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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水土保持信息管理

系统建设发展背景



    信息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业务相融合，深

入开发和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实现对信息的采集、存储、

处理和服务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

    信息管理系统是信息化直接体现。



l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

l 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

l 农村水利管理信息系统

l 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系统

l 水库移民管理信息系统

l 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l 电子政务系统

l ... ... 

重点水利信息系统

——“十一五”规划以来，重点建设的水利

信息系统：



——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发展历程 

1984年 全国第一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2004年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一期工程

2009年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

2018年 国家水土保持数据资源目录编制与数据更新整合项目

“集约整合、全面互联、协同共治、共享开放、安全可信”的新阶段



——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组成结构

u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管理端）

     （管理端：快速获取信息服务）

u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端）

     （上报端：数据产生）



——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管理端）





——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上报端）





——信息系统整体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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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一 X完善

统一了技术架构 统一了数据库

统一了权限管理 统一了应用模式

速度优化

减少录入项

取消流程控制

增加监管信息管理



第二部分：监督管理系统功能

与应用



一、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管理端）



















二、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上报端）



1. 总体介绍

2. 升级说明

3. 数据上报

4. 信息化监管



1.总体介绍

  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4.x（以下简称监督管理）是以生产建

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督业务的管理为核心，集水土保持方案管理、

技术评审、批复、监督检查、监测监理、设施验收、补偿费征收

等各项功能为一体的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制定全面、合理和科学

的系统数据标准，实现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全国数据库，为各级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利用数据资源、开展综合分析、科学决策提

供基础信息。

  监督管理系统主要包含以下用户：水利部、流域机构、省级、

市级、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2.升级说明

  监督管理系统4.x在3.0的基础上有以下变化：

  1）信息填报的责任主体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再涉及建

设单位、方案编制单位、技术评审单位、监理监测等单位。因此用

户的权限范围仅限于水利部、流域机构、省级、市、县；

  2）各用户登录后，上报系统仅显示该用户所在行政区域批复

的生产建设项目和上级行政单位批复并且项目建设区域涉及该行政

区域的项目，显示上级批复的部分项目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检查和补

偿费征收。如：北京市密云区用户登录后，可以显示本级别批复的

生产建设项目和上级（北京市）批复并涉及到密云区的项目。



  3）大量简化了要填报的信息指标，去掉了过多的冗余信息；

  4）调整了部分业务过程，基于新的规章、规范和管理要求改

进了部分业务过程和业务用语，如行政验收改为设施验收；

  5）增强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相关的空间位置信息，

如项目示意位置、防治责任范围、弃土弃渣场、防治分区与措施

配置上图；

  6）增加并融合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相关要求，

实现方案与信息化监管一体化管理，具体内容见“信息化监管”。



3.数据上报





  【项目示意位置】：是标示项目的示意性位置（非

精确位置），主要目的是快速的在图上定位到项目的大

概位置。

  点状项目记录项目位置，线、面状项目记录项目中

心位置。



项目涉及区域

项目涉及区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必须逐一分解到县。

1、项目涉及区域由流域管理机构、

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

自治州、盟）、县（区、市、旗）

组成，必须精确到县域。

2、项目涉及区域决定了属地可查阅

项目的范围。如部批项目，一般

跨域范围大，涉及到流域监督检

查或省级补偿费征收问题，因此，

区域分解后，下级单位能够自动

检索到上级的项目，并协同信息

的填报。















  防治范围是项目建设单位依法应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区域，

由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组成。

  弃土弃渣场是指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石、弃渣，

也包括临时弃土弃渣场等占地，系统中使用一个点位置记录渣场的

位置。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确定防治责任范围的基础上应划分防治分区，并分区进行

典型设计，计算工程量。

  2、应根据野外调查(勘测)结果，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

据主体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

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3、分区的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各分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2)各分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相近或相似。
  3)一级分区应具有控制性、整体性、全局性，线型工

程应按地貌类型划分一级区。
  4)二级及其以下分区应结合工程布局和施工区进行逐

级分区。
  5)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4、宜采取实地调查勘测、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分区。
  应针对每一个水土保持分区配置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监督检查包括两部分：本级审批的项目和上级

行政单位审批的项目。

    其中上级审批的项目从项目的涉及区域自动分

解，如果项目未填写项目涉及区域，则下级行政区

域不能检索到上级审批的项目，也就不能填写监督

检查信息。











   补偿费征收包括两部分：本级审批的项目和

上级行政单位审批的项目。

  其中上级审批的项目从项目的涉及区域自动

分解，如果项目未填写项目涉及区域，则下级行

政区域不能检索到上级审批的项目，也就不能填

写补偿费信息。





4.信息化监管





p基于任务图斑库的管理

    一次监管（区域或项目监管）视为一个任务，是该次

监管产生的图斑数据的一个库包，即任务图斑库。所有针

对该次监管的信息均围绕该任务组织。因此，任务是一个

最基本的管理单元。任务含有监管的组织者信息（通常是

上级行政单位）、监管的实施者信息（通常是本级或下级

行政单位）、监管的实施范围信息（通常是一个县级行政

区域）、监管的名称标识、任务年度等信息。所有的任务

图斑库组成了整个信息化监管的信息中心。



p基于图斑历史演变的信息组织

p所有的监管是围绕扰动图斑开展的，扰动图斑具有历史

演变过程，包括图斑发现（遥感发现、人为发现等）、

现场核查（可能有多次核查）等过程。因此，图斑各阶

段的图形和属性均能够进行历史追溯。

p区域监管与项目监管深度融合：充分结合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技术规定，从信息组织和工作开展

的角度，进行了信息的二次重组，使得区域监管和项目

监管可以融合在一起开展，也可以分别进行区域监管和

项目监管。



p监管数据与项目方案数据融合

p信息化监管和项目方案管理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即项

目方案数据可以一键同步到信息化监管中去，实现了

两部分数据的深度融合。

p在线与离线监管数据融合

p信息化监管支持在线与离线协同工作。具体可访问

http://dtgis.sxl.cn/进行详细了解。

































第三部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系统发展展望



  根据2018年水利网信工作会议精神，水利部

组织开展了水利九大业务需求分析，提出了如

下功能需求：



一、发展目标：

  在“水利一张图”的基础上，需要在管理单

元、精度管理、流程管理、决策支持、应急管理、

公众服务等方面实现图表联动、移动端与服务端

交互。基于手机移动端查询、下载及输入数据，

辅助外业工作。



二、主要功能方向

——业务管理功能方面

  生产建设项目各类文件和材料，包括各级文件和

水土保持方案（含变更）、水土保持监测、监理、验

收等技术报告。分年度、时段、流域、行政层级、项

目类别、特定区域的各类监督管理信息，包括水土保

持方案、监测、监理、验收、补偿费、行政执法及其

他监督管理信息，以及图片影像等多媒体信息。



 （1）对生产建设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取（弃）

土（渣）场进行图表联动查询。

 （2）基于卫星遥感影像等手段，查询任一区

域生产建设活动地貌扰动情况，对扰动面积和涉

及的土石方量等进行初步分析，判定是否违规。

——精度管理功能方面



（1）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在线申报、审核与审批。

（2）在共享自然资源部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的

基础上，自动识别并提醒生产建设扰动疑似违法

违规行为，按权限和流程实现自动下发地方核查。

——流程管理功能方面



（3）自动提示技术服务单位及时完成技术审

查、生产建设项目提交监测季报、完工待验收项

目开展自主验收。

（4）自动收集生产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和技

术服务单位的信用信息。



  浏览查询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开和发布的各类

水土保持信息。

——公众服务功能方面



u融合发展  

u整合发展

u智慧发展

u移动发展

结语：未来发展趋势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