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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方标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浙江是数字化改革的先行地，省委三个“一号工程”要求抓

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强基

行动，为走出一条高水平数字发展道路提供浙江范例。2018 年以

来浙江省水利先后谋划部署水利数字化改革工作，构建了

“1+3+N”数字水利规划体系，形成了“浙里‘九龙联动治水’

应用”和“水利数字大脑”等水利标志性成果。2021 年水利部专

题部署数字孪生水利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启动了“数字孪

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灌区”建设试点工作，浙江

水利发挥省数字化改革的先发优势，主动担当、积极争取，承担

了数字孪生钱塘江等 9 项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任务，试点

单位在数据资源体系构建和空间数据底板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全省水利数据资源一盘棋管

理打下了较好基础。 

由省水利厅组织编制的《浙江省水闸名称代码》（DB33/T 582

—2005）、《浙江省堤防名称代码》（DB33/T 583—2005）、《水力

发电工程代码》（DB33/T 585—2005）、《浙江省机电排灌站名称

代码》（DB33/T 578—2005）等标准于 2005 年发布实施，改变了

以往各地水闸、堤防等水利工程数据整编不统一、信息编码规则

不统一的局面，为我省各类水利工程工情库建设提供了基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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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同时，水利部在 2020 年修订出台了《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

总则》（SL 213—2020），在《水利工程基础信息代码编制规定》

（SL213—1998）基础上对代码结构、编码规则等方面进行了调

整，故引用 SL213—1998 形成的《代码》已不满足《总则》的相

关要求。另外，由于《代码》只简单的对不同类型水利工程名称

进行了统一赋码，难以实现不同类型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规范管

理，已不能完全适应我省当前形式下的管理需求。 

为了进一步发挥各业务条线水利对象基础数据支撑作用，我

厅组织申报了《水闸基础数据规范》《泵站基础数据规范》《堤防

基础数据规范》《小型水电站基础数据规范》4 项基础数据规范。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省市场监管局组织立项评审，建议《水闸基

础数据规范》标准名称修改为《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相关

内容与其他水利对象（泵站、堤防等）一并考虑。2023 年 7 月，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浙市监函﹝2023﹞148 号文件正式下达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标准修订任务，此后浙江省水利厅经

多次组织讨论，明确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总体框架，聚

焦“数据编制”内容进行编写，以实现水利对象基础数据通用性。 

二、工作简况 

（一）立项计划 

根据《浙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浙江省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和第二批“浙江制造”标准培育计划的通知》

（浙市监函﹝2023﹞148 号），《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成功列

入 2023 年度标准修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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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省水利厅提出并组织实施，浙江省水利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

研究院）牵头起草，参与起草单位为浙江省水利信息宣传中心、

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杭州定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广川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单位变更说明：2024 年 1 月 10 日上午，省水利厅

科技处在二号楼 1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

标准制定讨论会，讨论主要起草单位变更等相关事项，明确《规

范》第一起草单位由钱塘江流域中心变更为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

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是在前期申报立项的 4个基础数据规范的基础上演变

而来，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标准预研 

2022 年 8 月成立由省水利厅运管指导，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

心、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浙

江省水利信息宣传中心等多家单位成员组成的标准起草组，明确

标准起草成员及各自任务分工和主要职责，提出具体的工作思路

和阶段任务，2022 年 11 月初编制组完成了《水闸基础数据规范》

《泵站基础数据规范》《堤防基础数据规范》《小型水电站基础数

据规范》标准（草案）和立项报告初稿。 

2.申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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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标准编制组顺利通过省水利标技委组织的技术

审查工作，并向省市场监管管理局提交立项申请。2023 年 6 月

30 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杭州组织召开地方标准立项评估

论证会，会议审议讨论了我厅申报的《水闸基础数据规范》《泵

站基础数据规范》《堤防基础数据规范》《小型水电站基础数据规

范》4 项规范，并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正式下达了《水利对象基础

数据规范》标准制定任务，要求编制单位加快修订进度，争取保

质保量完成标准修订工作。 

3.主要编制过程 

2023 年 7 月，在接受本标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编制

任务后，省水利标技委第一时间组织标准参编单位就明确编制单

位，细化标准内容等进行部署，正式启动本标准编制起草工作。

2023 年 8-12 月标准编制组先后四次赴厅科技处就工作进展、组

织分工和标准草案主体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接汇报，先后形成“四

合一方案”（将水闸对象基础数据、泵站对象基础数据、堤防对

象基础数据和水电站对象基础数据作为附录）、“多合一方案”（将

水利对象分类规范中 81 个水利对象实体类基础数据内容作为附

录）、“系列化方案”（共有一个标准号，将水闸、泵站、堤防等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分别作为标准内容的一个部分进行发布）以及

“总则要求”（聚焦水利对象数据编制内容总体要求，不对具体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一一进行编制）等四个不同版本。同时，2023

年 9 月 27 日，省市场监管局对我厅申报的《水闸运行管理规范》

立项评估会上给出“数字化管理内容宜结合入条款中，强化数字

化融合或应用典型场景的分析和识别”的建议。省水利厅在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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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意见和论证基础上，明确具体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编制工作应

结合各业务条线运行管理规范进行开展，《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

范》标准应定位为指导各水利工程管理规范中基础数据的编制工

作，采用“总则要求”方案，聚焦“数据编制”内容进行规范编

写。 

4.意见征求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本标准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编制组注重吸收采

纳各方意见反馈情况。2023 年 12 月厅科技处组织标准编制组、

数字孪生水利试点项目建设单位、数据治理开发单位、水利行业

运行管理专家等对本标准进行研讨，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内容。

2024 年 1 月，编制组委托省水利标技委组织召开标准专家咨询

会，邀请了由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阿里巴巴、华东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和浙江滴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标准和水利信

息化领域相关专家对本标准内容进行指导。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等人。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修订的主要原则 

1.科学性 

该标准参考了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立足浙江实际，有

效衔接已发布地方标准《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2512-2022）

《水库基础数据规范》（DB33/T 586-2022）《河湖基础数据规范》

（DB33/T 2442-2022）《海塘基础数据规范》（DB33/T 584-2023），

对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内容，包括平面位置、属性特征和元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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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为水利数据采集和共建共享打下坚实基础。 

2.合理性 

该标准框架内容科学合理，明确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

原则、数据体系、数据编制等技术要求，规定了基础数据格式和

组成内容等要素，可对具体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编制起的规范指导

作用，助推数据要素流通和赋能业务高效运转。 

3.可行性 

该标准符合数字孪生水利建设需求，并与业务开展实现联动

贯通，标准充分考虑现有技术条件、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

成果为依据，提出的技术要求明确，技术路线可行，能够在全省

范围内统一，既能够快速有效指导地方开展数据采集，又能支撑

多跨场景应用落地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修订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近年来，浙江水利一直将标准体系构建作为数字孪生水利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在水利基础数据方面形成了“1+X”

标准体系架构，其中“1”指的是《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2512—2022），“X”指的是水利各业务条线基础类数据管理规范，

前期已经发布了《水库基础数据规范》（DB33/T 586—2022）《河

湖基础数据规范》（DB33/T 2442—2022）《海塘基础数据规范》

（DB33/T 584—2022）等省级地方标准，本标准是当前水利数据

资源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内容进

行规定，可具体指导各类水利对象基础数据梳理、采集和共享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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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原则、数据体系、数

据编制等技术要求，适用于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标准在学

习借鉴国内外有关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我省水利数字

化改革和数字孪生水利建设相关实践成果，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并参考或引用《信息技术 词汇 第 17 部分:数据库》

（GB 5271.17-2010）、《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7973）、《水利信息核心元数据》（SL 473）、《水利对象

基础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 809）、《数字化改革 公共数据

分类分级指南》（DB33/T 2351）、《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2512—2022）等相关标准编制而成。 

（三）修订内容 

本标准是在《浙江省水闸名称代码》（DB33/T 582—2005）、

《浙江省堤防名称代码》（DB33/T 583—2005）、《水力发电工程

代码》（DB33/T 585—2005）、《浙江省机电排灌站名称代码》

（DB33/T 578—2005）等标准的基础上新制定的一项标准，由于

两者在标准主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故难

以对两个版本标准的变化内容一一进行量化表述，因此本标准修

订内容主要围绕编制思路及各章节具体内容展开说明。本标准主

要明确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范畴，规定水利对象基础数据是由江河

湖泊、水利工程、监测站点、其他管理对象的平面位置、属性特

征和元数据组成，聚焦“数据编制”相关内容，为全省不同类型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统一及数据共建共享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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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共 6 章和 3 个附录，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编制原则、数据体系、数据编制、

附录 A（平面位置数据几何表达形式）、附录 B（部分常用计量

单位）、附录 C（数据集表达示例）。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原则、数据体系、数

据编制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参考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中有关信息安全技

术、基础数据库和数据分类分级等相关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对标准文本的理解，本标准引用了水利对象和元数据

术语和定义，并提出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和数据项术语和定义。 

（1）引用“水利对象”术语和定义。为“在水事管理与活

动过程中所涉及其事权范围内的自然实体、水利设施和管理概念

等，例如：河流、水库大坝、水资源分区等[来源：DB33/T 2512

—2022，3.1]。” 

（2）引用“元数据”术语和定义。为“关于数据或数据元

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 [来源：GB/T 5271.17—2010,定义

17.06.05]。”  

（3）新增“水利对象基础数据”术语和定义。为“水利对

象相对稳定的属性及该对象的主要特征信息，包括平面位置、属

性特征、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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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数据项”术语和定义。为“数据记录中最基本

的、不可再分的可命名数据单位，用于描述实体的某种属性。” 

4.编制原则 

从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编制角度出发，给出了基础性原则、实

用性原则、明确性原则、时效性原则和可采集性原则等五大原则，

以确定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内容。 

（1）基础性原则，优先选择与水利对象关键属性和特征密

切相关的字段。 

（2）实用性原则，选取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属性特征支撑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业务应用，避免选择与应用无关或用处不大的

字段。 

（3）明确性原则，选择同类对象中普遍认可和使用的，具

有明确含义的字段，准确反映水利对象的属性特征。 

（4）时效性原则，根据业务需要实时或定期更新，与业务

系统联动更新。 

（5）可采集性原则，选择易于采集的字段，降低数据获取

成本，提高数据质量。 

5.数据体系 

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数据体系章节由一般要求、数据分类与

数据描述三个部分组成，通过沿用《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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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2022）分类成果，以明确水利对象主体及数据内容相关内

容，为具体基础数据编制提供参考性指导作用。 

（1）一般规定，主要包括安全、质量和共享开放等相关内

容。 

（2）数据分类，明确水利对象基础数据框架是由江河湖泊、

水利工程、监测站点、其他管理对象的平面位置、属性特征和元

数据组成。 

（3）数据描述，从数据分类、数据描述、用途和数据内容

等维度给出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内容具体含义。 

6.数据编制 

数据编制是本标准的主体内容，通过明确数据编制的一般要

求、平面位置数据编制、属性特征数据编制和元数据编制等内容，

可为具体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内容确定、实施提供规范依据，在全

省范围内做到不同类型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统一。部分相关内容

说明如下： 

（1）6.1“一般要求”6.1.1 中要求“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精度

应满足业务应用要求，不低于 1：2000 的成果精度。”中其不低

于 1：2000 成果精度是根据前期全省水域调查要求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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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一般要求”6.1.4 中要求“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表达

应符合 DB33/T 2512—2022 第 5 章中规定的对象关系。”是为了

后续水利对象知识图谱构建及水利对象联动检索分析服务的。 

（3）6.1“一般要求”6.1.5 中要求“水利对象代码、流域、

行政区、长度、面积等应图属一致。”是为了保持水利对象基础

数据图属一致性，避免数据出现逻辑性错误。 

（4）6.2“平面位置数据编制”6.2.2 中要求平面位置数据“绝

对定向的平面坐标误差在平地丘陵地不宜大于图上 0.2mm, 在山

地高山地不宜大于图上 0.3mm；线状要素与面状要素相邻坐标点

的距离容差应小于 0.2m”，该项要求主要来源于《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等相关测量规范。 

（5）6.3“属性特征数据编制”6.3.1 中要求“属性特征数据

以表格形式描述，包括字段名称、字段标识、字段类型及长度、

是否允许空值、计量单位、字段描述等数据项”，数据项的梳理

是根据水利对象特征并结合我省水利工程数据字典及《水库基础

数据规范》（DB33/T 586—2022）等进行确定的。 

（6）6.4“元数据编制”章节的作用是为了记录水利对象基

础数据标识、数据来源、共享范围、数据质量、数据更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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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数据等元素，最终实现数据共享和重用。 

7.附录 A 

参考《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2512—2022）给出了不

同类型水利对象平面位置数据几何表达形式，可为不同业务场景

下水利对象平面位置数据表达提供规范性指导建议。 

8.附录 B 

给出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部分常用的计量单位和表达，便于

衡量不同类型水利对象计量要素的单位和精度保持统一，实现不

同类型数据成果快速共享。 

9.附录 C 

以示例方式分别给出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监测站点和其他

管理类数据集，便于全省水利相关按照同样的思路和颗粒度去梳

理不同类型水利对象的基础数据，实现数据间共享。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水利部、浙江省水利厅已发布

的与海塘相关的标准规范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例如

直接采用了《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2512—2022）中水利

对象分类结果和水利对象编码规则，参考了《水利信息核心元数

据》（SL 473）中元数据基本属性相关内容，故本标准与上述标

准规范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文件间无分歧、无冲突，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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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保持了较好的协调性。 

（一） 与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 

法律、法规方面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要求。规章制度方面与浙江省数字化

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方案等具有较好的协调一致。 

1.《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 年）》 

《方案》明确要求要“围绕数字化改革总体目标，坚持需求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打造涵盖标准体系、工作推进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安全保障体系的数字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治理“浙江标准”，全面发挥标准化在

数字化改革中的规范支撑引领作用”，本标准属于数字政府（浙

里“九龙联动治水”应用）范畴，相应成果是浙江水利数字化改

革制度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方案》总体目标。 

2.《浙江省水利数据资源管理暂行规定（试行）》（浙水办科

〔2019〕10 号） 

《规定》提出“数据采集应采用数字化方式，对已有未采用

数字化方式采集的水利信息，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数字化和

结构化处理。实时数据应自动采集，工程建设管理、水利监管履

职等行为相关的业务数据应在工作过程中自动产生，尽量减少人

为填报。”本标准规定了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原则、数据体

系、数据编制等技术要求，适用于水利对象基础数据的编制，可

为《规定》落地实施提供支撑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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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省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7）》（浙水

科〔2023〕3 号） 

《方案》提出“完善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制订数据底板、

知识平台、模型平台技术规范，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

数字孪生工程建设指南。”通过本标准的制订，明确水利对象基

础数据的编制原则、数据体系、数据编制等技术要求，是响应《方

案》中完善水利对象基础数据规范的有力举措，为后续数据底板

构建、数据质量评估、地理空间数据整合共享的标准制定提供参

考借鉴意义。 

（二）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1．《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 (SL 

700-2015) 

该标准规定了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数据库的表结构、数据表

示方法和标识，适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数据库建设及业务

应用。标准并未涉及空间数据，也未对数据的要求和规则做出更

进一步阐述，对于水利对象及其相关属性字段不能满足浙江实际

的需要。本标准第 6 章数据编制参考了该标准第 6 章数据库表结

构中相关内容。 

2.《水利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编制总则》（SL/T 478-2021） 

该标准规定了水利数据库表结构、标识符及字段类型等技术

要素的编制规则，适用于水利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类技术标准

的编制和水利数据库设计。本标准中附录 C 数据集表达示例中参

考了《总则》中第 5 章表结构设计及第 7 章字段设计中“表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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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标识符、字段类型”相关规定相关内容。 

3.《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SL/T 809-2021） 

该标准规定了水利对象类标识、水利对象名录表、水利对象

基础信息表结构及标识符、水利对象关系表表结构规则和常用对

象关系表清单。适用于水利对象基础数据库构建，以及与其相关

的数据访问。本标准中第 6.3 节属性特征数据编制及附录 C 数据

集表达示例中参考了该标准第 7 章对象基础信息表的组织形式，

并结合浙江实际进行扩展。 

4.《水利对象分类规范》(DB33/T 2512-2022) 

该规范规定了水利对象分类、相互关系和编码规则。用于水

利对象的管理和数字化应用建设。本标准在修订中继承《水利对

象分类规范》4.2 水利对象分类章节中关于水利工程抽象类的划

分，并直接引用海塘相关对象编码并进行了扩展。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规范》是在水利工程数据字典和“浙里‘九龙联动治水’应

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平台等数字化应用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总

结提炼，按照《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水

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等相关规范要求，并结合《水利对

象分类规范》（DB33/T2512-2022）《水库基础数据规范》（DB33/T 

586-2022）《河湖基础数据规范》（DB33/T 2442-2022）《海塘基础

数据规范》（DB33/T 584-2023）等地方标准实施效果情况，从平

面位置数据、属性特征数据和元数据等维度对水利对象的基础数

据内容进行描述，更加符合数据要素赋能水利业务管理需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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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标准编制组已依托《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制（修）订技术服务》

（采购编号：ZY【2023】ZC034）项目对水闸、堤防、泵站等水

利工程的基础数据进行梳理，在赴地方水利工程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也以省水利厅办公室面向各市水利局，厅直属有关单位征求

了相关意见，进一步提升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全省

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过程中，依托现有浙里“九龙

联动治水”应用和水利数字大脑等综合平台能够在全省范围内统

一和推广，既能够快速有效落地指导地方建设，又能在多跨场景

应用中发挥基础性数据赋能作用，实现水利数据“一数一源、按

职维护，一处更改、全网同步”，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规范》的编制将进一步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数字赋能，提

升水利工程现代化管理水平。水利厅将通过数字化改革、智慧水

利建设和深化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等举措，将标准成果应用于

“浙里‘九龙联动治水’应用”和水利工程“三化”改革，通过

这些举措达到以下预期效果： 

（一）、赋能标准化，促进水利工程管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 

随着全省深化标准化管理的推进，本《规范》将根据水利厅

统一部署，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建设标准强省的号召，在深化水

利工程标准化长效管理中，通过标准的赋能，助力水利工程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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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到“规范化”再到“精细化”的管理升级，支撑水利工程

标准化运行管理的提档升级，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和管理效

能，打造水利工程管理“浙江标准”，从而为浙江的水利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动能。 

（二）、赋能数字化，推进数字政府浙里“九龙联动治水”

应用 

《规范》的制定为水利工程的基础数据建设与共享提供了依

据，将在“浙里‘九龙联动治水’应用”中进一步深化应用，既

能与水利部、流域机构共享联通，又能在省、市、县及水管单位

多级贯通，支撑水利工程数字化应用多跨协同，充分发挥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的赋能作用，以数字化改革开创系统治水新模式，助

力打造智慧水利工程标杆。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修订，原《浙江省水闸名称代码》（DB33/T 582

—2005）、《浙江省堤防名称代码》（DB33/T 583—2005）、《水力

发电工程代码》（DB33/T 585—2005）、《浙江省机电排灌站名称

代码》（DB33/T 578—2005）相应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