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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补短板 强监管强监管 新起点上推进水务高质量发展新起点上推进水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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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信息化、智慧化为重要特征的智慧政府建设成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

的重要内容。而智慧水务是智慧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水务工作强监管、补短板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

2019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要求，水务水利部门要尽快补齐信息化短板，在水利信息化建设上提档升级，抓好智慧水利顶层设计，构
建安全实用、智慧高效的水利信息大系统，实现以水利信息化驱动水利现代化。

抓信息化建设，南京不等不靠。经过多年建设，南京已站在信息化新的起点上，具备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
字化、智慧化转变的科技基础，新阶段要求把发展的着力点转向提升发展质量，推动全市水务向基础更牢固、保障更有力、功能更优化
的阶段迈进。

以提质增效、应用至上为原则，南京智慧水务一期项目经过近2年建设，“一网、一图、两中心、四平台、五+N应用”的总体架构体
系已初具雏形。在功能上，聚焦服务水务重点业务工作，通过数据、系统、资源的有机整合，实现水务业务和信息技术有机融合。

提升“厂—站—网”信息化水平
织起城乡用水“安全网”

余氯0.69mg/L，浊度0.06NTU，出水压力0.42MPa……
这是南京北河口水厂出厂水8月9日13时的监测数据。
打开南京智慧水务平台供水子系统，南京主要水厂的主
要数据一目了然。

眼下，气温正高，南京正值夏季供水高峰期，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极端天气偶发等多重因素叠加增
加了对供水工作的考验。全市水务部门、尤其是供水行
业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和供水保障措施，用责任担当筑牢
城乡供水“生命线”。

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以现代化管理手段和科技化管
理方式，建立供水现代化管理体系，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全过程安全、全时段安全，提升现代化、精准化服务水平。

重要数据实时监测，实现生产、输送全程有效监
管、智慧监管，已成为优质供水、供优质水的有力保
障。供水子系统着重以“厂—站—网”感知监测数据为基
础，整合接入水源地、水厂、供水泵站、供水管网等相关
数据，提升业务处室对厂、站、网、水源地等供水设施的
信息化监管水平。

完善监测感知体系，南京智慧水务系统已完成10个
集中式水源地、14个自来水厂、13个增压泵站、1128个
二次增压泵站、285个测压点、43个管网水质监测点的实
时数据、空间数据接入。

依法保护水源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水源地是
城乡保供优质水的源泉，饮用水水源地是否安全，关系
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全市10个集中式水源地均实现
视频监控覆盖，并接入智慧水务系统。当水源地一级保
护区范围内出现人员入侵、船只异常等情况时，系统可
自动向区水务局管理人员告警，要求其及时到现场处
理。同时，沿江水源地建设了4座在线水质监测站，实
时监测水质情况，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水厂和供水方面，完成主城全部和郊区部分数据整
合。全市共涉及6个水司，现已完成主城区、江北新
区、江宁区、高淳区水厂数据接入整合。

由于年久老化，城市供水管网爆裂时有发生，不及
时处理便会水漫金山，快速抢险处置是关键。智慧水务
供水子系统利用数据拓扑分析，为供水管网爆管后现场
抢险处置提供决策分析辅助。当发现爆管后，在地图上
点击爆管点位，系统将利用南京水务集团所属的1万多
公里管线、8万多只阀门、7万多只水表以及173万多
个用水户信息，自动计算受影响的管线、需要关闭的阀
门数量及具体信息，避免了以往处置“瞎子摸象”，大
大提高了抢险效率，实现管网抢修精细化管理。

目前，南京正在积极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数字
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
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
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水利水务行业，数字
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将日渐深刻。

未来，南京智慧水务将抓住发展机遇，继续聚焦服
务水务重点业务工作，重点提升预测预报、动态感知、
监测预警、运行调度、联动指挥等五大功能，让智慧水
务更好地助力水务现代化建设，为南京智慧城市建设贡
献水务力量。

撰稿：胡阳
（照片由南京市水务局提供）

智慧水务
助力治水“优等生”更上一层楼

地表水4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100%，28
条入江支流水质达标率100%，26条已整治国省考黑
臭水体保持“长制久清”，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省
首位，金川河整治入选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优
秀案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治水成绩单”，当
然这些成绩离不开信息化的强力支撑。

信息化的发展和积淀是智慧水务的基础。经过
十余年的不断努力，南京水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
进步，构建水务感知“一张网”，建设完成水情、雨
情、工情、水质、管网液位和压力等多种类型物联网
感知体系，为水务工程调度、河湖管理、供排水管理
等业务提供数据支撑。建立水务数据中心，整合各类
基础信息库表304个，监测信息库表250个，对外提
供各类数据服务接口518个，实现了数据资源的集中
管理、统一服务和对外共享。开发水务“一张图”，
整合南京全市涉水地理信息，形成各类地图服务98
个，既可为智慧水务平台各子系统提供统一有效的地
图服务，也可以为各区水务局以及生态环境、建设、
规划等其他市级部门信息化建设提供数据和地图服
务，大大提高了各类水务信息的系统性和使用效率。
在业务管理方面已建设完成水务工程调度、供水管
理、排水管理、河长制管理、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
体系等多个专项应用系统。

从预警到调度
全面提升防汛抗灾应急反应能力

7月29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南京市中北部出
现强降水，栖霞、江北新区、六合大雨到暴雨，栖霞
区尧化街道大暴雨，13时市防办启动全市防汛III级
应急响应。全市最大累计雨量115.1毫米（尧化街道）、
最大小时雨强84.5毫米（尧化街道）。4个气象站极大风
达7级以上，其中2站8级以上（三桥南塔21米/秒、四
桥17.9米/秒）。南京市水务局市防指指挥调度大屏闪烁
变换，一个个抢险排水指令从这里频频发出：临时封闭
积水区域道路，打开雨水篦子助排，排涝泵站全力开
机排水，组织道路街巷积水抢险作业……

智慧水务平台为及时处理城市积淹水，持续提供
支持。通过对易积水点视频监控进行实时智能识别，
并发送告警信息；布设在重点积淹水点的电子水尺持
续监测现场积水深度。

给治水装上智慧的“眼睛”，通过图像、数据搜
集分析，让水务平台更“聪明”，从而实现预测预报
更准确，监测预警更及时，运行调度和联动指挥更加
科学有效。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精准防灾减灾。未雨
绸缪，精准预警预报是关键。实现网格化降雨预报是智
慧水务系统的智慧表现之一，其准确率为80%左右。在
继承传统防汛系统天气预报、雷达图、卫星云图、台风
路径数据基础上，接入南京气象局等机构气象预报数
值，通过模型解析形成全市2.5km×2.5km的网格降雨
预报成果，提供未来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
24小时降雨预报。同时可叠加实时雷达图、历史降雨数
据，提前判断降雨会到哪个方向哪个范围，精准预报可
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区域，提前调度人员、物资、车辆等
资源进行应对。

实时监测预警方面，实现了全市汛情涝情全面监
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水情、雨情、工情、涝情等感
知体系。目前系统共有雨量监测站点509处、水位监
测点444处、城市易积淹水监测点59个、主城重要泵
站监控92处，河道、水库、闸泵站、道路易积淹水
点、重点截流设施等视频监控近1100路。

工程调度运行预警方面，目前已实现主城全部
重点泵站运行工况实时监测，可查看开机台数
和流量、前池水位等数据。当出现泵站前池
水位超警戒情况，系统会自动发送告警短
信通知相应区防办管理人员，并抄送市防
办，要求相关人员及时处理。

城市内涝监测告警能力进一步提升。
目前主要具备3个手段来进行积淹水监
测：一是积淹水电子水尺监测告警，全市
共有59处积淹水监测站点，可实时监测现
场积水深度，当监测点积水深度超过10cm
时，系统自动发送告警信息；二是利用现
有的视频资源，通过视频人工智能识别技
术，在后台自动识别出现积水的区域，自动截
图、录像并报警；三是在降雨期间养护人员发
现积水情况，也可通过系统及时上报。

城市排水设施调度方面，已实现调度网上运
行。通过建设的城市排水监管平台，根据防汛响应等
级、调度运行方案等，在系统内向市水务集团、主城
各区水务设施管理维护单位下达工程调度指令，对主
城排水设施精准调度。各管理单位通过手机移动端接
收指令，及时进行工程调控。调度指令执行情况可在
调度管理子系统中查看。

面对水情雨情，应急排涝车随时待命。全市39
辆应急排涝车全部加装GPS设备，可查看实时位
置、运行轨迹，并可通过车载视频，接入处置现场
画面。在系统上查看安装智慧水务APP人员的当前
位置，通过协同指挥平台，可根据需要与现场人员
进行视频会商。

智慧水务不是一套简单的设备，而是完整的解决方案和
服务体系。智慧水务如何管好一条河、一片湖、一条水道？

5月28日下午3点半，南京市智慧水务视频智能分
析平台发出告警：“发现排口晴天排水情况”。调取实时
监控显示：南京城北护城河金贸大街江西路桥下排口发
现有水流出，明明是大晴天，水从何来？疑似有人偷
排！系统将发现的问题首先优选转交给河道所在养护单
位，在没有明确匹配的养护单位情况下随即转交给鼓楼
区建宁街道城河村社区村级河长华晶靓处理反馈，形成
闭环处置。

这是南京智慧水务平台河湖管理子系统日常运行“一
瞥”。依托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涉河问题，
并发送告警信息。南京市以外秦淮河和金川河流域为试
点，在河道重点排口都已安装上了监控视频，这些“眼
睛”可以敏锐地观察到排口及其附近的“一举一动”。其
中包括识别晴天排水，一旦发现异常状况，就会截图、录
像，将监测结果发送给所在河道河长处置，河长通过
APP收到任务后现场查看并作处理，处置结果在系统中
反馈，实现智慧闭环处置。

南京，水韵之城，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斜贯而过。秦
淮河自南向北奔流而来，玄武湖、莫愁湖两颗明珠镶嵌
于主城。全市水域面积约占11%，水系发达。曾经，城
市的发展及环境变差让不少河道不堪重负。水环境的恶
化倒逼着水环境治理提升。

巩固治理成果，持续推进水环境提升工程，南京久
久为功。2019年以来，全市3000余名河湖长共巡河近
40万次，有效促进了河湖水环境保护，实现了水清岸

绿、鱼翔浅底。智慧水务河湖管理子系统以
提升数据的分析利用为重点，构建

“天、空、地、水、人”一体化立体
协同体系，补齐生态河湖信息化
管理短板，服务河湖行业监
管、水环境治理、水行政执
法、河长制落实等。

所谓“天”，是利用
卫星遥感技术，进行图
像识别比对，对历年卫
星遥感数据进行分析，

研判岸线变化，结合涉水项目信息、长江堤防、管理范
围线、保护范围线等，对乱占、乱建的区域进行预警，
为长江保护和水行政执法提供依据。卫星图像每年更新
1—2次。

所谓“空”，是利用无人机定期对河道进行巡查，解
决人工目视巡查效率低、部分区域难以进入等难题。无
人机巡查完成后，将发现问题及时发送给河道管理养护
单位，要求及时处理并在系统内反馈处理情况。

2021年10月10日，无人机对中保北河进行巡河，
巡查录像上传系统后，通过人工智能识别，上报河道水
面有杂物，经人工复核，确认为岸边树木枯枝断裂落入
河中，立即通过系统将问题派发河道养护单位。养护单
位清捞处理后，在系统内反馈现场处理情况。2021年，
无人机共执行巡河任务600多次。

所谓“地”，依托地上视频智能分析，自动识别涉河问
题，并发送告警信息。除了河道重点排口晴天排水识别外，
还会对泵站前池垃圾漂浮物识别，并要求及时进行清捞。

所谓“水”，主要是各种涉水数据指标。接入国省考
断面水质在线监测数据，分析水质变化情况，为水环境
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所谓“人”，落实人员日常管理和巡查工作。全市
3000多名河长，通过智慧系统开展日常巡查、问题反馈
处理等工作。市水政总队、各区水务局、河道管理单位
利用水行政执法巡查模块，开展日常巡查和问题上报。

治污截污、管好排水是水环境提升的关键。排水管理
围绕污水管理和雨水管理两大主题进行建设，污水管理方
面以“厂—站—网—户”为主线，雨水管理以“网—站—
口”为主线，融合各类数据资源，提升排水监管能力。

有了污水处理厂，建了管网，实施雨污分流，理论
上生活污水处理已经形成收集、输送、处理的闭环，原
来的“黑臭水体”变得清洌可鉴。高效率的污水处理则
是治水的关键，目前存在的“高水位、低浓度”问题，
让不少污水厂烦恼不已。除了通过雨污分流治理，让雨
水、污水各行其道，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检测和监控支
持，一旦发现有其他水流“侵入”，告警系统便会启动。
目前南京60座污水处理厂均已接入智慧水务监测系统，
其中36座污水厂进水水质情况可实现实时监控，出现进
水COD浓度偏低情况，系统将自动发送告警信息。

“天、空、地、水、人”，打造河湖管理一体化协同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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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务河湖管理系统实时画面河湖数据接入智慧水务系统后，监管更加科学高效

给河道装上智慧的给河道装上智慧的““眼睛眼睛””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画面

水清岸绿水清岸绿，，大美金陵大美金陵。。图为城南河图为城南河

易淹水点实时监控画面

智慧水务平台供水管理系统实
时显示相关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