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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水务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智慧水务建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延伸[1]。智慧水务系统
充分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对水务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及处理，通过感知、主动服务、资源整合、
科学决策，实现更自动的控制和及时的应对[2-3]。

   水务管理系统贯穿水环境治理“数字设计—智能建造—智慧运维”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4]，立足
业务建立“物联感知─网络传输─平台大脑”体系，基于数字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
智能等技术[5-6]，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以水环境模型为基础，业务和信息化，次挖掘各阶段业务数据价
值，不断通过运维数据修正、优化模型，实现科学决策与智慧管控，而不仅仅是做个“自动监测和可视
化展示的空壳”，解决城市水环境治理工程全生命周期各方痛点，才有生命力。

1 平台建设原则

   本平台以“智慧驱动、治理”为理念，按照“少人化、无人化、智慧化”循序渐进的发展步骤，根
据水环境治理实际需求，按照智慧水务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建成“智能感知、广泛互联、业务协同、决
策科学、服务主动”的厂网河湖岸综合管理平台，涵盖监控指挥一张图、智慧供水应用系统、智慧排水
应用系统、智慧水环境监管系统、绩效考核监管系统和工程数字化交付系统共6大核心应用，实现“数据
实时维护、供排水设施全过程管理、巡查养护监管、动态数据监控预警、调度决策、绩效考核落地实效
”的目标，**供排水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本平台围绕智能感知和科学决策这两大主题，通过先数字化、后智能化、再智慧化的技术过程，采
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通过监测传感器部署连接形成智慧水务感知能力、
无线网络技术及专线网络技术形成智慧水务传输能力、通过整合由调度经验形成的规则库、厂站网数值
模型形成的方案库以及监测的实时数据库形成后台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感知、分析全、业务全覆盖、监
控全过程，运维业务维度实现贯通关联、空间维度实现大数据挖掘分析，提供智慧供水管理、智慧排水
管理、智慧水环境监管、智慧绩效考核评价等四类智慧应用，打造成科学治水、治水的智慧水务管理平
台。

2 平台总体设计



   智慧水务平台总体框架在符合当前水环境管理和业务需要的前提下，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满足未
来业务扩展的需求，考虑分布式、多层次、先进技术与实用技术的策略，进行海量信息处理与分析，以
更加精细、动态和智能的方式辅助决策，**服务水平。

   本智慧水务平台的总体框架由分层支持体系构成，包括智能感知层、信息化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
层和业务应用系统层。另外还有两个保障体系，包括保障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

   通信网络作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环节，是信息传递的神经网络和各种业务应用的承载平台，起着信
息流高速传输和共享的通道作用。网络部署符合国际及国家标准规范，可靠、互连、可互操作、可扩充
，易于扩展、升级和维护。

   智慧水务数据传输网络主要由智能感知网络和信息服务网络组成。

3 平台设计

   本平台通过底层的智能感知层获取基础数据，中层的数据资源和数据中台提供各类数据服务，上层
的各应用系统为用户提供综合的智慧水务服务。

3.1 智能感知层

   智慧水务建设工程的监测感知层，针对各工程子项的监测需求，监测对象包括源头、泵站、水库、
供水厂、制水厂、污水厂、供配水管网、排水管网、污水调节池等，监测内容包括**监测、液位监测、
压力监测和水质监测。

   排水系统工程按照源-网-站-厂分层分类进行监测布点，水环境工程根据工艺考核需求进行监测布点
，供水工程按照源-制-站-水池-输-配-
用户分层分类进行监测布点。各子项监测点的分布、设备选型、监测方案设计依据以下基本原则：

1)实用性原则：监测点的布置与监测目的紧密联系，监测目的既能满足项目实际运营管理需求，又充分
了解项目建设现状。

2)代表性原则：监测点的布设能够准确地反映监测对象的水量水质情况，从而确保监测点的监测结果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

3)先进性原则：系统设计立足于应用需求，采用当前成熟先进的技术，基于今后的需求考虑产品升级平
滑度，使所选的产品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并确保系统的持续先进性。

4)稳定性原则：按照监测需要，严格确定系统期望无故障运行时间和可靠性等级，合理确定系统软硬件
期望故障时间和运行时间，选择相应的产品，保障监测系统稳定可靠。

5)可行性原则：所选择的监测位置能够方便、安装和检修监测设备，并考虑设备的防盗问题。站点结构
在满足可靠、耐久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材料来源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6)可维护性原则：立足无人驻守，定期巡检、采集、传输、处理，应用软件工程方法，确保系统的可扩
充性和可维护性，降低系统运行与维护的难度和代价。

7)标准规范原则：监测系统设计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和行业内的标准，保障系统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3.2 物联网接入平台

   物联网接入平台负责提供物联网智能终端的接入管理，实现通讯连接和信息接入，通过线下收集到



的设备信息，将设备信息通过物联网系统提供的功能进行上传和储存，信息字段一般包括：设备名称、
厂家、所属分区、类型、位置、坐标、质保期、出厂编号等基本信息。

   为满足对各智能业务终端、边缘物联代理的监视、配置和管理，汇集各端采集的数据并进行标准化
处理，并为数据中台提供支撑，物联网平台支持以下能力：

1)兼容异构网络：支持多种无线通信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无线WiFi、BT、Zigbee、2G/3G/4G/5G、Lo
Ra、NB-loT；有线RS485、KNX等协议的数据传输，消息路由，云端适配等服务。

2)多协议接入：支持多种物联网应用协议，包括但不限于MQTT、COAP、HTTP/HTTPS等常用物联网协
议，既能满足长连接的实时性需求，也能满足短连接的低功耗需求。

3)云端数据分析处理：针对设备数据处理端，平台支持编写类规则过滤设备数据，并通过规则引擎一键
式配置打通其他组件，以方便快捷地实现海量设备数据的存储、查询、计算以及智能分析应用。为设备
数据的存储、传输提供可靠、自动化的运维监控服务。

4)应用层协议统一：物联信平台支持通过统一的标准层协议实现异构设备的统一接入与管理。

5)高性能与多连接支持：具备亿级设备的接入能力、大数据的传输能力、设备与第三方服务的统一连接
能力。

3.3 数据中台

   业务中台采用云服务的方式，为业务应用系统的运算、分析和展示提供相应的地理信息服务、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服务、数据交互服务、物联网服务、统一用户服务、统一监控服务和BIM模型服务。

主要包括：

1)地理信息服务：GIS服务中台主要提供统一的地图服务、三维服务、数据服务，实现地图、专题图底图
、三维场景、各类地理信息、基础信息的地图展示。将云计算与GIS服务，通过资源模板管理、部署、调
度等特性，实现对基础设施的敏捷调度、便捷管理，针对GIS应用环境快速部署和结合GIS数据进行空间
大数据分析等核心需求。

2)大数据服务：智慧水务决策支持系统基于海量的不同类型数据，其中包含与地域分布有关的空间数据
及随时间变化的时序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将这些数据转化成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可为决策提供有力
支撑。

3)人工智能服务：通过数据预处理及数据标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自动化模型生成，提供AI应用按需
部署能力。提供AI数据及算法支撑，**数据处理效率，整体运行速度；分布式集群加速，**模型训练效
率。

3.4 业务应用系统

   在上述智能感知层、数据服务层的支持下，本平台提供了多个应用子系统：

1)监控指挥一张图系统基于大屏幕展示的监控指挥一张图系统，在日常应用中，用于监控展示、综合监
测预警、管网综合展示、资产集中监管、绩效考评监管等业务；在应急会商或研讨时，用于展示供排水
各类信息资源，保证信息展示的广度，进行联合调度指导、辅助决策。

2)智慧供水应用系统



   智慧供水建设将资产管理、管网运维、生产运行管理、调水管理、水质监测与监控、营业收费、服
务等多种功能模块整合到一个平台中，系统内部数据包括供水设施、设备资产、水情监测、监控、控制
设施、生产报表、营业收费等各类型的数据。

   智慧供水应用系统包括管网资产管理、设备资产管理、在线监测、厂站运行监管、管网巡查养护、
营业收费管理、管网漏损管控、联合调度管理、客服等9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相互，同时又与智慧水务
综合运行管理平台的绩效考核评估系统，实现智慧排水工程的绩效考核监管及运行效能评估。

3)智慧排水应用系统

   智慧排水建设将资产管理、管网运维、厂站运行管理、调水管理、水质监测与监控等多种功能模块
整合到一个平台中，系统内部数据包括排水管网设施、设备资产、水雨情、水文、控制设施、监控、河
道水质等各类型的数据。

   智慧排水应用系统包括管网资产管理、设备资产管理、在线监测、厂站运行监管、管网巡查养护、
联合调度管理、排水户管理等7个子系统，实现智慧排水工程的绩效考核监管及运行效能评估。

4)智慧水环境监管系统

   智慧水环境监管系统对环境监测实时数据及基础地理空间数据，采用GIS、数据可视化、统计分析
等技术，实现对水环境及排污设施的水质、水量等各类监测数据直观展示。同时，结合对实时监测数据
统计分析需求，提供各类统计分析工具，满足水环境综合治理对水环境监管的要求以及水环境监测数据
的各类应用需求。

4 AcrelEMS-SW智慧水务能效管理平台

   安科瑞电气具备从终端感知、边缘计算到能效管理平台的产品体系，AcrelEMS-SW智慧水务能效管
理平台通过在污水厂源、网、荷、储、充的各个关键节点安装保护、监测、分析、治理装置，用于监测
污水厂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监测主要用能设备能效，保护污水厂运行可靠，**污水厂能效，为污水处
理的能效管理提供科学、精细的解决方案。

           AcrelEMS智慧水务综合能效管理系统由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电力监控及能效管理系
统组成，涵盖了水务中压变配电系统、电气、应急电源、能源管理、照明控制、设备运维等，贯穿水务
能源流的始终，帮助运维管理人员通过一套平台、一个APP实时了解水务配电系统运行状况，并且根据
权限可以适用于水务后勤部门管理需要。

 

5 平台子系统

5.1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及电力监控

   对水务配电系统中35kV、10kV电压等级配置继电保护和弧光保护，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等
功能，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

   监测变压器、水泵、鼓风机的电流、电压、有功/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负荷率、温度、三相平衡、
异常等数据。

 

5.2 电能质量监测与治理



   水务中大量的大功率电机、水泵变频启动导致配电系统中存在大量谐波，通过监测其配电系统的谐
波畸变、电压波动、闪变和容度指标分析其电能质量，并配置对应的电能质量治理措施**供电电能质量
。

 

5.3 电动机管理

   马达监控实现水务中电机的保护、遥测、遥信、遥控功能，电动机保护器能对过载、短路、缺相、
漏电等异常情况进行保护、监测。准确地反映出故障状态、故障时间、故障地点、及相关信息，对电机
进行健康诊断和预防性维护。同时支持与PLC、软启、变频器等配合，实现电动机自动或远程控制，监
视、控制各个工艺设备,保障正常生产。

 

5.4 能耗管理

   为水务搭建计量体系，显示水务的能源流向和能源损耗，通过能源流向图帮助水务分析能源消耗去
向，找出能源消耗异常区域。

   将所有有关能源的参数集中在一个看板中，从多个维度对比分析，实现各个工艺环节的能耗对比，
帮助领导掌控整个工厂的能源消耗，能源成本，标煤排放等的情况。

   能耗数据统计采集水务中污水厂、自来水厂、水泵站等的用电、用水、燃气、冷热量消耗量，同环
比对比分析，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计算，标煤计算和CO2排放统计趋势。

   能效分析按计量架构，分别进行能效分析，契合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可对各车间/职能部门的能效水
平进行分析，同比、环比、对标等。通过污水处理产量以及系统采集的能耗数据，在污水单耗中生成污
水单耗趋势图，并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同时将污水的单耗与行业/国家/国际先进指标对标，以便企业
能够根据产品单耗情况来调整生产工艺，从而降低能耗。

 

5.5 智能照明控制

   系统为污水厂、自来水厂、水泵站等提供了照明控制管理方案，支持单控、区域控制、自动控制、
感应控制、定时控制、场景控制、调光控制等多种控制方式，模块可根据经纬度自动识别日出日落时间
实现自动控制功能，尽量利用自然光照，实现室内、厂区照明的智能控制达到节能、舒心的目的。

 

5.6 电气

5.6.1 电气火灾监测

   监测配电系统回路的漏电电流和线缆温度，实现对污水厂、自来水厂、水泵站的电气预警。

5.6.2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根据预先设置的应急预案快速启动疏散方案引导人员疏散。系统接入消防应急照明指示系统数据，
通过平面图显示疏散指示灯具工作状态和异常情况。



5.6.3 消防设备电源监测

   监测消防设备的工作电源是否正常，保障在发生火灾时消防设备可以正常投入使用。

 

 

5.6.4 防火门监控系统

   防火门监控系统集中控制其各终端设备即防火门监控模块、电动闭门器、电磁释放器的工作状态，
实时监测疏散通道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状态，显示终端设备开路、短路等故障信号。系统采用消
防二总线将具有通信功能的监控模块相互连接起来，当终端设备发生短路、断路等故障时，防火门能发
出信号，能指示部位并保存信息，保障了电气的可靠性。

5.6.5 环境监测

   污水厂、自来水厂、水泵站等场所温湿度、烟雾、积水浸水、UPS电池间可燃气体浓度展示和预警
，保障污水厂、自来水厂、水泵站等运行。当可燃气体或有害气体浓度超标可自动启动排风风机或新风
系统，排除隐患，保持良好的水处理环境。

 

5.6.7 分布式光伏监测

   实时监测低压并网柜每路的电流、电压、功率等电气参数及断路器开关状态，逆变器运行监视，对
逆变器直流侧每一光伏组串的输入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直流功率，逆变器交流电压、交流电流、频率
、功率因数、当前发电功率、累计发电量进行监测，以曲线方式绘制上述监测的各个参量的历史数据。

   平台结合厂区实际分布情况，通过3D或2.5D平面图显示分布式光伏组件在屋顶、车棚的分布情况，
显示汇流箱、并网点位置，各个屋顶的装机容量。

 

 

5.6.8 工艺仿真监控

   平台通过2D、3D方式实时监视粗格栅、污水**、细格栅、曝气沉砂、改良生化处理、二沉、加接触
、污泥浓缩压滤、生物等工艺设备运行状态。在格栅清渣机、污水**泵、回流泵、曝气风机、加药泵、
浓缩压滤机、吸沙泵、吸泥泵等低压电动机控制柜或低压馈电柜安装电动机保护，进行短路、过流、过
载、起动超时、断相、不平衡、低功率、接地/漏电、te保护、堵转、逆序、温度等保护以及外部故障连
锁停机，与PLC、软启、变频器等配合，实现电动机自动或远程控制，监视、控制各个工艺设备,保障正
常生产。

5.7  产品清单

6 结论



   智慧水务是智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水务信息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是水务现代化的前提
条件，是推动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水务现代化对于现代农业建设来说不可或缺，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环境。智慧水务建设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各项新技术手段，信息孤岛，
实现业务应用联动，为处理和应对供排水和水环境污染事件和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减少各类水污染事
故，能够给当地水环境、气候及生产生活环境带来较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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