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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文水资源作为影响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现实发展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内容的优化升级以及管

理技术的升级十分必要。论文主要针对水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技术与管理措施等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仅供参考。

Abstract: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management content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the actual development need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other related content, just for reference.

关键词：水文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必要性；问题

Keywords: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necessity; problem

DOI: 10.12346/etr.v4i1.5122

1 引言
水资源是国民生活健康状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

内容之一，虽然中国的国土面积十分庞大，但是在中国的部分

地区仍然处于水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为有效解决水资源的利

用问题，中国采取了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的改善工程。除了

在传统工程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完，还需要针对水文水资源的

现实发展情况，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其中信息化建设技术手

段与管理措施是提高水文水资源的现代化管理质量，进而为中

国水资源管理状态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是提高国民

用水安全性及便捷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水文水资源信息化管理

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改善传统学术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还可以提高在先进科学设备的辅助指向权限管理效率，将水资

源的合理利用提供更加科学化的指导 [1]。

2 水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各项工程建设内广

泛开展，信息化的建设成为当前发展阶段重要的内容之一，

更加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高需求和标准。水文水资源管理对于

中国稳定的发展状态以及国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动作方

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其管理工作中，积极引进信息

化技术，加快水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技术与管理十分必要，

具体分析如下。

2.1 与传统管理手段相适应
在传统水文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内容较少，同

时管理要求标准较低，因此对于管理手段的标准要求也就。

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已经时代的进步，水文观测资料等数据

逐渐增加，尤其是在现代各种情境检测设备的支持这项，大

数据成为水文资源管理的重要特点之一，传统的管理模式已

经难以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使用需求，进行信息化建设

管理，利用先进的信息管理设备，实现资源的科学合理化管

理，成为促进水资源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2.2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水文水资源在中国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

关系国民正常生活状态的重要基础性保障因素，同时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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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

一方面，只有确保水文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才能确保在

全国范围内水资源利用的合理性，进而提高国民对于水资源使

用的便捷性，为其生命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进而才能确保国

民能够积极投入生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工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水文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积极引进信息化

的技术，可以对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情况有更加细致的了

解，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也有利于防汛抗旱以

及水土保护等工作建设内容的展开。统一的建设标准化信息

化的管理平台，能够有效应对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

与挑战，从而促进国家经济更加稳定的增长 [2]。

3 水文水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实现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升级，是促进水资源管

理质量，进一步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对于水资源的管理在一

些国家的发展等众多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工

作中，也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导致在信息化管理技术推广

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风险与挑战，具体分析如下。

3.1 水文管理信息化建设认识不足
信息化管理技术属于新兴的技术类型，虽然该技术的出现

已经有一段的实践经验，但是其余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的结合

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推广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思想观

念不统一的问题，进而导致先进信息化管理理念的推广受到一

定的限制。在实际工作中，部分水资源管理企业内部员工，由

于受到传统管理观念的限制，对于信息化水平等管理工作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排斥感，进而影响了该技

术的有效落实效果，影响各项管理措施的展开。

3.2 水文监测设备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
水文水资源信息化管理技术的推广需要先进的科学设备

作为辅助，同时需要国家政府等部门投入充分的资金储备，

但是在实际应用推广过程中，由于受到水文监测设备不足、

管理人员认识不足等问题的限制，导致实际检测质量不佳，

系统化的检测流程无法有效确定。

此外，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

偏远地区难以实现充分的资金投入，进而限制了信息化技

术，在该地区进步推广的进程。体温检测设备不足，以及地

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人员

的关注，并需要得到积极的有效地解决 [3]。

3.3 信息化建设技术跨度较大
水文水资源信息管理技术在实际应用推广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牵涉水文水资源本身的管理内容，同时也需要涉及人

员、设备、技术等众多细节化内容的管理，因此水文水资源

信息化建设的内容较为烦琐，管理体系较为复杂，建设跨度

较大。针对不同的管理内容，都需要有唯一的管理标准，建

设跨度大，实施难度高，实际工作对于建设人员的综合素质

水平要求较高。要求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成为制约水文水

资源信息化管理技术进一步推广，影响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

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4 优化社会是自然资源信息建设技术与管理
质量的措施

前文中针对社会水资源信息化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

面临的困难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因此笔者认为，若想实现问

题有效解决，就需要相关技术员针对不同的问题，制定科学

的应对措施，具体分析如下。

4.1 明确水文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组成
水文水资源信息化管理作为一项新型的管理内容，首先

需要明确其基本组成，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内容的合理

规划以及管理人员的科学安排。不同地区的水文水资源进行

化管理技术的建设标准及建设难度不尽相同，具体的建设方

案需要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调整，立足于实

践，以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为主要目标。只有在明确

其基本组成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

利用先进的智能化的管理设备，实现数据的有效处理，为进

一步的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方向。

4.2 构建完善的水文水资源管理信息化监测系统
信息化建设技术与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除了需要专业

人员进行有效的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质量进行

有效的监控，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有效地发现各种技术应用

过程中的问题，缩短问题暴露与解决之间的时间差，将各种

可能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确保身边水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

的顺利展开。在提高相关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基

础上，配合完善的管理系统与严格的监测系统，进而实现国

家社会水资源管理质量的有效提高。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文水资源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

要的地位，在其管理工作中推广信息化管理技术，不仅能够

实现管理工作量的有效提高，还能对其质量可以进行更加严

格的控制。为确保信息化管理技术的有效落实效果，需要积

极转变传统的错误观念，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于信息化技术

的接受程度，在提高员工综合素质的前提下，配合完善的监

管体系，从而达到有效提高水文水资源进行化建设技术与管

理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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