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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智慧水务发展对传统供水企业的影响 

王涛  

（河南城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郑州   450003） 

 

摘要：随着国家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及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对于城市供水的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篇文章通过对现阶段

智慧水务发展的情况展开分析，并阐述了智慧水务系统在我国城市供水中存在的问题，就智慧水务发展对传统供水企业的影

响展开论述，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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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供水行业对于产销差和漏损率操控这些问题更

加重视，大部分供水企业当下正处于 GIS 系统和 DMA 分区

计量系统这些软件系统的发布与优化的初期。本篇文章就是

智慧水务对于传统供水单位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智慧水务当下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运用系统缺少合理的规划 

由于运用系统缺少合理的规划，导致相关的水务发展始

终面临着很多问题。现阶段，水务创建系统为的就是处理每

个单位间特定的任务，缺乏对其全面性的统筹，造成一些功

能运用的程度不高，同时也导致各个单位对于一样的功能进

行反复的投资，从而致使资源浪费如降雨监制。 

（二）信息资源的分布不够均衡 

因为信息资源的分布不够均衡，共享程度不高且已有的

应用系统资源在分布上不够均匀，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1.每个信息资源在相应空间上的安排以及覆盖面积上不够

全面，运用系统由于难以得到充足的信息资源，也就难以更

好的体现出系统功能，让系统的运用效果很难突显；2.数据

类型不够全面。已有的数据对水位、降水量以及水量进行检

测，但水土保持与水功能区域水质的检测数据不高，使得应

用系统具有的实际作用难以体现。运用系统的数据库和指定

业务运用系统有效的结合，业务运用系统相关的软件、硬件

以及建设部门与单位的绑定，让这部分业务运用系统分布在

各个单位与部门，缺少相关的共享体制导致资源区域化与数

据孤岛这个现象的出现，这就加大了建设、经营以及管理的

成本，降低了其利用的效率。 

二、智慧水务发展对于传统供水单位的影响 

（一）有利于优化当下传统供水单位所面临的问题 

立足于传统供水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有着很多的缺陷，

供水单位需要主动的做好布局，创建城市供水智能化这个经

营管理系统，其是将数据当作核心、将知识作为重要基础、

将技术作为关键支撑，归纳与展现管网、泵站与制水厂这样

局部化的效果，完成城市供水全面的完善控制、经营与管理，

弥补城市供水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系统性和预见性短缺的问

题；并且制定好运行管理的主要参数和考核标准，提升经营

管理的效率，给城市供水系统更加安全、可靠与高效的经营，

给予相应的管理与技术支撑。此外，传统供水单位如今在工

作上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管网漏损率持续增高、产销差对比

规定的行业标准还存在了很大的距离。但反观很多的供水单

位在漏损率上得以控制的供水企业，在排除工程质量管理、

鼓励制度、创新体制以及政府扶持这些企业存在的内部和外

部因素，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供水单位有效的数据运用

以及健全的运行管理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智慧水务

所落实的效果，不同软件平台建立了系统化的人为流转和数

据运用。 

（二）有利于传统供水单位管理体制的优化 

智慧水务理念的初步意图就是对传统经营管理方式做

数字化的复刻，在对单位经营信息进行分析与整合之后，更

加准确的给出智能化的措施，其是取代传统供水企业依据经

验开展数据分析的一个科学的替代品。物联网技术把综合且

准确的数据做好收集之后，借助数据激发的技术给予其相应

的逻辑关系，了解每项隐藏因素存在的客观联系，实现事前

进行预测、事中提供决策、事后全面分析并进行数据相关逻

辑计算，是一项稳定、有效且长远的企业经营决策思维。具

体来说“智慧水务”这个理念的诞生，本就是一项顶层设计。

由智慧地球延伸到智慧城市再到最后的智慧水务，就是一个

发展方向的问题。顶层设计，指的是借助由表及里的方式来

发掘问题、处理问题。首先是智慧水务中顶层设计具有的前

瞻性；其次就是顶层设计具有的可行性，在根据对技术发展

方向辨别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每个子系统间所存在的关联性，

更需要在操作上具有的指导性；最后就是部分供水企业应该

由总部来出具规划，“书同文，车同轨”就可以更好落实信

息化的建设项目，提升集约效益。在进行新系统的建设之前

需要做到统一规划，放眼于供水企业具有的业务功能，并非

是单纯的考虑到单个系统，进而确保全部效益的发挥。 

（三）有利于传统供水单位更好的进行建设 

因为历史原因，很多水务企业的诸多系统只是对于各种

控制目标与业务功能做到独立的运行，导致信息化“孤岛”

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运用合理的通信与连接技术，把这部

分“孤岛”的信息进行连接，做到信息交换；之后，借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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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数据库把衔接的“岛”组合成智慧水务这个信息系统，让

其能够进行“互动”，从而把全部信息系统和企业的整体架

构做有效的融合。此外，在进行水务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时，

需要依据的原则有：统一规范、优化管理、强化运用、重视

绩效、归纳资源、实施共享、应用为主、努力创新、便捷操

作、安全合理、防止浪费。水务企业在进行信息化的建设时，

产生了两个方向，其一就是解决问题，并且伴随系统化与规

范化的建设，该系统增强了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其二，因为

融合性比较差在该智慧水务系统做有效整合会变成全新的

障碍。面临这样的情况，在落实以前需要考虑全面，以防止

第二个方向所存在的可能性。 

结束语 

智慧水务作为传统供水单位刚踏入的新领域，也是对传

统方式进一步的总结和优化，所牵扯的知识范围更加广阔、

新颖，想要理解并落实绝非易事，因此以后的发展则更加需

要供水单位予以重视。“智慧+水务=智慧水务！”,道理大家

都知道而落实起来却很难，在对供水系统进行智慧化时还应

该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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