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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技术支持下的区域水资源管理

      摘要:地理信息系统(GIS)因为其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为区域水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新颖、高效的工具。本文深入GIS的功能和水

资源管理的实际，通过赵巷镇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实例，阐明了基于GIS构建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储存、分析以及

二次开发的方法和过程，分析了两者结合应用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并讨论了这种方法在区域水资源系统模拟、辅助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广泛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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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水资源管理可以分为量的管理和质的管理，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又可分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6个方面，而各

个方面的最终目标均是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方面，大范围的水资源短缺已经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日

常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广泛存在的水资源盲目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及其造成的环境危害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危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科学

的水资源管理。然而“水资源(地下水和地表水)-环境-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时空分布、各状态、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

当复杂，信息量十分庞大。既然对系统的认识和管理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因此有关信息的收集、储存、分析

和利用对水资源管理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除用纸张进行信息的收集储存的物理缺陷以外，技术上也越来越不适应

现代水资源管理的需要：首先，庞大的空间数据(通常是三维的)，即使对专业人员来说，完全清楚并充分用于问题分析也是相当困难的，对

管理机构来说则更是如此；其次，与水资源管理相关联的各子系统都具有时间变化特点，现代的管理要求高效、实时地利用这些动态数据分

析系统特性，制定决策；第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深化，要求对时空信息进行定量化分析，但对于诸如图形的多层次迭加，大规模三维

地下水流模拟，分布参数的流域模拟等，手工数据维护几乎是不可能的。 

地理信息系统以其高效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维护能力及强大的检索查询功能，为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实时获取信息和决策分析提供

了一个有效的工作平台和可靠的技术支持。  

2.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1-2]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是采集、存贮、分析，再现空间信息的信息系统，它不仅利用属性数

据，更重要的是利用空间数据。GIS通过将地理空间模型化并存储在计算机中，便于对地理信息的快速查询，空间分析，以达到对研究对象进

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相对于常规意义上的信息系统，因其能进行空间分析而更能全面、直观、动态地采集和利用信息，是更加完

备、成熟有用的信息系统。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GIS在技术上日趋成熟，已形成了统一的功能结构：(1)通过标准计算机外设(键盘,数字化仪等)输入和

维护图形和属性数据；(2)建立文件型的图形数据与关系型的属性之间的特定连接用以实现两类数据库之间的相互访问和操作；(3)提供一系

列有关图形数据的分析功能，如图形要素的拓扑关系，图幅拼接与迭加分析，信息分类及统计分析功能等；(4)提供用户化的界面设计方法和

专业化的二次开发接口。技术和功能的完善使得GIS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与空间分布数据相关的领域中，如地球科学(GSIS)， 环境科学

(EGIS)，交通运输(TGIS)等。90年代以来，GIS应用一直是水资源学科中热点课题，其内容几乎涉及到有关水资源研究的每个方面，如评价分

析，模拟计算，资源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等。   

3. 应用实例------赵巷镇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3.1赵巷镇水资源概况 

赵巷镇位于青浦城东部，北纬31.09°，东经120.09°。按水利区域划分，属青松大控制片，镇域总面积44.68km2。由于青浦工业园区

建设需要，对赵巷镇行政边界进行了调整，划出赵巷镇原青山圩区部分土地，调整后镇域面积为40km2。本区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

1034.1mm，年内分配不均。3～5月为春雨，平均降雨302.6mm，占全年降雨的29％，6~9月为主汛期，降雨量487.4mm，占全年降雨的46.7％。

同时7~9月为台风季节，台风期间，常发生特大暴雨。1962年9月5日，赵巷日暴雨量达203.3mm。本区河网水位在非汛期受黄浦江潮位影响。

1999年本区遭遇特大洪水，河网最高水位达3.86m，汛期雨量达1150mm，为近百年所罕见。镇内河网纵横，零乱交叉，共有河流133条，其中

市管河道2条，区管1条，镇村级132条。因此，立足于本地区的现有水资源，加强科学管理和科学利用，实施内部挖潜是有效利用水资源的最

好途径。从这个意义上，为水资源管理建立高效实用的信息管理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2系统构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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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巷镇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可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①确定基本图层结构。根据赵巷镇水资源管理的实际需要，可分三类。分别

建立系统所需要的基本图层结构并完成相应的图形输入、编辑修饰和拓扑组织。第一类为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类，包括行政区划、河流、人

口、耕地、工农业区划、工农业产值等；第二类为水利工程类，包括全区的水库、水井、灌渠工程、滴灌工程、引水工程等；第三类为水文

地质与水资源类，包括所有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地质构造、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分布、水资源开采利用情况，水资源评价管理所需的各

种水文、水文地质参数、水化学资料等各种调查、研究和勘探资料。②建立并链接属性数据库。根据图形各要素的属性建立对应的属性数据

库，并且与图形数据建立空间坐标关联，实现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相互检索、查询和更新。③建立属性数据库管理模块。在水资源管理的

日常事务中需要进行大量关系型的文字和数据处理。GIS的优势在于图形处理能力，在这方面的能力有限，所以借助于access数据库和电子表

格设计控件建立了一个与GIS相连接的专业属性数据库管理模块，该模块与其它基于管理的功能成为一个统一体系。  

3.3系统功能设计[4,5]

 

所建系统的功能可分基本功能和专门性功能两大类：①基本功能。各种图文数据维护、检索查询、缩放、移动及拷贝、属性管理、打印

等一系列基本的数据管理功能和各种用于用户操作处理的功能。②专门性功能。一是图形数据视图：通过提取某些图层，组织和维护具有特

定水资源管理意义的专题专业图件。二是属性数据表：以关系型数据库的方式创建、修改和维护各图层的属性数据，即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库

的建立。三是统计分析图表：根据数据表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生成相应的各种统计图形。四是图形处理模块：依据数据信息，利用MapInfo、

ArcView、AutoCAD等绘图软件，绘制各种专业等值线图、立体图、剖面图等。五是二次开发接口：用GIS的链接语言进行二次开发的集成，即

为二次开发提供专业兼容接口。这些功能可在系统构建过程中组织，也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应用。  

4. 结论 

实践表明，建立以GIS为核心的区域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1) 区域水资源信息统一集中管理，可减少信息流失和

重复工作，便于信息资源共享；(2)促进区域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标准化；(3)信息查询快速准确，表现形式图文并茂，可随时为社会提供咨询

服务；(4)有效地辅助管理人员制定规划；(5)及时反映水资源——环境的动态变化。这对于改善和提高区域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质量和

科学决策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基于GIS可方便地建立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使水资源管理系统有一个新的成果表达方式。但是要想利用GIS建立更加完善的

水资源管理系统，还要进一步进行水资源系统模拟和辅助决策支持方面的研究；虽然GIS本身并不提供任何系统模拟决策分析和辅助决策支持

功能，但是利用其动态数据维护能力结合专业性的模拟分析工具，完全可以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实时的水资源辅助分析系统，结合水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管理部门可以独立地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新的数据调整决策方案进行分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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