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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水务信息在线采集技术标准》解读
李鑫玮,刘伟岩∗

(北控水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100102)

摘　 要　 水务信息的准确及时采集和合理有效使用,是城镇智慧水务建设与应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控

制、智慧化决策的重要支撑。 为规范城镇水务信息在线采集的技术要求,做到信息准确、采集及时、操作简便,中国城镇供水

排水协会组织编制了团体标准《城镇水务信息在线采集技术标准》。 编制组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工程实践经验,提出了城镇

水务全流程的关键采集指标、点位和技术要求,根据应用需求提出了合理的指标分级,可用于指导城镇供排水领域信息在线

采集系统的建设与运维,推动水务行业的精细化和智慧化管理。 该标准共 7 章,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城镇供水、城镇排

水、设备状态、安装与维护。 文章对标准的制定原则和关键水务信息的在线采集要求等要点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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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te
 

and
 

timely
 

acquisition,
 

as
 

well
 

as
 

th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use
 

of
 

water
 

information,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mart
 

water
 

management
 

in
 

urban
 

areas.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supports
 

for
 

achieving
 

digital
 

management,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online
 

acquisition
 

of
 

urban
 

water
 

information,
 

China
 

Urban
 

Water
 

Association
 

has
 

organized
 

the
 

compil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
 

for
 

Online
 

Acquisition
 

of
 

Urban
 

Water
 

Information.
 

The
 

preparation
 

team
 

has
 

proposed
 

key
 

acquisition
 

indices,
 

location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entire
 

process
 

of
 

urban
 

water
 

management
 

throug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summary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experience.
 

Based
 

on
 

application
 

needs,
 

reasonable
 

indicator
 

classification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s
 

in
 

the
 

field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promote
 

the
 

refinement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industry.
 

The
 

standard
 

consists
 

of
 

7
 

chapters,
 

including
 

general
 

principles,
 

terminology,
 

basic
 

regulations,
 

urban
 

water
 

supply,
 

urban
 

drainage,
 

equipment
 

status,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paper
 

interprets
 

key
 

points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and
 

the
 

online
 

acquisition
 

requirements
 

of
 

key
 

wat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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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智慧水务建设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城镇水

务信息包括水质、水量、水压、设施设备运行数据和

视频等,对其进行在线采集是实现城镇水务领域数

字化管理、智能化控制、智慧化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发布的《城镇水务 2035 年

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1] 中明确将在线监测的覆盖程

度作为智慧水务规划指标。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组织编写的《城镇智慧水务技术指南》 [2] 也提出,应
构建智慧水务物联感知监测体系,实现城镇水务全

范围、全流程的动态监测和预报预警。 然而,数据不

准确、不完整,相关硬件配置不全面是城镇水务信息

在线采集最为突出的问题[3-5] 。 因此,编制发布城

镇水务信息在线采集技术标准,用于指导选取合理

的在线监测指标和仪表设备,规范采集点位、传输方

式、采集与传输频率等技术要求,加强对智能控制、
智慧决策应用层面的支撑,做到信息准确、采集及

时、运维简便,是行业当前关注的重点。
根据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关于印发<2022

年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

知》(中水协〔2022〕9 号)的要求,北控水务(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联合 16 家单位共同开展了团体标准

的编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

准和工程实践经验,充分征求了行业意见,完成了

《城镇水务信息在线采集技术标准》 ( T / CUWA
 

10106—2024)(以下简称《标准》),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标准适用于城镇供水、排水等城镇水务

领域水务信息在线采集系统的建设与运维。
1　 基本规定
1. 1　 原则与特点

1. 1. 1　 采集原则

城镇水务信息应全面真实反映城镇水务各环节

和各类设备设施运行状况和参数,在注重在线采集

的系统性的同时,也要考虑代表性、经济性、安全性

和运维便利性。 除了遵循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在
线采集的指标、要求及设备选型还应充分考虑管理

需求、监管要求、应用场景、工艺特点和现场条件。
1. 1. 2　 分级设置指标项

为了规范水务企业设置必要的在线采集指标,
同时推动行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管

理,《标准》将在线采集指标项分为 A 级和 B 级。 其

中,A 级指标项包括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提出的在

线采集要求,以及为保障水务设施稳定运行应在线

采集的指标项;B 级指标项以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智

能控制为目标,宜在线采集。
1. 1. 3　 鼓励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

近年来行业内涌现了一些新型在线监测方法、
技术和设备,尚未形成国家和行业标准,从使用的可

靠性、经济性、便利性和鼓励新产品应用等角度考

虑,可以将经过实际应用验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用

于过程监测、预警预测等用途。 但涉及到水厂进水、
出水水量计量和水质检测信息的在线采集,还应遵

循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规定,保障数据的准

确性、可用性和可比性。 因此,《标准》规定,用于水

厂进水、出水水量计量和水质检测的在线采集设备

应选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并按国家

现行相关产品标准规定或制造厂设定的检定周期进

行检定;用于过程监控、预警预测等用途的在线采集

设备可采用经应用验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1. 2　 技术要求

《标准》对在线采集设备和系统的可靠性、稳定

性、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技术要求。
1. 2. 1　 可靠性

在线采集设备的精度、量程及响应时间等性能

应满足设备和工艺的控制要求。 在线采集系统应具

备测量值超标报警、超量程报警及系统故障报警的

功能。 在检查井等存在爆炸风险的密闭空间内安装

的在线采集设备应采用防爆型,宜达到本质安全防

爆等级。 在含有腐蚀气体环境下安装的在线采集设

备应满足防腐要求。 连续采集环节或关键环节应增

设不间断电源,具备断电保护和来电恢复的功能,在
断电时保证已有存储数据不丢失。 在线采集设备的

数据传输网络宜采用结构简单、易于维护的架构,满
足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
1. 2. 2　 稳定性

在线采集系统应保证传输通信的稳定性,能自

动存储数据;在通信中断恢复后,采用 RS485 有线

接口、工业以太网或无线数据传输等数字化传输技

术时,在线采集设备自身或外部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应立即恢复数据上传。
在线采集设备应支持数字信号或模拟量输出,

并优先使用数字信号传输。 采用数字信号传输时,
在线采集设备应至少具备下列通信方式之一:

1)无线传输方式,应通过 NB-IoT、3G / 4G / 5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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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方式与上位机或管理平台通信;
2)有线传输方式,应直接通过现场总线、局域

网、互联网方式与上位机通信。
智慧水务建设规划过程中,应提前规划采集设备

传输规则,做到同一系统或同一设施内传输规则统

一,便于后续扩展。 因此,《标准》要求同一设施内的

各类在线采集设备的接口宜采用相同的通信协议。
1. 2. 3　 安全性

水务数据作为重要城镇公共数据,应在采集、传
输和存储过程中做好加密保障,重要数据宜采用专

网传输,在公共网络上传输时,应采取加密措施。
1. 3　 数据要求

在线采集与上传频率应能及时反映水质、水量、
水压、设备状态和现场信息动态变化,满足预警与处

置时间的要求、运行调控的要求,并应能根据实际需

要设定。 数据信息应及时、稳定、准确上传至上位机

或管理平台进行监控和处理。
在线采集过程可能因设备、信号、环境等问题造

成数据波动,应进行数据有效性审核,排除故障点、
突变数据、超限数据、漂移数据等。

在线采集系统应能储存至少 3 个月的原始数

据、运行日志及追溯期内的日冻结、月冻结或年冻结

数据,并应在授权条件下可检索、可读取、可根据需

要输出报表。
2　 城镇供水
2. 1　 一般规定

城镇供水在线采集点应覆盖水源、输水管渠、水
厂、供水管网、二次加压调蓄等环节,在线采集频率

应能根据预警与响应时间的要求和工艺调控的要求

反映系统变化。
2. 2　 采集要求

2. 2. 1　 水源

水源水质信息在线采集点应保证采集的水样具

有代表性,能对水厂起到水质预警作用。 其中河流

型、湖库型水源的在线采集点应设置在取水口附近

或取水泵房,条件不便时也可设置在原水输送管 /
渠;地下水水源的在线采集点应设置在有代表性的

水源井或取水泵房;若水厂为多水源取水,应在每种

水源相应位置设置在线采集点。 水源水量信息在线

采集应满足所有水源集中取水点的流量或水位监测

需求。
2. 2. 2　 输水

输水环节在线采集点应覆盖长距离输水系统管

线重要节点。
2. 2. 3　 水厂

配置自动控制系统的供水设施,应根据规模、控
制要求和节能降耗要求配置相关水质在线采集设

备。 水量信息在线采集应满足厂区进出水流量和滤

池、清水池、回用水池等水位监测的需求。 采集频率

应满足水厂生产工艺的要求。
2. 2. 4　 配水

供水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汇区域、较大规模加

压泵站、管网末稍、居民经常用水点及重要区域应单

独设置水质在线采集点,采集点数量应根据供水服

务人口、服务面积及管网特点确定,中等以上城市在

线水质采集点不宜低于 1 点位 / (5 万人口)或 1 点

位 / (10
 

km2)。
供水配水系统水量信息在线采集应满足管网运

行状态监控和计量分区需求,包括管网上的水量、压
力调节设施的流量、水位等。
2. 2. 5　 二次加压调蓄

二次加压调蓄信息在线采集应满足终端水质管

理、水量计费、用水调度等需求。
2. 2. 6　 指标统计

将城镇供水系统在线采集的指标及其分级数量

进行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镇供水系统在线采集指标和分级数量
Tab. 1　 Online

 

Acquisition
 

Indices
 

and
 

Classification
 

Quantities
 

for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

项目 水源 取水泵房 输水管渠 水厂进水 净水工艺
药剂储存

及投配

排泥水

处理
出水泵房 供水管网

二次加

压调蓄
小计

指标数量 / 项 17 13 19 8 42 3 6 7 8 14 137

分级数量 / 项 A:6
B:11

A:10
B:3

A:8
B:11

A:5
B:3

A:30
B:12

A:3
B:0

A:5
B:1

A:7
B:0

A:5
B:3

A:2
B:12

A:81
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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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排水
3. 1　 一般规定

城镇排水系统在线采集点应覆盖污水收集、处
理、排放、再生水回用等环节,城市内河或受纳水体,
以及源头控制设施、合流制溢流排口、雨水管网、雨
水调蓄池、排涝泵站、易涝点等内涝防治关键节点。

城镇排水系统在线采集频率应能反映水量水质

变化,满足预警与响应时间、工艺调控和主管部门监

管的要求,并结合在线采集设备的分析周期来确定。
在发生污染事故或水量水质有明显变化期间应增加

采集频率。
3. 2　 采集要求

3. 2. 1　 污水收集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在线采集点应覆盖重点排

水户、截留井、主干管网重要节点。 水量在线采集点

的设置应满足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网河(湖)调

度的需求。
3. 2. 2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厂的水质在线采集点应覆盖进水、主
要处理单元及出水,采集位置与指标应与工艺要求

相匹配。 水量信息在线采集应满足各工艺单元和设

施调控的要求,包括进出水流量、构筑物水位、液位

差、配水量、回流量等。
污水处理厂生化单元采用智能曝气系统和智能

碳源投加系统时,应根据控制需要设置相应数量的

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氨氮、硝酸盐氮、正磷酸盐、
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等在线采集设备。

污水处理厂化学除磷单元采用智能加药除磷控

制系统时,应根据控制需要设置正磷酸盐在线采集

设备。
污水处理厂污泥相关信息的在线采集点应覆盖

污泥处理、存储及转运等环节。 污泥处理单元应根

据不同控制需要设置在线采集设备。 采用智能排泥

系统时,应设置悬浮固体浓度在线采集设备;采用厌

氧消化工艺时,应设置 pH、温度在线采集设备。 泥

量信息应包括进泥流量、污泥调理剂流量、各构筑物

液位等。
污水处理厂视频信息在线采集点应覆盖预处理

单元、生化单元、深度处理单元、药剂存储和加药单

元、污泥处理单元等关键工艺单元,以及中控室、危
化室、厂区出入口及主要道路等,实现实时采集、连
续传输。
3. 2. 3　 内涝防治

城镇内涝防治系统水量信息在线采集指标应包

含排水泵站的集水池水位、流量信息,雨水调蓄设施

的水位、流量信息,以及排水管网关键检查节点、城
镇易涝点的水位信息等。

城镇易涝点在线采集信息应能直接反映地面积

水深度,并应实现超阈值预警报警。
雨量信息在线采集宜包含气象站观测数据、区

域雨量站采集数据和雨量计工作状态数据。 宜采用

翻斗式雨量计,设备采集数据和工作状态数据应实

现本地储存和即时上传,在非降雨时段设备宜采取

休眠模式,在降雨时段应即时发送数据。 降雨时段

的数据传输频率不宜低于 1 次 / min;非降雨时段的

数据传输频率不宜低于 1 次 / h。
城镇内涝防治视频信息在线采集应包含重要的

下凹式绿地、湿塘、雨水调蓄池等源头控制设施,以
及易涝点、排水管网关键节点、末端排口、河、湖、水
库等的现场监控视频,并宜具备图像识别功能,能有

效识别内涝积水事件并自动触发预警报警提示

信息。
3. 2. 4　 受纳水体

城镇排水系统受纳水体应根据控制断面要求、
尾水排放要求设置在线采集点。
3. 2. 5　 指标统计

将城镇排水系统在线采集的指标及其分级数量

进行统计,分别如表 2 ~表 4 所示。

表 2　 城镇污水收集系统在线采集指标和分级数量
Tab. 2　 Online

 

Acquisition
 

Indices
 

and
 

Classification
 

Quantities
 

for
 

Urban
 

Sewage
 

Collection
 

System

项目 重点排水户接户井 主干管网重要节点 合流制溢流排口 截流井 调蓄池 提升泵站 小计

指标数量 / 项 4 5 6 6 5 5 31

分级数量 / 项 A:1
B:3

A:1
B:4

A:1
B:5

A:1
B:5

A:2
B:3

A:2
B:3

A:8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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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在线采集指标和分级数量
Tab. 3　 Online

 

Acquisition
 

Indices
 

and
 

Classification
 

Quantities
 

for
 

Urban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项目
污水处理

厂进水
格栅 水解酸化池 初沉池 生化池 二沉池 高效沉淀池 过滤

膜生物

反应器

指标数量 / 项 10 2 2 1 7 3 6 3 4

分级数量 / 项 A:8
B:2

A:2
B:0

A:2
B:0

A:0
B:1

A:3
B:4

A:0
B:3

A:1
B:5

A:0
B:3

A:3
B:1

项目 臭氧处理 加氯间
污泥浓

缩脱水

污泥厌

氧消化
污泥转运

药剂存储

和投加

污水处理

厂出水口
小计

指标数量 / 项 2 1 4 6 1 2 11 65

分级数量 / 项 A:2
B:0

A:1
B:0

A:3
B:1

A:6
B:0

A:1
B:0

A:2
B:0

A:9
B:2

A:43
B:22

表 4　 内涝防治与受纳水体在线采集指标和分级数量
Tab. 4　 Online

 

Acquisition
 

Indices
 

and
 

Classification
 

Quantities
 

for
   

Waterlogging
  

Control
 

and
 

Drainage
 

Water
 

Bodies

项目 典型源头控制设施 排水管网 雨水调蓄池 排涝泵站 易涝点 受纳水体 小计

指标数量 / 项 5 3 4 2 2 9 25

分级数量 / 项 A:4
B:1

A:2
B:1

A:4
B:0

A:2
B:0

A:2
B:0

A:7
B:2

A:21
B:4

4　 设备状态
4. 1　 一般规定

设备状态信息包括设备运行状态和设备运行参

数。 在线采集对象包括变、配电设备及用电设备

(格栅、搅拌器、推流器、泵、鼓风机、脱水机等)。 采

集指标和频率应满足监视和保障设备运行状态的要

求,对异常状态进行及时报警的要求,以及运行优化

和节能降耗的要求。 信息应实时采集,变化即传,且
传输频率不低于 1 次 / (15

 

s)。
4. 2　 采集要求

4. 2. 1　 设备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在线采集指标包括设备的本地 /
远程状态、运行 / 停止状态、故障状态等。 设备的运

行和停止状态,或电气开关的分断和闭合状态,宜采

用独立的状态信号分别表示。 设备故障信号宜直接

采用设备保护元件的告警信号。
4. 2. 2　 设备运行参数

设备运行参数在线采集指标包括设备的电测量

数据和运行数据。 电测量数据模拟量包括设备运行

时的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电测量数

据电能量包括有功电能量等。 运行数据包括设备运

行频率、阀门开度、温度、流量、压力等指标。
对于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考核的 75

 

kW 及以上

的电动机应装设电能表。 对于 55
 

kW 及以上电动

机,以及 55
 

kW 以下工艺要求监视电流的电动机应

测量机组电流。 对于潜水泵,应采集泄漏信号,以保

障运行安全。
5　 结语

(1)《标准》是智慧水务标准体系中的重要技

术标准,为首次发布,有助于规范和加强城镇水务

信息在线采集的设计、运行与管理,支撑智慧水务

建设。
(2)《标准》对城镇水务感知层设备的技术要求

(如设备安装点位、数据传输方式、监测频率、上传

周期等)做出了精细化规定,并鼓励采用性价比高、
运维便利、新型的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更加适应水

务管理需求和智慧水务建设要求。
(3)《标准》综合考虑了现行业标准要求和运营

企业实际管理需求,对在线采集指标进行了分级设

置,可操作性强,有利于推动行业实现标准化、精细

化和智能化管理。
(4)在城镇供排水一体化、厂网河(湖)一体化

的发展趋势下,《标准》涵盖了供水水源、输水管渠、
水厂、供水管网、二次加压调蓄、污水收集、处理、排
放、再生水回用、受纳水体等城镇供排水重要环

　 　 　 (下转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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