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评价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充分发挥数

字孪生技术对我省水利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

引导我省水利工程建设相关单位积极提升水利工程建设全

要素、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能力，助力

我省水利行业从业人员建立透彻感知、智能先进、互联协

同、科学高效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新模式。根据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43441.1-2023）、水利部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数字

孪生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建设〔2024〕93 号）和水利

部关于印发《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水信息〔2022〕148 号）等相关标准和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是指以物理水利

工程为单元、时空数据为底座、数学模型为核心、水利知

识为驱动，对物理水利工程全要素和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

数字映射、智能模拟、前瞻预演，与物理水利工程同步仿

真运行、虚实交互、迭代优化，实现对物理水利工程的实

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调度的新型基础设施。

第三条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范围应覆盖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宜结合实际统筹考虑工程上下游、干支流等。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应遵循“统筹集约、先进实用、



安全可靠、迭代升级”的原则。

第四条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

责广东省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评价（以下简称技术

评价）全过程评价工作。广东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协

助评价工作。

第五条 技术评价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

价申请单位原则上应为协会会员单位。

第六条 技术评价申请条件是：已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

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一年以上、符合第三条规定的、新建

的水利水电工程或为已实际投入运行的水利水电工程新立

项建设的数字孪生项目。

第七条 技术评价的对象为我省行政区域内建设的水利

水电工程或注册地位于广东省的协会会员单位在外省参与

建设的水利水电工程，原则上以一个经批准的初步设计为

申请评价工程或已建成投入运行后单独立项建设数字孪生

的工程；对于总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新建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有相对独立的数字孪生建设工作内容且数字孪生建设工作

成效突出的单个施工标段（有独立施工合同且施工合同额

不低于 1 亿元），可作为一个独立工程申请评价。水网工程

不属于本评价对象范围。

第八条 评价对象参照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标准分为

大型、中型和小型，其中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适

用评价标准为附件 2 中附表 A，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适用评

价标准为附件 2 中附表 B。



第九条 技术评价申请单位应提交以下成果资料：

（一）《技术评价申请书》（格式见附件 1）；

（二）工程建设技术报告及图纸（有关数字孪生建设

部分）；

（三）系统第三方测试报告；

（四）监测设备检验资料；

（五）验收证明；

（六）系统演示录屏；

（七）系统运行日志（近三个月）；

（八）系统运维报告；

（九）用户评价；

（十）系统运行效益总结报告。

第十条 技术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评价的资料是否齐全；

（二）是否完成了工程初步设计批复中或合同内容中

要求的数字孪生建设内容；

（三）数字孪生建设内容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和规定的

指标要求；

（四）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实用性和科学性是否

达到先进水平。

第十一条 技术评价工作由协会组织评价专家组进行评

价，每项工程技术评价专家组由 3-5 人组成。

被评价的工程相关参建单位人员及利益相关联人员，

不得聘为专家组成员。



技术评价专家从协会专家库中选取。

第十二条 技术评价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

申请受理。申请评价单位按照受理通知要求提交第八

条要求材料及自评表（附件 2），协会按照相关要求检查是

否符合基本要求，并对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予以受理；

资料审查。由协会组织专家对已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根据技术评价申请单位提交的应用成果评价资料进

行对照检查，并形成初步审查意见；

评价会议。对已通过资料审查的评价工程，由协会组

织专家召开评价会议，并形成最终评价意见。

第十三条 评价专家必须认真审查示范工程执行单位报

送的评价资料，实事求是地提出评价意见。

评价专家必须为申报单位保守技术秘密。

第十四条 评价专家组组长应综合各专家意见提出评价

意见，当有超过半数的评价专家对该评价结果提出不同意

见时，该评价意见不能成立。评价意见形成后，由评价专

家签字。

第十五条 评价等级：

评价共分为 AAA 级、AA 级、A 级，AAA 级为最高。

（一）AAA 级。评价结果总分应达到 900 分（含）以上，

且满足附件表格中等级为Ⅰ级的指标项数目不少于总指标

数目的 80%。总体评价为国内领先水平。

（二）AA 级。评价结果总分应达到 800 分（含）以上，

且等级为Ⅰ级的指标项数目不少于总指标数目的 70%。总体



评价为国内先进水平。

（三）A 级。评价结果总分应达到 700 分（含）以上，

且等级为Ⅰ级的指标项数目不少于总指标数目的 60%。总体

评价为行业领先水平。

第十六条 评价结果在协会网站向社会公示 7 天，接受

社会公众的监督。异议及处理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经公示无异议的评价工程，由协会发文予以

公告，并颁发评价证书。

第十八条 优质工程的评选优先从通过本技术评价的水

利水电工程中选取，以提高优质工程的信息化水平。

第十九条 发现其存在以下问题之一的，取消其示范

工程评价结果，收回评价证书，并予以公告：

（一）在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工程质量存在问题或隐患；

（三）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四）违反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的工程；

（五）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情况的工程。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



附件 1

广东省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

评 价 申 请 书

申请评价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申请单位：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制

二○二四年制



工程名称

开工、完工时间

示范工程执行单位名称

实际运行起始时间

建设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施工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工程地址（精确至镇街）

工程概况：



建设单位（代建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协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目录

一、工程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二、工程建设技术报告及图纸（有关数字孪生建设部分）

三、系统第三方测试报告

四、监测设备检验资料

五、验收证明

六、系统演示录屏（视频格式，保存在 U 盘提交）

七、系统运行日志（近三个月）

八、系统运维报告

九、用户评价

十、系统运行效益总结报告（附件 3 模板）

十一、工程实体照片（10 张以上彩色照片）

十二、工程未发生质量及生产安全事故承诺书（自拟）



附件2 

附表A 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利工程数字孪生技术评价标准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地理空间
数据建设
精度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DE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格网
大小

1.00%
格网大小优
于5m

格网大小5-
15m

格网大小15-
30m

格网大小大
于30m

格网大小是指DEM数
据中单个网格的边
长，格网越小，数
据精度越高

DEM数据成果报告
、数据质量检验
报告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2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DEM
格网大小

1.60%
格网大小优
于1m

格网大小1-
2m

格网大小2-
5m

格网大小大
于5m

格网大小是指DEM数
据中单个网格的边
长，格网越小，数
据精度越高

DEM数据成果报告
、数据质量检验
报告

客观自评

3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DO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分辨
率

1.00%
优于0.5m 分
辨率

0.5-1m分辨
率

1-5m分辨率
大于5m分辨
率

DOM的分辨率是指影
像上可分辨的最小
单元，分辨率越
高，图像细节越清
晰。

DOM影像文件、影
像分辨率说明文
档、DOM生成和处
理记录

客观自评

4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DOM
分辨率

1.60%
优于 5cm 分
辨率

5-10cm分辨
率

10-50cm分辨
率

大于50cm分
辨率

DOM的分辨率是指影
像上可分辨的最小
单元，分辨率越
高，图像细节越清
晰。

DOM影像文件、影
像分辨率说明文
档、DOM生成和处
理记录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地理空间
数据建设
精度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倾
斜摄影模型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分辨率

2.00%
优于 8cm 分
辨率

8-15cm分辨
率

15-20cm分辨
率

大于20cm分
辨率

倾斜摄影模型的分
辨率是指模型展现
细节的能力，高分
辨率模型可以提供
更真实的地形和建
筑物细节

倾斜摄影模型文
件、倾斜摄影质
量报告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6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倾斜摄影模
型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分
辨率

3.20%
优于2cm 分
辨率

2-5cm分辨率
5-10cm分辨
率

大于10cm分
辨率

倾斜摄影模型的分
辨率一般指的是原
始影像采集分辨
率，高分辨率模型
可以提供更真实的
地形和建筑物细节

倾斜摄影模型文
件、倾斜摄影质
量报告

客观自评

7

工程库区大
断面和回水
区重要断面
水下地形

工程库区大断
面和回水区重
要断面水下地
形采样间隔

2.00%
采样间隔优
于1m

采样间隔1-
2m

采样间隔2-
5m

采样间隔大
于5m

水下地形采样间隔
是指测量点之间的
距离，间隔越小，
地形数据的精度越
高

水下地形测量报
告、采样点分布
图、地形数据分
析结果

客观自评

8

淤积严重、
冲淤变化明
显或其他重
点水下区域
水下地形

淤积严重、冲
淤变化明显或
其他重点水下
区域水下地形
采样间隔

3.00%
采样间隔优
于 0.3m

采样间隔
0.3-0.5m

采样间隔
0.5-2m

采样间隔大
于2m

水下地形采样间隔
是指测量点之间的
距离，间隔越小，
地形数据的精度越
高

水下地形测量报
告、采样点分布
图、地形数据分
析结果

客观自评

9

工程土建、
综合管网、
机电设备等
BIM模型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型
LOD

2.20%
LOD400、
LOD500

LOD300 LOD200 LOD100

BIM模型的LOD
（Level of 
Detail，细节层
次）级别越高，模
型包含的详细信息
越多

BIM模型文件、
BIM建模指南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0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地理空间
数据建设
精度

闸门、发电
机、水轮机
等关键机电
设备BIM模型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备BIM
模型LOD

2.40%
LOD400、
LOD500

LOD300 LOD200 LOD100

BIM模型的LOD
（Level of 
Detail，细节层
次）级别越高，模
型包含的详细信息
越多

BIM模型文件、
BIM建模指南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11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DE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更新
频率

0.25%
每两年更新
一次

3—5 年更新 
1 次，在地
形出现较大
变化时及时
更新

每5年更新一
次

5年以上更新
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E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EM更新记录日志
、更新前后DEM数
据对比报告、地
形变化监测报告

客观自评

12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DEM
更新频率

0.40%
每年更新 1 
次

每2年更新一
次

2-5年更新一
次

5年以上更新
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E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EM更新记录日志
、更新前后DEM数
据对比报告、地
形变化监测报告

客观自评

13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DO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更新
频率

0.25%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一年更新
一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O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OM更新记录、影
像对比分析报告
、地表变化监测
结果

客观自评

14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DOM
更新频率

0.40%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半年更新
一次

一年更新一
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O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OM更新记录、影
像对比分析报告
、地表变化监测
结果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5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地理空间
数据更新
频率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倾
斜摄影模型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更新频
率

0.50%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一年更新
一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倾斜摄影数据进行
重新采集或更新的
次数

倾斜摄影数据更
新记录、模型对
比分析报告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16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倾斜摄影模
型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更
新频率

0.80%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半年更新
一次

一年更新一
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倾斜摄影数据进行
重新采集或更新的
次数

倾斜摄影数据更
新记录、模型对
比分析报告

客观自评

17

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大
断面和回水
区重要断面
水下地形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大断面
和回水
区重要断面水
下地形更新频
率

0.50%
每年更新 
1—2 次

每年1次或每
2-3年一次

每3-5年一次 5年更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水
下地形数据进行重
新采集或更新的次
数

水下地形测量报
告、断面变化分
析、更新记录

客观自评

18

水库淤积严
重、冲淤变
化明显或其
他
重点水下区
域水下地形

水库淤积严重
、冲淤变化明
显或其他重点
水下区域水下
地形更新频率

0.75%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 1 
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水
下地形数据进行重
新采集或更新的次
数

水下地形测量报
告、断面变化分
析、更新记录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19

工程土建、
综合管网、
机电设备等
BIM模型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型
更新频率

0.55%
重要部位发
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

/ / /

BIM模型更新对于设
备维护和故障诊断
至关重要。在重要
部位发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可以
保证模型与实际设
备的一致性

BIM模型更新记录
、重要部位变更
文档、模型更新
前后对比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0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地理空间
数据更新
频率

闸门、发电
机、水轮机
等关键机电
设
备BIM模型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备BIM
模型更新频率

0.60%
重要部位发
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

/ / /

BIM模型更新对于设
备维护和故障诊断
至关重要。在重要
部位发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可以
保证模型与实际设
备的一致性

BIM模型更新记录
、重要部位变更
文档、模型更新
前后对比

《数字孪生流
域数据底板地
理空间数据规
范（试行）》

客观自评

21

模型库

水利专业模
型

工程安全模型
完整性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变形
分析、渗流
渗压分析、
应力应变分
析等工程安
全模型

构建2类：如
变形分析、
渗流渗压分
析、应力应
变分析等工
程安全模型

构建1类：如
变形分析、
渗流渗压分
析、应力应
变分析等工
程安全模型

未构建工程
安全模型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22
工程安全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预
报规范（GB/T 
22482-2008）
》

客观自评

23
工程安全模型
更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24
水利专业模
型

工程安全模型
计算时间

1.00% ≤10min ≤30min ≤1h ＞1h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5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模型库
水利专业模

型

防洪兴利模型
完整性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不同
尺度来水预
报、水库蓄
水淹没分析
、库区及影
响区洪水演
进分析、水
流泥沙运动
、工程综合
调度等防洪
兴利模型

构建2类：如
不同尺度来
水预报、水
库蓄水淹没
分析、库区
及影响区洪
水演进分析
、水流泥沙
运动、工程
综合调度等
防洪兴利模
型

构建1类：如
不同尺度来
水预报、水
库蓄水淹没
分析、库区
及影响区洪
水演进分析
、水流泥沙
运动、工程
综合调度等
防洪兴利模
型

未构建防洪
兴利模型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26
防洪兴利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预
报规范（GB/T 
22482-2008）
》

客观自评

27
防洪兴利模型
更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28
防洪兴利模型
计算时间

1.00% ≤1h ≤2h ≤6h ＞6h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9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模型库
水利专业模
型

智能分析模型
完整性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水文
水资源预测
预报、安全
监测数据异
常识别、工
程安全预测
预警、工程
安全状态评
估、下泄流
量泄洪通道
监测分析、
机电设备故
障诊断分析
等智能分析
模型

构建2类：如
水文水资源
预测预报、
安全监测数
据异常识别
、工程安全
预测预警、
工程安全状
态评估、下
泄流量泄洪
通道监测分
析、机电设
备故障诊断
分析等智能
分析模型

构建1类：如
水文水资源
预测预报、
安全监测数
据异常识别
、工程安全
预测预警、
工程安全状
态评估、下
泄流量泄洪
通道监测分
析、机电设
备故障诊断
分析等智能
分析模型

未构建智能
分析模型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30
智能分析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预
报规范（GB/T 
22482-2008）
》

客观自评

31
智能分析模型
更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32
智能分析模型
计算时间

1.00% ≤1min ≤5min ≤10min ＞10min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33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模型库

智能识别模
型

遥感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0% ≥85% ≥80% ＜80%

识别准确率=识别准
确次数/识别总次数
*100%

功能测试报告
《数字孪生流
域建设技术大
纲（试行）》

客观自评

34
视频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5% ≥92% ≥90% ＜90% 客观自评

35
语音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5% ≥92% ≥90% ＜90% 客观自评

36 可视化模型 模型要求 3.00%

1.构建工程
自然背景演
变、工程上
下游流场动
态、水利机
电设备操控
运行等模型
2.渲染效果
、效率明显
提升
3.定期调整
优化

1.构建工程
自然背景演
变、工程上
下游流场动
态、水利机
电设备操控
运行等模型
2.渲染效果
、效率明显
提升

构建工程自
然背景演变
、工程上下
游流场动态
、水利机电
设备操控运
行等模型

未构建可视
化模型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37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模型库 可视化模型 模型成熟度 3.00%

支持对演化
内容的呈
现，包括但
不限于物理
实体的变化
过程、数字
实体的变化
过程、交互
关系的变化
过程、推动
演化进行的
各种措施的
执行过程和
演化结果

支持对预测
结果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优化结果
的呈现；支
持对管控方
案实施过程
的呈现

支持对动态
数据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动态数据
驱动的模型
状态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目标实体
管控结果的
实时呈现

仅支持模型
基础信息的
呈现，包含
但不限于数
据标签、标
识信息

/ 功能测试报告
《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能力
成熟度模型》

专家评定

38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知识库
预报调度方
案库

预案类型数量 5.00%

构建5类及以
上预案：
如工程防汛
预案、入库
预报方案、
工程调度预
案、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
、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
等预报调度
方案库

构建3-4类预
案：如工程
防汛预案、
入库预报方
案、工程调
度预案、防
汛抗旱应急
预案、超标
准洪水防御
预案等预报
调度方案库

构建1-2类预
案：如工程
防汛预案、
入库预报方
案、工程调
度预案、防
汛抗旱应急
预案、超标
准洪水防御
预案等预报
调度方案库

未构建预报
调度方案库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39 预案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40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知识库
工程安全知
识库

知识类型数量 5.00%

构建8类及以
上知识库：
如工程风险
隐患、隐患
事故案例、
事件处置案
例、工程安
全会商、工
程安全鉴定
、专项安全
检查査、专
家经验、相
关标准规范
、技术文件
等工程安全
知识库

构建4-7类知
识库：如工
程风险隐患
、隐患事故
案例、事件
处置案例、
工程安全会
商、工程安
全鉴定、专
项安全检查
査、专家经
验、相关标
准规范、技
术文件等工
程安全知识
库

构建1-3类知
识库：如工
程风险隐患
、隐患事故
案例、事件
处置案例、
工程安全会
商、工程安
全鉴定、专
项安全检查
査、专家经
验、相关标
准规范、技
术文件等工
程安全知识
库

未构建工程
安全知识库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41 知识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42 知识库 业务规则库 规则类型数量 5.00%

构建5类及以
上规则：如
工程调度运
用规程、机
电设备运行
操作规程、
工程安全监
测资料整编
规程、工程
安全现场检
查规程、工
程安全应急
预案等业务
规则库

构建3-4类规
则：如工程
调度运用规
程、机电设
备运行操作
规程、工程
安全监测资
料整编规程
、工程安全
现场检查规
程、工程安
全应急预案
等业务规则
库

构建1-2类规
则：如工程
调度运用规
程、机电设
备运行操作
规程、工程
安全监测资
料整编规程
、工程安全
现场检查规
程、工程安
全应急预案
等业务规则
库

未构建业务
规则库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43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知识库 业务规则库 规则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44

孪生引擎

数据引擎

功能指标 3.75%

具备自动化
的人工智能
数据处理模
型；

具备采集清
洗、标准化
治理、数据
服务、应用
服务、数据
标签等数据
功能，支持
多层次空间
数据仓库，
具备大数据

支持多种主
流格式空间
数据管理，
包括DEM、倾
斜摄影、激
光点云、BIM
等多种数据
类型

数据管理功
能缺失，系
统使用频次
不足，月平
均使用人次
低于10人次

/

相关系统截图，
用户使用情况提
供一年以内的系
统运行日志

专家评定

45 性能指标 3.75%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基础
下，数据时
效性及更新
频次小于5分
钟，峰值吞
吐量不少于
10万QPS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基础
下，数据时
效性及更新
频次小于10
分钟，峰值
吞吐量不少
于1万QPS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基础
下，数据时
效性及更新
频次小于30
分钟，峰值
吞吐量不少
于1000QPS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基础
下，数据时
效性及更新
频次大于30
分钟，峰值
吞吐量少于
1000QPS

/
性能提供第三方
压力测试报告；

性能测试2-5-
8原则

客观自评

46 知识引擎 功能指标 3.75%

知识与具体
行业应用结
合，具备至
少三项以上
行业预警、
调度、规划
决策等方面
的实际应用

具备知识自
动更新功
能，建立知
识自动更新
入库功能

具备语义提
取、知识推
理功能

不具备知识
库，或者知
识引擎仅具
备存储、查
询、修改等
基础能力

/

功能清单及第三
方功能检测报
告；知识与行业
应用应提供用户
应用证明及功能
演示录屏

专家评定

47 孪生引擎 知识引擎 性能指标 3.75%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单次
查询速度不
超过2秒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单次
查询速度不
超过5秒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单次
查询速度不
超过8秒

10TB以上海
量数据单次
查询速度超
过8秒

/
第三方压力测试
报告等

性能测试2-5-
8原则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48

数字孪
生平台
（350分

）

孪生引擎
模拟仿真引
擎

功能指标 3.75%

提供工程建
设全过程高
逼真模拟，
提供工程安
全预演及工
程安全预案
模拟

具备模型版
本管理、模
型优化、模
型迭代等方
面能力，具
备支持业务
、场景与数
字孪生引擎
结合及动态
展示功能

具备数据底
板数据加载
、场景展示
、仿真计算
、模型轻量
化、空间分
析等场景基
础功能

场景渲染基
础功能不
全，无法满
足业务应用
使用需要

/
功能清单、第三
方功能检测报告

专家评定

49 性能指标 3.75%

具备高逼真
渲染性能，
承担100平方
公里以上规
模的城市级
高精度BIM模
型时，系统
运行不少于
30FPS

系统运行50
平方公里以
上片区级规
模高精度BIM
模型时，系
统运行不少
于30FPS

系统运行50
平方公里以
上片区级规
模高精度BIM
模型时，系
统运行不少
于20FPS

性能较弱，
仅能支持小
范围或者单
个BIM模型的
渲染展示，
或者系统运
行少于
20FPS，存在
卡顿情况

/
第三方压力测试
报告等

客观自评

50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变形监测

监测位置 1.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确定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

专家评定

51
工程安全
监测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
人工定期监
测

/ /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2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变形监测

监测精度 0.50%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1.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2.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2.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3.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3.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5.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3.0mm；
水平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5.0mm

/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附录
B监测精度

客观自评

53 监测频次 0.50%

≥4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2次
/月

非汛期：≥1
次/月

汛期：＜2次
/月

非汛期：＜1
次/月

/ / 客观自评

54

渗流监测

监测位置 1.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确定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

专家评定

55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
人工定期监
测

/ /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6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渗流监测

监测精度 0.50%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3% - 5%；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1% - 3%。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5% - 
10%；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3% - 5%。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10% - 
15%；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5% - 10%
。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 
±15%；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10%。

参考《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计规
范》附录B监测精度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附录
B监测精度

客观自评

57 监测频次 0.50%

≥4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 / 客观自评

58

应力应变及
温度监测

监测位置 1.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确定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

专家评定

59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
人工定期监
测

/ /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60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应力应变及
温度监测

监测精度 0.50%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0.1% 
（ ±0.1%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1℃；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0.5% 
（ ±0.5%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2℃；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1% 
（ ±1%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5℃；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超出 ±1% 
（ ＞±1% 
FS）；
温度测量精
度＞0.5℃；

/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附录
B监测精度

客观自评

61 监测频次 0.50%

≥4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 / 客观自评

62

环境量监测

环境量监测指
标

0.50%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并实现实时
在线监测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重要指标实
现实时在线
监测，基本
指标实现数
据的定期更
新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并实现数据
的定期更新

环境量监测
指标缺失或
遗漏

环境量监测指标包
括水位、流量、降
水量、气温、河床
淤积和冲刷等指
标，其中水位、流
量、降雨量为重要
指标，气温、淤积
程度为基本指标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

专家评定

63 监测方式 0.30%
实时在线监
测

/
人工定期监
测

/ / / 客观自评

64 监测精度 0.15%
满足规范监
测精度要求

/ /
不满足满足
规范监测精
度最低要求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附录
B监测精度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65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环境量监测 监测频次 0.05%
满足项目监
测需求

/ /
不满足项目
监测需求

视工程特点及项目
情况制定监测频次

/ 客观自评

66
工程运行监
测

设备运行监测
项指标

2.00%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时在
线监测数据
具有监测数
据深度应用
功能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现实
时在线监测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现数
据定期更新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未全
面覆盖重要
监测指标

根据工程特点，选
择对闸门开度、荷
载、过流量、启闭
时间，泵站流量、
实时负荷、启停时
间等工程运行状态
进行监测。

工程运行监测实
施方案、量测仪
器、设备检验资
料（设备合格证
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应
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技术总结报告

专家评定

67 险情监测
险情监测覆盖
程度，监测方
式

1.00%

对易发生险
情的工程位
置全面实时
在线监测，
通过智能应
用及时预警
险情发生

对易发生险
情的工程位
置全面实时
在线监测，
及时了解险
情动态

对易发生险
情的工程位
置全面监
测，并定期
数据更新

对易发生险
情的工程位
置识别不全
面，未进行
有效监测

根据工程特点，选
择对散浸、漏洞、
管涌和流土、滑坡
、塌坑、漫顶、严
重淘刷、裂缝、溢
洪道泄洪能力不足
等进行监测。

险情监测实施方
案、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68 专项监测 专项监测 1.00%
专项监测项
目全面实时
在线监测

一般专项监
测项目实现
数据的定期
更新，重要
专项监测项
目全面实时
在线监测

专项监测实
现数据的定
期更新

未设置专项
监测或专项
监测缺失或
漏项

水利工程应根据其
工程规模、等级、
运用条件和环境等
因素有针对性地设
置专门性监测项
目，专项监测项目
主要包括水力学、
地震反应和冰凌等

专项监测实施方
案、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69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工程安全
监测

巡视检查 自动巡查程度 1.00%

在AI识别、
智能诊断辅
助巡检的基
础上，结合
自身项目特
点探索特色
应用

库区内全域
实现无人机
、机器人等
智能化自动
巡检，并配
套运用AI识
别、智能诊
断等功能提
高巡检效率

库区重要区
域巡查以人
工巡查、视
频监控为
主，一般区
域实现无人
机、机器人
等智能巡检

库区巡查以
人工巡查、
视频监控为
主

根据工程特点，应
采用机器人巡查、
无人机巡查、人工
巡查、视频监控等
方式对主要水工建
(构)筑物、金属结
构及机电设备和其
他重点管理和保护
范围进行巡视检查

巡视监测实施方
案、自动巡检设
备检验资料（设
备合格证书、检
测报告、出厂证
明、供应商保证
等材料），监测
报告、技术总结
报告

客观自评

70

雨水情监
测

雨量监测站
布设

雨量监测站布
设位置、数量
、合理性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足布设
要求

库区未控集雨面积
按每50km²补充不少
于2处雨量站,在坝
区至少设1处雨量站

水情监测技术设
计书，监测点位
置分布图，量测
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
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
应商保证等材

客观自评

71
雨量自动采
集频次

雨量自动采集
频次

0.50%
满足采集要
求

/ /
不满足采集
要求

重点雨量监测站汛
期每小时、降水时
段内每5min自动采
集1次

水情监测技术设
计书，监测点位
置分布图，量测
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
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
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技术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72 水位站布设
雨量监测站布
设位置、数量
、合理性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足布设
要求

在工程入库、出库
控制断面,自建水位
自动监测站或与流
域管理机构、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门水
文站共享;在坝前、
坝后流态平稳区域
各设置至少1处水位
自动监测站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73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雨水情监
测

水位自动监
测频次

水位自动监测
频次

0.50%
满足采集要
求

/ /
不满足采集
要求

不大于6 min/次

水情监测技术设
计书，监测点位
置分布图，量测
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
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
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技术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74
流量监测点
布设

雨量监测站布
设位置、数量
、合理性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满足布
设要求

对工程入库、出库
流量进行监测

客观自评

75
流量监测频
次

流量监测频次 0.50%
满足采集要
求

/ /
不满足采集
要求

不大于6 min/次 客观自评

76

泥沙和淤
积监测

水库淤积
水库淤积监测
方式与采集频
次

1.00%
对水库淤积
实现实时在
线监测

/

存在多沙河
流入库的每
年不少于
1次,少沙河
流入库的视
情况开展相
关工作

针对水库淤
积视情况开
展，不做强
制要求

/
泥沙和淤积监测
技术设计书，监
测点位置分布
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77 出库含沙量
出库含沙量监
测方式与采集
频次

1.00%
对出库含沙
量实现实时
在线监测

/
对出库含沙
量实现数据
定期更新

针对出库含
沙量视情况
开展，不做
强制要求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78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安防监控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
产区

工程管理范围
内安防监控覆
盖程度

15.00%

工程管理范
围内实现安
防监控全覆
盖，具备AI
识别、智能
预警、自动
巡检等功能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实现
实时在线监
控，具备AI
识别、智能
预警等功能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实现
实时在线监
控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未完
全覆盖

/

安防布置图，监
控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

《水利视频监
视系统技术规
范》SL515

专家评定

79
设备运行
状态监测

信息化基础
设施、工程
机电设备等
设
备设施

信息化基础设
施、工程机电
设备等设
备设施运行状
态监测

15.00%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实时监控，
智能分析设
施设备运行
状态，实现
设备故障预
警分析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实时监控，
掌握设备运
行状态，设
备故障及时
报警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监控，定期
数据更新

重要设施设
备运行状态
监测不完善

包括网络设备、计
算存储设备、机房
、会商调度中心等
信息基础环境，通
信网络，水文监测
设备、工程安全监
测设 备、视频监控
设备等监测设备，
工程机电设备等设
备设施

设备检验资料
（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

《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
计规范》附录
B监测精度

专家评定

80

通信网络

网络分区
网路分为业务
网和工控网

5.00%

在满足需求
和子网管理
的基础上，
具有良好的
安全策略

通信网络按
业务网和工
控网进行分
区，满足不
同业务需
求，网络架
构清晰，不
同网络之间
实现有效的
隔离与管理

通信网络分
为业务网、
工控网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技术测试报告
（如：带宽测试
报告、延迟测试
报告等）、安全
审计报告（如：
数据加密效果审
计、访问控制审
计、网络安全防
护设备的运行审
计）、设备兼容
性和扩展性文档

客观自评

81 业务网连接
带宽、延迟、
丢包率

5.00%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 
100 Mbit/s
以上，网络
延迟低于100
毫秒，丢包
率＜0.1%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
100Mbit/s以
上，网络延
迟低于300毫
秒，丢包率
＜0.5%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不
低于
50Mbit/s，
网络延迟不
低于500毫
秒，丢包率
＜1%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技术测试报告
（如：带宽测试
报告、延迟测试
报告等）、安全
审计报告（如：
数据加密效果审
计、访问控制审
计、网络安全防
护设备的运行审
计）、设备兼容
性和扩展性文档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2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通信网络 工控网连接
工控网连接合
理性

5.00%

按需与上级
单位连接,实
行控制区与
过程监控区
分别连接，
采用防火墙
或其他措施
进行隔离,采
取加密措施
进行数据传
输加密

/ /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技术测试报告
（如：带宽测试
报告、延迟测试
报告等）、安全
审计报告（如：
数据加密效果审
计、访问控制审
计、网络安全防
护设备的运行审
计）、设备兼容
性和扩展性文档

客观自评

83

工程自动
化控制

工程自动化
控制系统

工程自动化控
制程度

5.00%

实现调度控
制级控制，
且主要机组
设备具备监
控智能诊断
功能

实现调度控
制级控制

实现站控级
控制

仅实现现地
级控制

/

工程自动化控制
方案、响应时间
测试数据、
设备运行记录

《水利水电工
程自动化设计
规范》
（SL612-
2013）

客观自评

84 响应速度 5.00%
响应时间＜
0.5s

响应时间
0.5s~2s

响应时间
2s~5s

响应时间＞
5s

从自动化控制系统
接收到控制指令
（如来自监控中心
的操作指令或基于
内部逻辑产生的指
令）到实际执行机
构开始动作的时间
间隔

客观自评

85 运行稳定性 5.00% ≥99%可用性 ≥98%可用性 ≥95%可用性 ＜95%可用性

可用性 =（运行时
间总和 ÷（运行时
间总和 + 故障停机
时间总和））
×100%。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6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信息基础
环境

机房环境
机房环境建设
等级及指标

8.00%

机房至少通
过等保三级
安全测评相
关要求，至
少具备1名持
数据中心运
维管理工程
师、注册信
息安全专业
人员等运维
、网络安全
方面证书的
专业人员专
职负责机房
运维工作

机房具备高
可扩展性，
为后期设备
增长预留的
冗余空间不
少于当前已
部署的设备
数量

配备空调、
消防、门禁
、等机房配
套设施，并
具备机房运
行维护相关
管理制度和
安全管理制
度，具备机
房应急管理
处置方案

缺少消防、
门禁等安全
设施

/
人员证书及社保
证明、机房设计
图

客观自评

87 计算存储
服务器及存储
资源硬件相关
指标

6.00%

采用成熟的
云平台技
术，具备完
整的资源调
度和应急预
案，在计算
与存储资源
紧缺或现有
资源出现故
障时能自动
调度备用资
源以保证系
统的平稳运
行

具备完整的
备份体系，
本地至少保
证1:1的计算
和存储备用
资源，同时
存在500公里
以上的异地
备份，异地
备份可依托
上级单位建
设

具备充足的
计算和存储
资源，保证
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不卡
顿的情况
下，CPU占用
率、内存使
用率和硬盘
资源使用率
均不超过
70%，并具备
充足的冗余
空间，满足
后续资源扩
展需要

计算和存储
资源能力不
足，无法支
撑大型数字
孪生应用

/

计算与存储资源
使用率截图、服
务器资源调度和
备份方案、系统
运维管理手册等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8

信息化
基础设
施（300
分）

信息基础
环境

会商调度中
心

会商调度现场
环境布置及功
能指标

6.00%

会商调度中
心具备专人
进行管理和
维护，能够
实现工程运
行安全、防
洪兴利调度
、巡查防护
、综合决策
等多场景应
用，具备AI
智能问答系
统及配套知
识库管理

会商调度中
心具备容纳
50人以上同
时开会的会
场，具备支
持多屏联动
的展示设备

会商调度支
持现地站、
上级和下级
主管部门会
商接入，具
备大屏、广
播等会商设
备

会商调度不
支持联动，
仅能本地运
行

/
会商调度中心设
计图、照片及设
备清单

客观自评

89

业务应
用（300
分）

工程安全智能分析预警

功能要求 5.00%

具备安全性
态预测、安
全风险预警
、安全状态
预演、安全
处置预案等
功能，且具
有创新亮点
应用

/

具备安全性
态预测、安
全风险预警
、安全状态
预演、安全
处置预案等
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90
安全风险预警
准确率

5.00% ≥95% ≥85% ≥75% ＜75%
安全风险预警准确
率=预警准确次数/
预警总次数*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91
安全事故减少
率

5.00% ≥30% ≥20% ≥10% ＜10%

安全事故减少率
=(a-b)/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内发生
安全事故次数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内发生
安全事故数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92

业务应
用（300
分）

工程安全智能分析预警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93 防洪兴利智能调度 功能要求 5.00%

具备超前精
准预报、灾
害预警通报
、调度模拟
预演、预案
优化修正等
功能，且具
有创新亮点
应用

/

具备超前精
准预报、灾
害预警通报
、调度模拟
预演、预案
优化修正等
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94

防洪兴利智能调度

防洪兴利效益
提升率

5.00% ≥20% ≥10% ≥5% ＜5%

防洪兴利效益提升
率=(b-a)/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经济效
益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经济效
益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95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96 生产运营管理 功能要求 5.00%

打造生产运
营管理系
统，促进数
字化转型

/

具备生产运
行工作计划
及考核、质
安监管、竣
工验收等功
能

/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97

业务应
用（300
分）

生产运营管理

运行故障预警
准确率

5.00% ≥90% ≥80% ≥70% ＜70%
运行故障预警准确
率=预警准确次数/
预警总次数*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98
运行成本降低
率

5.00% ≥30% ≥20% ≥10% ＜10%

运行成本降低率
=(a-b)/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运行成
本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运行成
本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99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100

巡查管护

功能要求 5.00%
强化智慧巡
查

/

具备智慧巡
查、巡查监
督、巡查统
计等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101
巡查管理业务
覆盖率

5.00% 100% ≥90% ≥80% ＜80%

巡查管理业务覆盖
率=实现智慧巡查业
务项/业务总项
*100%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02

业务应
用（300
分）

巡查管护

预警准确率 5.00% ≥90% ≥80% ≥70% ＜70%
预警准确率=预警准
确次数/预警总次数
*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客观自评

103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104

综合决策支持

功能要求 5.00%
实现综合决
策指挥

/

具备风险分
析、形势研
判、在线会
商、规律复
盘等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
演示录屏、用户
确认单

专家评定

105
“四预”覆盖
率

5.00%

实现“四预
”功能（预
报、预警、
预演、预
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3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2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1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
系统运行效益评
估报告

专家评定

106 综合决策支持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07

业务应
用（300
分）

系统性能指标

系统响应时间 5.00% ≤2s ≤5s ≤8s ≥8s /
系统性能测试报
告

108 系统可用性 5.00%
系统平均可
用性≥
99.99%

系统平均可
用性≥99.9%

系统平均可
用性≥99%

年运行稳定
时间小于99%

系统平均可用性=年
正常运行时间/一年
总时间

系统运行日志和
日常运维报告

109

网络安
全体系
（50分
）

组织管理
网络安全管理
组织体系健全
方面相关指标

20.00%

至少具备1名
持网络安全
方面证书的
专业人员专
职负责网络
安全管理工
作

具备成熟的
网络安全应
急处置流程
和网络监控
巡查制度，
定期开展网
络安全攻防
演练

具备成熟的
网络安全责
任管理制
度，采购的
软硬件不存
在中高危风
险漏洞

网络安全责
任管理制度
缺失，或者
采购的软件
、硬件存在
高危安全漏
洞风险，影
响国家安
全，或已造
成网络安全
事故等严重
后果

/

人员证书及社保
证明、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软硬
件采购流程截图
及清单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10

网络安
全体系
（50分

）

安全技术

纵深防御、监
测预警、应急
响应技术能力
程度相关指标

20.00%

采用蜜罐技
术及网络反
击工具组成
主动防御体
系，能够在
防御的同时
记录攻击者
IP，并对攻
击者进行反
击

具备安全审
计能力，对
所有用户的
操作行为进
行日志记
录，并保留
记录不少于6
个月；具备
进程白名单
、数字证书
认证、传输
加密、访问
控制等能
力；系统监
测到预警及
风险后，具
备自动响应
和主动防御
的能力，能
自动研判风
险并提供处
置方案参考

具备工控网
实时控制区
域与过程监
控区的物理
隔离，网络
数据访问可
控制为单向
数据流量；
系统具备自
动发现识别
网络威胁、
内部脆弱性
的能力，具
备安全扫描
和发现风险
后预警的能
力

网络安全所
使用的软硬
件无法支持
纵深防御、
监测预警、
应急响应其
中的一个方
面

/
所使用的网络安
全工具清单及相
关防御日志

客观自评

111 安全运营

网络安全日常
运营过程中的
管理成熟度相
关指标

20.00%

具备网络安
全主动防御
能力，防御
网络攻击的
同时记录攻
击来源并进
行反制；开
展周期性和
重要事件节
点前周期性
的渗透测试
和网络攻防
演练

具备系统上
线管理流
程，所有软
件应用和硬
件设备上线
前均应通过
专门的安全
测评、代码
检测；一年
至少开展2次
安全攻防演
练、渗透测
试，

具备完整的
运营架构，
各角色权限
控制完整，
所有主机设
备、网络设
备和软件应
用均处于防
护中，具备
安全检测及
应急处置和
预防能力

运营架构不
完整，缺少
权限控制，
缺失网络设
备威胁防
护，缺少安
全检测及应
急处置和预
防能力

/

网络安全运行日
志、运营管理制
度及运营架构、
职责分工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据

/标准

客观（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
自评）/主观
（专家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12

网络安
全体系
（50分

）

监督检查
网络安全体系
监督检查能力
和评价指标

20.00%

与公安机关
、网信管理
部门建立高
效的反馈机
制，发现的
网络安全攻
击第一时间
将证据和材
料提交，协
助公安机关
进行查处

监督检查结
果形成正式
报告，并具
备第三方安
全测评结
果，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
提出明确整
改意见，对
安全保护中
履责不力的
单位和人员
进行责任追
究

定期对网络
和技术安全
进行检测评
估，一年至
少检测2次

未能定期对
网络和技术
安全进行检
测评估，造
成严重的网
络安全事故

/
监督检查记录及
结果报告

客观自评

113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管控
能力指标

20.00%

具备数据加
密和数据自
动销毁能
力，未经合
法途径获取
的数据将无
法读取，或
自动进行销
毁

具备500公里
以上的数据
异地备份，
具备数据全
流程风险监
控，能够对
数据收集、
存储、加工
、使用等流
程进行安全
管控

具备数据分
类分级体系
并分别进行
权限控制，
具备密码、
加密访问、
身份鉴定、
安全传输、
过程追溯等
数据安全管
理技术，具
备本地备份
和数据异地
备份

缺少数据分
类分级体
系，数据保
护机制不
全，存在严
重的数据泄
露风险

/
数据安全分类分
级管理制度及所
使用的工具清单

客观自评



附表B 中小型水利工程数字孪生技术评价标准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

地理
空间
数据
建设
精度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格
网大小

1.00%
格网大小优
于5m

格网大小5-
15m

格网大小15-
30m

格网大小大
于30m

格网大小是指DEM数
据中单个网格的边
长，格网越小，数
据精度越高

DEM数据成果报告、
数据质量检验报告

《数字孪生
流域数据底
板地理空间
数据规范
（试行）》

客观自评

2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格网大小

1.60%
格网大小优
于1m

格网大小1-
2m

格网大小2-
5m

格网大小大
于5m

格网大小是指DEM数
据中单个网格的边
长，格网越小，数
据精度越高

DEM数据成果报告、
数据质量检验报告

客观自评

3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分
辨率

1.00%
优于0.5m 分
辨率

0.5-1m分辨
率

1-5m分辨率
大于5m分辨
率

DOM的分辨率是指影
像上可分辨的最小
单元，分辨率越
高，图像细节越清
晰。

DOM影像文件、影像
分辨率说明文档、
DOM生成和处理记录

客观自评

4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分辨率

1.60%
优于 5cm 分
辨率

5-10cm分辨
率

10-50cm分辨
率

大于50cm分
辨率

DOM的分辨率是指影
像上可分辨的最小
单元，分辨率越
高，图像细节越清
晰。

DOM影像文件、影像
分辨率说明文档、
DOM生成和处理记录

客观自评

5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分辨率

2.00%
优于 8cm 分
辨率

8-15cm分辨
率

15-20cm分辨
率

大于20cm分
辨率

倾斜摄影模型的分
辨率是指模型展现
细节的能力，高分
辨率模型可以提供
更真实的地形和建
筑物细节

倾斜摄影模型文件
、倾斜摄影质量报
告

客观自评

6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分
辨率

3.20%
优于2cm 分
辨率

2-5cm分辨率
5-10cm分辨
率

大于10cm分
辨率

倾斜摄影模型的分
辨率一般指的是原
始影像采集分辨
率，高分辨率模型
可以提供更真实的
地形和建筑物细节

倾斜摄影模型文件
、倾斜摄影质量报
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7

工程库区大断
面和回水区重
要断面水下地
形

工程库区大断
面和回水区重
要断面水下地
形采样间隔

2.00%
采样间隔优
于1m

采样间隔1-
2m

采样间隔2-
5m

采样间隔大
于5m

水下地形采样间隔
是指测量点之间的
距离，间隔越小，
地形数据的精度越
高

水下地形测量报告
、采样点分布图、
地形数据分析结果

客观自评

8

淤积严重、冲
淤变化明显或
其他重点水下
区域水下地形

淤积严重、冲
淤变化明显或
其他重点水下
区域水下地形
采样间隔

3.00%
采样间隔优
于 0.3m

采样间隔
0.3-0.5m

采样间隔
0.5-2m

采样间隔大
于2m

水下地形采样间隔
是指测量点之间的
距离，间隔越小，
地形数据的精度越
高

水下地形测量报告
、采样点分布图、
地形数据分析结果

客观自评

9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
型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
型LOD

2.20%
LOD400、
LOD500

LOD300 LOD200 LOD100

BIM模型的LOD
（Level of 
Detail，细节层
次）级别越高，模
型包含的详细信息
越多

BIM模型文件、BIM
建模指南

客观自评

10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备
BIM模型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备
BIM模型LOD

2.40%
LOD400、
LOD500

LOD300 LOD200 LOD100

BIM模型的LOD
（Level of 
Detail，细节层
次）级别越高，模
型包含的详细信息
越多

BIM模型文件、BIM
建模指南

客观自评

11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EM更
新频率

0.25%
每两年更新
一次

3—5 年更新 
1 次，在地
形出现较大
变化时及时
更新

每5年更新一
次

5年以上更新
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E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EM更新记录日志、
更新前后DEM数据对
比报告、地形变化
监测报告

客观自评

12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EM更新频率

0.40%
每年更新 1 
次

每2年更新一
次

2-5年更新一
次

5年以上更新
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E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EM更新记录日志、
更新前后DEM数据对
比报告、地形变化
监测报告

客观自评

13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DOM更
新频率

0.25%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一年更新
一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O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OM更新记录、影像
对比分析报告、地
表变化监测结果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4

地理
空间
数据
更新
频率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
DOM更新频率

0.40%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半年更新
一次

一年更新一
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DOM数据进行重新采
集或更新的次数

DOM更新记录、影像
对比分析报告、地
表变化监测结果

《数字孪生
流域数据底
板地理空间
数据规范
（试行）》

客观自评

15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倾斜摄
影模型更新频
率

0.50%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一年更新
一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倾斜摄影数据进行
重新采集或更新的
次数

倾斜摄影数据更新
记录、模型对比分
析报告

客观自评

16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

工程水工建
（构）筑物倾
斜摄影模型更
新频率

0.80%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半年更新
一次

一年更新一
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对
倾斜摄影数据进行
重新采集或更新的
次数

倾斜摄影数据更新
记录、模型对比分
析报告

客观自评

17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大断面
和回水区重要
断面水下地形

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大断面
和回水区重要
断面水下地形
更新频率

0.50%
每年更新 
1—2 次

每年1次或每
2-3年一次

每3-5年一次 5年更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水
下地形数据进行重
新采集或更新的次
数

水下地形测量报告
、断面变化分析、
更新记录

客观自评

18

水库淤积严重
、冲淤变化明
显或其他重点
水下区域水下
地形

水库淤积严重
、冲淤变化明
显或其他重点
水下区域水下
地形更新频率

0.75%
每半年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 1 
次

每两年更新
一次

两年以上更
新一次

指在一定时间内水
下地形数据进行重
新采集或更新的次
数

水下地形测量报告
、断面变化分析、
更新记录

客观自评

19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
型

工程土建、综
合管网、机电
设备等BIM模
型更新频率

0.55%
重要部位发
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

/ / /

BIM模型更新对于设
备维护和故障诊断
至关重要。在重要
部位发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可以
保证模型与实际设
备的一致性

BIM模型更新记录、
重要部位变更文档
、模型更新前后对
比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0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
备BIM模型

闸门、发电机
、水轮机等关
键机电设备
BIM模型更新
频率

0.60%
重要部位发
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

/ / /

BIM模型更新对于设
备维护和故障诊断
至关重要。在重要
部位发生较大变化
后及时更新，可以
保证模型与实际设
备的一致性

BIM模型更新记录、
重要部位变更文档
、模型更新前后对
比

客观自评

21
工程安全模型
数量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变形
分析、渗流
渗压分析、
应力应变分
析等工程安
全模型

构建2类：如
变形分析、
渗流渗压分
析、应力应
变分析等工
程安全模型

构建1类：如
变形分析、
渗流渗压分
析、应力应
变分析等工
程安全模型

未构建工程安全模型/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22
工程安全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
预报规范
（GB/T 
22482-
2008）》

客观自评

23
工程安全模型
更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24
工程安全模型
计算时间

1.00% ≤10min ≤30min ≤1h ＞1h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5

数字
孪生
平台
（350
分）

模型
库

水利专业模型

防洪兴利模型
数量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不同
尺度来水预
报、水库蓄
水淹没分析
、库区及影
响区洪水演
进分析、水
流泥沙运动
、工程综合
调度等防洪
兴利模型

构建2类：如
不同尺度来
水预报、水
库蓄水淹没
分析、库区
及影响区洪
水演进分析
、水流泥沙
运动、工程
综合调度等
防洪兴利模
型

构建1类：如
不同尺度来
水预报、水
库蓄水淹没
分析、库区
及影响区洪
水演进分析
、水流泥沙
运动、工程
综合调度等
防洪兴利模
型

未构建防洪兴利模型/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26
防洪兴利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
预报规范
（GB/T 
22482-
2008）》

客观自评

27
防洪兴利模更
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28
防洪兴利模计
算时间

1.00% ≤1h ≤2h ≤6h ＞6h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29

模型
库

智能分析模型
数量

2.50%

构建3类及以
上：如水文
水资源预测
预报、安全
监测数据异
常识别、工
程安全预测
预警、工程
安全状态评
估、下泄流
量泄洪通道
监测分析、
机电设备故
障诊断分析
等智能分析
模型

构建2类：如
水文水资源
预测预报、
安全监测数
据异常识别
、工程安全
预测预警、
工程安全状
态评估、下
泄流量泄洪
通道监测分
析、机电设
备故障诊断
分析等智能
分析模型

构建1类：如
水文水资源
预测预报、
安全监测数
据异常识别
、工程安全
预测预警、
工程安全状
态评估、下
泄流量泄洪
通道监测分
析、机电设
备故障诊断
分析等智能
分析模型

未构建智能分析模型/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30
智能分析模型
预报合格率

1.50% QR≥85%
85%＞QR≥
70%

70%＞QR≥
60%

QR＜60%

QR=n/m*100%
QR——合格率（取1
为小数）
n——合格预报次数
m——预报总次数

功能测试报告

《水文情报
预报规范
（GB/T 
22482-
2008）》

客观自评

31
智能分析模更
新频率

1.00%

每一次汛期
更新一次，
并支持流域
性大洪水后
根据最新下
垫面资料进
行复盘和参
数修正

每一次汛期更新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32
智能分析模计
算时间

1.00% ≤1min ≤5min ≤10min ＞10min / 功能测试报告 客观自评

33
遥感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0% ≥85% ≥80% ＜80%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34 智能识别模型 视频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5% ≥92% ≥90% ＜90%

识别准确率=识别准
确次数/识别总次数
*100%

功能测试报告
《数字孪生
流域建设技
术大纲（试
行）》

客观自评

35
语音识别模型
识别准确率

2.00% ≥95% ≥92% ≥90% ＜90% 客观自评

36

可视化模型

模型要求 3.00%

1.构建工程
自然背景演
变、工程上
下游流场动
态、水利机
电设备操控
运行等模型
2.渲染效果
、效率明显
提升
3.定期调整
优化

1.构建工程
自然背景演
变、工程上
下游流场动
态、水利机
电设备操控
运行等模型
2.渲染效果
、效率明显
提升

构建工程自
然背景演变
、工程上下
游流场动态
、水利机电
设备操控运
行等模型

未构建可视化模型/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37 模型成熟度 3.00%

支持对演化
内容的呈
现，包括但
不限于物理
实体的变化
过程、数字
实体的变化
过程、交互
关系的变化
过程、推动
演化进行的
各种措施的
执行过程和
演化结果

支持对预测
结果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优化结果
的呈现；支
持对管控方
案实施过程
的呈现

支持对动态
数据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动态数据
驱动的模型
状态的实时
呈现；支持
对目标实体
管控结果的
实时呈现

仅支持模型
基础信息的
呈现，包含
但不限于数
据标签、标
识信息

/ 功能测试报告

《信息技术 
数字孪生能
力成熟度模
型》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38

知识
库

预报调度方案
库

预案类型数量 5.00%

构建3类及以
上预案：
如工程防汛
预案、入库
预报方案、
工程调度预
案、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
、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
等预报调度
方案库

构建2类预
案：如工程
防汛预案、
入库预报方
案、工程调
度预案、防
汛抗旱应急
预案、超标
准洪水防御
预案等预报
调度方案库

构建1类预
案：如工程
防汛预案、
入库预报方
案、工程调
度预案、防
汛抗旱应急
预案、超标
准洪水防御
预案等预报
调度方案库

未构建预报
调度方案库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39 预案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40
工程安全知识
库

知识类型数量 5.00%

构建5类及以
上知识库：
如工程风险
隐患、隐患
事故案例、
事件处置案
例、工程安
全会商、工
程安全鉴定
、专项安全
检查査、专
家经验、相
关标准规范
、技术文件
等工程安全
知识库

构建3-4类知
识库：如工
程风险隐患
、隐患事故
案例、事件
处置案例、
工程安全会
商、工程安
全鉴定、专
项安全检查
査、专家经
验、相关标
准规范、技
术文件等工
程安全知识
库

构建1-2类知
识库：如工
程风险隐患
、隐患事故
案例、事件
处置案例、
工程安全会
商、工程安
全鉴定、专
项安全检查
査、专家经
验、相关标
准规范、技
术文件等工
程安全知识
库

未构建工程
安全知识库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41 知识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42

业务规则库

规则类型数量 5.00%

构建3类及以
上规则：如
工程调度运
用规程、机
电设备运行
操作规程、
工程安全监
测资料整编
规程、工程
安全现场检
查规程、工
程安全应急
预案等业务
规则库

构建2类规
则：如工程
调度运用规
程、机电设
备运行操作
规程、工程
安全监测资
料整编规程
、工程安全
现场检查规
程、工程安
全应急预案
等业务规则
库

构建1类规
则：如工程
调度运用规
程、机电设
备运行操作
规程、工程
安全监测资
料整编规程
、工程安全
现场检查规
程、工程安
全应急预案
等业务规则
库

未构建业务
规则库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43 规则更新频率 2.50% 动态更新
每季度更新
一次

每年更新一
次

每年以上更
新一次

系统运维报告 客观自评

44

数据引擎

功能指标 3.75%

具备自动化
的人工智能
数据处理模
型；

具备采集清
洗、标准化
治理、数据
服务、应用
服务、数据
标签等数据
功能，支持
多层次空间
数据仓库，
具备大数据
管理功能

支持多种主
流格式空间
数据管理，
包括DEM、倾
斜摄影、激
光点云、BIM
等多种数据
类型

数据管理功
能缺失，系
统使用频次
不足，月平
均使用人次
低于10人次

/

相关系统截图，用
户使用情况提供一
年以内的系统运行
日志

专家评定

45 性能指标 3.75%

500G以上数

据基础下，
数据时效性
及更新频次
小于5分钟，

峰值吞吐量
不少于10万
QPS

500G以上数

据基础下，
数据时效性
及更新频次
小于10分
钟，峰值吞
吐量不少于1
万QPS

500G以上数

据基础下，
数据时效性
及更新频次
小于30分
钟，峰值吞
吐量不少于
1000QPS

500G以上数

据基础下，
数据时效性
及更新频次
大于30分
钟，峰值吞
吐量少于
1000QPS

/
性能提供第三方压
力测试报告；

性能测试2-
5-8原则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46

孪生
引擎

知识引擎

功能指标 3.75%

知识与具体
行业应用结
合，具备至
少一项以上
行业预警、
调度、规划
决策等方面
的实际应用

具备知识自
动更新功
能，建立知
识自动更新
入库功能

具备语义提
取、知识推
理功能

不具备知识
库，或者知
识引擎仅具
备存储、查
询、修改等
基础能力

/

功能清单及第三方
功能检测报告；知
识与行业应用应提
供用户应用证明及
功能演示录屏

专家评定

47 性能指标 3.75%

500G以上数

据单次查询
速度不超过2
秒

500G以上数

据单次查询
速度不超过5
秒

500G以上数

据单次查询
速度不超过8
秒

500G以上数

据单次查询
速度超过8秒

/
第三方压力测试报
告等

性能测试2-
5-8原则

客观自评

48

模拟仿真引擎

功能指标 3.75%

提供工程建
设全过程高
逼真模拟，
提供工程安
全预演及工
程安全预案
模拟

具备模型版
本管理、模
型优化、模
型迭代等方
面能力，具
备支持业务
、场景与数
字孪生引擎
结合及动态
展示功能

具备数据底
板数据加载
、场景展示
、仿真计算
、模型轻量
化、空间分
析等场景基
础功能

场景渲染基
础功能不
全，无法满
足业务应用
使用需要

/
功能清单、第三方
功能检测报告

专家评定

49 性能指标 3.75%

具备高逼真
渲染性能，
承担100平方
公里以上规
模的城市级
高精度BIM模
型时，系统
运行不少于
30FPS

系统运行50
平方公里以
上片区级规
模高精度BIM
模型时，系
统运行不少
于30FPS

系统运行50
平方公里以
上片区级规
模高精度BIM
模型时，系
统运行不少
于20FPS

性能较弱，
仅能支持小
范围或者单
个BIM模型的
渲染展示，
或者系统运
行少于
20FPS，存在
卡顿情况

/
第三方压力测试报
告等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0

变形监测

监测位置 2.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自行
认定

技术设计书，监测
点位置分布图，量
测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证
书、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保
证等材料），监测
报告、技术总结报
告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

专家评定

51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人工定期监
测

/ / / / 客观自评

52 监测精度 0.50%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2.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3.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3.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4.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4.0mm；水
平位移监测
允许误差
±5.0mm

垂直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4.0mm；
水平位移监
测允许误差
＞±5.0mm

参考《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计规
范》附录B监测精度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附录B监测
精度

客观自评

53 监测频次 0.50%

≥2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2次
/月

非汛期：≥1
次/月

汛期：＜2次
/月

非汛期：＜1
次/月

/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4

渗流监测

监测位置 2.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自行
认定 技术设计书，监测

点位置分布图，量
测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证
书、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保
证等材料），监测
报告、技术总结报
告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

专家评定

55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人工定期监
测

/ / / / 客观自评

56 监测精度 0.50%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3% - 8%；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1% - 3%。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8% - 
10%；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3% - 5%。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10% - 
15%；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相对误差在 
±5% - 10%
。

当渗流量较
大（如大于 
1L/s）时，
相对误差＞ 
±15%；
当渗流量较
小（如小于 
1L/s）时，
＞10%。

参考《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计规
范》附录B监测精度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附录B监测
精度

客观自评

57 监测频次 0.50%

≥4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58

工程
安全
监测

应力应变及温
度监测

监测位置 2.00%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重点关
注位置进行
冗余设计

重要位置和
重点关注位
置监测全覆
盖

重点关注位
置或断面完
成监测

重点关注位
置存在缺失
或遗漏，未
完全覆盖

水利水电工程变形
监测的布设位置需
要根据不同的水工
建筑物类型以及监
测目的来确定，具
体监测位置参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
监测设计规范》，
如重要位置包括坝
体表面、坝体内部
、坝基、接缝、裂
缝等，重点关注位
置结合实际工程特
点和监测需求自行
认定

技术设计书，监测
点位置分布图，量
测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证
书、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保
证等材料），监测
报告、技术总结报
告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

专家评定

59 监测方式 0.50%
实时在线监
测

人工定期监
测

/ / / / 客观自评

60 监测精度 0.50%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0.2% 
（ ±0.1%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1℃；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0.8% 
（ ±0.5%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3℃；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在 ±1% 
（ ±1% 
FS）以内；
温度测量精
度＜0.5℃；

应力应变测
量的相对误
差超出 ±1% 
（ ＞±1% 
FS）；
温度测量精
度＞0.5℃；

/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附录B监测
精度

客观自评

61 监测频次 0.50%

≥4次/天，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5次/周，
出现异常情
况时具备实
时数据上传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汛期：＜4次
/月

非汛期：＜2
次/月

/ / 客观自评

62

环境量监测

环境量监测指
标

1.00%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并实现实时
在线监测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重要指标实
现实时在线
监测，基本
指标实现数
据的定期更
新

环境量监测
指标完备，
并实现数据
的定期更新

环境量监测
指标缺失或
遗漏

环境量监测指标包
括水位、流量、降
水量、气温、河床
淤积和冲刷等指
标，其中水位、流
量、降雨量为重要
指标，气温、淤积
程度为基本指标

技术设计书，监测
点位置分布图，量
测仪器、设备检验
资料（设备合格证
书、检测报告、出
厂证明、供应商保
证等材料），监测
报告、技术总结报
告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

专家评定

63 监测方式 0.30% 实时在线监
测

人工定期监
测

/ / /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64 监测精度 0.50%
满足规范监
测精度要求

/ /
不满足满足
规范监测精
度最低要求

参考《水利水电工
程安全监测设计规
范》附录B监测精度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附录B监测
精度

客观自评

65 监测频次 0.20%
满足项目监
测需求

/ /
满足项目监
测需求

视工程特点及项目
情况制定监测频次

/ 客观自评

66 工程运行监测
设备运行监测
项指标

2.00%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时在
线监测数据
具有监测数
据深度应用
功能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现实
时在线监测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全
面，实现数
据定期更新

工程运行监
测指标未全
面覆盖重要
监测指标

根据工程特点，选
择对闸门开度、荷
载、过流量、启闭
时间，泵站流量、
实时负荷、启停时
间等工程运行状态
进行监测。

工程运行监测实施
方案、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设
备合格证书、检测
报告、出厂证明、
供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技术总结报告

专家评定

67 险情监测
险情监测覆盖
程度，监测方
式

/ / / /

根据工程特点及需
要，选择对散浸、
漏洞、管涌和流土
、滑坡、塌坑、漫
顶、严重淘刷、裂
缝、溢洪道泄洪能
力不足等进行监
测，不作为考核项

险情监测实施方案
、量测仪器、设备
检验资料（设备合
格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应
商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总
结报告

客观自评

68 专项监测 专项监测 / / / /

水利工程应根据其
工程规模、等级、
运用条件和环境等
因素自主选择专门
性监测项目，专项
监测项目主要包括
水力学、地震反应
和冰凌等，不作为
考核项

专项监测实施方案
、量测仪器、设备
检验资料（设备合
格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应
商保证等材料），
监测报告、技术总
结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69

信息
化基
础设
施
（300
分）

巡视检查 自动巡查程度 1.00%

在AI识别、
智能诊断辅
助巡检的基
础上，结合
自身项目特
点探索特色
应用

库区内全域
实现无人机
、机器人等
智能化自动
巡检，并配
套运用AI识
别、智能诊
断等功能提
高巡检效率

库区重要区
域巡查以人
工巡查、视
频监控为
主，一般区
域实现无人
机、机器人
等智能巡检

库区巡查以
人工巡查、
视频监控为
主

根据工程特点，应
采用机器人巡查、
无人机巡查、人工
巡查、视频监控等
方式对主要水工建
(构)筑物、金属结
构及机电设备和其
他重点管理和保护
范围进行巡视检查
。

巡视监测实施方案
、自动巡检设备检
验资料（设备合格
证书、检测报告、
出厂证明、供应商
保证等材料），监
测报告、技术总结
报告

客观自评

70

雨水
情监
测

雨量监测站布
设

雨量监测站布
设情况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满足布
设要求

库区未控集雨面积
按每50km²补充不少
于2处雨量站,在坝
区至少设1处雨量站

水情监测技术设计
书，监测点位置分
布图，量测仪器、
设备检验资料（设
备合格证书、检测
报告、出厂证明、
供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技术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71
雨量自动采集
频次

雨量自动采集
频次

0.50%

汛期：≤15 
min/次
降雨时段：
≤1 
min/次；

汛期：≤15 
min/次
降雨时段：
≤5 
min/次；

汛期：≤
30min/次
降雨时段：
≤5 
min/次；

＞30 min/次

重点雨量监测站汛
期每小时、降水时
段内每5min自动采
集1次

客观自评

72 水位站布设
水位站布设情
况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满足布
设要求

在工程入库、出库
控制断面,自建水位
自动监测站或与流
域管理机构、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门水
文站共享;在坝前、
坝后流态平稳区域
各设置至少1处水位
自动监测站

客观自评

73
水位自动监测
频次

水位自动监测
频次

0.50% ≤1 min/次 ≤3 min/次 ≤6 min/次 ＞6 min/次 / 客观自评

74
流量监测点布
设

流量监测点布
设情况

1.00%
满足布设要
求

/ /
不满满足布
设要求

对工程入库、出库
流量进行监测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75 流量监测频次 流量监测频次 0.50% ≤1 min/次 ≤3 min/次 ≤6 min/次 ＞6 min/次 / 客观自评

76

泥沙
和淤
积监
测

水库淤积
水库淤积监测
方式与采集频
次

/ / / /
根据工程特点有需
开展工作，不作为
考核项

泥沙和淤积监测技
术设计书，监测点
位置分布图，量测
仪器、设备检验资
料（设备合格证书
、检测报告、出厂
证明、供应商保证
等材料），监测报
告、技术总结报告

客观自评

77 出库含沙量
出库含沙量监
测方式与采集
频次

/ / / /
根据工程特点有需
开展工作，不作为
考核项

客观自评

78
安防
监控

工程重要部位
、主要建筑物
和核心生产区

工程管理范围
内安防监控覆
盖程度

#####

工程管理范
围内实现安
防监控全覆
盖，具备AI
识别、智能
预警、自动
巡检等功能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实现
实时在线监
控，具备AI
识别、智能
预警等功能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实现
实时在线监
控

工程重要部
位、主要建
筑物和核心
生产区未完
全覆盖

/

安防布置图，监控
设备检验资料（设
备合格证书、检测
报告、出厂证明、
供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水利视频
监视系统技
术规范》
SL515

专家评定

79

设备
运行
状态
监测

信息化基础设
施、工程机电
设备等设备设
施

信息化基础设
施、工程机电
设备等设
备设施运行状
态监测

#####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实时监控，
智能分析设
施设备运行
状态，实现
设备故障预
警分析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实时监控，
掌握设备运
行状态，设
备故障及时
报警

设施设备实
现运行状态
监控，定期
数据更新

重要设施设
备运行状态
监测不完善

包括网络设备、计
算存储设备、机房
、会商调度中心等
信息基础环境，通
信网络，水文监测
设备、工程安全监
测设 备、视频监控
设备等监测设备，
工程机电设备等设
备设施

设备检验资料（设
备合格证书、检测
报告、出厂证明、
供应商保证等材
料），监测报告

《水利水电
工程安全监
测设计规范
》附录B监测
精度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0

通信
网络

网络分区
网路分为业务
网和工控网

5.00%

在满足需求
和子网管理
的基础上，
具有良好的
安全策略

通信网络按
业务网和工
控网进行分
区，满足不
同业务去
求，网络架
构清晰，不
同网络之间
实现有效的
隔离与管理

通信网络分
为业务网、
工控网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技术测试报告
（如：带宽测试报
告、延迟测试报告
等）、安全审计报
告（如：数据加密
效果审计、访问控
制审计、网络安全
防护设备的运行审
计）、设备兼容性
和扩展性文档、

客观自评

81 业务网连接
带宽、延迟、
丢包率

5.00%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 
100 Mbit/s
以上，网络
延迟低于100
毫秒，丢包
率＜0.5%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
100Mbit/s以
上，网络延
迟低于300毫
秒，丢包率
＜1%

接人水利业
务网,带宽不
低于
50Mbit/s，
网络延迟不
低于500毫
秒，丢包率
＜1%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客观自评

82 工控网连接
工控网连接合
理性

5.00%

按需与上级
单位连接,实
行控制区与
过程监控区
分别连接，
采用防火墙
或其他措施
进行隔离,采
取加密措施
进行数据传
输加密

/ /
通信网络未
区分业务网
、工控网

/ 客观自评

83
工程自动化控
制程度

5.00%

实现调度控
制级控制，
且主要机组
设备具备监
控智能诊断
功能

实现调度控
制级控制

实现站控级
控制

实现现地级
控制

/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4

工程
自动
化控
制

工程自动化控
制系统

响应速度 5.00%
响应时间＜
1s

响应时间
1s~3s

响应时间
3s~5s

响应时间＞
5s

从自动化控制系统
接收到控制指令
（如来自监控中心
的操作指令或基于
内部逻辑产生的指
令）到实际执行机
构开始动作的时间
间隔

工程自动化控制方
案、响应时间测试
数据、
设备运行记录

《水利水电
工程自动化
设计规范》
（SL612-
2013）

客观自评

85 运行稳定性 5.00% ≥99%可用性 ≥97%可用性 ≥95%可用性 ＜95%可用性

可用性 =（运行时
间总和 ÷（运行时
间总和 + 故障停机
时间总和））
×100%。

客观自评

86

信息
基础
环境

机房环境
机房环境建设
等级及指标

8.00%

机房至少通
过等保三级
安全测评相
关要求

机房具备高
可扩展性，
为后期设备
增长预留的
冗余空间不
少于当前已
部署的设备
数量的1/2

配备空调、
消防、门禁
、等机房配
套设施，并
具备机房运
行维护相关
管理制度和
安全管理制
度，具备机
房应急管理
处置方案

缺少消防、
门禁等安全
设施

/
人员证书及社保证
明、机房设计图

客观自评

87 计算存储
服务器及存储
资源硬件相关
指标

6.00%

采用成熟的
云平台技
术，具备完
整的资源调
度和应急预
案，在计算
与存储资源
紧缺或现有
资源出现故
障时能自动
调度备用资
源以保证系
统的平稳运
行

具备完整的
备份体系，
本地至少保
证1:1的计算
和存储备用
资源

具备充足的
计算和存储
资源，保证
数字孪生应
用运行不卡
顿的情况
下，CPU占用
率、内存使
用率和硬盘
资源使用率
均不超过
70%，并具备
充足的冗余
空间，满足
后续资源扩
展需要

计算和存储
资源能力不
足，无法支
撑大型数字
孪生应用

/

计算与存储资源使
用率截图、服务器
资源调度和备份方
案、系统运维管理
手册等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88 会商调度中心
会商调度现场
环境布置及功
能指标

6.00%

会商调度中
心具备专人
进行管理和
维护，能够
实现工程运
行安全、防
洪兴利调度
、巡查防护
、综合决策
等多场景应
用，具备AI
智能问答系
统及配套知
识库管理

会商调度中
心具备容纳
30人以上同

时开会的会
场，具备支
持多屏联动
的展示设备

会商调度支
持现地站、
上级和下级
主管部门会
商接入，具
备大屏、广
播等会商设
备

会商调度不
支持联动，
仅能本地运
行

/
会商调度中心设计
图、照片及设备清
单

客观自评

89

工程安全智能分析预
警

功能要求 5.00%

具备安全性
态预测、安
全风险预警
、安全状态
预演、安全
处置预案等
功能，且具
有创新亮点
应用

/

具备安全性
态预测、安
全风险预警
、安全状态
预演、安全
处置预案等
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90
安全风险预警
准确率

5.00% ≥95% ≥85% ≥75% ＜75%
安全风险预警准确
率=预警准确次数/
预警总次数*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91
安全事故减少
率

5.00% ≥30% ≥20% ≥10% ＜10%

安全事故减少率
=(a-b)/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内发生
安全事故次数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内发生
安全事故数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92

业务
应用
（300
分）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93

防洪兴利智能调度

功能要求 5.00%

具备超前精
准预报、灾
害预警通报
、调度模拟
预演、预案
优化修正等
功能，且具
有创新亮点
应用

/

具备超前精
准预报、灾
害预警通报
、调度模拟
预演、预案
优化修正等
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94
防洪兴利效益
提升率

5.00% ≥20% ≥10% ≥5% ＜5%

防洪兴利效益提升
率=(b-a)/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经济效
益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经济效
益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95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96 功能要求 5.00%

打造生产运
营管理系
统，促进数
字化转型

/

具备生产运
行工作计划
及考核、质
安监管、竣
工验收等功
能

/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97
运行故障预警
准确率

5.00% ≥90% ≥80% ≥70% ＜70%
运行故障预警准确
率=预警准确次数/
预警总次数*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98

生产运营管理

运行成本降低
率

5.00% ≥30% ≥20% ≥10% ＜10%

运行成本降低率
=(a-b)/a*100%
a——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前一年运行成
本
b——本项功能投入
使用后一年运行成
本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99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100

巡查管护

功能要求 5.00% 强化智慧巡查/

具备智慧巡
查、巡查监
督、巡查统
计等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101
巡查管理业务
覆盖率

5.00% 100% ≥90% ≥80% ＜80%

巡查管理业务覆盖
率=实现智慧巡查业
务项/业务总项
*100%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客观自评

102 预警准确率 5.00% ≥90% ≥80% ≥70% ＜70%
预警准确率=预警准
确次数/预警总次数
*100%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客观自评

103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104

综合决策支持

功能要求 5.00%
实现综合决
策指挥

/

具备风险分
析、形势研
判、在线会
商、规律复
盘等功能

/ /
功能清单、系统演
示录屏、用户确认
单

专家评定

105
“四预”覆盖
率

5.00%

实现“四预
”功能（预
报、预警、
预演、预
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3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2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实现“四预
”功能其中1
项（预报、
预警、预演
、预案）

/
系统运行效益评估
报告

专家评定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06 用户满意度 5.00% ≥90% ≥80% ≥70% ＜70%
用户满意度=调查满
意人数/调查总人数
*100%

用户评价 客观自评

107

系统性能指标

系统响应时间 5.00% ≤2s ≤5s ≤8s ≥8s / 系统性能测试报告

108 系统可用性 5.00%
系统平均可
用性≥
99.99%

系统平均可
用性≥99.9%

系统平均可
用性≥99%

年运行稳定
时间小于99%

系统平均可用性=年
正常运行时间/一年
总时间

系统运行日志和日
常运维报告

109 组织管理
网络安全管理
组织体系健全
方面相关指标

#####

至少具备1名
专业人员专
职负责网络
安全管理工
作

具备成熟的
网络安全应
急处置流程
和网络监控
巡查制度，
定期开展网
络安全攻防
演练

具备成熟的
网络安全责
任管理制
度，采购的
软硬件不存
在中高危风
险漏洞

网络安全责
任管理制度
缺失，或者
采购的软件
、硬件存在
高危安全漏
洞风险，影
响国家安
全，或已造
成网络安全
事故等严重
后果

/

人员证书及社保证
明、网络安全管理
制度、软硬件采购
流程截图及清单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10 安全技术

纵深防御、监
测预警、应急
响应技术能力
程度相关指标

#####

采用蜜罐技
术及网络反
击工具组成
主动防御体
系，能够在
防御的同时
记录攻击者
IP，并对攻
击者进行反
击

具备安全审
计能力，对
所有用户的
操作行为进
行日志记
录，并保留
记录不少于6
个月；具备
进程白名单
、数字证书
认证、传输
加密、访问
控制等能
力；系统监
测到预警及
风险后，具
备自动响应
和主动防御
的能力，能
自动研判风
险并提供处
置方案参考

具备工控网
实时控制区
域与过程监
控区的物理
隔离，网络
数据访问可
控制为单向
数据流量；
系统具备自
动发现识别
网络威胁、
内部脆弱性
的能力，具
备安全扫描
和发现风险
后预警的能
力

网络安全所
使用的软硬
件无法支持
纵深防御、
监测预警、
应急响应其
中的一个方
面

/
所使用的网络安全
工具清单及相关防
御日志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11

网络
安全
体系
（50
分）

安全运营

网络安全日常
运营过程中的
管理成熟度相
关指标

#####

具备网络安
全主动防御
能力，防御
网络攻击的
同时记录攻
击来源并进
行反制；开
展周期性和
重要事件节
点前周期性
的渗透测试
和网络攻防
演练

具备系统上
线管理流
程，所有软
件应用和硬
件设备上线
前均应通过
专门的安全
测评、代码
检测；一年
至少开展1次
安全攻防演
练、渗透测
试，

具备完整的
运营架构，
各角色权限
控制完整，
所有主机设
备、网络设
备和软件应
用均处于防
护中，具备
安全检测及
应急处置和
预防能力

运营架构不
完整，缺少
权限控制，
缺失网络设
备威胁防
护，缺少安
全检测及应
急处置和预
防能力

/

网络安全运行日志
、运营管理制度及
运营架构、职责分
工

客观自评

112 监督检查
网络安全体系
监督检查能力
和评价指标

#####

与公安机关
、网信管理
部门建立高
效的反馈机
制，发现的
网络安全攻
击第一时间
将证据和材
料提交，协
助公安机关
进行查处

监督检查结
果形成正式
报告，并具
备第三方安
全测评结
果，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
提出明确整
改意见，对
安全保护中
履责不力的
单位和人员
进行责任追

定期对网络
和技术安全
进行检测评
估，一年至
少检测1次

未能定期对
网络和技术
安全进行检
测评估，造
成严重的网
络安全事故

/
监督检查记录及结
果报告

客观自评



序号 分类
建设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定等级

解释说明 证明材料
评价参考依
据/标准

客观的（依据证明
材料或系统成果自
评）/主观的（专家

评定）
I级（100） II级（80） III级（70） IV级（60）

113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管控
能力指标

#####

具备数据加
密和数据自
动销毁能
力，未经合
法途径获取
的数据将无
法读取，或
自动进行销
毁

具备数据全
流程风险监
控，能够对
数据收集、
存储、加工
、使用等流
程进行安全
管控

具备数据分
类分级体系
并分别进行
权限控制，
具备密码、
加密访问、
身份鉴定、
安全传输、
过程追溯等
数据安全管
理技术，具
备本地备份
和数据异地
备份

缺少数据分
类分级体
系，数据保
护机制不
全，存在严
重的数据泄
露风险

/
数据安全分类分级
管理制度及所使用
的工具清单

客观自评



附表 3 系统运行效益总结报告模板

系统运行效益总结报告

一、系统概述

（简要阐述系统基本情况）

二、系统运行情况总结

（包括数字孪生平台、信息化基础设施、业务应用、网络安全体系）

三、效益评估方法及依据

（简要阐述效益评估方法及参考依据）

四、效益分析

（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