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供水管网数字化技术指南》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体系，

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2021 年 2 月发布了关于《城镇污水系统 厂、站、 网一体化运行监测

与智能化管理技术规程》等五项团体标准（中环联字〔2021〕 21 号）立项的公告，《城镇

供水管网信息化技术规范》是五项团体标准之一。

考虑到城镇供水管网数字化的实际需要，根据城镇供水管网管理的现状和特点，由中华

环保联合会提出《城镇供水管网信息化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并由东华大学等单位

负责起草，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宁水集团、上水奉贤公司、佛山水业集团、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上海万朗、南京市政院、上海三高、深圳拓安信等 20多家机构、单位参与该项团体标

准制订工作。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期，上海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深圳市水务局也与华

为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促进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成果在水

务行业落地应用，全面提升深圳水务管理数字化水平。目前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正在黄浦示范

区推进城市供水智慧服务落地，深圳水务集团也在逐步推进数字水务转型发展，全面实现盐

田示范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数字水务已取得较大进展，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大城市

均建设了管网信息化系统，在供水规划、管网评估、运行调度和水质管理方面得到初步应用，

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进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大型盛会的供水安全保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目前，数字水务正在中小城市供水管理中普及推广应用。

建设部行业标准 CJJ 207-2013《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中虽有一个

章节提出了管网信息化总体要求，却无法满足城区和郊区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水平的供水管

网数字化建设和应用的需求。为提高城镇供水管网科学管理的水平，使之成为智慧城市数字

水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科学制订、有效实施与城市协调发展相适应、具有时代特征的供水

管网数字化技术指南是非常有必要的。

该文件填补了城镇供水管网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的空白，规范了管网数字化总体框架、

管网竣工图测绘、管网地理信息系统、管网监测数据采集与传输、信息化系统应用、更新维

护和信息安全等，为推动供水管网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提高城镇供水智能化水平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主要工作过程。

2021.6 启动会

2021.9 形成初稿

2021.11 草案稿初审

2021.12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1-2 广泛征求意见



2022.3 形成送审稿

2022.4 专家审查会

2022.5-6 形成报批稿

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1 年 3 月项目任务书下达后，项目主编单位组织成立了标准制订编制组。编制组初

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根据标准

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各章节均设置牵头负责单位和微信工作

群，并建立了微信总群。编制组分析了现有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确定了标准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2）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标准编制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 〔2017〕1 号）、

《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等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

标准和文献资料。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收集了国内外城镇供水管网数字化管理的研究成果，

在全面考察国内供水管网数字化管理建设项目的运行现状、总结编制单位承担的相关项目相

关工作成果，及 2021 年 6 月 27 日第 一次编制会议暨专家咨询会（上海）的基础上，9

月完成了初稿的编写。

（3）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结合现场考察，编制组按章节分组，多次远程会议讨

论修改了标准草案，并由主编单位汇总。11 月 12 号召开编制组全体会议，对汇总的修改稿

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形成正式的草案稿。

四、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 . 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智慧城市信息技术运营指南》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

2 . 标准依据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T 20273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080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2081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控制实践指南

GB/T 25069信息安全技术-术语

GB/T 29246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概述和词汇

GB/T 36625.2 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 2部分：数据编码规范



GB/T 36625.5 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 5部分：市政基础设施数据元素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78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CJJ 14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3 . 与其他标准的关系及其创新性

该指南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技术内容与现行技术标准相协调。现行标准《城

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只有 1-2 页管网信息化相关内容，本标准

对其关键点进行补充完善。

根据初步调研结果，未发现与相关技术标准的交叉、重复，属创新性标准制定内容。

本指南未涉及专利内容。

五、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关键条款的说明如下：

1、按照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根据专家意见，将标题由“城镇供水管网

信息化技术规范”修改为“城镇供水管网数字化技术指南”；

2、根据专家意见，二次供水也属于供水管网系统，故增加了二次供水数字化管理章节；

3、数字化过程中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增加信息安全相关章节和内容；

4、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和应用需求，对智慧水务、管网数字化、智能管理等进行了定义:
3.1 智慧水务（smart water）
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务技术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掘数据价值和逻辑关系，实现水务

业务系统的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管理精确化、决策智慧化，保障水务设施安全运行，

使水务业务运营更高效、管理更科学和服务更优质。

3.2 管网数字化（water supply networks digitallization）
将供水管网系统进行数字化管理的过程。包括管网地理信息系统、管网微观模型系统、

管网智能调度系统等管网数字化系统的建设、运行和更新维护等。

3.6 智能管理（intelligent management）
采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供水管网实施智能化管理的过程。包括智

能监测、智能评估、智能预警、智能调度等。

5、4.0.2 提出应制定供水管网数字化规划，科学有序开展管网数字化建设和系统应用，

在应用中不断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

6、7.1.3提出在规划设计阶段，有条件的可考虑部分监测指标合并监测和传输，数据采

集频率不低于每 15min 一次，数据上传频率应不低于每 24h一次，重点监测点应实时上传

数据。因为有些监测设备是电池供电的，上传频率高电池寿命就低，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对

于实时性不强的数据，可以数据打包每天上传一次。

7、针对有的模型软件所有用水量全部自动分配，水量不符合实际的情况，8.1.2提出应

优先在已计量的用水量数据基础上进行节点需水量分配。



8、在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T800 基础上，补充了在线模型相关内容，包括 8.0.6 在线

模型应建立在离线模型的基础上，宜建立离线模型和在线模型之间的数据互通。8.0.7在线

模型的应用包括供水现状分析、阀门操作评估、辅助调度、辅助开展漏损区域识别等。8.0.8
实时模型可开展监测运行数据实时评估、实时报警、应急调度等智能化应用。

9、9智能化管理包括 9.1管网资产管理、9.2管网水质管理、9.3管网漏损管理、9.4管
网调度管理、9.5巡检养护管理、9.6二次供水管理等，基本覆盖了管网数字化管理的方方面

面，并对智能化管理进行了探索。

10、信息安全主要从 10.1 数据库运维安全管理、10.2 传输网络安全管理、10.3 用户终

端安全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技术规范。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初稿阶段，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

无。

八、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无。

九、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无。

十、 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 /配套资金等)。

尚未进入该阶段。

十一、 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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