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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导则依据甘肃省水利工程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计划，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SL I-2014

《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规定起草。

本导则由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提出、归口并解释。

本导则共 14章，主要内容有：

——总则；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基础设施；

——数据体系；

——智慧水利大脑；

——业务应用；

——网络安全；

——系统集成；

——试运行及验收；

——多维保障；

——运行管理与维护；

——创新应用；

——附录。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导则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导则批准单位：甘肃省水利工程行业协会

本导则主编单位：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导则参编单位：甘肃大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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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县（区）域智慧水利建设技术导则

1 总则

本导则规定了县（区）域智慧水利建设的体系架构及基础设施技术要求，对县（区）

域智慧水利数据内涵、智慧水利大脑构成、业务应用、网络安全、系统集成、试运行与验

收、多维保障、运行管理与维护等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

本导则适用于甘肃省行政区域内的县（区）域智慧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实施建设。

县（区）域智慧水利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需符合国家及水利行业现有相关标准

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导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及标准，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导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及标准，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导则。

水信息〔2021〕323号 “十四五”智慧水利建设规划

水信息〔2022〕147号 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技术大纲（试行）

水信息〔2022〕148号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水信息〔2022〕149号 水利业务“四预”基本技术要求（试行）

水信息〔2022〕397号 数字孪生水网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T/CECS 1199-2022 城市智慧水务总体设计标准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3978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SL 34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SL 268 大坝安全自动监测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385 水文数据GIS分类编码标准

SL 439 水利系统通信工程验收规程

SL 515 水利视频监视系统技术规范

SL 574 水利统计主要指标分类及编码

SL 588 水利信息化项目验收规范

SL 604 水利数据中心管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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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612 水利水电工程自动化设计规范

SL 620 水利统计基础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SL/T 213 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

SL/T 292 水利系统通信业务技术导则

SL/T 701 水利信息分类与编码总则

SL/T 803 水利网络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SL/Z 349 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建设技术导则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706 水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

SL/Z 376 水利信息化常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水利 Intelligent Water Conservancy

智慧水利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掘数据价值和逻辑关

系，实现水利业务系统的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管理精确化、决策智慧化，保障水利

设施安全运行，使水利业务运营更高效、管理更科学和服务更优质。

3.2 水利数字孪生 Water Conservancies Digital Twin

充分利用历史数据、实时数据以及算法模型等，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

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水利物理实体的全生命周期

过程。

3.3 数字孪生水网 Digital Twin of Water Network

数字孪生水网是以物理水网为单元、时空数据为底座、数学模型为核心、水利知识为

驱动，对物理水网全要素和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数字映射、智能模拟、前瞻预演，与物理

水网同步仿真运行、虚实交互、迭代优化，实现对物理水网的实时监控、联合调度、风险

防范的新型基础设施。

3.4 水利大脑 Water Intelligence Center

水利大脑是一种集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智能水利管理系统，

旨在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效率、预测自然灾害风险，并为水利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由

物联网平台、大数据平台、数字孪生平台、知识图谱平台、模型平台、统一门户六大模块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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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础设施

4.1 监测感知

4.1.1 水资源监测

应对水源、取水、用水和排水等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环节以及河流行政边界控制断面、

水功能区、地下水进行水量、水质等内容监测。

4.1.2 水旱灾害监测

应对水位站、雨量站、气象站、墒情站、视频站等监测对象的水位、雨量、气象、墒

情、视频等内容进行监测。

4.1.3 河湖监测

应对河流、湖泊、沟道等监测对象的水位、流速、流量、水质、视频等内容进行监测。

4.1.4 城乡供水监测

应对水源、水厂、管网、泵站、水池、用户等监测对象的水量、水位、水压、水质、

视频、泵/阀/闸运行状态等内容进行监测，并对泵/阀/闸进行远程启停控制和联动控制。

4.1.5 灌区监测

应对灌区的取水口、分水口、用水户进行流量监测，并对泵/阀/闸的运行状态进行监

测控制。

4.1.6 库坝监测

应对坝体变形、渗流（渗流压力、渗流量）、应力应变、出水流量、环境量（水位、

雨量、视频）等内容进行监测，并对泵/阀/闸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控制。

4.1.7 水土保持监测

应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气象、土壤、植被、基础地理信息、土壤侵蚀信息、水土保持

现状、人为扰动和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监测。

4.2 基础环境

4.2.1 应建成集水利工程调度、水资源管理、水行政监管功能于一体的县级水利综合会

商调度指挥中心。

4.2.2 在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高清视频会议云平台，并实现互联互通；在县级以下

水行政主管部门、大型及重要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及乡镇水管单位建设高清视频会议终

端系统，接入相应云平台。

4.3 通信网络

4.3.1 通信网络为系统之间的数据、图像等各种信息提供交换的传输通道。应遵循下列

要求：

a) 在线监测信息的传输和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宜利用公共通信网络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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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密要求应分别建立在安全物理隔离的内部涉密网和逻辑隔离的外部涉密网；

c) 有保密要求的数据和业务应用系统应部署在水利政务内部涉密网，其他非涉密数据

和业务应用系统应部署在水利政务外网；

d) 网络设备应根据业务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可利用的各种通信与网络资源，以及信息

安全要求分别补充配置。

4.3.2 计算机网络包括广域网和局域网。

4.3.3 广域网建设应充分利用现有水利信息骨干网、政务外网和公共信息网络实现。

4.3.4 系统宜利用现有计算机网络设备，不应新建独立的计算机局域网，相关设备就近

接入水利信息总网。确因系统建设需要水利信息网但接入端口不足的，可增加适当的

计算机网络设备，扩展水利信息网接入能力。水利信息网未覆盖到的站点，根据系统

运行和使用需要，可购置适当网络设备，建设局域计算机网络。

4.3.5 通信网络其他要求应遵循 SL/T 292、SL 306 、SL/Z 349 等标准的规定。

4.4 水利云

4.4.1 宜建设公有云和专有云有机统一的区域水利云。

4.4.2 水利云的架构应按IaaS、PaaS、SaaS这三层服务模式进行设计搭建。

4.4.3 各县（区）水利部门未来新建的业务应用，可由市级水利云平台统一提供基础软

硬件资源支撑，实现基础设施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与服务的省二级水利云大集

中，实现资源集约使用和管理。

4.4.4 各县（区）水利云节点以私有云为基础，按需集成政务云。

5 数据体系

数据体系按照业务体系应包含基础数据库、监测数据库、地理空间数据库以及共享交

换库。

5.1 基础数据库

a) 行政区划、流域分区、河流等基础地理信息；

b) 管网、渠系、水库、水电站、堤防、蓄滞（行）洪区、机电排灌站、水闸、跨河工

程等水利工程；

c) 测站、观测对象、用水户等基本信息；

d) 水利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水利业务规范、规程和规定、政策文件等；

e) 水利管理部门及人员组织架构；

5.2 监测数据库

包括但不限于水情、雨情、工情、水质、泥沙、灾情、地下水位、取用水、墒情、水

利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数据、视频等的实时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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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理空间数据库

使用基础地理数据采集和处理工具，整合现有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卫星遥感数据、

三维模型数据等，进行矢量数据入库管理，建立开放的、标准的、符合地理编码规范的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5.4 共享交换库

建立横向县（区）级平级单位、纵向实现省、市、县、乡镇的共享库，使数据统一在

政务数据管理体系和相关平台中进行共享交换。

6 智慧水利大脑

智慧水利大脑可由物联网平台、大数据平台、数字孪生平台、模型平台、知识平台和

统一用户六部分共同组成，联合发挥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6.1 物联网平台

6.1.1 数据接入包括完成对县（区）所有监测终端的监测和感知，需要适配水利场景常

见设备协议。

6.1.2 平台功能宜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管理、数据接入、数据解析、规则引擎、安全认证、

权限策略等。

6.2 大数据平台

6.2.1 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对数据汇聚后的多源数据进行统一、规范管理，

依据水利数据对象标准，梳理对象间的逻辑关系，提升数据的规范性、可用性，建设

数据标准，满足同一数据口径、标明数据访问、分析数据关系、管理模型变更的诉求，

支持水利数据建设和数据资产高效管理。

6.2.2 平台包含但不限于水利数据的汇集、整理、存储、对外服务等功能。

6.2.3 数据库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元数据库、基础库、监测库、业务库、主题库、共享库、

地理空间库。

6.3 孪生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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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应构建包含数据引擎、知识引擎、模拟仿真引擎等功能的孪生引擎，支撑各类业

务应用。

6.3.2 孪生引擎应满足数据加载、模型计算、实时渲染等大容量、低时延、高性能等要

求，应兼容国产软硬件环境；应提供丰富的开发接口或开发工具包，支撑上层业务应

用，开发接口宜以网络应用程序接口（Web API）或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形式

提供。

6.4 模型平台

6.4.1 包括但不限于模型管理、场景配置、仿真设计等功能。

6.4.2 宜包括对水利专业模型（水文模型、水资源模型、水动力模型、水生态环境模型、

泥沙动力模型、水利工程安全模型等）、智能识别模型（遥感模型、视觉模型、语音

模型）、可视化模型的统一管理。

6.5 知识平台

6.5.1 包括但不限于对知识的表示、抽取、融合、推理、存储等功能。

6.5.2 宜包括业务规则库、历史场景库、专家经验库、预报调度方案库的构建，具体建

库应依据实际项目需要进行构建。

6.6 统一门户

包括但不限于统一用户管理、统一工作台、项目运维管理等功能。

7 业务应用

7.1 水利综合运行驾驶舱

应包括水利一张图、关键指标数据展示、调度应急辅助决策等。

7.2 水资源管理

应包括水资源信息服务、水资源业务管理、水资源调配决策、水资源应急管理、水权

交易管理、水资源移动应用等。

7.3 水旱灾害防御

应包括水利雨情设施监控，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系统，水旱灾害移动应用等四预

业务应用等。

7.4 河湖管理

应包括河湖驾驶舱、信息管理、巡河管理、事件处置、设备管理、河流档案、河湖健

康评价、河湖移动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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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城乡供水管理

应包括工程基本信息管理、工程地理信息管理、供水调度远程监控、供水管网漏损分

析、用户计量收费管理、设备与资产管理、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应急预警分析决策、城乡

供水移动应用等。

7.6 灌区服务管理

应包括灌区信息综合展示、闸（阀）门及泵站管理、需配水决策分析、供水调度管理、

水费计收管理、运维管理、灌区移动应用等。

7.7 库坝安全管理

应包括库区总览、基础信息管理、动态监测预警、运行管理、水库移动应用等。

7.8 水土保持管理

应包括综合展示、水土流失监督管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淤地坝安全运行管理、水

土保持移动应用的业务应用。

8 网络安全

8.1 应达到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或以上。

8.2 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8.3 应符合 GB/T22239-2019 相应部分的规定。

8.4 应建立水利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及保障制度，切实保护重要数据全生命周期安

全。

9 系统集成

9.1 网络集成

9.1.1 终端站点的测点较为分散时，优先采用总线、光纤等信号线进行有线通讯的方式

汇集，其次选择电台、网桥、Loral、ZigBee、CPE等局域网设备或4G/5G透传设备进

行无线通讯的方式汇集。

9.1.2 终端站点的工况数据和影像数据一般采用两条通道独立上传。

9.2 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范围应包括基础水利数据、业务应用数据、外部共享数据、历史数据和实时

数据；应按标准化、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可扩展性原则进行数据集成。

9.3 业务应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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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但不限于数据集成、功能集成、界面集成。

10 试运行及验收

试运行及验收依据《水利信息化项目验收规 SL588-2013》、《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

规程（SL223-2008）》、《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验收管理办法（水办〔2021〕366 号）》

等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执行。

11 多维保障

应设立专门的智慧水利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建设、考核、培训等机制和体制。

12 运行管理与维护

应参考《水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规范（SL715-2015）》等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执行。

13 创新应用

宜引入水利数字人、水利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新技术。

参考文献

[1] SL558-2013 水利信息化项目验收规程

[2] GBT 43441.1-2023 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

[3] GB/T 22482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4] GB/T 22239 信息技术安全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5] 水信息〔2022〕147 号 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技术大纲（试行）

[6] 水信息〔2022〕148 号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7] 水信息〔2022〕149 号 水利业务“四预”基本技术要求（试行）

[8] 水信息〔2022〕397 号 数字孪生水网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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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1 城乡供水工程特性表

序

号

工程

名称

管理

单位

水厂
泵站 蓄水池

管网规格及长度 用户

名称 水源 流量 覆盖人口 干 支 分支 村 户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大用户 农户

1

2

…

表2 灌区灌溉工程特性表

序

号

灌区

名称

管理

单位

水源 灌溉

面积
泵站 蓄水池

渠（管）道 用户 作物面积

名称 流量 取水方式 干 支 斗 农 毛 大用户 农户 经济 大棚 大田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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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河湖治理工程特性表

序号
河道/流域 防洪 构筑物 四乱治理

名称 长度/断面 径流 堤长 等级 跌水 排涝闸 桥 乱占 乱采 乱堆 乱建

1

2

…

表4 库坝安全工程特性表

序

号

库坝 库坝参数 水库库容 水位
洪峰

流量

洪

量
用途及范围 下游影响

名称 坝型
坝顶

高程

最大

坝高

坝顶

长度
坝宽

集水

面积
总 兴利

正常

蓄水位
死

正常

蓄水
死水

灌溉

面积

人饮

人口
人口 耕地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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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山洪防御工程特性表

序号 县名称
行政区划

代码

行政区基本情况 低洼易涝区基本情况 外洪威胁区基本情况

总面积

（km²）

总人口

（人）

乡镇总数

（个）

行政村总数

（个）

自然村总数

（个）

行政村总数

（个）

自然村总数

（个）

人口

（人）

企事业单

位数（个）

行政村总数

（个）

自然村总数

（个）

人口

（人）

企事业单

位数（个）

1

2

…

表6 水土保持工程特性表

序

号

重点防治

区名称

地貌

类型

水土保

持区划

土壤侵

蚀类型

土壤侵

蚀强度

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

（hm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t/(km2·a)]

土壤流失

预测总量

（t）

新增土壤

流失量

（t）

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

执行等级

防治指标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渣土

挡护率

（%）

表土

保护率

（%）

植被

恢复率

（%）

林草

覆盖率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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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小水电站监测特性表

序号 名称 装机容量 保证出力 多年平均发电量 年利用小时数 水库调节性能 设计引水位 最低引水位 发电引水流量 泄水水位/流量

1

2

…

表8 水利业务“四预”特性表

四预

内容

预报 预警 预演 预案

降水 水位 流量 水质
江河

洪水

山洪

灾害

泽涝

灾害

工程

灾害

干旱

灾害

供水

危机

水生态

环境危害

调度

目标

预演

节点

边界

条件

工程 非工程

时机 次序 规则 措施 实施方式

水安全 √ √ √ √

水灾害 √ √ √ √ √ √ √

水调度 √ √ √

水措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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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服务器（云）及网络特性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服务器 网络

自建 云服务器 局域网 LAN
城域网

MAN

广域网

WAN
政务网 EGN 互联网

物联网

IOT

移动

通信网

MCN

卫星

通信网

SCN

现地 视频 私有云 公有云 混合云 有线局域网 无线局域网
政务

内网

政务

外网

1

2

…

表10 公共综合服务特性表

序号 用户
水体验 水教育 水服务

节水工程 引调水工程 水源工程 河湖治理工程 水利经典工程 民生工程 水情指数 水景指数 防汛自救 查询缴费 问题反馈 水权交易

1 大用户

2 城镇居民

3 行业单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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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行业组织管理特性表

序号 业务内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水利部 流域管理局 省水利厅 水资源利用 市水务局 县水务局 水管所（厂/站） 用水户

1 政策、法规、标准发布

2 水旱灾害防御

3 水资源调配管理

4 河湖治理

5 库坝安全管理

6 城乡供水管理

7 农业灌溉管理

8 水土保持治理

9 小水电监管

10 节水管理与服务

11 水行政监管

12 综合服务



附件 2

甘肃省水利工程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反馈表

年 月 日

标准名称 甘肃省县（区）域智慧水利建设技术导则

提出意见

建议单位

和（或）

专家

单位名称

姓名

职位/职称

联系电话

原条文号 原文内容 建议修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