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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导论》在系统总结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管
理系统、城市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系统试点等前期设计和实践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水资源管理系
统建设的基本概念、主要功能、目标定位、总体框架、技术架构、主要建设内容等技术设计要求，对
一些通用性强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典型设计，并对系统建设应遵循的标准规范、前期工作和验收环节的
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说明。
　　《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导论》反映了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系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提供了一套
较完备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总体设计框架体系和理论技术体系，可供水利、农业、城建、环保、国土资
源等相关部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决策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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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软件工程过程主要包括开发过程、运作过程、维护过程。
它们覆盖了需求、设计、实现、确认以及维护等活动。
需求活动包括问题分析和需求分析。
问题分析获取需求定义，又称软件需求规约。
需求分析生成功能规约。
设计活动一般包括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
概要设计建立整个软件系统结构，包括子系统、模块以及相关层次的说明、每一模块的接口定义。
详细设计产生程序员可用的模块说明，包括每一模块中数据结构说明及加工描述。
实现活动把设计结果转换为可执行的程序代码。
确认活动贯穿于整个开发过程，实现完成后的确认，保证最终产品满足用户的要求。
维护活动包括使用过程中的扩充、修改与完善。
伴随以上过程，还有管理过程、支持过程、培训过程等。
应该说，前些年水利信息系统的开发并没有完全按照软件工程的要求进行，软件开发的随意性较大，
总体效率不高，很多时候甚至依靠开发人员的创造和灵感，这对软件的维护和扩展造成了很多困难，
甚至有些系统开发后不久就因业务变动等原因放置不用。
目前，水利信息系统的开发正逐步按照软件工程的要求进行，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尤其是业务
流程的规范化工作。
1.3.1.6信息系统集成技术根据诺兰模型，信息化的阶段可被划分为初始阶段、普及阶段、发展阶段、
系统内集成阶段、跨部门集成、成熟阶段等多个阶段（诺兰模型）。
目前，我国水利信息化总体上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具有从发展阶段到集成阶段过渡的需求。
随着水利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水利部门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了许多应用系统，这些系统的应用对
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总的来看，现有系统中信息的有效利用率不高，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信息与业务流程衔接还不紧
密，各类信息系统相对独立，信息系统建设水平较低，“信息孤岛”问题还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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