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Design, 水利工程与设计(11)2021,3
ISSN: 2661-3816(Print)

一、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建设目标

智慧水务是指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解决各

种在日常水务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将工作效率和决策

的科学性提升，同时使用户获得更好的服务。现如今水

务管理相较之前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还依然还有

提高的空间。针对提升水务管理的相关问题，应采用将

智慧水务中的各个模块加以完善的方法，提高数据产品

的供应能力，从而完善数据分析系统，并对智慧调度中

心进行相应的完善，使运营调度、决策展示等多方面内

容能够得到充分的应用。并且應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长期

合作，确保供水的安全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1]。此外，应

合理使用 DMA 技术在供水等方面确保实时监控，保障供

水工作的安全、平稳进行。

二、城市智慧水务

1. 城市智慧水务发展现状

城市智慧水务是指通过信息技术为城市的水务管理

提供信息化、智慧化支撑，通过构建全方位的城市智能

水务管理系统，利用计算机模型和智能控制模型，形成

“水务物联网”，对城市供水、内涝风险进行测控，根据

数据推算、预测城市供排水情况，并提供一定的处理意

见供管理者参考的智能化水务管理方式。

城市智慧水务的建设目的，一是为深化水务系统管

理体系与运营机制的改革，改变条块分割、粗放经营的

现状；二是进一步改善水务基础设施条件和提高应对危

机事件的能力，使管理协同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业务

智慧化、服务便捷化 [2]。

目前，城市智慧水务在全国各大城镇均有不同程

度的普及。北京构建的“4511”水务信息化综合体系包

含 4 大监测体系、5 大控制体系、1 个水务数据中心、1

个业务应用体系，目前已实现北京市涉水事务全网“智

慧化”；上海建设的智能水网包括智慧河网、智能供水

以及智能防汛，建立上海水务大数据中心，以满足人民

高质量生活水平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广州水务中

心为解决水务行业数据分散问题，提出“四个面相”解

决方案，实现了水务信息在各个层面上的集中管理与

实时共享，整合各地区水务数据，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深圳市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紧跟水务信息化建设的

步 伐， 结 合 自 身 水 务 管 理 信 息 化 的 需 要， 通 过 构 建

“1+3+N”的应用体系框架，全面提升水务工作运行与

管理水平 [3]。

2. 城市智慧水务建设问题与建议

城市智慧水务建设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依

旧不可忽视城市智慧水网推行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对于

二、三线城市而言，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硬件设施匹配

不到位、信息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依旧存在。二是所采用

的智慧水务评价方法不够准确合理，不同地区评估指标

不一致。城市水务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

设施物联网，解决在管理中出现的信息收集缓慢、资料

匮乏等问题。结合日常工作需要，开发切合实际需求的

管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我国城市智慧水务的部分关键技术还要依赖

国外支持，某些关键设备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当前

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突破关键技术领域，开发、制造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设备。城市智慧水务建

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大众，因此要邀请公众参与，开

展相应的宣传、实践活动，建立能有效服务公众的服

务平台 [4]。

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是保证建成后的各种系统可持

续发挥作用的前提，城市水务相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能

与业务特点，构建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

三、智慧水务系统建设方案

1.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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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务系统宜采用基于 GIS 数据中心核心技术，

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简称 SOA 架构）进行建设（如下图 1 智慧水务系统架构

所示），保证项目的有效开展与实施。

图1智慧水务系统架构

2. 应用系统建设

2.1 数据建设

数据标准化是企业对数据的定义、组织、监督和保

护进行标准化过程，包括数据交换标准化和数据库设计

标准化，使数据在不同业务层次、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应

用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保证业务流程中沟通顺畅、

准确，提高业务灵活性。

2.2 管网 GIS 系统

管网 GIS 系统基于城市的电子地形图，并结合城市

供水管网数据，为水务运营企业实现对供水管网的规划、

建设、管理、维护、分析与应用提供了智慧的、科学的、

有效的基础管理系统 [1]。

2.3 管网巡线工单系统

管网巡检工单系统由移动端和监控端构成。通过使

用基于嵌入式技术开发的能安装于智能移动终端的 APP，

管网巡检人员能有效提高水务管网的日常管理工作，更

加便利地执行巡检任务查询与接收、维护工单的接收与

处理等业务。

2.4 营业收费系统

营业收费系统能为水务运营企业提供收费管理功能，

具体包括：用户查询、费用查询、报表统计、微信收费

平台、支付宝收费平台、银企联网平台等功能。

2.5 表务管理系统

表务管理系统是通过规范水表相关工作流程，有效

管理水司的水表信息，杜绝水表拆换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通过检测水表运转过程中的水表质量，分析重点水表的

实际应用情况 [2]。

2.6 用户报装系统

用户报装系统包含用户申请、受理、审核、工程实

施（勘察设计、造价、缴施工、竣工）、处理等所有环

节。

2.7 客服热线系统

客服热线理系统主要由客服热线、工单管理、系统

管理、通话记录、统计报表五大功能模块组成。为运营

企业提供完善的客户服务功能。

2.8 分区漏损控制系统

基于管网 GIS 数据，精细划分计量分区，通过分析

和掌握各区域需用水量、供销差、漏失量、未收费水量

等因素，实现独立计量分区管理与调控，通过一张网监

测科学控制漏损，降低漏损率 [3]。

2.9 办公 OA 系统

办公 OA 系统集 ERP、HR、CRM 等功能为一体，对

水务运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

将水务运营企业的业务数据集成到日常工作系统中，使

企业员工能更加有效地获取工作信息，提高水务运营企

业的整体工作效率。

2.10 智慧水务综合运营平台

通过综合运营平台，可实现供水调度指挥、查看供

水宏观运行汇总、查看管网管理运行汇总、查看营销管

理汇总。重点信息展示：用滚动播放配合页面的方式显

示公司的实时动态，每个部门可在此版块发布营业信息、

会议信息、重大事件，也可提交至供水服务调度（指

挥）中心统一管理发布。重点信息发布：系统提供一个

区域，支持用文字滚动的形式发布公司重点信息及新动

态，用户可以查看较为全面的动态和历史动态 [4]。

3. 网络系统建设

3.1 网络架构

智慧水务系统平台要求是一张覆盖整个地市的传输

专网网络，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总体联网整

合目标，作为感知数据的传输通道，为感知数据采集传

输和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平台应部署在专网上。核

心层：核心层链路须共支持不少于 10G 网络带宽，需使

用 2 台高性能路由器作为核心设备。核心层需使用双热

备结构，支持 10G 以上传输能力，后续扩展需支持 20G

和 50G 的业务板卡。

汇聚层：按区域设置汇聚点，汇聚层节点只需将流

量快速的转发至核心路由器即可。需使用高性能交换机

作为汇聚层设备。汇聚层需使用双归属结构，需使用链

路捆绑技术，支持 1G 以上传输能力。接入层：作为具体

感知点的接入链路，需支持 100 兆以上的接入带宽，后

续扩展需支持 1G 的接入带宽 [1]。

3.2 网络接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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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务系统平台支持使用裸光纤专线（P2P）、

MSTP 专线、VPN 接入、无线通信接入、无线移动 VPN 接

入、无线 VPDN 接入等多种通信传输技术接入。

3.3 网络安全体系要求

平台联网接入有视频图像信息和水务感知信息，对

安全体系建设要求实现重要感知信息不失控，敏感视频

图像信息不泄露。

物理安全：传输专网，专网专用。

网络安全：网段划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入侵

防御，漏洞安全。

数据安全：数据保密，数据备份和恢复。

边界隔离：通过部署设备应用控制系统平台实现边

界隔离和安全接入。

四、结束语

智慧水务是水务系统发展建设的结晶，是智慧城市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智慧水务的发展不仅是水务建设

水平的直观体现，是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是防止环境

污染、洪水内涝的有效保障，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有力

推手。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慧水务的普及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物联网、大数据的完善也为智慧水务的构建

提供了稳定生物基础框架。加强供、排管理一体化、智

能化，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科学评价体系，合理利用投

资资源，突破相关技术难题，提高系统安全水平与准确

性是未来智慧水务的发展方向，也成为新一代水务人的

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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