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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是城市节水的

重要内容。 研究以 A 市为例开展华北平原城市供水漏损控制策略案例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供水水量平衡分析与漏损控制

潜力预测的漏损控制目标制定方法,并结合华北平原城市供水系统特点制定一套漏损控制系统方案,并重点介绍了 A 市分区

计量管理建设与运维方案。 研究结果表明,华北平原城市可从摸清家底、更新设施、调控压力、提升计量、引智赋能、完善机制

6 个方面开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作,对于以小区管网漏损为主的城市应采取自下而上的分区计量建设路线,并完

善分区计量平台、建立管理体制、规范工作流程。 研究可为同类城市开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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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s
 

a
 

common
 

problem
 

in
 

North
 

China
 

Plain
 

citi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urban
 

development.
 

Leakage
 

control
 

of
 

urban
 

public
 

water
 

supply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water
 

conservation.
 

This
 

study
 

took
 

City
 

A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a
 

case
 

study
 

of
 

urban
 

water
 

supply
 

leakage
 

control
 

strategy
 

in
 

North
 

China
 

Plain,
 

proposed
 

a
 

set
 

of
 

leakage
 

control
 

target
 

formulation
 

methods
 

based
 

on
 

water
 

supply
 

balance
 

analysis
 

and
 

leakage
 

control
 

potential
 

prediction,
 

and
 

developed
 

a
 

set
 

of
 

leakage
 

control
 

system
 

schem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
 

in
 

North
 

China
 

Plain,
 

and
 

focused
 

on
 

introducing
 

the
 

zoning
 

metering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cheme
 

of
 

City
 

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citie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could
 

carry
 

out
 

the
 

leakage
 

control
 

of
 

urban
 

public
 

water
 

supply
 

pipe
 

network
 

from
 

six
 

aspects:
 

finding
 

out
 

the
 

family
 

background,
 

updating
 

facilities,
 

regulating
 

pressure,
 

improving
 

measurement,
 

introducing
 

intelligence
 

and
 

enabling,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cities
 

with
 

small
 

area
 

pipe
 

network
 

leakage
 

as
 

the
 

main
 

factor,
 

the
 

bottom-up
 

district
 

meter
 

areas
 

construction
 

route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zoning
 

measurement
 

platform
 

should
 

be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ed,
 

and
 

the
 

workflow
 

standardized.
 

Research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similar
 

cities
 

to
 

carry
 

out
 

urban
 

public
 

water
 

supply
 

network
 

leakage
 

contro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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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提升水资源利用

效率和效益,是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关于节水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具

体行动,是缓解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水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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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选择,对推进城市供给侧改造,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

制度,强化城镇节水降损。 《“十四五”节水型社会

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城市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控制在 9%以内[2] 。 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存在

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该地区实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具有显著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3] 。 本研究以 A 市为例开展华北

平原城市供水漏损控制策略研究,明确了漏损控制

目标制定方法,并提出了华北平原城市漏损控制系

统方案,为同类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提供

参考。
1　 城市概况

A 市是华北平原典型城市,中心城区面积为

298
 

km2,城镇人口为 174. 58 万人,属暖温带半湿润

大陆型季风性气候。 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91. 6
 

mm,受季风影响,雨量季节变化大,分布不均,其中

夏季(6 月—8 月)降水量为 410. 3
 

mm,占年降水量

的 69%左右。 A 市水资源禀赋较差,人均水资源量

为 308
 

m3,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6,属于极度缺水

地区。 在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方面,2021 年 A 市城市

建成区供水管网漏损水量为 1
 

512 万 m3,综合漏损

率 15. 9%,修正后的漏损率为 9. 75%。
1. 1　 供水水源

无外调水源,过分依赖地下水源供水, “十三

五”期间地下水源年均供水量为 13. 5 亿 m3,约占全

市总供水量的 57%,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开采

率分别达到 137%和 345%,地下水超采严重。
1. 2　 供水管网

供水系统管网总长度为 1
 

479. 4
 

km,中心区域

以环状管网为主,四周以支状管网向外辐射,环状管

网比例为 90%以上。 球墨管材占比最大达到 41%,
DN75 ~ DN300 的管道占总管长的比例达到约

69. 5%,管龄 30 年以上的管网占比 8%(图 1)。 供

水管网平均压力约为 0. 37
 

MPa,压力分布相对均

匀,没有明显的高压区与低压区之分。

图 1　 A 市供水管网管材、管径、管龄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Pipes
 

Materials,
 

Diameters,
 

and
 

Ages
 

in
 

the
 

Water
 

Supply
 

Network
 

of
 

City
 

A

1. 3　 供水服务

水厂供水(生产部门)、管网营销(营收部门)水

量,由设备部门按照流量计独立计量核算。 原水费

和水 资 源 费 较 高, 地 表 水 源 原 水 税 费 为 1. 29
元 / m3,地下水源原水税费为 1. 46 元 / m3。 公共供

水服务覆盖范围为 223
 

km2,注册用水户为 177. 6
万,其中居民用户为 175 万,非居民用户为 2. 6 万。
2　 漏损控制目标确定方法

为了制定合理的漏损控制目标,应实施城市供

水水量平衡分析,针对漏损水量构成提出拟采取的

漏损控制措施并预测措施漏损控制潜力,最后确定

漏损控制目标并识别工作重点[4] 。
2. 1　 供水水量平衡分析方法

供水水量平衡分析依据《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

制及评定标准》(CJJ
 

92—2016) [5]开展。
供水总量根据水厂出水流量计累积计量数据统

计,计费用水量由营销部门收费水量统计,免费用水

量主要是市政消防灭火及训练用水,由消防部门收

集相关数据和实际用水协议等资料获得,其他免费

用水量(如施工管线冲洗等)通过施工过程中计量

数据统计获得。 漏损水量为供水总量与计费水量和

免费水量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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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失水量为明漏水量、暗漏水量、背景漏失水量

以及水箱、水池的渗漏和溢流水量之和。 根据 A 市

供水管网漏点实际检测数量,按照漏点流量计算方

法[6] ,估算 2021 年 A 市供水管网明漏水量和暗漏

水量约为 450 万 m3。 通过水量平衡法用漏损水量

减去明漏暗漏水量、计量损失、其他损失得出背景漏

失量为 705 万 m3。
计量损失可通过开展总分表计量损失试验确

定。 根据 A 市目前水表口径、月均用水量和用水特

性的不同,根据水表计量管理部门掌握的数据统计,
A 市供水计量损失水量占供水总量的比例约为

2. 2%,2021 年为 209 万 m3。
其他损失包括非法用水、用户拒查等管理因素

造成的误差,根据 2021 年 A 市用水稽查、多级检查

发现的违规用水量统计,估算 2021 年 A 市供水中

其他损失水量为 148 万 m3。
2. 2　 供水水量平衡分析结果

漏失水量占主导地位,其中小区供水管网是漏

损重灾区。 A 市 2021 年供水管网漏失水量为

1
 

155 万 m3,约占供水总量的 12. 2%,约占总漏损水

量的 76. 4%。 由此可见,漏失水量是 A 市供水管网

漏损水量的主要组成。 进一步分析漏失水量的构成

可以发现,A 市小区庭院漏损水量为 1
 

015 万 m3,约
占全年供水总量的 10. 7%,约占全年漏失水量的

67. 1%,为 A 市供水管网漏损水量的主要来源,是试

点城市降低漏损率的主要方向。 2021 年 A 市市政

管网漏损水量为 140 万 m3,约占全年供水总量的

1. 5%,约占全年漏失水量的 9. 3%。
计量损失水量来源于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 A

市 2021 年计量损失水量 209 万 m3,约占总供水量

的 2. 2%,约占总漏损水量的 13. 8%。 其中有 131
万 m3 是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引起的,这可能是由

于 A 市工商业户水表周换进度较慢,目前存在较多

超期服役计量器具。
非法用水量下降空间大。 2021 年非法用水及

其他“人情水”等原因导致的漏损水量为 148 万 m3,
约占总供水量的 1. 5%,约占总漏损水量的 9. 8%。
非法用水主要来源为“人情水”、未按月抄表累积误

差、私接偷漏水量及其他未明原因的非物理层面管网

漏损水量。 目前 A 市在非法用水管控方面力度不够,
采取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非法用水量下降空间较

大。 2021 年 A 市供水水量平衡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A 市 2021 年供水水量平衡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Water
 

Supply
 

Balance
 

in
 

City
 

A
 

in
 

2021

分类 水量 / m3 分类 水量 / m3 百分比 分类 水量 / m3 百分比 分类 水量 / m3 百分比

供水总量 9
 

498 万 注册用户水量 7
 

986 万 84. 1% 计费用水量 7
 

796 万 82. 1% 计费计量用水量

计费未计量用水量

7
 

796 万

0
82. 1%

0

免费用水量 190 万 2. 0% 免费计量用水量

免费未计量用水量

109 万

81 万

1. 1%
0. 9%

漏损水量 1
 

512 万 15. 9% 漏失水量 1
 

155 万 12. 2% 小区内水箱、楼前管、
入户管等损失

市政管网漏失

1
 

015 万

140 万

10. 7%
1. 5%

计量损失水量 209 万 2. 2% 居民用户总分表差

非居民用户表具误差

78 万

131 万

0. 8%
1. 4%

其他损失水量 148 万 1. 5% 非法用水、用户拒查等

管理因素造成的误差

148 万 1. 5%

2. 3　 漏损控制潜力分析

2021 年 A 市城市建成区供水管网漏损水量为

1
 

512 万 m3,综合漏损率为 15. 9%,修正后的漏损率

为 9. 75%,现状水量漏损包括漏水水量、计量损失

水量和其他损失水量,但主要集中在未改造的老旧

小区和劣质管材小区的供水管线漏损。 随着“十四

五”期间供水设施更新改造和供水管网分区计量工

程的完善,预计可降低 10% ~ 13%小区内水箱、楼前

管、入户管等损失,7. 3% ~ 13. 8%市政管网漏失。 通

过加强计量器具全生命周期管理和非居民用户表具

更换,预计可降低计量水量损失 12. 0 万 ~ 23. 0 万

m3。 通过加强用水稽查和营收管理、大范围推广消

防栓智能防盗水预警装置,预计可降低非法用水、用
户据查等管理因素造成的水量损失 20. 0 万 ~ 30. 0

—841—

曹　 智,孙梦琪,林明利,等.
华北平原城市供水漏损控制策略案例

　
Vol. 43,No. 8,2024



万 m3。
在 2021 年城市供水管网水量平衡分析表的基

础上,针对漏损构成,提出拟采取的漏损控制措施,
预测措施实施后的预期成效,推演 2025 年供水管网

漏损水量在 1
 

308 万 ~ 1
 

368 万 m3,综合漏损率在

13. 0% ~ 13. 6%,修正后的漏损率在 6. 3% ~ 6. 9%,
预计每年可节水 150 万 m3,节电 70 万 kW·h,大幅

降低城市供水成本,详细推演过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A 市 2025 年供水管网漏损控制预期目标推演分析

Tab. 2　 Deduction
 

and
 

Analysis
 

of
 

Expected
 

Target
 

of
 

Water
 

Supply
 

Network
 

Leakage
 

Control
 

in
 

2025
 

in
  

City
    

A

2021 年漏损现状 分类 水量 / m3 拟采取漏控措施 预期控制漏损量 2025 年漏损预期

漏损水量为 1
 

512

万 m3 ,综合漏损率

为 15. 9%,修正后

小区内水箱、楼

前管、入户管等

损失

1
 

015 万 小区庭院供水管网改造

工商业户供水管网改造

二次供水设施进出水管网改造

降低 10% ~ 13%
 

降低漏损水量为 101. 5 万 ~

132. 0 万 m3

漏损水量为 1
 

308 万 ~

1
 

368 万 m3 ,综合漏损率

为 13. 0% ~ 13. 6%,修正

漏损率为 9. 75% 市政管网漏失 140 万 市政供水管网改造

市政供水管网阀门设施更新

分区计量体系完善

定期实施暗漏普查

加强市政供水管网压力监测

加强市政供水管网运行维护

降低 7. 3% ~ 13. 8%
降低漏损水量为 10. 3 万 ~

19. 4 万 m3

后 漏 损 率 为 6. 3% ~
6. 9%

居民用户总分表

差

78 万 加强计量器具全生命周期管理 降低漏损水量为 2. 0 万 ~

3. 0 万 m3

非居民用户表具

误差

131 万 水厂出厂流量计更新改造

大范围推广智能取水栓

工商业户水表更新改造

降低漏损水量为 10. 0 万 ~

20. 0 万 m3

非法用水、用户

拒查等管理因素

造成的误差

148 万 加强用水稽查与营收管理

大范围推广消防栓智能防盗水

预警装置

降低漏损水量为 20. 0 万 ~

30. 0 万 m3

2. 4　 漏损控制目标制定

(1)目标指标

到 2025 年,A 市城市供水管网设施基本健全,
供水管网分区计量全覆盖,问题供水管网和超期服

役计量器具基本改造完成,供水管网高效运行,管网

压力调控稳定均衡,节能降耗效果显著,基本建成较

为完善的公共供水管网建设改造、运行维护管理制

度和约束激励机制,实现供水管网的网格化、精细化

管理。
到 2022 年底,A 市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9%以下,2023 年底达到 8. 3% 以下,2024 年达到

7. 5%以下,2025 年达到 7%以内;城市供水管网分

区计量覆盖率达到 98%以上;供水管网事故率控制

在 0. 2 件 / ( km·a);城市供水输配千方水能耗在

2020 年的基础上下降 15%以上,净水厂自用水率控

制在 5%以下;用户龙头水水压不低于 0. 05
 

MPa,不
高于 0. 15

 

MPa。
(2)重点工作

通过对 A 市供水管网漏损成因分析,确定了

“十四五”时期 A 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 6 项重点工

作。 ①加大漏损严重小区庭院供水管网改造力度;
②深化完善供水分区计量管理体系;③更新升级智

能化计量器具;④加大消防设施沿线窃水的整治力

度;⑤建立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激励机制;⑥加强供水

管网主动暗漏检测。
3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方案

基于已确定的漏损控制目标指标与识别出的工

作重点,以 A 市为例提供一套适用于华北平原城市

的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方案,主要包括摸清家底、
更新设施、调控压力、提升计量、引智赋能、完善机制

6 个方面(图 2)。
3. 1　 摸清家底

一是动态更新和完善供水管网 GIS 系统,全面

掌握供水管网状态。 查清地下管网及漏失情况是管

网漏损控制的前提,由于部分市政供水管网老旧和

小区管网未移交,导致资料缺失、管图不清的情况较

为严重,管网数据准确率不高,覆盖面不全。 进一步

完善企业管网运维部门 GIS 数据长效动态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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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体系框架

Fig. 2　 System
 

Framework
 

of
 

Water
 

Supply
 

Network
 

Leakage
 

Control
 

机制,加强技术力量,通过图纸现场校对、探坑定点、
关阀测试、巡管仪定位等多种方法,对不清管线全面

勘察,做到查清一条记录一条,定准一片规划一片,
完善管网多属性数据,逐步完善管网 GIS 系统,实现

管网可视化管理、查询、分析、展示、空间拓扑关系。
二是进一步完善供水管网分区计量工程建设。

以现有小区独立计量区域( DMA)管理作为二级分

区,随着老旧小区逐步改造,进一步扩散 DMA 覆盖

范围。 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级分区,构建

形成多级嵌套的涵盖出厂计量-各级分区计量-用

户计量的管网流量计量传递体系,精准识别漏损空

间分布和构成,将管网漏损监测、控制工作及其管理

责任分解到各分区,实现供水的网格化、精细化

管理。
三是开展系统化全域检漏和漏点精准修复。 通

过加强业务培训与交流,培养和扩大自有检漏队伍,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实现检漏队伍全覆盖。 通过实

施合同节水管理模式,与漏损检测专业技术机构合

作,引进外援,与自有队伍形成良性竞争。 同时,依
靠科技手段,引进国内先进的噪声监测预警系统,实
现由人工检漏向智能检漏、由被动检漏向主动检漏

逐渐过渡,提高检漏效率和成效。
3. 2　 更新设施

按照轻重缓急,聚焦工作重点,将有限的资金优

先用在“刀刃”上,把老旧小区地下管线、楼门引入

管、建筑给水立管、超期服役水表、问题市政管线等

优先作为重点改造项目。
一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二次供水改造,对老旧

小区供水管网、楼门供水引入管、建筑供水立管、二
次供水设施进出水管更新改造。

二是结合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对管网结构布局

不合理、枝状管网未实现互联互通、材质落后或受损

失修造成频繁漏失或爆管的市政供水管网、阀门、消
防栓以及工商业用户供水引入管更新改造。
3. 3　 提升计量

严格表具管理,严格抄表质量,努力将计量损失

—051—

曹　 智,孙梦琪,林明利,等.
华北平原城市供水漏损控制策略案例

　
Vol. 43,No. 8,2024



降至最低。
一是建立表务管理系统,实施水表全生命周期

管理。 统一规范水表选型、采购、入库、安装、检修、
更换、报废各流程,开展水表普查,建立工作台账,形
成常态化稽查机制,提高计量精度,减少计量损失。

二是加强超期、超量水表计量管理。 整理超期、
超量水表清单,开展周期性换表工作,结合表计累积

水量、用水特点等建立水表动态周检机制。
三是提升抄表质量。 全面推行手机抄表业务,

提高抄表准确率,促进抄表催费业务一体化,实现表

务信息及时维护。
四是完善水量分析机制,开展水平衡分析,对漏

失水量、计量损失、管理损失进行全要素管理与分

析。 加强消防水量、绿化环卫水量、城中村、拆迁地

区的分区监测,发现异常立即排查,加强用水稽查,
打击窃水,确保水量应收尽收。
3. 4　 调控压力

通过优化管网布局,实时调控水厂出水压力和

流量,优化管网压力调节模式,实行整体控压、局部

增压(减压)、统一调度,实现经济控压、保障供水安

全、降低漏损控制目的。 合理布设在线压力监测点,
加密关键监测点,实现压力动态多点监控。

小区供水水压以 21 ~ 25
 

m 的供水压力为控制

节点,在小区进口加装控压阀和流量计,通过 DMA
分区建设精准调控小区水压。
3. 5　 引智赋能

一是建立智慧供水综合平台,逐步形成以数字

化为手段、以信息化为支撑、以智能化为引领的智慧

水务管理格局。 通过信息化建设,打通 DMA 漏损

管理系统、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平台、营收系统、供
水调度实时监测系统、二次供水远程监控中心、呼叫

报装系统之间的壁垒,完成业务和数据集成应用,实
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 依托 DMA 漏损管理系统、
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平台、营收系统、供水调度实时

监测系统、二次供水远程监控中心、呼叫报装系统的

建设与完善,有效指挥开展信息管理、管网运行、水
量分析、应急处置、数据挖掘等工作,使漏损控制的

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二是引智合作,开展试点示范,以点带面积累漏

控经验。 实施合同节水管理,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漏损控制,共享漏控效益。 遵循“先消化、再转

化、再优化、后固化”的思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机制和检漏控漏技术、设备,结合自身实际创新优

化,形成漏损控制本土化特色。
3. 6　 完善机制

人是漏损控制的实施主体,要充分调动人、鼓励

人、约束人,必须依靠机制完善,做到制度机制管

住人。
一是建立绩效考核体系。 打破平均主义、以包

代管的管理模式,建立覆盖全流程、多层级、全岗位

的绩效考核制度,逐层传递压力,严格奖优罚劣。
二是加强交流和培训。 搭建内部交流平台,组

织各类经验交流会,组织各类新技术培训会和实操

培训。
三是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质保期由 2 年延

长至 3 年,将施工-验收-责任人等全部信息纳入供

水智慧综合管理平台,实施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
四是加强公众宣传与参与。 结合国家节水型城

市建设,充分利用城市供水服务热线,广泛宣传城市

节水,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作。
4　 分区计量建设方案
4. 1　 分区计量管理总体设计方案

 

根据 《 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工作指

南———供水管网漏损管控体系构建(试行)》,基础

资料较完善的管网、拓扑关系简单的管网、以输配水

干线漏损为主的管网,宜优先采用自上而下的分区

路线。 基础资料不完善的管网、拓扑关系复杂的管

网以配水支线漏损为主的管网,宜优先采用自下而

上的分区路线。
A 市小区供水管网漏损严重,同时已建设了

587 个 DMA 小区,根据《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

理工作指南———供水管网漏损管控体系构建(试

行)》,拟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区路线,建设三级计量

分区,以城区主要干道、过市区铁路和自然地形为边

界划分 8 个一级计量分区,在 8 个一级计量分区的

基础上根据城区道路及供水管理情况进一步划分为

12 个二级计量分区,在现状 587 个 DMA 分区的基

础上每年新增 60 个 DMA 分区作为三级计量分区,
如图 3 所示。
4. 2　 分区计量设备与数据传输设备选型安装

分区计量仪表选择应考虑:1) 是否运行稳定、
可靠;2)是否具备数字信号无线传输接口或无线传

输功能;3) 是否满足一定恶劣条件下的防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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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市分区 DMA 管理总体设计方案

Fig. 3　 Overall
 

Design
 

Plan
 

for
 

DMA
 

Management
 

in
 

City
 

A

4)售后服务、价格等其他因素。 针对 A 市分区计量

的数据采集点多且分散,以及户外环境条件差的特

点,确定分区计量仪表选型以超声波双向计量表及

多声道超声波流量计为主,选择 SCL-76 和 SCL-80
超声波流量计。 流量计应能采集并存储下列相关数

据:起始读数、终止读数、总用水量、夜间最小流量及

出现时间、夜间最大流量及出现时间、瞬时流量、累
积流量、时间、速度及速度分布、压力等,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选择相关数据。 如仪表出现故障应能存储不

低于 48
 

h 的数据。 远传系统数据采集时间宜设置

在 5
 

min 或 10
 

min 或 15
 

min,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调

整;以每天的 00:00 起,每 4
 

h 上传一次数据(也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如出现故障,修复后应能续

传未传的数据。 如使用电池供电,供电时间应不少

于 3 年。
待建一级分区拟安装具有远传功能的流量计

29 台,分别需要加装 DN600 流量计 1 处、DN500 流

量计 2 处、DN400 流量计 12 处、DN300 流量计 9 处、
DN200 流量计 1 处、DN150 流量计 3 处、DN100 流

量计 1 处。 在一级计量分区基础上二级分区计划安

装流量计 3 台,安装大用户远传 3 套。 分别需要加

装流量计 DN500 流量计 2 处,DN300 流量计 1 处。
4. 3　 分区计量平台完善

A 市已建设 DMA 分区计量管理平台,拟从以下

3 个方面进一步完善该平台。
一是制定数据标准,提高传输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保证分区数据统计的准确性,营收系统须明确

用户所在的 DMA 分区,待营收系统将用户与分区

的对应关系明确后,再将用户信息、月用水量、抄表

日期等数据传给 DMA 管理系统,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
二是完善平台功能,实现一级、二级分区计量。

进一步完善分区计量管理平台有关用户数量、用水

量、分区进(出)水量、夜间最小流量、水压、水质等

数据的存储、统计分析及决策支持功能。
三是打通数据孤岛,协同推进分区计量管理。

对接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平台、营收系统、供水调度

实时监测系统、二次供水远程监控中心、呼叫系统,
做好数据对接,打通信息孤岛[7] 。
4. 4　 分区计量运维管理

A 市自来水公司拟围绕分区计量平台建立健全

漏损控制运维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工程部、营业部、
抢修部、降差办等部门在供水管理漏损控制方面的

工作职责与工作流程,充分发挥分区计量体系在漏

损控制方面的作用。
针对分区计量平台提示结果异常的管段,营业

部应及时通知工程部,由工程部组织测漏小组使用

相关仪、多探头相关仪、听漏仪等设备对漏水点进行

精确定位,并通知抢修部进行抢修。 抢修部抢修时

应对漏点数据做好记录,包括漏点区域地点、发现时

间、修复时间、漏水原因、管材和管径大小、事故点运

行压力、漏点破损面积、漏点流量、漏水性质、漏点照

片等;并将数据提交降差办,降差办对漏点数据信息

做好整理分析,为评价城市漏损控制成果、系统研究

城市漏损控制潜力提供数据基础。
5　 结论

本研究以 A 市为例开展华北平原城市供水漏

损控制策略研究,明确了漏损控制目标制定方法,并
提出了华北平原城市漏损控制系统方案,为同类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提供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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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制定合理的漏损控制目标,应实施城

市供水水量平衡分析,针对漏损水量构成提出拟采

取的漏损控制措施并预测措施漏损控制潜力,最后

确定漏损控制目标并识别工作重点。
(2)华北平原城市可从摸清家底、更新设施、调

控压力、提升计量、引智赋能、完善机制 6 个方面开

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作。
(3)对于以小区管网漏损为主的城市应采取自

下而上的分区计量建设路线,并完善分区计量平台、
建立管理体制、规范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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