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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枢纽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管理模式研究

张 国 学，彭　凌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文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二期工程即将开始实施，工程建成后，系统遥测站点数量将大大增加，

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为了对系统中的遥测站进行有效管理，确保系统整体正常运行，并充分发挥其在水文预

报及水库调度方面的作用，参考国内类似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运行管理模式与经验，结合三峡水利枢纽水情

自动测报系统一期项目建设特点，提出了适用于该系统的运行管理模式，即采取“测站 －中心 －分中心”的信

息流程方式。这种模式除了可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外，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地方水文基础设施，提升地方水情

信息传输的自动化水平，加速地方水文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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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 －葛洲坝梯级水利枢纽是控制长江中下游洪
水的重要水利工程，由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并随着２００８年三峡工程的竣工，开展三峡 －葛洲坝梯
级水利枢纽的联合调度技术集成与示范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对于提高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能力和标准，提

高通航保证率、改善通航条件和电力系统运行条件、优

化电能质量、保障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针对梯级水库联合优化调度和综合利用的实际需

求，为进一步提高宜昌以上区域内的水情测报精度，增

长洪水的预见期，拟在原建设的三峡梯级调度水情自

动测报系统基础上，将水情监测站网从寸滩延伸至屏

山，通过站网的合理布局，吸收引进新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进一步完善三峡以上流域和三峡 －葛洲坝
区间气象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提高系统测报的准确性

和时效性，发挥系统的综合效益。

１　管理模式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

三峡水利枢纽宜昌以上区间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分

二期建设。第一期建设范围主要是宜昌 ～寸滩（武
隆）区间，包括１个梯调中心站和１３４个水情遥测站的

建设。对本次系统的完善工作则作为第二期工程项

目，建设范围涉及到四川屏山到重庆寸滩区间 ３７万
ｋｍ２的流域范围，共新建 ２９９个水情自动遥测站。二
期系统建成投入运行后，三峡水利枢纽水情自动测报

系统的规模和范围加大，各类遥测站的数目增加到近

４５０个，控制的流域面积由原来的 ８０００ｋｍ２增加到近
６００００ｋｍ２。这些站点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湖北等五省市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

委）下属的１４个地区或流域的水文部门，分布区域广
阔而且分散，这给系统的运行维护带来了非常大的困

难。

水情信息是枢纽洪水预报及运行调度的基础，水

情遥测系统是获取这些信息资源的主要途径。为了确

保系统的正常运行，满足洪水预报及调度对水情信息

可靠性和实效性要求，并鉴于本系统的复杂性等因素，

探求一种适用于本系统特点的运行管理模式是非常必

要的。

本文采用类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类似系统的管

理模式在系统实效性、可靠性以及运行成本等多个方

面的分析和比较，并结合本系统的信息流程及功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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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实际应用特点以及本系统用户部门的组织结构和

资源情况，提出适用本系统运行管理的模式。

２　管理模式实例分析

分析国内几个类似规模的水情测报系统运行管理

模式，以及各自系统的特点和需求，可作为本系统运行

管理模式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

２．１　长江委１１８个中央报汛站自动报汛系统
长江委 １１８个中央报汛站自动报汛系统于 ２００５

年７月１日正式运行，在我国率先实现了长江流域中
央报汛站的自动报汛。自动报汛系统的１１８中央报讯
站分属于长江委水文局 １５个水情分中心管辖。站点
分布于西藏的金沙江上游至长江口的长江干流及主要

支流。系统采用“测站 －分中心 －中心”单线程的信
息流程方式。报汛站水情信息通过自动采集系统，自

动传输到各自所属的水情分中心，水情分中心通过对

数据处理、入库、编码后再转发到长江流域中心，流域

中心再实时转发到水利部和国家防总。

本系统全部站点均隶属于同一个行政管理部

门———长江委水文局管辖，按照区域划分，分别由各勘

测局分管。各勘测局对所属报汛站均有资料整编的要

求，因此对数据的一致性、可靠性要求较高。鉴于这些

因素，系统运行管理的主要工作放在水情分中心，由水

情分中心全面负责各所属报汛站的运行与维护管理工

作，流域中心为各水情分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管

理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２个方面：① 提高了信
息收集的实效性和可维护度。运行管理范围由一个庞

大的区域缩小为多个小区域，大大缩短了可维护的时

间。报汛站信息直接传输到水情分中心，水情分中心

对报汛站具有监控功能，这为报汛信息的实效性提供

了保障。② 强化了水情分中心的管理职责。这种运
行管理模式是结合本系统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把水

情分中心作为运行管理的主体，资源配备压力更加突

出。针对这种情况，长江委水文局加大对各水情分中

心的技术培训力度，并充分利用有限资金统一购置备

品备件，为系统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在确

保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为长江防汛工作提供了及

时、可靠的决策依据。

２．２　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由１个

中心站（溪洛渡）、３个分中心站（向家坝、白鹤滩、乌东
德）、９个运行维护分中心和 １７０个遥测站组成。系统
的遥测站主要由分属于四川省西昌，云南省丽江、昭

通、大理、楚雄、昆明、曲靖，贵州省毕节等 ８个地方水

文分局以及长江委和成都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管辖。系

统采用“测站 －中心站（分中心站）、维护分中心”的多
线程信息流程方式。中心站和维护分中心站同时接收

遥测站的信息，其中维护分中心只接收所属遥测站的

信息。中心站为满足在建溪洛渡和向家坝两电站施工

期洪水预报的需要，对信息的实效性和运行的稳定性

要求特别高。

为了保证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工程水情自动测

报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并结合本系统的特点，系统运

行维护管理工作全部采用委托管理的模式，分区域委

托相关水文部门（四川省西昌水文水资源局，云南昭

通、楚雄、丽江、大理、曲靖、昆明水文水资源分局，长江

委金沙江、宜宾水文水资源勘测队）负责，并成立相应

的遥测站运行维护分中心，充分利用水文部门具有的

地域优势、专业优势和人员优势。这种管理模式的主

要特点也体现在以下２个方面：① 系统信息收集的实
效性和可维护度大大提高。中心站和各维护分中心分

别管理各自所属遥测站，缩小了管理范围，缩短了维护

时间。同时，中心站对各维护分中心的管理进行技术

指导与支持，增强了运行维护的能力。② 因中心站的
管理职能和任务的重要性，对中心站的运行管理能力

（技术保障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金沙江水文气象中心委托具有实际经验的长

江委水文局全面负责系统的运行维护与协调管理工

作。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建设单位除了每

年购置足够的备品备件外，还组织技术培训和技术交

流、总结，为系统的运行管理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

２．３　金沙江中游梯级电站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金沙江中游梯级水电站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包括 １

个中心站（昆明），５个分中心站（分设于５个梯级电站
中）和 ８１个遥测站。昆明中心站以及各分中心电站
均需要及时掌握全系统及所属范围内的水雨情信息，

以便及时开展流域或区域预报作业，制作流域或区域

水情预报。系统采用“测站 －中心站、分中心”的多线
程信息流程，中心站和分中心站同时接收遥测站的信

息，其中分中心只接收所属遥测站的信息，同时中心站

与各分中心站可实行信息交换与共享，完全可满足系

统对信息收集的实效性要求。

整个系统的遥测站除施工期临时水位站由各自电

站负责维护管理外，大部分均由金沙江中游公司负责

维护管理。这种集中管理的模式对运行维护管理部门

的技术力量和管理能力要求很高，任务也很繁重。由

于遥测站点分布广，特别是少数站点距离中心站点很

远，交通条件也很差，当出现故障后，其维护时间将较

长，影响系统对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从而造成

１７



　 　人　民　长　江 ２０１１年　

对预报精度的影响。

以上３个系统均具有规模大、站点分布广的特点，
通过对其运行情况及管理方式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

总结出一个系统要实现有效管理必须做到的 ２个方
面：① 实效性和可维护度是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运行中
的主要技术要求之一。特别是规模和范围大的系统，

如何缩短维护时间是保证提供信息实效性的主要任

务。为了确保对遥测站设备维护的及时响应，都采用

设备所属地管理方式，缩小了系统的维护管理范围，缩

短了排除系统故障的时间，保障了系统对遥测站信息

的实效性要求。② 维护管理能力是系统可靠、稳定运
行的保障之一。通过委托管理方式，采取集中协调、分

散管理。并加强运行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运行

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

３　三峡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运行管理模式

三峡水利枢纽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一期建设分阶段

实施完成，因规模较小，系统运行采用了自行管理的模

式。系统一期采用了“测站 －中心”的信息流程方式，
系统所有遥测站的信息直接传输至中心站，运行管理

全部由三峡梯调中心负责。但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

大，站点所属主管部门也提出了对信息的需求，三峡梯

调中心先后与重庆、湖北以及长江委水文部门达成共

识，设立了 ５个维修分中心，一部分站点实行分区管
理，“共建共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建设管理新理

念初见端倪。在此基础上，二期系统的实施与完善即

将展开，整个系统范围不断扩大，站点急剧增多，信息

流程、组网结构以及传输方式均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运

行管理模式完全不能满足整个系统运行的需要。

系统二期的信息流程确立采用“测站 －中心 －分
中心”的方式。这种信息流程方式确保了各遥测站的

数据直接传送到三峡梯调中心，没有中间环节，信息的

实效性大为增强，可满足中心站在 １０ｍｉｎ内收集齐整
个系统水情数据的系统功能要求；同时，中心站将实时

收到的信息按所属地分别转发到各维修分中心，满足

了各水文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实现了信息共享。因此，

在“共建共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设管理理念下，

参照类似系统的运行管理经验，结合本系统实际特点，

系统的运行管理模式采用集中协调、分区域管理的模

式。具体方案是梯调中心全面负责系统的运行管理，

负责协调各维修分中心的运行维护。按照测站地域归

属原则，遥测站点委托当地水文部门管理，设立相应的

维修分中心１４个，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遥测站点的运
行与维护。按此管理模式，每个维修分中心大致管理

３０个左右的遥测站，控制面积约４０００ｋｍ２左右，大大
缩短了到达现场的维护时间。

把系统运行管理中日常工作交给各维修分中心来

完成，有３点优势：① 维修分中心熟悉所辖区域内的

站点情况，可随时监视遥测站的工作情况，能及时采取

相应的措施，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度；② 实现信息共

享后，可充分调动各维修分中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

挥其技术优势；③ 能有效减少梯调中心的维护工作

量，缩短维护时间，降低运行成本。

４　结 语

随着三峡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规模的不断拓展，范

围的不断延伸，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与之适应的运行管

理结构会有所变化，但这种集中协调、委托管理的模式

应不会改变。这种模式除了可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外，还可有效地改善地方水文基础设施，提升地方水情

信息的自动化水平，加速地方水文事业的发展步伐。

（编辑：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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