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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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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安全

水库作为重要的水源地，其安全

运行直接关系到下游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因此实现水库自动化控

制对于提高水库安全性具有重要

意义。

节能减排

传统水库管理方式存在人力物力

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自

动化控制有利于节能减排，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

智能化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实现水库自动

化控制是水利行业智能化发展的

必然趋势，有助于提高水利工程

管理水平。

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国外研究现状：发达国家在水库自动化控制方面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技术体系和应用经验，如美国、欧洲等国家在水库自动化监测、远程控制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 国内研究现状：我国在水库自动化控制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目
前，国内已经建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库自动化控制系统，并在实际
应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水平、应用范围
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 发展趋势：未来，水库自动化控制系统将朝着更加智能化、网络化、集成化的
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水库自动化控
制系统将实现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另一方面，随着物联网、云计
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水库自动化控制系统将实现更加便捷的远程监控和管理
。同时，为了满足不同水库的个性化需求，水库自动化控制系统将朝着更加定
制化的方向发展。



水库自动化控制系统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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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设备
包括闸门、泵站等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实现远程控制和自动化运
行。

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
对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挖掘，为水库调度和管理提供决策支
持。

传感器网络
用于实时监测水库水位、流量、水质等参数，为水库调度提供数
据支持。

系统组成与功能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传感
器网络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可
靠性。

物联网技术 云计算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利用云计算技术对大量监
测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和
分析，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和准确性。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
进行分析和挖掘，实现水
库调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030201

关键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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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不足

现有数据处理和分析系统对复杂数据的处理能力和分析深度有

限，难以满足高精度调度的需求。

01

传感器网络覆盖不足

部分水库传感器网络覆盖不全，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02

自动控制设备可靠性有待提高

部分自动控制设备存在故障率高、维护困难等问题，影响系统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存在问题与挑战



集中控制系统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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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层分布式架构设计，将系统划分为数据采集层、控制层、应
用层和人机交互层，实现各层次之间的松耦合和高内聚。

分层分布式架构

对各个功能模块进行独立设计，降低系统复杂度，提高可维护性和
可扩展性。

模块化设计

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实现不同厂商、不同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标准化接口

总体架构设计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水库运行数据进行实时
分析和挖掘，为决策提供支持。

大数据分析技术

利用云计算技术，实现计算资源的动态管理和调
度，提高系统处理能力和效率。

云计算技术

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水库各类设备的远程监
控和管理，提高运维效率。

物联网技术

关键技术突破



多源数据融合

整合水库运行相关的多源数据，包括水文、气象、

地质等，为全面评估水库状态提供数据基础。

自主可控技术

注重自主可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确保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智能化决策支持

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

对水库运行状态的智能分析和预测，为管理

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创新点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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