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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登华编著的《沈阳市水利信息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以沈阳市水利信息化建设为例，在全面分析沈阳
市水利信息化系统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沈阳市水利信息化未来发展思路及主要建设任务，
再基于水利信息化建设理论，对沈阳市水利信息化系统结构进行总体设计，分别制订基础设施建设方
案、综合数据库建设方案、应用支撑平台建设方案、主要业务系统建设方案及系统的配套保障技术方
案。
同时，为保证水利信息化系统的顺利建设和有效运行，严格遵循国家基本建设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
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建立行之有效的工程建设管理和系统运行管理制度。
全书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沈阳市水利信息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可作为高等院校水利工程专业及计算机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参考书，同时适合各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设计单位和职能管理部门的工作人
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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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1.3 发展思路沈阳市水利信息化建设要在国家关于信息化建设的大政方针指导下，遵
循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手段，以建设和完善水利信息采集、传输网络及综
合数据库为基础，以水利信息资源开发为核心，以支撑可持续发展水利为主要目标，以健全政策法规
、标准规范、组织管理和人才培训为保障，构建水利信息化综合体系。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按信息技术应用的特点，强调信息化综合体系的整体推进，推动水利
信息化从部门分散建设向整体协同建设转变，以保证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开发利用，强化信息系统对各
部门核心职能和业务的支撑能力，达到提高水利工作能力与效益的目标；另一方面，根据项目管理和
水利业务管理的要求与特点，以业务需求为牵引，组织项目的分期分批实施，突出重点，实现尽快投
入生产应用的目的，促进全市范围内信息资源共享基础上整体能力的提高和信息化效益的充分发挥，
推进各业务系统跨密级、跨安全等级的应用，加快信息系统从提高办公效率向提高业务效能的转变步
伐。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水利信息化建设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信息源和信息存储、
共享、服务设施与机制的建设，丰富信息源，有效缓解业务应用中需求与信息资源不足、共享困难的
矛盾，推动各部门业务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按需协同互动。
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水利信息化建设要以重点项目为龙头，依托关键技术开发、试验和示范系统建
设，集中力量解决一些业务应用中存在的关键性难题，将信息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水利日常业务工作
中，重点加强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经济社会效益明显、业务流程相对稳定、信息密集、实时性强的业
务系统建设，促进水利系统的能力建设，提升水利行政效率，提高水利行政决策水平。
在保障环境建设方面，水利信息化建设应注重信息化保障环境的建设，完善标准、政策和管理体制，
大力加强安全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工程代建制、外包和托管等多种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维护方式，逐步
建立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维护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拓宽信息化建设投资渠道，力求在投资体制上有所
创新，加快水利信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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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阳市水利信息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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