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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 

建设方案 
 

2015.11.08 

一、实验室概况 

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作为 2016 年度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已由我院与广州市水

务科学研究所联合申报成功，获得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批复同意立项。 

二、目的意义 

该重点实验室通过产学研结合，研究广州实现智慧水务的实现路径，运用互联网+等信

息化手段聚合各类水务信息，优化业务流程，建立统一指挥、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水务信

息化体系，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治理的智慧化水平，促进水务核心要

素的融合创新，加速水务创新发展，实现广州水务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实验室的整体建设，创造优良的实验环境，打造以跨领域、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为

引领、科研和技术服务能力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和科研与技术服务团队，为我院实验教

学水平的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教师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 

三、研究的必要性 

智慧水务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之一，是继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概念提出后的一

个新概念，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数据采集仪、监测仪等传感设备，将自动采集的雨量、水位、

流速、水质、水压等有关水情信息，通过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传输给各个涉水子系统，再

通过数据交换的方式传输给智慧水务总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完成海量数据的分

析、预测、决策，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水务运营系统的整个生产、管理和服务流程，

使之更加数字化、智能化、规范化，从而达到“智慧”的状态。 

（1）智慧水务是构建广州智慧城市“树型”结构的重要环节 

智慧水务的大力推进，有利于在城市运行过程中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防灾减灾效率、

完善给、排水公共服务等各项水行政管理政府职能的顺利完成。智慧水务是智慧广州的延伸

和发展。 

（2）智慧水务建设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快速发展、涉水事务行业管理服务的重要支

撑和保障。 

实施智慧水务有助于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治理的智慧化水平，促

进水务核心要素的融合创新，加速形成水务改革和创新发展新局面，实现广州水务的可持续

发展。 

（3）节约资源、降低水务建设的资源成本，破解建设资金有限、技术人员短缺的难题，

智慧水务是必然选择。 

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传感技术等新兴 IT 技术与水务系统的结合，为实现智

慧水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水雨工情传感、水质自动分析、智能水表和自动化控制等

成熟的物联网技术实时自动采集各种庞大的水务数据，为实现智慧水务提供基础支撑；通过

云计算技术委托专业的信息技术公司负责维护基础设施数据，降低建设与管理成本。 

（4）智慧水务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广州防灾减灾能力 

应用大数据技术对实时自动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中遴选出所需要的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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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模型和滚动决策提供支持，提高应急决策的效率，并提供预警预报新途径。 

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是实现“加快建设智慧广州”目标的重要举措，培养

智慧水务专业人才，提高广州市水务的智慧化水平，为广州市智慧水务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

础。 

四、主要研究方向 

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拟确定的研究方向有四个，包括广州市智慧水务的实现路

径、广州市智慧水务的技术标准和先进架构、水务物联网构建、广州市智慧水务主要业务模

型。每个研究方向包括若干具体研究内容。 

1、广州市智慧水务的实现路径 

以建成广州市水务信息采集监控体系、广州市水资源共享服务体系、广州市水务综合业

务应用体系为目标，结合广州市水务发展现状及信息化实际需求，研究智慧水务的实现路径，

解决智慧水务推进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2、广州市智慧水务的技术标准和先进架构 

遵循总体设计、统一标准等顶层设计原则，研究以一个数据中心、两大支撑体系（信息

采集体系、网络传输体系）、三个平台（信息服务平台、业务管理平台、应急指挥平台）、五

大业务应用（防灾减灾、水资源管理、供排水管理、水生态保护、水工安全管理）的广州市

智慧水务体系架构。 

（1）、技术标准 

业务应用主要采用《广州市水务信息化标准》，信息采集与网络传输体系主要采用物联

网技术中 RFID 的 ISO /IEC 标准、GS1 的 EPC 标准、无线网络的 IEEE 标准等，数据和交换

服务平台采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技术标准》、《大数据平台基准测试技术要求》等。 

（2）、架构 

全面感知城市取、供、用、排水基础信息，整合和利用与水务相关的各类信息，构建水

务云数据；通过城市防洪、内涝预警、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等核心业务的开展，成为城

市应急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业务主管部门、涉水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减

少城市洪涝灾害、提高水资源管理利用效率。  

3、水务物联网构建 

（1）、水务物联网体系架构研究 

研究适合水务应用的水务物联网架构，包括水务物联网体系及结构。具体包括：水务物

联网的架构，水务物联网感知层构建，水务物联网传输层构建，以及水务物联网智能处理及

控制层构建。 

（2）、水务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水务物联网关键技术除具有物联网技术的一般特性外还有其行业特殊性及其特定要求，

如系统的便利易用性，系统的可靠性、系统的智能型、系统的精准性及系统的经济性等。水

务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即根据广州市水务发展现状及信息智能化实际需求，研究适于广州

市智慧水务发展的方法及关键技术。 

（3）、水务物联网终端优化方法研究 

低成本、易使用及高可靠性的物联网终端是水务物联网推广应用的基础，研究软硬件协

同的物联网终端优化设计方法，具体包括感知终端的优化设计及实现方法、传输终端的优化

设计及实现方法，以及智能处理终端的优化设计及实现方法，为水务物联网的推广应用奠定

坚实的基础。 

4、广州市智慧水务主要业务模型 

（1）、大数据模型业务研究 

以大量的水务信息数据为前提，开展包括水源、排水、水环境、三防决策、水土保持管



 

3 

理等各类业务模型研究，建设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实现重点水务业务的预测、预报，为科学

决策和规划、防灾减灾等提供技术支持。 

（2）、预测与调度模型研究 

利用广州市电子政务平台，共享“智慧广州”的各类工程信息化成果，建成水务专用云，

实现各类水务信息的交换、存贮与共享，开发各类预测与调度数学模型，配备 GIS 等公共

支撑软件，实现为水务政务和业务提供共享信息支撑的目标。 

五、研究预期目标 

以解决智慧水务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指引，充分利用华南农业大学水利信息化实验

室的各项资源，结合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水科所）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信息

化规划和建设实践经验，深化产学研结合，扎实推进广州水务信息化、现代化。 

以“改善、整合、推进、提高”（改善信息基础设施，整合信息资源，推进业务应用系

统的按需协同，提高信息开发与综合应用的程度）为手段，以基础设施和业务协同为重点，

建成水资源（源水、饮用水、污水）管理合一，资源调配与防灾减灾协同，政府监管与公众

服务并重，功能齐全、资源共享、安全高效的水务信息化综合体系。 

建设和完善以水源、供水、节水、排水、水环境、防灾减灾、水土保持管理为核心的水

务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对源、供、排、污、灾等水务各管理环节的历史回溯、现状监测、未

来预测、综合调度分析，实现水务管理方式从粗放向精细、从条块向综合的转变提供坚实支

撑。 

六、主要建设内容及项目经费预算 

本实验室国家财政补助资金 200 万元，由我院与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所按照合作协议承

担各自的研究内容，使用相应的工作经费。 

按照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相关规定，我院此次自筹配套的资金，主要用于先行启

动该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包括购置项目实施必要的仪器设备、实验室水、电、燃料消耗费用、

样品样机试制准备、临时聘用的工作人员（学生）生活补助、教学培训费用、科研课题研究、

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费用等。 

项目经费预算详见附件：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学院自筹经费）项目经费预算表。 

经费的安排使用严格执行学校、广州市财政部门等相关规定。 

七、社会效益及验收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为公益性项目，在提高水务精细化管理水平、水务研究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学

院教学科研实力提升等方面效益显著。 

1、建设和完善以水源、供水、节水、排水、水环境、防灾减灾、水土保持管理为核心

的水务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对源、供、排、污、灾等水务各管理环节的历史回溯、现状监测、

未来预测、综合调度分析，实现水务管理方式从粗放向精细、从条块向综合的转变提供坚实

支撑。 

2、通过对实验室的整体建设，打造以跨领域、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为引领、科研和技

术服务能力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和科研与技术服务团队；创造优良的实验环境，为学院

实验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教师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 

 

 

 

 

 

 



 

4 

验收主要技术指标表 

主要技术指标（如形成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置、论文专著等数量、指标及其水平、取

得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等，有则填阿拉伯数字，无则填“0”） 

序号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1 发明专利（项） 
申 请 1 

授 权 0 

2 实用新型专利（项） 
申 请 1 

授 权 1 

3 外观设计专利（项） 
申 请 0 

授 权 0 

4 国外专利（项） 
PCT 受理 0 

授 权 0 

5 获得省级奖项（项） 1 

6 获得国家级奖项（项） 0 

7 引进人才（人） 3 

8 培养人才（人） 

博 士 3 

硕 士 3 

学 士 10 

9 科技人才奖励（人） 3 

10 技术标准制定（个） 
牵 头 0 

参 与 1 

11 软件著作权（项） 2 

12 论文论著（篇） 

SCI 1 

EI 2 

ISTP 0 

中文核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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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载体） 

项目必填 

 

技术服务数量（项） 3 

服务企业数量（家） 10 

 

附件：广州市智慧水务重点实验室（学院自筹经费）项目经费预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