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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趋势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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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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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工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

p 今年北方地区的极端降雨超过往年，在一些地方发生的洪涝灾害暴露出我国北方地区防汛工作仍存在诸多短板。

§ 5月份，黑龙江就发生了极端降雨过

程，降水强度屡屡刷新；

§ 2021年“7·20”特大暴雨侵袭郑州，

市区发生严重内涝灾害，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 7月下旬，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台风

“烟花”造成的风雨及近日上游来水

的叠加影响，河北省邯郸、邢台等地

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趋势洞察– 城市洪涝

关键词：暴雨、积水、内涝、防洪抗涝

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暴雨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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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 政策导向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
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

政策导
向

加强智慧平台建设,建立完善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整合各部门防洪排涝管理相关信息

在排水设施关键节点、易涝积水点布设必要的智能
化感知终端设备

满足日常管理、运行调度、灾情预判、预警预报、
防汛调度、应急抢险等功能需要

与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深度融合，与国土空
间基础信息平台充分衔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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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智慧城市和智慧水务

智慧城市
Smart City

技术创新
Cloud & Big Data

智慧水务
Smart Water

智慧城市水务
（智慧城市防洪 ）

= 智慧城市 ∩ 智慧水务 

1. 防洪抗涝、供排水等水务管理是城
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智慧城市水务是智慧城市和智慧水
务的必然融合和延伸,目标是要构建
现代大水务管理。

3. 智慧城市水务是通过信息化技术方
法获得,处理信息,从而有效地管理城
市洪涝和供水、用水、耗并公开城
市水务水、排水、污水、再生水社
会水循环。

4. 围绕“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
打造更加智能、高效的智慧水务应
用体系。

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
地域文化，加强城市供水供气供
电、公交和防洪防涝设施等建设，
坚决治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
让出行更方便，环境更宜居 。

– 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重视城市内涝 、海绵城市建设；
重视城市供水压力；

重视城市宜居环境建设 ：人水和
谐，城市水系完整，城市水功能
区管理；

超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

资源按需分配，集约化和
虚拟管理；

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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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 – 新技术发展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它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在其中共享的
资源、软件和信息以按需服务的方式提供给计算机和用户，就如同日常生活中的电网和煤气一样.
实现了资源集约化,虚拟化,按需分配和动态管理(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Scalable)

1

商业模式：消费者和企业将从“购买软硬件产品”向“购买信息服务”转变

技术特性：池化资源、自助服务、灵活弹性和基于用量

特点优势：经济（规模化和低成本)、敏捷(可扩展性和快速部署）和专注

电：从购买发电设备到购买电力服务 信息：从购买软硬件到购买信息服务 

发电机 

现代发电厂 

计算

软件

存储

信息服务提供商 

云服务

SaaS 
应用、流程和信息即服务

PaaS
软件平台即服务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q 云计算 = 技术概念 + 商业模式 q 云服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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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 – 新技术发展

q 不同行业对大数据有不同理解，但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高价值信息和知识是各界对大数据应用的共识

大数据: 满足4V(种类多、流量大、容量大、价值高)指标的数据称为大数据。
大数据技术：通过捕捉、发现、分析，从大容量数据中获取价值的一种新的技术
架，具体包括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计算，大数据共享，大数据服务

2

C

A B

From big data to big use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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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洞察 – 新技术发展

q 人工智能重点研究内容：机器学习、机器感知、机器行为、机器思维

人工智能是研究使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
思考、规划等）的学科，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
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

3

1. 机器学习：让计算机能够像人那样
自动获取新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自我和增强能力。

2. 机器感知：让计算机具有类似于人
的感知能力，如视觉、听觉、触觉、
嗅觉、味觉。机器感知相当于智能系
统的输入部分，主要包括机器视觉、
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

3. 机器行为：让计算机能够具有像人
那样地行动和表达能力，如走、跑、
拿、说、唱、写画等。机器行为相当
于智能系统的输出部分。

4. 机器思维：让计算机能够感知到外
界信息和自己产生的内部信息进行思
维性加工。主要包括推理、搜索、规
划等方面的研究。 数字城市

（基础建设）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
（高级应用）

多源融合数据 传统物理模型
运行累积数据

智能水位图像识别

机器学
习算法 模型输入大量的

学习数据

输入样例

输出结果

达到精度要
求才能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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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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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解 –总体目标

       城市洪水与自然流域洪水相比，具有洪量增加、流速加大、峰量增高、峰现提前、历时缩

短等特点，一旦发生城市洪水，由于城市人员聚集等特点，造成的伤亡损失相较于自然流域会

更大，为了预防城市洪水，我们倡导“变被动救助为主动预防”，“雨前预警+雨中报警”双重

手段助力减少人员伤亡和洪涝灾害影响。

雨中报警雨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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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解 –关注对象

空
中
降
水

地
面
积
水

管
网
径
流

点状信息

线状信息

面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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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解 – 系统实现
通过网格化部署城市中的各种雨水情感知设备。降雨前，基于降雨预报、历史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进行智能积水预报，提前发布预警；降雨发生过程，实时监测城市降雨量、积水量、排水量，图像识
别水深车辆人员情况、自动开启声光电一体化报警站，及时智能应急调度。实时准确发布积水内涝预警
信息、模拟演算内涝程度，为决策调度提供数据支持，帮助城市管理部门有效地调度泵站、闸门等排水
设施，有效减低城市内涝风险。

预警调度

下凹桥监测

内涝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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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解 –建设要点

系统建设之前 系统建设之后
要点总结

Ø网格化内涝管理

Ø声光电一体化预警站

（水深自动触发）

Ø图像智能识别（积水水

深、淹没车辆、受灾群

众等）

Ø多种预警手段发布（广

播、电视、微信、网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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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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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产品介绍

• 预报：通过AI智能学习算法基于降雨预报数据、历史相关数据进行智能降雨预报；

• 预警：网格化布署雨水情感知设备，基于图像识别技术智能识别水深车辆人员情况、自动开启声光电一体化报警站；

• 预案：及时智能应急调度、会商协同；

• 预演：实时演算发布内涝模拟结果，助力城市管理部门有效地调度排水设施，降低城市内涝风险。

  通过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围绕预报、预警、预案、预演“四预”功能，发展智慧城市防洪应用驱动新模式。

产品优势

• 机器学习——预测未来内涝信息

• 人工智能——水位深度实施监管，靶向预警推送

• 综合报警——实时预警、锁定位置

• 智能调度——多部门协同会商、联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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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标准 两个保障 三大支撑 N个应用

01

03

02

技
术

标
准

验
收

标
准

运维规范

标准
规范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运

维

保

障

体

系

物联网平台

应用支撑平台

大数据平台

1 2 3 N

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整体设计
以解决城市防洪实际问题为导向，以”一套标准、两个保障、三大支撑、N级应用”的设计思路

打造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创新体系。

应用1：雨前预警

应用2：雨中报警

应用3：雨后评估

……

统一标准、统一运行环境、统一安全保障、统一数据中心、统一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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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总体框架

智能应用

城市内涝模型

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全域覆盖的监控网络，全面监测内涝数据

流量感知水位感知雨量感知 视频感知蒸发感知

站码
标准

采集
标准

接收
标准

集成
标准

运管
标准

巡检
标准

标准体系

业
务
管
理

雨水情监
视

城市防洪
预报

城市防洪
预警

积水风险
评估

城区水系
联排联调

洪涝预警
发布提醒

工
程
管
理

基础信息 工程信息

告警信息 建设信息

维护信息 ......

运
维
管
理

工况监测 运维任务

运行评估 运维质量

运维人员 ......

特
色
应
用

三维仿真
应用

无人机
应用

运维
机器人

移动端
应用

... ...

基础
支撑

交互呈现 大屏版 PC版 移动版 APP

物理
安全

网络
安全

主机
安全

应用
安全

数据
安全

其他
安全

安全规范

站码
标准

采集
标准

传输
标准

排水口流量 排水口水位 报警水位感知

政务云、大数据处理套件TBDS、AI平台、云区块链服务TBaaS、主机安全（云镜）、
云DDoS防护……

感知
设备

基础
设备

数据汇集、数据模型、字典 数据资源目录、主题服务 数据管理 
大数据平台

位置大数据应用

空间数据预处理 工程专题地图制作

地图图源选择 地图服务建设

用户注册 权限管理

用户统一登录 访问统一分析

统
一
地
图
服
务

微服务架构

统
一
用
户
管
理

统一数据服务 统一接口设计

容
器
云

微
服
务

AI算法

大支撑
平台

联排联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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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统一标准、统一规范
充分参考国家标准规范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建设内容，制定符合城市防洪信息化建设的标准规范。主要涉及

应用、服务、数据、安全和管理等方面标准规范。

Ø 建设前：

      统一应用规范、服务规范、数据规范、安全规范，统一通信规约。

Ø 建设中：

      遵循统一的建设要求，制定统一的施工、测试、验收标准。

Ø 建设后：

      制定统一的信息化运行维护规范，实现标准化运行管理。

技 术 标 准

建设前

验 收 标 准

建设中

运 维 规 范

建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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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安全、运维保障体系

     按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软件平台采取统一开发、多级应用的原则进行建

设，提升平台的整体建设水平，降低系统运维难度。

Ø信息安全三级等保

Ø网络加密传输

Ø国产密码保护

Ø手机实名认证

安全体系

Ø专业IDC机房，7*24小时保障

Ø设备一站双发，保障数据稳定

Ø统一运维中心，提供标准化服务

Ø3年质保期免费维护、免费升级

运维体系

安 全 · 运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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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统一支撑体系

物联网
接收平台

l 物联网接收平台，保证

全流域物联网监测设备

数据的统一接收、统一

质控、统一计算、统一

交换、统一管理。

统一应用
支撑平台

l 基于微服务架构，开发统一应用

支撑平台，提供统一用户管理、

统一数据服务、统一通用服务、

统一空间服务、统一分析计算服

务，实现整体赋能。

大数据
平台

l 建立城市防洪大数据平台，

将流域内各类监测、业务、

社会数据等进行整合，进行

数据融合分析，形成流域大

数据中心。

      打造一个实用、适用、高效的，具备开放性、标准化、易扩展、智能化的软件服

务支撑体系，为提升各系统的整体质量水平统一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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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物联网接收平台
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大感知平台，能够对雨情、河道水位、流量、视频等物联网终端设备进行统一汇集

接入管理，对终端监测遥测数据进行统一质控和标准化处理以供业务应用系统使用，最终为业务数据库统一提

供数据级和产品服务。
协议匹配
（自动）

A协议

B协议

C协议

……

报文解析

监
测
数
据

……

奇异值处理

根据设
备上报
奇异值
解译设
备运行
异常信
息

业务数据
计算

根据公式
计算业务
数据值遥测数

据库

数据接口 TCP/UD
P

短信猫
短信网

关

异常拦截

根据业
务数据
阈值，
过滤异
常数据

标准数据
库

接收结果：
OK / NG

GPRS
GSM

北斗卫星
内涝监测站点

卫星指挥
机

u统一接收

u统一质控

u统一计算

u统一管理

u统一推送

五个统一：

遥测统一接收平台 实现不同设备类型、不同厂家协议的统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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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大数据平台

基于“一数一源、一源多用”原则，

汇聚全域数据、开展数据治理，形成

标准一致的基础数据资源。

大数据展示平台

大数据管理平台



24应用支撑平台打破业务纵向应用壁垒

      通过统一支撑系统建设，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跨系统间数据、流程、应用、界面的集成与共享。为各应用系统的实

现提供运行环境、资源技术支持、多种服务及接口。完成在容器云和微服务支撑下的统一通用组件、统一地图服务、统一用

户管理、统一数据服务、统一接口设计的大应用支撑平台建设。

ETL工具

图表绘制组件

报表组件

流程引擎

消息中间件SOA组件

告警发布组件

短信发布组件

缓存管理组件 数据交换中间件

空间数据
预处理

工程专题地图
制作

地图图源
选择 地图服务建设

用户注册 权限管理

用户统一登录 访问统一分析

统
一
地
图
服
务

统
一
通
用
组
件

统
一
用
户
管
理

数据接口设计 数据服务管理数据加密设计
统一
数据
服务

用户API接口 系统资源服务接口 其他服务组件接口统一接
口设计

容
器
云

微
服
务

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统一应用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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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 AI智能分析模型
基于智能化摄像头，采用AI技术和深度学习模型，依托海量的、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打破传统水位测量方式的瓶颈，

自动处理大量的水文监测视频、图像文件，通过处理、分析和理解，实现对水位的智能识别和分析，提供包括自动监视、

阈值设置、自动判断和智能告警等服务。

白
天

夜
晚

智能图像
识别算法

水位识别

水位识别

u 无需水位传感器，仅基于断面视频，实现人工智能识别

水尺信息，水位滤波；

u 处理阶梯水尺

u 多根水尺自动选定跟踪，选择最合适的水尺识别；

u 全天候水尺识别；

u 光线影响小，水位识别的同时，还可进行河流状态、浑

浊程度、漂浮物分析；

u 没有水尺，能够根据斜坡标定水位；

u 施工简单，无需靠近水面，大大简化施工，降低土建成

本；

u 中心远程全监管，实现现场零操作。

优势特点：



26

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舆情分析模型

网络舆情捕捉 舆情智能分析 智能推送（管理者） 舆情响应决策

暴雨

朝阳

水务

堵车

发水

臭水

河长

亮马河

河干了

通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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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产品模块1

产品基于多源融

合降雨面分析模型，

通过质量控制和插补

分析，提升降雨预报

质量。及时对预警事

故易发地点通过LED

屏、电视、广播、短

信、微信、网络等方

式对社会公众发布。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分析与评估

高程数
据

降雨点数
据

降雨表面

雨前预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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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产品模块2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分析与评估

基于城区闸坝泵

站等水利工程实时监

测信息，结合未来1-

3d天气预报情况，

利用城区联排联调模

型对城区水系进行提

前调度，保证城区水

系以合理水位运行，

保证城区水利工程安

全和防洪安全。

水系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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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产品模块3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分析与评估

实时监管各易涝

点水位深度，系统平

台可提供有关智能自

动预警、数据智能分

析管理、综合监视、

测站识别详情、实时

视频播放等功能，同

时通过移动端提供移

动查询管理等服务。

河北金各庄水文站（遮挡严重）

黑龙江伊春带岭水文站（雪地水尺）

江西南昌湾里水文站（夜间水尺）

AI图像识别已在广西、江西、四川、河北、贵州、甘
肃、云南及黑龙江等地有相关的建设案例。

四川都江堰水文站（斜坡水尺）
预警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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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产品模块4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分析与评估

滚动计算城市内

涝积水，叠加洪水演

进模型，仿真模拟内

涝淹没情况，内涝后

实时报警，融合地图

导航信息展示，自动

优化出行路线，规避

积水路线，保证人员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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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产品模块5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分析与评估

应急预案自动启

动，采用最优路径进

行应急调度，采用模

板化方式管理现场应

急抢险人员，可使用

多途径进行应急警情

上报，通过实时轨迹

和上报图像确认工作

状态。

应急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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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产品模块6
应急指挥调度模型预演内涝实时预报预警城区水系联调雨前预警发布 损失评估

采用大数据技术

构建洪灾损失评估模

型，根据积水深度和

社会经济数据库自动

计算洪灾损失情况；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进行雨后总结

评估，包括对每个积

水点的积水原因、积

水和退水情况、采取

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处

置建议进行记录。

灾情统计与损失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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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智能运维

信息
运维

测站
运维

网络
运维

系统
运维

智慧运
维管控
平台

通过对信息运维、测站运维、网络运维、系统运维等智能化运维管控的建设，自动识别水文现代化体系运行故

障及隐患问题，达到简化复杂的运维过程的效果，持续改善业务健康状况，提高运维效率。

u 构建问题诊断中心，实现运维智能化

u 构建体系监控中心，实现运维自动化

u 构建故障维修中心，实现运维主动化

u 开发运维手机端APP，实现移动运维

u 构建质量评价中心，实现质量可量化

u 构建运维专家中心，实现知识可用化

u 构建运维门户中心，形成多视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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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城市防洪抗涝系统— 智能运维

O2O运维模式

线上
  集中监管+
  远程诊断
线下
  现场检修+
  按需服务

解决方案
1. 运行态势可视化

2. 故障处理闭环化

3. 安全风险可控化

4. 日常运维规范化

5. 绩效评估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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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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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艾力泰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4年6月，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6年新三板上市，股票代码870247；是中

国水利行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坐落于“中国硅谷”—北京中关村高新技

术开发园区，除北京总部外，已在黑龙江、吉

林、贵州、山东、江西、广西、云南等省份建

立了分（子）公司。

公司现有员工180余名，与北京大学、河海大

学、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等知名

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黑龙江分公司

吉林子公司

北京总公司

济南分公司

江西分公司

云南分公司

广西分公司

贵州分公司

宁夏办事处

山西办事处

新疆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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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公司通过了双软企业认证、ISO9001质量体系

认证、CMMI体系认证，拥有计算机系统集成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甲级资质
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资质和水文仪器生产许

可证等相关资质证书。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双软认证企业

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TSS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资质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甲级资质 (含水文分析与计算)

CMMI5软件能力成熟度认证

ISO20000-1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遥测终端机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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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u  获得三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u  中国水利信息化软件行业自主创新品牌10强

u  水利行业互联网+创新企业奖

u  中国水利信息化最具成长力企业

u  水利行业杰出企业奖

u  连续四年获得“质量信得过单位”认定证书

u  连续四年被评为“AAA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u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企业

u AI行业应用方案商

u  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

u  北京市第六届“产品质量创新贡献优秀奖”

u  海淀区创新企业

u  中关村最具发展潜力十佳中小创新企业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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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10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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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水利部实时雨水情数据库信息交换系统软件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利部实时雨水情数据库维护系统软件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利部雨水情报汛统计分析软件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情应用产品数据服务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松辽流域防汛信息共享技术研究（吉林省）（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松辽水利委员会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数据集成处理软件开发

北戴河新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模型研究服务项目

秦皇岛市地表水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编制项目

江西吉安市水库预报及调度系统采购项目

江西省降雨数据质量分析系统采购项目……

智能物联网典型案例 大数据典型案例

云南省中央预算内投资盈江大型灌区量测水设施建设项目

云南省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工程(雷达测流站建设)

黑龙江省大江大河水文监测建设工程设备采购及服务

长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跨界河流水文站网第三期建设工程项目

湛江水文分局水尺智能识别系统采购及安装项目

山西省临汾市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翼城地下水量、水位监测项目

宁夏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建设项目

夭津市尔王庄水库水质预警系统建设项目……

行业应用典型案例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吉林省信息源建设及业务软件本地化定

制项目（水利部信息中心）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黑龙江省信息源建设及业务软件本地化

定制项目（水利部信息中心）

移动端水情产品制作及服务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利部雨水情传真邮件一体化管理模块开发（水利部信息中心）

贵州省水文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水文局机关_三江平原典型区地下水监测预警软件开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库预警及防护抢险管理平台

黄河宁夏段水情监测系统软件平台升级改造及水文综合业务系统……

黑龙江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监测站运行维护及水质采送样项目（水利部信息中心）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黑龙江省监测站水位监测仪器设备采购与安装（水利部信息中心）

黑龙江省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和地下水水质采样前抽水洗井项目

吉林白山运维项目

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理处磨盘山水库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服务采购

宁夏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文站点设备维修维护项目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审查总站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运行维护项目

广西梧州水文测报系统遥测站设施设备维护业务采购项目

黑龙江牡丹江水文局防汛水情自动采集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智慧运维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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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

专业咨询
综合应用
高效运维

三

二

（ 设 备 质 量 保 障 、 信 号 通 信 、 网 络 服 务 ）

科学
研究

研发
实施

（ 数 据 融 合 、 算 法 模 型 、 质 量 控
制 、 科 学 研 究 ）

一

五

咨询设计
（ 智 慧 水 利 、 智 慧 水 务 、 标 准
规 范 ）

（ 水 文 水 资 源 、 枢 纽 、 水 库 、
灌 区 、 水 务 ）

线 上 “ 集 中 监 管 + 远 程 诊 断 ” ,   线 下 “ 现 场 检 修 + 按 需 服 务 ” 的 O 2 O 运 维 模 式

智慧运维

智能物联网

智慧应用大数据服
务

平台 模型 团队

自主可控
多维业务展现
大数据挖掘

集成产学研
成果快速转化

稳定可靠

丰富水利行业
应用&管理
经验的团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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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