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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协同减污降碳、提升处理效能

及优化运营管理的核心驱动力。 当前,多数污水处理厂在运营管理上过度依赖传统经验,调控手段粗放,导致资源利用效率

低下与能源浪费显著。 因此,构建 1 套能够实现污水处理厂稳定、低碳、高效运行的全流程数字化运营管理策略显得尤为迫

切。 【方法】　 对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干化焚烧系统整体工艺流程的深入剖析与梳理,融合新型信息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深

度分析建模并构建主要关键设备效能评估诊断体系与实现数据实时精准采集是传承技术经验、加速污水处理厂数字化转型

的关键所在。 【结果】　 此外,精准识别现有运营瓶颈,明确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切入点是构建基于大数据决策的智能化系统的

重要基石。 同时,文章还详细阐述了污水处理厂设施设备智能化管理平台及碳排放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要点。 为推进数字化

转型,建设集约化的数据处理平台,强化内部人员数字化交流培训,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措施。
【结论】　 数字化并非可选之项,而是关乎生存的关键之项。 实施数字化的真正难点,除技术层面外,还涉及人的因素。 数字

化的推进反映了企业的战略定位、文化塑造和组织体系的变革。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城镇污水处理厂　 智能化运行管理　 智慧化污水厂　 协同减污降碳

中图分类号:
 

TU9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77(2025)05-0007-08
DOI:

  

10. 15890 / j. cnki. jsjs. 2025. 05. 002

[收稿日期] 　 2024-08-01
[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计划项目:污水污泥协同减污降碳技术应用示范与运营模式研究(22dz1209202)
[通信作者] 　 邹博源(1984—　 ),男,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污水、污泥处理及资源化,E-mail:zoubyuan@ shwwt. com。

Exploration
 

on
  

Key
 

Factor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WTP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ZOU

  

Boyuan∗

(Shanghai
 

Chengtou
 

Wastewater
 

Treatment
 

Co. ,
 

Ltd. ,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s)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coordinated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mprove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ost
 

WWTPs
 

rely
 

heavily
 

on
 

tradi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regulation
 

mode
 

is
 

extensive,
 

resulting
 

in
  

in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significant
 

energy
  

waste.
 

Therefore,
 

it
 

is
 

increasingly
 

urgent
 

to
 

construct
 

a
 

set
 

of
 

full-process
 

digit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at
 

can
 

achieve
 

stable,
 

low-carbon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WWTP.
 

[Methods]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sorting
 

of
 

the
 

overall
 

proces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and
 

sludge
 

drying
 

incineration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analysis
 

and
 

modeling
 

of
 

historical
 

data
 

combined
 

with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diagnosis
 

of
 

main
 

and
 

key
 

equipment
 

and
 

real-time
 

accurate
 

collection
 

of
 

data
 

are
 

the
 

most
 

key
 

factors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of
 

technical
 

experi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WTPs.
 

Establishing
 

the
 

application
 

poin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by
 

identifying
 

the
 

existing
 

bottlenecks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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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system
 

for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big
 

data.
 

[Results]　 In
 

addition,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WTP
 

facilities
 

and
 

carbon
 

emiss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are
 

also
 

expounded.
 

Establishing
 

an
 

intensive
 

data
 

center,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digital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nsuring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data
 

are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WTPs.
 

[Conclusion] 　 Digitalization
 

is
 

not
 

an
 

option,
 

but
 

a
 

crucial
 

one
 

for
 

survival. The
 

real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digitalization,
 

apart
 

from
 

the
 

technical
 

aspects,
 

also
 

involve
 

human
 

factors.
 

Digitalization′s
 

progress
 

mirrors
 

a
 

company′s
 

strategic
 

positioning,
 

cultural
 

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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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处理厂是 1 个多变量、非稳定、时变的

复杂系统,如水质水量动态变化,过程单元多、反应

机理复杂,包含大量设备设施等。 在运行过程中会

受到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干扰。 内部干扰来自污水

处理厂本身,如池型占地约束工艺参数、污泥输送泵

运行工况对整个污泥处理过程的干扰等;外部干扰

来自污水处理厂外部环境,如来水量突变、污染物负

荷改变、天气变化等。 通常内部干扰可以通过污水

处理厂内部调控来降低或消除其对污水处理厂产生

的影响,而外部干扰往往是不可控的,需要通过提前

预测、协同处置来提供相应的应急解决方案。 污水

处理厂在实际运行中,虽然有大量的在线和离线数

据,但用于指导实际运行的量化的指示有限,污水处

理厂的运行管理者往往依赖经验和直觉来调整相关

操作参数。 以曝气过程为例,污水处理厂好氧池需

要进行大量的曝气,但是目前往往都是存在过度曝

气的现象,导致能源的大量浪费。 因此,在运行管理

中借助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进行预判与解决,
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节能减

排和精细化管理[1] 。
数字化转型是指以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型信息技术为驱动的业务模式变革[2] ,数字

化是通过数据实时采集,利用已设定的系统完成分

析,实现物理世界的在线化。 数字化与信息化之间

的关键性差异,体现在数据获取方式的根本变革上。
数字化时代,数据不再依赖于人工录入,而是通过物

联网感知技术实现自动化采集,这一过程涵盖了数

据的感知、采集、呈现及深入分析。 智能化作为数字

化的高级发展阶段,它不仅是数据化、信息化与数字

化三者的深度融合,更是在数字化产生的大规模数

据基础上,由系统执行科学决策与精准操作,即系统

能够自动感知信息、精确分析数据,并据此做出合理

的执行决策。 而智慧化,作为智能化的最终形态,其

核心区别在于系统是否具备自我学习、持续进步以

及不断进化迭代的能力,这标志着系统从被动接受

指令向主动优化提升的重大转变。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数字化升级转型,是新质生

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 1 次具体实践与展现,其赋

能作用尤为显著。 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先进的

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对污水处理厂内部资源的精

准配置与高效利用,进而可显著提升决策制定的效

率与精确度。 数字化转型为污水处理厂构筑了实现

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石与技术平台,而新质生产力

则以其强大的驱动力,为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与支持。 两者相辅相成,携手并进,共同驱

动污水处理厂朝着碳中和目标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

路坚定前行。
1　 污水处理工艺数字化提升关键因素分析
　 　 污水处理是 1 个连续不断且较为复杂的反应过

程,其结果取决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过程的互相

交织和相互影响;处理效果并非立即显示需要一定

的时间进而产生滞后性,导致过程建模和工艺参数

优化的高难度。 纵观国内外污水处理厂数字化的实

践经验,基本都采取自动化控制和实时监测系统叠

加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数据等新技术,实现自

动采集、自动判断、自动调整和自动控制四位一体的

高度集成和智能化的运行模式[3] ,能够显著提高污

水处理过程的精细化管控效率,达到降本增效与节

能减排的效果。 在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引入过程中普

遍存在投资成本高、技术标准不统一、系统集成周期

长与人员培训难度大、小型污水处理厂技术普及率

低等特点[4] 。 传统污水处理厂的自动化控制通常

采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进行自动控制,主要

关注于现场的操作,如感知、执行和反馈。 智能化污

水处理厂则不仅局限于现场操作,而是涉及污水处

理的全局协调、调度和决策[5] 。 这依赖于使用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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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云计算、监控安防、工业自动化控制等更为先进 的技术手段(图 1)。

图 1　 污水处理厂常规自动化与智能控制[5]

Fig. 1　 Conventional
 

Automatic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of
 

WWTP[5]

　 　 构建数字化工艺管理体系以实现趋势智能研判

是污水处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整合机理模型、数理

模型和大数据挖掘技术,为工艺运行提供了全面的

自动分析、评估、预测和优化功能。 首先,污水处理

系统的有效数字化转型需在原有整体工艺的基础

上,分析实际运行数据和总结相关运行经验,统计进

水组分和工艺沿程处理参数与处理效果变化规律。
通过全流程模拟或采样分析,寻找出不同外部条件

下系统运行最佳工况的关键因素和相应优化方案。
然后选取或定制智能化设备,在兼顾原有系统的基

础上通过软件设计健全信息采集体系的及时性和可

靠性。 将原有分散的工艺参数和设备运行数据进行

集成汇总,打破信息孤岛。
基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和提取后建立机

理模型和数理模型。 机理模型主要描述工艺过程中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数理模型则运用数学方法

对工艺运行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和处理,评估各项指

标的合格性和稳定性。 通过对比历史数据和实时数

据,系统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揭示数据背后的规

律和趋势。 同时,进行全方位仿真模拟评估不同工

艺参数和设备工况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根据预测和

模拟结果,自动形成曝气量、加药量、内回流比等工

艺参数调度决策。 这些决策旨在优化工艺运行,提
高处理效率和稳定性,并提供丰富的可视化图表和

报告,帮助运行人员更好地了解工艺运行状态便于

进行故障排查和优化调整。 为厂网一体化排水调度

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制定合理的污水处理量计划,
实现排水系统的整体优化。 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和

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工艺管理体系还应具备不

断学习和优化自身的模型和算法,提高预测和优化

的准确性,还应支持与其他信息化系统的集成和共

享,实现更广泛的数据互联互通和协同应用。
自养菌如硝化菌,是污水处理过程中去除氨氮

的关键微生物。 它们的最大比生长速率是污水处理

的一个关键参数,决定了处理氨氮的效率。 在线监

测污水处理过程中氨氮的进出水浓度变化校准自养

菌最大比生长速率,进而结合其他进水指标与污泥

浓度、溶解氧等过程参数发现,最大安全处理流量对

于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确保出水水质达标具有重要

意义[6] 。 进行全方位仿真模拟评估不同工艺参数

和设备工况对运行效果的影响。 根据预测和模拟结

果,形成曝气量、加药量、内回流比等工艺参数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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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旨在优化工艺运行,提高处理效率和稳定性,
并提供丰富的可视化图表和报告,帮助运行人员及

时进行故障排查和优化调整。 智慧化污水处理厂由

本地中央控制系统和各类专业的信息化系统构成,
通过多个系统之间的生产数据交互,调度指令的自

动上传下达,形成污水处理厂内工艺数据反馈自调

节的管理闭环。
2　 污泥干化焚烧工艺数字化提升关键因素
分析
　 　 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目前污

泥的主要处置方式为土地利用、填埋和焚烧。 无论

何种方式,污泥干化焚烧都是实现污泥减量化、稳定

化和资源化的重要途径。 污泥干化焚烧工艺包括脱

水、干化和焚烧 3 个环节,详细流程如图 2 所示。
污泥干化焚烧是个复杂的系统,存在惯性、滞

　 　 　

图 2　 污泥干化焚烧典型工艺流程[7]

Fig. 2　 Typical
 

Process
 

Flow
 

of
 

Sludge
 

Drying
 

and
 

Incineration[7]

后、非线性、时变、工作环境和干扰的不确定性,同
时,污泥热值及含水率无法准确实时计算测量。 因

此,需对于所采集的历史运行数据变化规律进行研

究,干化过程包括:污泥处理量、蒸汽参数、载气入口

流量、出口温度等;焚烧过程包括:燃烧温度、辅助燃

料投加量、空气预热温度、流量等。 基于此,采用人

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不同

运行工况下干化蒸汽耗量 / 干化尾气参数、辅助燃料

投加量 / 燃烧温度、蒸汽产量等预测模型(图 3)。

图 3　 污泥干化焚烧工艺数据评价预测建模

Fig. 3　 Data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Modeling
 

of
 

Sludge
 

Drying
 

and
 

Incineration
 

Process

　 　 日常运行管理中有大量传感器采集的实时数

据,可对污泥干化焚烧过程中主要关键参数如污泥

含水率、干燥机温度、燃烧炉温度、烟气排放指标参

数等进行工艺数据巡视。 以历史运行数据分析为基

础对主关键参数均设置上下限报警功能,当所采集

参数低于下限或者高于上限之后及时报警提醒。 统

计分析历史运行数据最大值、最小值、均值、标准差

等统计数据,绘制数据分布直方图及箱型图,对数据

值的正常范围、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当所采集参数不

在正常范围内或者超出一定范围时,及时预警。 针

对污泥干化过程分析历史运行过程中不同污泥进泥

量、蒸汽参数情况下干化机出口载气温度、压力等变

化规律挖掘干化机最大产能与最少能耗物耗之间的

平衡点。 建立污泥焚烧炉不同位置的温度分析摸索

平均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进而对其运行工况进

行诊断并及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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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边云协同的智能污泥干化过程控制方法和

设备远程监控系统,借助边云协同技术对污泥干化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8] 。 边缘计算靠近工业制造物

理现场,实时敏捷,降低网络资源需求,其特点正适

合污泥处理现场的过程控制、全样本数据采集以及

多维度多结构多尺度的数据融合,同时通过数据的

互通,实现云边协同的架构。 在边缘侧利用流数据

分析对污泥干化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包括数据清洗、
数据去冗余、数据预处理和协议转换。 边缘流数据

是分析通过在设备端进行数据的实时处理,可以快

速响应设备状态的变化,对于异常情况可以立即采

取措施。 同时,这种方法显著降低了需要传输到云

端的数据量,减少了网络带宽的压力,并提高了系统

的实时性。 数据清洗即去除污泥干化过程中产生的

噪声、异常值和错误值,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协议转换确保边缘设备和云端平台之间的数据

交换顺畅,避免协议不匹配导致的通信问题。 在云

端训练污泥干化预测模型,通过对比多元线性回归

和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回归预测的精度,确定在边缘

侧推理深度神经网络预测干泥含水率;其中利用神

经网络模型压缩技术对训练好的含水率模型进行轻

量化处理,实现对污泥干化数据的实时、高效处理和

分析,提高污泥干化过程的精确控制和实时优化。
3　 设施设备数字化管理关键因素分析
　 　 设施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作为污水厂数字化转

型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显著提升设施设备

的可靠性及稳定性,确保污水厂设施设备的运行既

安全又经济,同时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 这一改造

过程旨在优化设备资产在其全生命周期内的绩效表

现、风险管理及成本控制,以达成综合最优化的效

果。 具体而言,该智能化改造涵盖了现场智能巡检、
设备智能诊断评估系统以及设备故障维护管理平台

等多个方面。
现场智能巡检系统依据实际运行需求,精心布

局了多个巡检点,并通过对巡检人员的时间与位置

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巡检工作的有序进行。 系统不

仅支持多人同时完成全部巡检任务,也允许分批次

进行,最终根据巡检结果计算所需时间,并依据不同

设备类型设定相应的巡检频率。 在每个巡检点,系
统均要求拍摄记录,并将巡检要求及标准手势作为

学习参考资料提供给巡检人员,以确保巡检工作的

标准化与高效性。 此外,系统还集成了临时任务管

理功能,允许管理人员针对巡检过程中发现的异常

情况,及时发布临时任务进行处理与记录,从而强化

运行人员对现场问题的主动分析能力与快速响应

速度。
目前,鉴于众多城镇污水处理厂正积极推进恶

臭污染物的封闭收集、输送与处理工作[9] ,传统的

生物池曝气监控方法已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开
发无人巡检装置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简化了在加

盖封闭区域内的巡检作业流程,显著提升了作业安

全性,还有效满足了工艺运行的日常监测需求。 作

为 1 种高度实用的技术设备,封闭环境下的无人巡

检装置需具备以下核心功能:确保在生物处理曝气

池内实现稳定航行,保障巡检作业的连续性与准确

性;实时监测水质数据并即时上传,为工艺调控提供

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自动生成巡检报告,并对异常

数据进行智能识别与提示,助力管理人员迅速响应

潜在问题;自动完成水质样品的采集与保存工作,为
后续分析与研究提供可靠样本;在封闭环境中实现

装置的实时定位,并同步传输巡检图像,增强监控的

直观性与全面性[10] 。
为确保污水厂高效、稳定和安全运行,建立设备

能效评估及诊断模型。 对于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重

要旋转机械设备,基于流体力学理论,建立相应的效

率评估模型,包括风机、水泵、螺杆泵等。 通过多参

数的敏感性分析,识别具体参数对模型的输出影响,
进而优化设备的开启策略和最佳工作区间,动态调

整投入运行设备数量和转速,降低能耗和自身磨损。
通过对主要关键设备进行评估,直观地反映设备的

运行状态。 通过查看设备的评估结果对比现在设备

的实际使用情况,运行人员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设备

的工艺参数调整。 若评估结果出现异常,可快速锁

定非正常工况的设备及时进行检修。 实现从传统的

故障维修模式向基于设备状态的维护模式转变[11] 。
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预测和防止设备故障,恰当及

时地对设备开展有效的运维工作,避免当修不修或

过度维修。
4　 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理平台数字化建设
　 　 打造设备故障维修系统综合管理平台,全面覆

盖从故障发现、工艺适应性调整、故障深度分析、维
修任务部署、具体维修内容执行、设备调试以及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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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等多个关键环节,确保所有相关信息均能在系

统内得到及时反映。 通过整合运行、维修及管理人

员之间的留言互动与会商记录,实现对设备维修流

程的全方位过程管理,确保每一步操作均有据可查,
有迹可循。 引入了维修统计功能,能够直观展现不

同系统的故障概况及 3
 

d 内修复效率,为管理人员

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从故障发现到维修完成

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的操作记录均被妥善

保存在后台系统中,并据此生成趋势图表,以便于管

理人员进行深入的统计与分析。 融合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使得设备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与状态

能够得到直观展示。 基于 BIM 中的设备位置信息

及先进的路径规划算法,系统能够自动计算出最优

的检修顺序与路径[12] ,并通过三维可视化方式呈现

给检修人员,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对检修流程的理解

与掌握程度。 结合历史检修数据与专家知识库,对
不同检修方案的成本效益进行全面评估,从而为管

理人员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助力实现设备维

修管理的最优化。
依据国家“双碳”目标的总体部署,严谨规划污

水处理厂碳排放核算的信息化平台技术架构,并配

套实施碳排放管理平台的建设。 此举旨在精确掌握

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状况,为科学制定碳减排策略

提供坚实的依据,并确保碳排放核算与碳交易数据

的合法性与准确性。 在系统设计与建设过程中,严
格遵循并参考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

方标准,以确保平台的标准化、智能化与自动化水

平。 通过减少人工干预,实现外部系统数据的无缝

对接与自动导入,有效缩减中间环节与操作流程,提
升工作效率。 此外,还需注重数据分析结果的多维

度展示,以增强其可读性与实用性,进而强化智能辅

助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具体而言,碳排放管理

平台应涵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核算配置、统计分

析、碳汇项目追踪、碳排放评价及碳排放数据管理等

功能模块(图 4),以全面支撑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

管理工作。

图 4　 污水处理厂碳排放平台建设关键功能汇总

Fig. 4　 Summary
 

of
 

Key
 

Functions
 

of
 

WWTP
 

Carbon
 

Emission
 

Platform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可根据污水处理行业已颁布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13] ,建立各类核算公式。
核算公式和排放因子均可进行添加或删减,确保核

算体系不断与时俱进。 核算过程中,系统将自动采

集所需数据,并通过预设的核算公式进行精准计算,
得出排放量的具体结果。 按照不同的工艺模块进行

碳排放的细致核算,并在完成各模块核算后,将结果

进行合并统计,以全面反映整体排放情况。 计算完

成后,利用多种统计维度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通

过可视化手段直观展示分析结果,如历年碳排放数

据的比较分析,以识别出碳排放数据差异较大的部

分,进而评估并分析降本增效措施的实施效果。 低

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自动获取数据直接计算出评价

结果。 当新的评价标准发布时,系统能够灵活适应,
采用不同标准进行多重评价,以全面展示差异,为决

策者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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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镇污水处理厂数字化转型思考
　 　 建议在水务公司层面成立集成所有数字化资源

的数据处理中台,动态灵活地响应不同需求进而实

现不同污水处理厂内部各部门以及与外部机构的信

息共享和协调工作。 数据处理中台的内涵超越一般

概念的管理平台[14] ,是一种将多元业务场景下的零

散信息和管理经验化零为整快速实现应用与迭代的

数字基础设施[15] ,中台的架构与理念已在互联网企

业大规模应用。 数据治理作为中台的基础与核心,
旨在对各类数据信息应用统一的格式和结构,有利

于不同体系之间的数据交换避免数据采集的重复劳

动和数字化项目的重复建设。 严密定义数据权限,
根据实际职责和生产需求,设置不同的数据访问级

别;采用生物识别等技术对身份进行认证增强安全

性,确保敏感数据得到保护。
数据数量较为庞大,若数据失真即可能对事后

的数据分析造成误导进而产生了错误的结论做出错

误的系统调节,最终导致运行异常。 虽然智能化设

备可自动识别现场环境并进行反应,但这不能避免

人为操作的介入,手动输入数据有可能出现人为错

误产生误导信息导致错误的决策[16] 。 因此,为了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应建立数据追溯和备份

机制,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数据进行预

处理和异常检测,在确保数据有备份可追溯的情况

下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大化地确保生产数据真实可

靠,保障数据分析的效率。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和系

统的复杂化以及数据访问的频繁,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成为重要考量。 需要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

体系,确保数据不被非法访问或泄露。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逐步提升

的过程,遵循着螺旋式上升的路径,从长远看必定可

达成降本增效的目的。 但在转型的初期,导入新设

备后势必增加整体的系统维护以满足新设备、新兼

容性软件的更新以及新技术的人员培训。 这需要较

大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对于一些中小型污水处理企

业而言是最大的挑战。 这需要在企业发展战略中提

前做出严谨的规划,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先级排序。 先从最基

础和最迫切需要改进的环节入手,逐步推进到更复

杂的系统升级。 在每个阶段,都应设定明确的目标

和时间表,同时评估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 在

数字化转型开展和推广的过程中,不应只关注生产

力的提高,还需关心数字化项目如何改变了运行管

理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节奏。 只有赢得污水厂内

部广泛的支持,并提升生产人员的管理能力与服务

意识,才能确保信息化工具得到高效利用。 鼓励跨

部门人员之间的经验分享是非常有效的知识传播方

式,能促进组织内部的相互学习和一体化协同创新,
信息化工具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但良好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同样重要[17] 。

6　 结论
　 　 在双碳目标的宏伟蓝图下,深入探索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于推动污水处理行业

的降本增效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转型进

程高度依赖于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深度应用、实时监

测系统的精准部署,以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等

前沿技术的有机融合,旨在显著提升污水处理的精

细化管控效率,并切实达成降本增效的目标。 数字

化工艺管理体系的构建,通过巧妙整合机理模型、数
理模型及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强大力量,为工艺运行

提供了全方位、自动化的分析、评估、预测及优化功

能,从而引领工艺运行迈向智能化新纪元。 智能化

污水处理厂则依托本地中央控制系统与信息化系统

构建的紧密管理闭环,实现了工艺数据的即时自动

调节与精准反馈,进一步提升了运营效率。 针对污

泥干化焚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引入机器学习算法,
构建了精准的预测模型,并融合了边缘计算与云端

协同技术的独特优势,以期大幅提高污泥处理的效

率与稳定性。 同时,设施设备的数字化管理亦不容

忽视,通过智能巡检、诊断评估系统及故障维护管理

平台,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安全性与经济性得到了显

著提升,设备全生命周期的优化管理得以实现。 为

积极响应碳减排号召,建设碳排放管理平台以实现

碳排放的精确核算与高效管理,为碳减排工作提供

坚实支撑。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指出

数据处理中台的重要性,以确保信息的畅通共享与

高效动态协同。 对于污水处理企业来说,数字化转

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且必须面对的重要趋势。
这一转型的推进并不仅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更新换

代和业务流程的优化,更是一个全面的变革。 涵盖

了企业战略的精准定位、企业文化的深刻变革以及

组织能力的全面提升。 借助数字化转型赋能,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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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企业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市场需求,并实现减污

降碳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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