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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文勘测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野外，必须定期记录相

关的数据，实际工作的成果必须提供水文地质学勘测报表并

附上相关的图件，这样的方式既加大了工作的难度，也增加

了相应的工作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水文勘

测工作的体系需要顺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水文勘测的

工作中逐步运用信息化技术，已经是一种社会信息化发展的

趋势，有利于提高水文勘测的工作效率，有助于简化水文勘

测工作的步骤。

2 水文勘测工作的现状

水文勘察是现代水利建设的基础，在建立水文勘测信

息化的过程中，通过了多方的努力，国家已把水文勘测信息

化的基本网络构建了起来。但是由于中国的水文勘测工作缺

乏资金支持，水文勘测的工作设备不能及时地进行更新。在

日常的水文勘测工作中，水文勘测工作人员经常会受到设备

功能和精度的限制，而不能获得精确的水文勘测数据。由于

信息化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与各个领域，因此，在水文勘测工

作中运用信息化技术是非常必要的，对水文勘测工作的开展

具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能够克服工作设备的限制，满足水

文勘测数据的精确性要求 [1]。

由于水文勘测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在一些恶劣的天

气工作人员还要定期去记录相关的数据，对于工作人员的人

身安全缺乏相应的保障的，一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因为这

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也难以坚守工作岗位。因此，运用信息

化技术是很必要的，在出现恶劣天气时，能保障水文数据的

采集，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能吸

引相应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有利于人员结构的优化，有效

地促进水文勘测工作的开展。

3 信息化水文勘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高素质人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文勘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的

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对水文勘测的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 [2]。但是由于水文勘测工作的工作环境比较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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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工作条件比较差。因此，难以留住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一些已经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作人员，也会由于其他原因不能

长期保留在这里工作。人员流失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水文勘

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3.2 水文勘测基础建设薄弱
水文站点基本都是依河而建，依湖而建，多处是山湖

交叉、地方偏僻，条件十分艰苦。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水文

勘测建设的投入，增加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相应

的工作环境。但是由于水文勘测建设的基础比较薄弱，导致

了水文建设的方法和制度比较落后，难以有效地加强水文勘

测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对水文勘测建设的方法和制

度进行改进，并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水平。

3.3 水文勘测工作缺乏创新意识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要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

并适应全世界的发展。因此，创新意识在水文勘测工作中有

着重要的作用。水文勘测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缺乏创新意识，

工作人员的思维模式是比较固定的，很少有新的想法，很难

开阔思考路线，难以有效推动水文勘测工作开展 [4]。

随着社会的发展，创新意识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

作用，由于水文勘测工作人员习惯于一种固定式的思维模

式，在思维上没有发生改变，就导致水文勘测工作的理念和

模式滞后，缺乏创新。

4 基于信息化条件下水文勘测工作开展的有
效策略

4.1 重点引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行业对高素质综合性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既具有一定的工作素

养，也具有丰富的综合理论知识。在水文勘察工作中，由于

高素质综合型人员能够较准确的察觉到水文勘察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并有效处理好有关的技术问题，所以高素质综合

型人员对信息化技术的使用也就比较灵活。因此，高素质综

合性人才的引进，对信息化条件下水文勘测工作的开展有积

极作用。

4.2 加强水文勘测专业信息化人员培养
水文勘测工作具有专业化和精确化的特点，信息化技

术的运用简化了水文勘测工作的步骤，可以有效地提高水文

勘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但是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也为工作人

员的工作带去了相应的困扰，一些工作人员不懂得信息化技

术的使用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

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加强水文勘测专业信息化

人员的培养，使工作人员掌握信息化技术的使用方法，使工

作人员同步上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乐于在水文勘测工作中

运用信息化技术，增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加强水文勘测专业信息化人员的培养，有利于

增强员工的幸福感，为之后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引进奠定了

相应的基础，为信息化条件下水文勘测工作开展的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4.3 加强水文勘测基础建设
水文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开展水文勘测工作的重要条

件，就同建房都要打基地的道理是一样的。水文勘测是一项

公益性的工作，政府的资金投入是有限的，但是要使有限的

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政府资金的使用率，可以更新基

础设施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可以使用同样的水文资料发挥

更大的作用 [5]。目前水文勘测工作正在逐步信息化，将资金

设备与先进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使信息化水文勘测工

作得以实施。

4.4 基于信息化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水文勘查工作

的能力创新
要因地制宜，各地区的环境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强化水文勘测工作的创新，通过各个方面

逐渐加大强化创新力度，促进水文勘测工作逐渐面向现代化

和信息化。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的环境和条件都是不同的。因

此，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推动创新 [3]。必须要针对每个地区的

不同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强化创新的策略，选择适合的现代信

息化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使现代信息化科学技术得以全面

地运用到水文勘察的各种方面，保证各项工作的科学化和准

确性。此外，各地区都应逐步加强对信息化技术的投入力度，

为水文勘探系统供给更为高品质和专业性的后续服务，在现

代信息化条件下，全力推动水文勘测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5 结语

论文就水文勘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状进行详细

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关策略。在水文勘测工作中使用信息化

技术，是时代进步发展的要求。信息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

了水文勘察工作的发展，有效地提升了水文勘察工作的效益

与服务质量，也缩短了水文勘察工作的时间步骤，为水文勘

测工作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能够有效地提升工作人

员的能力，有利于促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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