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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智慧水务成为了实现水务行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关键。传统的水务管理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高效、可持续和智能化管理的需求。因此，引入智慧水务管理系统成为了一个必然趋势，可以帮助

水务企业提高运营效率、节约资源、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江山水务从 2020年踏上智慧化建设探索之路，

文章回顾江山水务智慧化探索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已取得成效，还有哪些局限性，以及从江山水务实际出发，还需要在哪

些方面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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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mart water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ter industry. Traditional water management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society for efficient, sustainable,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 smar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which can help water enterprises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save resources, 

provide better service qualit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iangshan Water Affairs has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since 2020.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hased achievements and achievements of Jiangshan Water Affairs's 

intelligent exploration, and what are the limitations, as well as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Jiangshan Water Affairs, what areas 

ne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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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阶段性成果 

江山水务 2020 年 6 月启动建设智慧水务一期，于

2021 年 7 月完成建设，作为江山水务首个一体化信息建

设项目，项目包括一个智慧控制平台和数万只各类型物联

感知设备（智能水表、智能流量计、智能单村水站、智能

泵站、智能液位计等），智慧控制平台既是水务公司综合

信息平台，也是聚焦核心业务的智慧管控系统
[1]
。平台集

成了生产调度系统、DMA 分区控漏系统、管网巡检抢修系

统、设备维护管理系统、移动应用端系统、调度中心大屏，

将业务管理、数据分析、指挥调度融为一体，实现了水务

业务“一平台监控、一终端管理、一张图调度”，为水务

公司的科学决策、高效管理奠定了基础， 

2 已取得成效 

2.1 在生产方面 

实现全流程监测、定位、报警、分析、处置、统计，

在 4 座规范化水厂、1 座污水厂、80 座泵站、50 座二供

泵房、70 座单村水站，113 个农污终端的生产节点主要控

制、监测环节均布设了智能物联设备，实现制水自动化、

厂站无人值守、远程控制，减少一线巡检人员 30 人，直

接节约成本 450 万元。 

2.2 在 DMA管理方面 

实现分区管理、分区控压、漏损处置，构建降漏、控

漏长效机制，自 DMA 分区建成以来，漏损率逐年降低，由

2020 年的 40%降至 2022 年的 30%，每年减少漏损近 400

万吨，减少经济损失 880 万元。 

2.3 管网管理 

管网巡检、维修、检漏、外业工单全流程、动态化管

理。巡检及维修工单从创建、受理、完成闭环管理，全过

程监督，事件的闭环率提升 200%，工单平均响应时间下

降 100%、平均处理时间下降 60%。 

2.4 水利抄表方面 

户表远传抄表管理，掌握用水情况，减少偷水漏水，

自 2020年以来年售水量年每年增加 11%，降低人员成本，

截止目前有 5 万支水表自动抄表，减少抄表人员 10 人，

节约成本 150 万元。 

3 现存不足与局限 

自智慧管控平台建成已满两年，随着江山水务具体情

况的转变，例如智能设备指数增加、二供业务的新增、业

务模块与实际运用中碰撞出新需求，要整合好业务板块便

利市民用水、融合好用水数据形成公共资产，服务智慧城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V-39&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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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包含智慧控制平台的智慧水务一期建设就开始显

现出不足与局限： 

3.1 缺乏对感知设备的整合与分析。 

在智慧水务一期项目建设时，管网监测点的数量相较

于现在差距较大，一期建设的智慧控制平台对感知数据的

定位主要是展示为主、分析为辅。但是随着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近几年对感知设备投入不断增加（目前有近 6 万个

设备），由缺乏对感知设备统一管理，导致不能统筹管理

全网感知设备，不能从全局的角度对感知数据进一步整合，

通过多维分析、联动分析等手段，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来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性支撑。 

3.2 缺乏对水务大数据清理与融合 

近年来，我们陆续建设了近 20 个系统，包括营销系

统、报装系统、客服热线、短信系统、智慧控制平台等。

然而，由于信息化建设的时间跨度较大，尚未建立统一的

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导致各系统间的数据难以无障碍流

通，严重限制了工作的协同性。这局面也直接影响到生产

调度、运营分析以及智慧场景等方面，因为这些工作缺乏

数据支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水务数据中

台，以实现数据的一体化、便捷化、规范化和流程化处理。

这将有助于实现智慧水务各系统之间信息的畅通流通，显

著提高信息化在水务各系统中的应用程度，提升各系统应

对质检的响应速度，实现更为精准和主动的服务水平。 

3.3 业务板块整合与串联程度不足。 

当前已建设的系统仅仅在统一入口上进行了集成，建

设的独立的信息系统形成了信息孤岛，没有统一用户登录，

没有统一权限分配。数据的分散，也就无法支撑起公司对

水务信息化发展的高要求和业务部门业务开展的快速响

应。特别是随着后续系统的不断增多，业务人员 从“数

据海洋”中寻找有效信息将更加困难，必然需要从更高的

层面进行业务的规划和数据的有效集成，从而真正提高业

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3.4 业务发展倒逼系统升级 

随着公司水务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公司各业务部门也

逐步过渡到使用一期建设的信息化平台进行业务处理，在

使用过程中结合公司实际的业务操作和管理流程，提出了

部分软件平台界面不够友好、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因

此，需要结合各部门具体需求升级一期系统平台功能，以

达到易用、好用的目的，打造一套符合江山水务实际业务

和管理流程且具有江山水务特色的智慧水务平台。 

3.5 加强外延服务应用建设 

水务是整体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部门，而水务

的信息化数据，也不可能仅仅只是在自己的内部进行流转

和分享，需要与外部城市、政府、公众产生交互，真正实

现水务数据的社会化外延服务，产生“共享增值”作用。

水务社会化外延服务需要具体实现共享供水水情数据、水

质数据等业务数据，可实现与道路视频监控、综合执法问

题事件、市政管网数据、气象数据的交互，以及和城市应

急指挥中心的联动，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据共享，

共同推动城市服务提质增效，最终达成“智慧水务”与“智

慧城市”的双向支撑。 

4 提升方向 

从江山水务角度要实现两大目标，对外改善饮水质量，

提升市民满意度，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全市安全供水安全，

助力江山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内从生产管控、运营决策、

管理协同、用户服务四大层面实现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优化服务， 

4.1 大数据及物联网平台建设 

打造水务数字化基座，连接市、省厅数据共享平台支

撑平台应用，以数据中台和物联网平台为载体，实现所有

业务数据、水务物联网感知数据汇聚、综合，建立水务数

据资源体系，建成“实用、先进、安全、可靠”的水务中

台层，建立和完善持续稳定的数据更新机制，实现水务数

据内外部系统有序共享、适度开放，有效打破信息孤岛，

深化水务大数据应用。建立大数据标准体系和数据交换体

系，完善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协同能力，通过资源整合，

实现各业务系统数据全面共享，沉淀数据资产和共性能力，

通过资产管理与数据治理服务把数据资产变成数据服务

能力，服务于水务集团具体业务，同时聚焦业务协同，提

升集团数据共享能力。通过数据安全管理、运营运维体系

保障大数据平台长期健康持续运转。 

4.2 业务管理及应用平台建设 

对供排水核心业务管理的系统化、信息化升级，通过

一期建设内容的不断升级、完善、集成，以及新建供排水

业务支撑系统，实现对供排水业务的全面管理和支撑。 

4.3 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通过建设可视化大屏、业务场景应用实现一屏统管、

跨域联动，通过建设综合管控中心、舆情监管系统、智能

辅助工具融合三端应用，完成数据、业务与应用的连接，

通过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工具，挖掘海量数据间的潜在关联，

并通过多维度立体化展示，为管理层提供决策依据，提高

数据利用率；通过建设水务外延服务应用，为公众提供数

据增值服务。 

4.4 硬件设备建设 

以信息系统、数据机房的建设现状、安全现状、实际

需求、等级保护制度规范和技术要求为基本依据，打造水

务企业内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体系。完善机房基础设施设

备，充分考虑大数据量吞吐能力，提升数据中心整体硬件

支撑能力和算力
[2]
。同时为了保障信息安全、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以二级等级保护为机房建设主要要求，更换和

增加部分安全加固设备，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和服务能力，

与原有设备形成统一的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和处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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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期效益 

 
图 1  智慧水务系统 

通过智慧水务中远期建设，促使江山水务在生产管控

能力、业务协调能力、经营管理能力、财务管控能力、用

户服务能力、应用创新能力方面的全面提升，帮助管理者、

决策者完成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事后管理向事前控制

的转变，是显著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的重要

途径。 

以水务集团数字化改革/“十四五”规划为总抓手，

整合提升现有水务集团智慧水务一期建设成果，深化信息

技术与水务业务融合，建设基础支持平台，推进智慧水务

总体框架搭建，最终达成生产精益化、决策科学化、管理

协调化、服务主动化，实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安全

供水水平，全面加强水务集团管控能力，优化集团资源配置，

降低整体经营成本，打造成水务领域建设的行业“智慧标杆”。 

5.1 生产精益化 

5.1.1 提高供水水质综合达标率 

通过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被部署于

各个关键节点，包括水源地、水厂、管网、供水节点、二

次供水、污水处理厂、农村污水终端、单村水站以及用户

端等地。这些设备实时监测着水质指标，如余氯、氨氮、

总氮、COD、TDS 等，并具备能力进行实时数据传输。这

种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超标情况的快速报警，并促使迅速采

取维修措施，从而有效的抑制污染事件的发生，同时，对

水源的养护、水厂自动化、管网养护、泵站管理和二供管

理等系统，进而全面地保障水厂的进出水、网管的输送以

及水龙头到户的全部流程都是安全可靠的。通过这一综合

措施，能够更好地提高水站供水以及排水的水质，为市民

创造更高的供水水平以及饮用水环境，从而确保全年的水

质都能够达标。 

5.1.2 提高节能降耗水平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例如：源水调度、管网调度、错

峰蓄水系统的运用，从而实现供水能力和用水质检的平衡，

从而是得水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更好地降低消耗，

此外，水厂智能加药系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更好

地根据水质的情况对药物的用量进行调整，从而使得铝盐、

铁盐、二氧化氯、次氯酸钠、臭氧等药剂的使用，确保药

剂的使用和储存安全。通过设备管理和二供管理系统的协

同，优化设备配置，减少不合理的浪费，从而更好地提高

水能源的利用，这一系列的措施，能够更好地使得供水单

位的综合电耗、药耗、水耗能够降到更低，可以使得每吨

水的成本能够由 2.2 元每吨降低到 1.5 元每吨。 

5.2 决策科学化 

5.2.1 提高供水保障率 

通过广泛应用智慧水务系统，首要职能在于迅速发现

并降低安全事故与突发事件所引发的潜在损失，以最大程

度地确保社会大局的安全和市民的生活不受干扰。此系统

在减轻高峰期用水需求造成的“抢水”现象方面起到了

关键作用，通过源水调度、管网调度以及错峰调蓄等系统

的协调应用，实现了水资源的更为合理分配。同样，通过

DMA 分区管理、漏损分析与管理、产销差管理，以及水表

管理等多方面的系统，我们能够迅速预警并采取措施来处

理漏损事件，高效率地进行修复，从而有效降低了漏损率，

并提升了漏损修复的效率。 

通过引入 GIS 和官网水力模型作为工具，可以更好地

了解供水网的运行情况，有利于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采用事故预警预测功能和工单系统，

可以更好地激活事件预警机制，从而可以自动创建和分配

维修工单，以便能够提高应急事情的处理能力，达到保障

供水使用的情况。同时，广大用户也可以通过公共检测平

台或者移动在线平台等渠道，对可能出现的水质不达标、

水污染的问题进行举报，从而是得水质的问题能够第一时

间发现解决，确保用水的安全。 

 
图 2  供水水质综合达标率提升分析 

 
图 3  能源利用率提升分析 

 
图 4  供水保障率提升分析 

5.2.2 提高运营效率 

在针对水务公司的管理现状和供水安全性方面，为了

能够更好地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舒适的供水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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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企业在运营管理的时候，应该更加智能化，从而提升企

业的运营效率，确保城市用水的安全，这一措施能够更好

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特别是在智慧城市用水和排水方

面，能够更好地实现节能环保，减少水资源的浪费，提高

利用率。同时，在针对洪水这一情况，也提供了有效的应

对策略，我们将水务业务智能化，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更为

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智慧水务系统的运用，实现了实时、

自动的水务服务。 

5.3 管理协同化 

通过建立设备统一接入平台，成功实现了物联网接入

的稳定、高效以及可拓展性，为物联网设备提供了基础信

息的一体化管理和维护。通过设备管理平台，全面实现了

“水源-水厂-泵站-管网-用户”全流程设备的统一管理，

同时对各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包括科学预测设备

的寿命并提示更换，从而降低了供水设备寿命预测的不准

确性，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借助数据中台，实现了数据

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以及缓存的统一化，打破了各系

统之间数据孤岛的壁垒，提高了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公

共服务基础支撑中台的运用，实现了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

紧密协同，提高了各业务部门之间信息的同步共享，实现

了水务应用的一体化管理，从而提高了任务的协同度。 

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信息技术从被动支撑管理的角

色向融入水务管理模式的演变，进一步推进了水务业务流

程的优化和再造。这不仅有助于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资源，

确保水量、水质、水压和供水安全，还能提升水务公司的

运维水平，同时维持合理的运维成本，从而减轻了供水成

本上升对水价的压力。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水务管理的现代

化和高效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5.4 服务主动化 

5.4.1 提高服务水平 

通过微信网上营业厅和浙里办江山水务网厅这两个

服务窗口，为市民提供了一站式用水业务服务，涵盖了报

装接水、缴费、过户、信息更变、日用水量查询、异常用

水提醒等 16 项功能。这一创新举措大幅提高了水务公共

服务水平
[3]
。它不仅改善了传统供水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交

流方式，还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为高效合理的信

息传递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图 5  任务协同度提升分析 

 

5.4.2 用户满意度提升 

借助网上营业厅系统以及服务热线，成功构建了城市

居民与水务企业之间的桥梁，有力地解决了城市取水、供

水和用水等方面的问题与矛盾，显著提升了用户服务的便

捷性。运用营业收费管理系统和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精确

记录客户信息，为水务企业提供了所需的统计分析数据，

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质量，实现了智能客户服务。同时，通

过营销类工单系统、报装管理系统、抄表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系统、表务管理系统等工具，快速提高了任务响应速

度，高效派发工单，极大地提升了工单及时完成率，加速

了报装和抄表的效率，同时实现了计量表具的及时维修和

更换。通过智能控制平台的前置服务，对智能计量表上传

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有效识别用户异常用水情况，快速判

断室内漏水或供水异常，最终降低了水资源浪费和异常水费

的发生，在显著提高用户满意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4.3 首次来电解决率提高 

借助客户信息管理、抄表管理、服务热线、设备管理

等系统，江山水务公司实施了智能化数据分析，顺应了大

数据时代的潮流。这一举措有助于建立以客户为核心的个

人用水信息画像，以更为精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水资源的

生产、经营以及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充分采集、记录和

展示客户信息，公司能够快速排查用户来电的原因，从而

显著提高了用户首次来电问题的解决率。 

6 结语 

智慧水务的战略目标是确保供水安全和实现水务管

理的精细化，借助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水务信息化技术水

平的全面提升。江山水务公司明确了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过程中不断增长的价值效益，涵盖生产运营的优化、服务

创新以及业务模式的转变。公司在主营业务增长的基础上，

通过服务创新，积极拓展了业务增量的发展空间，获得了

新的业务领域、服务延伸以及附加值，实现了业务模式的

转型。公司依托产业合作伙伴共同构建的开放价值生态系

统，在数字新业务和可持续绿色发展等领域取得更大的价

值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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