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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大利亚采取分阶段实施、逐步完善的方法实现水资源（供水和防洪）的优化

调度及监控管理。采取的主要技术有：计算机技术和ＧＩＳ建立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水

文模拟和水力模拟建立供水需求模型和防洪预警系统；在与资产及财务等系统相联系后，

采用鲁棒技术使系统更加优化；与自动控制设备相结合实现全系统的自动监控；具有人机

友好的开放式管理系统；便于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易于与其他网络之间的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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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虽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居世界前列，但受到厄

尔尼诺、娜妮娜等气候条件的影响，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而且灾害频繁。为使

有限的水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澳大利亚通过近１０年的努力，开发

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资源优化调度和监控系统，对不同的流域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他

们的分阶段实施、逐步实施的办法，适合中国的国情，值得我们借鉴。 

二、系统实施的步骤 

１ 总体结构 

（１）数据库的开发与管理系统将对所有的运行数据进行管理（阶段１和阶段２）。 

（２）将现有的历史运行数据装载到系统数据库中（阶段２）。 

（３）交互式语音响应接口（ＩＶＲ）提供运行人员与远距离用户之间的在线通信，

能够保证运行指令和数据的输入、提取和确认（阶段３）。 

（４）开发用户习惯的接口，易于更新和预测（阶段１和阶段４）。 

（５）工作培训和实施（阶段１至阶段９）。 

２ 供水管理 

（１）在一定的降雨量、需水量和河流来水量的条件下，通过水文模拟和河流水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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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获得水量，能够预测来水量情况（阶段４和阶段６）。 

（２）与资产、财务及通用的会计系统联系在一起，开发与资产、用水量及财务管理

相关的管理系统（阶段５）。 

（３）通过ＧＩＳ的整体功能显示和管理资产登记、客户的数据库、客户的使用情况

及其他的系统信息，使之与客户的ＧＩＳ形成整体（阶段５）。 

（４）引进需求预测技术（阶段６）。 

（５）网络优化（阶段７）。 

３ 防洪管理 

（１）通过对洪泛河流、水深和地形的查勘，形成洪水预报系统开发的基础，准备泄

洪计划并估计最终的洪水破坏（阶段４）。 

（２）通过遥感、雷达、卫星，开发率定的降雨径流模型，预测上游汇流区和支流的

来水量。对主要河流和洪泛区的流量进行水动力学模拟（阶段４）。 

（３）根据ＧＩＳ的整体性能显示洪水范围并发出预警信号，估计最终的洪水损失

（阶段５）。 

（４）洪水预报系统的实时试验（阶段６）。 

（５）水库运行模拟和网络化以保证合适的蓄水量而不致发生洪灾损失（阶段７）。 

（６）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并与雷达、卫星及其他降雨预报工具相连（阶段８）。 

（７）引进总体洪水预报系统（或进行事故风险管理）（阶段９）。 

上述的阶段，是指项目的开发水平而不是时间尺度，不同阶段可以平行开始。 

三、各阶段技术要点 

１.阶段１ 

（１）中央数据库管理系统将管理所有的运行数据并在ＰＣ或ＳＵＮ平台上执行。 

根据标准的关系数据技术，采用的图表，中央数据库将永久保存网络的数据（ＳＣＡ

ＤＡ、手册等）。所选择的结构能够采用合适的磁盘和方法适应增加的扩充功能。 

（２）从中央数据库到现场运行人员所发出的标准ＳＣＡＤＡ报警功能。 

在现场发出的任何报警信号都会由数据库管理系统捕捉，并将相关的报警信息直接传

递给现场运行人员。 

（３）运行系统内河渠网络的详细说明，该网络通过计算是可以变化的。 

整个网络以图表的形式、包括网络连接的图形显示，通过点击图形／表格可以获得每

个网络目标的运行数据。 

（４）图形用户接口（ＧＵＩ）能够使运行人员与运行数据之间完全相互交流。 

·水流输送网络的图形说明； 



·整个网络划分成数个区域和子区域。 

（５）对整个网络的单个或多个现场和属性的历史数据与现行数据的时间系列进行相

互检查。 

ＧＵＩ将提供用户对网络任意部分的平移和缩放功能，并能获取和检查不同的时间比

尺、现场和属性的全部网络数据。 

（６）需求集成工具能够使所有用户需求的输入有助于制订满足这些要求的计划；通

过运行网络实时实地跟踪水的使用情况。 

提供在网络任何点以时间和所需水量作为需求信息输入的功能，并在网络的任意点计

算水流输送系统中总的需求水量。 

（７）网络状况与历史报告的准备和提供。可直接通过有关的数据库获得。 

２.阶段２ 

将现有的历史运行数据（供水和洪水数据）装载到系统数据库中。 

３.阶段３ 

（１）交互式语音响应接口（ＩＶＲ）提供运行人员与远距离用户之间的在线通信，

能够保证运行指令和数据的输入、提取和确认。 

（２）运行计划的制订。根据已知的需求量、运行约束条件、系统水力条件和其他因

素，该工具支持中央位置运行计划的生产。 

（３）多帮助功能。在线友好运行帮助功能将帮助运行人员开发日常运行计划。 

（４）两者之一：Ｉｎｔｒａｎｅｔ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进入和性能或客户／服务

器数据库建立及许可。这将包括开发现有的ＬＡＮ／ＷＡＮ网络或建立完全网络化的客户

／服务器环境促进中心站与站外的整体运行。 

（５）寻呼机及ＩＶＲ报警装置遥控运行人员。直接向相关的人员自动报警。 

（６）整体的严重事故报警功能及自动干预。在报警信号未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它能

够自动串接到替代连接点，以保证适当的动作，像闸门关闭、水泵的启停等自动进行。 

（７）资源配置管理。支持资源配置长期规划的工具及水权／取水的准则。 

４.阶段４ 

（１）现有的河流查勘结果（地形、河深）、洪泛区、流量数据的追溯与评价，以及

为开发河流模型而进行的查勘。 

（２）ＧＩＳ数字地形图的开发。 

（３）水力模拟有助于洪水和供水监控和预测。 

采用ＭＩＫＥ－１１开发水动力模型或其他类似的模型。它能够在一定范围的降雨

量、需水量和河流流量的条件下与网络数据库完全耦合，并在率定后能够 对类似工况进

行预测，可用于洪水和供水预报。 



流域和水库的水文模拟进一步有助于对洪水事件的管理。 

根据对数据的可用性及流域水文特性的评价，一个合适的或一定范围合适的水文模型

（技术）将用于率定和配置系统。此水文模型将直接与系统的数据库接口并与水力模型耦

合。 

５.阶段５ 

（１）与资产、财务及通用的会计系统相连接。能够开发连接资产、用水量和财务的

管理系统。 

（２）整体的ＧＩＳ。通过ＧＩＳ的整体功能显示和管理资产登记、客户的数据库、

客户的使用情况及其他的系统信息，使之与客户的ＧＩＳ形成整体。可确定行洪的实际范

围。 

６.阶段６ 

（１）根据供水网络内的各种用户群体用水量的需求预测技术。 

（２）洪水预报系统的实时试验。 

７.阶段７ 

（１）网络优化以满足下列一些目标，如：最小的抽水费用，水量的节省，洪水控制

和入库的最佳线路。 

采用先进的鲁棒优化技术，开发最好的决策支持工具，帮助系统运行人员实现水资源

管理和网络运行潜在效率的最大化。 

８.阶段８ 

通过连接到其他／气象数据进一步完善水文模型。 

９.阶段９ 

开发总体洪水预报系统：这将包括对澳大利亚最佳实践经验的转化，如ＥＭＡ出版物

《洪水预警：澳大利亚指南》中的成果以及大地公司（Ｇｅｏ－Ｅｎｇ）在澳大利亚两项

工程的成功实施经验，并采用这些原则以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该系统综合了数据的采

集、洪水的预报、可能的洪水影响评价、预警信息的传播、机构和社区的响应、公众意识

和系统评价及改进等。 

四、工程实例 

１ 维多利亚州Ｇｏｕｌｂｕｒｎ－Ｍｕｒｒａｙ水务局监测和灌溉管理系统 

该水务局是澳大利亚负责管理流域水资源最大的农村水利机构。它负责管理六大灌区

和该州的水资源批发。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在所有的河道系统建立完善的实时水情监测

和管理系统，其中包括了ＳＣＡＤＡ系统、计算机系统、水情数据库和水资源管理及灌溉

供水计划和调度。 

水务局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上通过数据对复杂的河道系统进行管理。 

２ 塔斯马尼亚ＳＣＡＤＡ系统 

塔斯马尼亚ＳＣＡＤＡ系统包括许多遥测站，负责搜集实时降雨、气候和流量信息。



该网络系统可以为占塔斯马尼亚岛一半面积的流域提供洪水预警和水电站优化运行的监控

信息、数据传输和交换。 

３ 昆士兰州洪水预警系统 

在昆士兰州东南部安装的洪水预警系统为该地区提供实时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洪水管理

与控制。该项目主要部分是安装在布里斯班的ＳＣＡＤＡ系统，用于监测和管理布里斯班

河及相应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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