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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井电双控系统对地下水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健

全其中的技术路线，打造完善监控监测系统，掌握各类管理

工作的技巧、方式方法，不断发挥井电双控管理系统的作用

价值。

井电双控管理地下水资源的过程中应遵循全面性规划原

则、分步骤落实的原则、逐步性拓展的原则，在合理执行监

测工作的同时，以综合性数据信息作为基础，利用先进性、

数字化的水资源管理数字模型形式，提供日常管理方面的决

策基础依据。此类模型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打破传统管理工

作局限性，使得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之

间处于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甚至能够推动资金的持续性利

用与发展。具体工作中技术路线如下：

其一，使用现代化物联网技术方式全面收集计量终端中

的水量数据信息，将其传输至监控系统平台，通过以太网技

术创建监控中心系统，与计算机之间相互连接形成相应的监

控局域网平台。使用大屏幕拼接技术方式创建各类信息的展

示系统，营造较为良好的地下水资源监控环境氛围。

其二，按照统一性规划、设置标准、执行设计工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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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享的需求建设数据库系统，在其中汇总并存储各类和地

下水资源监控工作和监测工作相关的数据信息，便于有效执

行相应的监管工作、控制工作。

其三，使用WebGIS技术与先进的NET 网络编程技术，

创建信息服务平台，架构为 B/S，便于利用网络系统动态性、

实时性为用户和相关的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1]。

系统设计的工作中应完善其中远传模块、整体架构与监

测功能，确保系统在井电双控管理地下水资源中的高质量、

高水平使用。

完善远传模块

对于远传模块而言主要就是 ETU模块，可设置固定性

类型的 IP通讯形式，采用 DDNS的动态域名通讯措施，利用

TCP/IP的相关协议实现数据信息的上传处理、传输处理，预

防出现数据泄露或是丢失的问题。此外，还能远程性设置工

作的参数数据值，给予爆管方面、电池低电量方面的报警支

持，实时性、动态化采集数据信息，定时将数据内容上报到

有关部门，远程性在系统中设置与控制上报工作具体次数。

尤其在远传模块开发的过程中，还需在其中设置能够实时作

出瞬时流量方面、压力达到上限或是下限方面的报警。同时，

在其中设计 3.6V的锂电池，便于及时、便利更换处理 [2]。

完善监控平台系统的架构

井电双控管理地下水资源的工作中应重点建设相应的监

测监控系统架构，将数据管理模块、数据安全防护模块、信

息管理模块、数据采集模块、信息发布模块等相互整合，健

全架构中的内容和模式，同时还需完善以下几种模块。

①远程物联网监测软件模块。此类模块中主要利用远程

监测技术方式、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方式、数据库技术方式与

决策支持技术方式等，创建开发能够全面收集与传输地下水

资源数据信息的平台，还可以对数据存储、展示，给予决策

工作一定的支持，便于管理部门了解当地区域供水水质情况、

水压情况、污水处理情况等，自动化监测监控地下水资源的

应用和管理现状。同时，还需将计算机操作系统作为基础部

分，在其中设计用户界面、系统数据分析功能，实时性采集

站点的流量数据值、水位数据值、水质数据值等，监控设备

运行状态，快速存储和查找历史数据信息。另外还需设计 B/

S架构，便于远程性针对WEB进行浏览。所开发设计的系统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收集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基础数据信息，便

于为资源开发、利用、配置与保护等提供依据。

②完善系统的框架和结构。在整体软件系统中主要设计

基础信息设置的部分，可以设置行政区域基础信息、用户基

础信息、机井设备基础信息。开发设计终端监控的部分，可

以准确展示终端的数据内容，自动化发现异常现象作出对应

性分析，查询历史数据内容。设计用水分析的部分，可全方

位分析单户与区域总体用水的情况。设计数据报表的部分，

在其中编制单终端用水、多终端用水的报表，可快速查询日志，

准确查找与了解用户和设备的信息。另外，设计 GIS辅助性

管理的部分，在其中完善动态性与静态性展示的功能 [3]。

①以节水为前提在农业灌溉的领域按照当地区域实际情

况推广管道送水技术、渠道防漏技术、滴灌技术等，工业领

域中则设置相应的指标体系，提出用水限额的标准要求，一

旦超出相应的定额标准就需要征收费用。这样在多种类型节

水方式合理运用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降低地下水资源的应用

数量，预防出现浪费的问题，减少区域范围之内地下水资源

的开发数量。

②重点利用地面区域的水资源，减少地下水的利用量，

可通过优先开发地面水、浅层水的方式，尽可能降低深层水

分的使用量，这样可以有效改善生态现状。

③合理进行农业灌溉渠道的修建，结合每个地区的农业

灌溉特点、具体状况，使用输水管防漏的管理方式、管径控

制方式、灌溉数量控制的方式等，有效降低水资源耗费的数量，

改善农业灌溉现状，预防发生地下水浪费的现象 [4]。

节水考核的工作中可以采用责任制与考核制相互整合的

方式，在当地区域范围之内将水功能区管理当作是主要载体

部分，不断提升水资源方面的保护效果，尤其是饮用水资源

方面必须要强化监督管控力度，健全水质监测系统与信息通

报系统，对不同功能区域之内的水域纳污性能准确核定，确

保排污总数量的有效管控。对于小流域的部分应预防发生水

土流失的问题，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水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提升执法监督工作力量，使得水资源管理的工作更

加规范，严格制定与落实取水许可制度、征收用水费用制度

节水管理制度与排污口审批制度等，一旦在考核的过程中发

现有违法取水用水，或是对水资源有所破坏的行为，按照法

律要求追究、严惩。

技术管理的环节中应正确选择和设计抽水机器，提前测

试评价机电井抽水的情况，明确选择出水数量的额定流量指

标，确保抽水机器的相关出水数量数值符合标准，将额定流

量控制在最高标准抽水数量之内，严格将出水的含沙量控制

为 0.001%。在此期间可以设计水资源物联网监控系统平台，

做好各类基础设施、抽水量数值的管理工作。此外，使用井

（下转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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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的人为差错，就是指在维修过程中出现了知识、

技能、法规方面的综合性的一个错误。随着操作人员的熟练

程度不断增加，原始控制的焦点逐渐由知识转移到技能标准，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相互共存的。例如，在面对

一个诊断问题，是相应的工作人员都是对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先进行诊断，然后再诊断的基础上去选择相应的维修方案，

在维修方案的选择过程中，一定会选择效率最高，操作最为

简便的方案，而在方案确定之后，便开始进行正式的维修操作，

在这几个过程中都有可能单独的或者复合性的依靠各种知识

技能和法规的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相应地出

现单个的或复合性的人为差错。

综上所述，要降低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事故不断增长趋

势，重要的是做好维修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提高对

航空维修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加资源投入，改善维修工作

和生活环境，加强维修队伍建设，提高航空维修管理水平，

降低人为差错，保证飞行安全，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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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定时检测的技术方式，每半年或是一年对井深度进行检测，

一旦发现有淤积现象必须立刻清除，通过双泵设备清淤处理，

利用空气压缩机复合清除 [5]。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井电双控管理地下水资源不断发展

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取代传统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

取得了良好成绩。为增强各方面的地下水资源管控效果，在

未来发展的进程中也需要重视井电双控地下水监测监控系统

的建设和完善，同时强化应用技术的管理力度、超采管理力度，

保证地下水资源的良好保护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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