可以通过传感设备对水文环境实施智能化监测，并把

监测获得的信息传输到计算机控制中心，对其进行分析处

理，为水资源管理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此外，该技术还可

以与卫星探测技术、遥感技术等融合应用，对水位线、水质、

土壤状态、大气情况等进行综合性监测。

3.4 预测技术
可以对水文条件、水资源状态进行全面监测，并对其

未来发展态势进行科学预测，以便为水资源的优化管理、合

理配置调度提供依据，强化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

有效提升自然灾害的防治能力，还可以与气象灾害技术、雷

达探测技术等进行联合应用，强化其对水资源管理的预测预

报效果 [6]。

4 案例分析

论文以新疆兵团水利工程项目为例，分析水资源监测

技术的具体应用情况。

4.1 一师监测水位分析
一师内有监测数据的潜水水位监测站 3 个，分布在一

师 6 团、10 团和 12 团，承压水水位监测站 2 个，分布在一

师 5 团和阿拉尔市（见图 1）。

图 1 第一师地下水埋深年均下降速率分布图

4.1.1 潜水水位监测站分析
潜水水位历史最大年变幅为 3.76m，为六团监测井

2019 年。历史水位变幅为 -0.235~-0.135m，根据三个监测点

单站水位分析曲线（见图 2），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六团监测站（6 团）监测潜水水位，地下水年平均年

变幅为 -0.235m/a，呈缓慢下降趋势，6 团未超采；

②阿拉尔 1 监测站（10 团）监测潜水水位，地下水平

均年变幅为 -0.135m/a，呈缓慢下降趋势，10 团未超采；

③阿拉尔 2 监测站（12 团）监测潜水水位，地下水平

均年变幅为 -0.135m/a，呈缓慢下降趋势，12 团未超采。

图 2 第一师潜水地下水埋深分析曲线

4.1.2 承压水监测站分析
承压水历史最大年变幅为 10.02m，为阿拉尔监测井

2020 年。历史水位变幅为 -0.215~0.155m，根据两个监测站

单站水位分析曲线（见图 3），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五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平均年变幅

为 -0.215m/a，呈缓慢上升趋势，六团未超采；

②阿拉尔（阿拉尔市）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

年平均年变幅为 0.155m/a，呈缓慢上升趋势，阿拉尔市未

超采。

图 3 第一师承压水地下水埋深分析曲线

一师共有地下水监测站 5 个，其中水位呈缓慢上升的

有 1 个，水位呈缓慢下降的有 4 个。通过对比分析，一师地

下水变化整体较为合理，仍有团场水位缓慢下降趋势。建议

加强对水位有下降趋势的团场的监控监管。

4.2 第二师监测水位分析

第二师内有监测数据的潜水水位监测站 2 个，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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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 33 团、34 团，承压水水位监测站 5 个，分布在二师 21 团、

24 团、29 团、36 团和 38 团（见图 4）。

图 4 第二师地下水埋深年均下降速率分布图

4.2.1 潜水水位监测站分析
潜水水位历史最大年变幅监测站塔里木 2 监测井 2018

年为 1.35m。历史水位变幅为 -0.115 ～ 0.03m，根据两个监

测站单站水位分析曲线（见图 5），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塔里木 1（33 团）监测潜水水位，地下水年平均年

变幅为 0.03m/a，呈缓慢上升趋势，33 团未超采；

②塔里木 2（34 团）监测潜水水位，地下水平均年变

幅为 -0.115m/a，呈缓慢下降趋势，34 团未超采。

图 5 第二师潜水地下水埋深分析曲线

4.2.2 承压水监测站分析

承压水历史最大年变幅为 11.72m，为焉耆 2 监测井

2020 年。历史水位变幅为 -0.79 ～ 0.28m，根据 5 个监测站

单站水位分析曲线（见图 6），可得出以下结论：

①焉耆 1（21 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平

均年变幅为 0.28m/a，呈缓慢上升趋势，21 团未超采；

②焉耆 2（24 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平

均年变幅为 -0.79m/a，呈下降趋势，24 团属一般超采区；

③库尔勒 1（29 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

平均年变幅为 0.25m/a，呈缓慢上升趋势，29 团未超采；

④米且 1（36 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平

均年变幅为 -0.21m/a，呈缓慢下降趋势，36 团未超采；

⑤米且 2（38 团）地下水开采为承压水，地下水年平

均年变幅为 -0.03m/a，呈缓慢下降趋势，38 团未超采。

图 6 第二师承压水地下水埋深分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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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共有地下水监测站 7 个，其中水位呈缓慢上升的

有 3 个，水位呈缓慢下降的有 3 个，水位下降较快的有 1 个。

通过对比分析，二师地下水变化整体较为合理，24 团场年

均水位下降较快。建议加强对水位有下降趋势的团场的监控

监管，针对 24 团情况，需二师重点加强对 24 团地下水开采

量的监控。

5 结语

综上，信息化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可通过信息化技术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预测水资源的使用

情况，可了解水资源的开采利用情况，利用信息化技术，可

了解地下水位，针对地下水水位＜ 3m，且多年呈上升趋势

的地区，需加强地下水监控，防止地下水水位上升过度，造

成土地盐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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