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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治理电网策

国网信通股份组织业务骨干和水利水电专家，着手开展岷江流域智

慧化监测系统建设，立志构建覆盖岷江的水情气象综合监测系统。

为岷江安全装上“智慧大脑”
文／王舒   薛雅倩

国网信通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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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以来，受高温干旱极端天气影

响，四川水力发电能力降至常年同期

的五成以下，电力供应严重不足。8月

15日，四川宣布启动三级保供电调控

措施，各类型发电场站也因此承担了

比往年更大的任务。针对今夏保供电

工作要求，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主动担起行业责任，从数字化技术

的角度出发，与全川电力企业携手共

克高温干旱天气难关。国网信通股份

旗下四川中电启明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组建新能源云保电工作组，助力省

内中小型光伏场站高效发电、安全接

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电力供

应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构建智慧水

利体系，以流域为单元提升水情测报

和智能调度能力”。国家“十四五”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

推动大江大河大湖数字孪生、智慧化

模拟和智能业务应用建设”。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的国网信通股份作为阿坝州唯一

的上市公司，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并迅速作出响应。2021年5月6

日，国网信通股份组织公司骨干和水

利水电专家，着手开展岷江流域智慧

化监测系统建设，立志构建覆盖岷江

的水情气象综合监测系统。

       选点位、稳安装，

       水情监测系统第一版本收官
随着汽车驶出成都，经过都江

堰、汶川，海拔逐步升高，气温逐渐

降低，天空从雾气蒙蒙变得湛蓝如

洗。2021年12月，国网信通股份智慧

水电项目组的工作人员来到地处青藏

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

高山峡谷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长

江上游主要支流岷江、大渡河纵贯阿

坝州全境，黄河一些支流发源于阿坝

州境内多处分水岭。

冬季的阿坝州已是枯水期，岷江

河道水位快速回落，一半以上的河床

裸露在外，干燥刺骨的冷风袭人。工

作人员紧裹冲锋衣，在阿坝州威州县

铁矿厂大桥分别安装了遥测雷达测流

仪以及视频图像识别摄像头，用来采

集水情信息。

利用遥测雷达测流仪和视频图像

识别摄像头对水电厂天然河道的水情

数据进行采集，数据基础准确率能超

过80%。数据上传至系统平台后，利

用大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对流域降雨

水情信息、水库运行实况、来水预测

和计划执行、水位流量越限情况进行

实时在线监测，由此构建起水情气象

综合监测系统。

历时1个月，经过200千米勘探，

智慧水电项目组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

设备的安装地点——阿坝州岷江流域

七盘沟河道。这里山高谷深、道路崎

岖、弯多坡陡、天气多变，对面能说

话、相逢要半天（地图上相邻仅数千

米的站点往往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抵

达）。工作人员在设备安装地点考察

时，都是先乘大巴到达位于阿坝州汶

川县岷江干流上的福堂水电站，再与

长期驻扎于此的工作人员去需求点位

进行勘察，遇到羊肠山路和斜坡梯路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水电项目组
工作人员在岷江流域考察设备安装地点。

（ 王思琪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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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需要徒步上下坡，往往要花几

个小时才能抵达考察地点。

2021年12月14日，随着最后一个

视频水情采集设备安装调试成功，由

智慧水电项目组承担的灾害防治系统

之水情气象综合监测系统（第一版）

的研发工作正式完成。该系统掌握了

岷江的威州段实时水位和实时流速信

息，研发出利用水位测算河道流量的

算法，接入岷江流域水文局站点的水

情数据后，为后续水情监测技术方案

验证创造了条件。该系统的建成为阿

坝州境内补全河道水情气象信息，完

善水电站配套系统工作添砖加瓦；系

统全天候运转为福堂水电站的安全运

行提供完善的水情、雨情和气象测报

服务，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提供能源数字化保障。

       增发电、减弃水，

       水情监测让电厂效益提升
2022年1月9日，在水情气象综

合监测系统完成第一版本的研发工作

后，智慧水电项目组成员再次深入阿

坝州实地走访交流，明确了系统下一

步的研发方向，将河流的水情信息转

化为能指导水电厂生产运行的出力计

划数据。

团队成员首先基于中国气象局

（CMA）、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谷歌文件系统（GFS）等多

种气象场预测数据源与综合数据挖掘

及深度学习算法，搭建精准气象预测

模型，智能融合多源数据与调优参数

模型进行模型训练优化，再根据预测

的气象数据，构建气象对于河流水情

的影响模型，使气象数据和水情监测

的信息相互融合，从而获取对水电厂

生产最有帮助的数据。

该系统基于精准气象预测模型与

水情综合监测系统，结合最优发电机

组出力与边际发电成本等水电站、光

伏风电生产经营控制模型，以及对水

电、新能源电站最优发电功率的预测

与功率负荷曲线的拟合，实现电站生

产运行实况与运行趋势的精准分析，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水电项目组
工作人员调研水情监测点情况，现场检查监
测设备。（ 喻梅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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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监测到的水情和气象信息能应用在

电厂生产运营中，帮助电厂实现“保

安全、少弃水、多发电、发尖峰”。

水电厂使用智慧水电平台系统后，发

电量显著增加，经济效益提升超5%。

智慧水电中心高级业务经理李小

山介绍，水利部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

“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智慧水电

项目组开发的灾害防治系统之水情气

象综合监测系统将水情、气象预测及

灾害防治等业务场景进行贯通，应用

到相关部门与电力行业，通过打造前

端硬件设备采集与后台分析系统于一

体的平台服务模式，在形成自身数据

资产的同时，增强了电站数字化服务

能力，助力水利水电行业数字化新生

态构建。

       织天网、解难题，

       水情监测让防汛“智”在必得
福 堂 水 电 站 位 于 阿 坝 州 ， 是

“十五”期间国家扶持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的重点工程。水电站使用智慧水

电平台系统后，在汛情到来时，水情

气象综合监测系统可在防灾减灾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水电站是阿坝州防汛的重点之

一。阿坝州的100余个水电站分布于

各乡镇，过去无法及时、全面、准确

获取汛情数据，对防汛工作产生一定

影响。“防汛很多时候就是和时间赛

跑”，智慧水电中心总经理肖明说。

有了水情气象综合检测系统，可为电

力调度机构提供数字化手段支撑跨流

域/梯级调度以及水、风、光及其他清

洁能源间调度互补，将电站生产数据

实时汇聚形成生产数据中心，满足上

下游电站梯级调度数据共享需要，优

化上游水情测报系统，有限开放共享

数据，提供流域各发电厂在防汛、应

急救援、生产指导上的协同科学决策

服务，支撑灾害防治机构加强防汛抗

旱、生态环境治理等防灾减灾能力，

提高自然灾害工程防御能力，保障防

洪安全，守护江河安澜的发展环境。 

未来，水情气象综合检测系统还

将通过无人机、北斗通信、激光雷达

及各类灾害监测传感器，对周边山体

建模，并实时监测河道周边山体上的

危岩体及边坡位移情况，再结合地质

灾害翻译软件与水情气象灾害分析模

型，最终实现对观测流域空（近空环

境）—天（卫星气象）—地（地质地

灾）—水（水情测报）四位一体的监

测分析与防治服务体系。

“ 河 流 水 位 情 况 还 在 正 常 范

围，”福堂水电站正在值班的工作人

员看着监控中心的大屏幕说，“一旦

发生超过强降雨或者超警水位的情

况，系统会根据降雨量级、超警戒、

超汛限水位的情况，实时向现场工作

人员提供预警提示。”

时光荏苒，从雪映蓝天的旱季到

大雨滂沱的雨季，智慧水电项目组成

员行走在黄河上游，仆仆风尘，每一

个脚印都记载着他们的坚守与奉献；

与监测相伴、与系统为友，每一次应

急都刻画着他们的坚韧与细致。为了

这片土地的生态宜居、人民幸福，他

们攻坚克难，用实际行动推动着江河

流域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

灾害防治系统可以使电厂实

现“保安全、少弃水、多发

电、发尖峰”。水电厂使用

智慧水电平台系统后，发电

量显著增加，经济效益上升

超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