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前阶段的试验结果可知 , SBR 法按照工况

Ⅵ、Ⅶ运行 ,在正常的水质波动范围内可使出水达

标。说明进行 SBR 法改造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通

过计算可知 :

(1) 调节池可作为调节、储水池继续使用 ,其总

容量大于每天的处理水量。

(2) 现有 6 个表曝池、2 个沉淀池可改为 8 个

SBR 反应池 ,但需增设进水、排水管道及阀门 ,其进

水流量通过 2 台水泵控制。

(3) 由于将 2 个沉淀池改为 SBR 反应池 ,因此

需增设 2 台曝气机 ,同时 ,通过调节其转速 ,可兼作

搅拌机使用。

(4)通过计算 ,进行上述改造只需追加投资约

2116 万元 ,平均每年 311 万元 (7 年偿还期) 。而通

过此改造 ,每年可节省排污费 24 万元。

4 　结论

(1)曝气时间应根据碳氧化和氮硝化的需要来

确定。

(2)进水时间的长短对 SBR 法的处理效果影响

不大。

(3)设置缺氧段 ,特别是厌氧、缺氧、好氧交替组

合的环境 ,可明显改善 SBR 法的 N H3 - N 去除效

果。

(4) SBR 法的运行稳定性良好 ,抗冲击负荷能

力强。

(5) SBR 法处理制药废水推荐运行参数 : 1h 进

水 ϖ1h 缺氧搅拌 ϖ4h 曝气 ϖ2h 缺氧搅拌 ϖ6h 曝

气 ϖ2h 沉淀 ϖ瞬时排放 ϖ8h 闲置。其中 ,进水期、

排水期、闲置期的历时可根据水质、水量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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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建筑给排水 Ó

关于“一户一表”
王 　杉

　　提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户轮值抄表计费方式越来越不为民众所接受。作者提出四种解

决方法 ,并就其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一户一表”问题涉及规划、设计、管理体制、经济因素

等诸多方面 ,需协同解决。

关键词 　水表 　选择 　设计 　管理

1 　问题的由来

所谓“一户一表”早先的含义是针对计划经济年

代水价十分低廉情况下产生的只装单元总表没有用

户分表的情况而言。在那种情况下 ,各户轮值计收

水费的根据是各户的户籍人口。然而这种方法造成

了很大矛盾 ,因为每户实际人口情况很复杂 ,如人口

中有老有小 ;有常年在家和不在家 ;有暂住人口多

少 ,更有生活习惯的不同等。这些不同使每户的用

水量差异很大 ,而计费却采用了按人口均摊的办法 ,

因此邻里之间纠纷很多。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自来

水公司逐步在部分用户家中 (新建的住宅基本上都

是一户一表)安装了水表 ,但抄表计费依然沿用自来

水公司抄单元总表 ,各用户水表则由各户轮值按每

户分表读数分摊计收的方法。

近来 ,关于“一户一表”的话题 ,屡见于国内报

端 ,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之一 ,反映了老百

姓的关切心情。应该指出的是问题产生的背景不同

了 ,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年代 ,水价也

已经不再低廉而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提出的

问题不外三个方面 :

其一 ,认为从商品买卖关系来看 ,居民是买方 ,

自来水公司是卖方 ,抄表收费自然是卖方的义务。

其二 ,各户轮值抄表计费 ,不但费时费事 (有时

抄一户表要跑几次) ,而且计算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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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单元总表和各户分表之间的水量差额分

摊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留下了造成邻里纠纷的

隐患。

2 　解决方法

有四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供选择。

方法一 ,继续在每户居民家中安装普通旋翼水

表 (此种水表价格低廉) ,由自来水公司抄表员到居

民家中直接抄表。

方法二 ,按照有关“三表出户”的规定 ,将普通旋

翼式水表装到户外 (根据住宅的具体情况决定水表

在户外安装的地点和位置) ,自来水公司抄表员不必

进户就可以抄表。

方法三 ,居民家中可安装 IC 卡 (或 TM 卡)智能

型水表。此种水表应用先进科技 ,居民可持卡至售

水处购买任意数量的“水”,然后将卡插入水表中即

可打开阀门供水。此卡具有记忆、累积、报警、断水

等功能 ( TM 卡智能更高些) 。IC 卡智能型水表每

台约需人民币 600 元左右。

方法四 ,安装远传水表。它是靠在水表上加装

辅助装置 ,用导线将用水量信号传输至信号收集器

完成的。远传水表可以放在居民家中也可以放在户

外 ,信号收集器是放在户外的。目前每台信号收集

器一般可接收 20～30 户居民的用水量数字讯号。

自来水公司抄表员可以通过专用工具将信号收集器

收集到的讯号在几秒钟内采录下来转录到自来水公

司 (或某个区的中心控制室)的电脑中。也可利用电

话线将信号收集器收集到的讯号直接传输到更远的

自来水公司或某区的中控室。

远传水表每台约需人民币 200 元左右 ,而包括

计算机在内的信号收集器和传输线路系统投资约需

12 000～15 000 元人民币。

3 　利弊分析

311 　方法一

普通旋翼水表价格低廉对原有管道系统改动不

大 ,改装方便易行。但由此将带来如下问题 : (1) 抄

表工作量大。据杭州市估计 ,如杭州市完全实行“一

户一表”将增加 40 万个水表 ,这就需要增加很多的

抄表员。(2)抄表难度大、效率低。因为经常碰到住

户不在家的情况 ,为了抄全水表可能要往返多次。

(3)目前社会上对“安全”问题特别敏感 ,在这种情况

下 ,抄表员进户不论是对居民还是对抄表员来说都

是一件尴尬的事。

312 　方法二

基本避免了方法一的缺点 ,但其给水管路布置

比较复杂 ,管材管件用量增加。特别是老住宅的管

道改造比较困难 ,且抄表效率仍然较低。

313 　方法三

安装 IC 卡 ,用户避免了直接和自来水公司打交

道 ,可以实现自主买水用水。且 IC 表可装在户内 ,

管路改动小 ,安装方便 ,新老住宅均适用。其缺点是

表的价格较贵 ,一般用户每年水费仅有 150 元左右 ,

而一台 IC 卡水表的价格相当于 4～5 年的水费。用

户要自己到售水处买水 ,使距离售水处远的用户感

到不方便 ,且水表质量不能令用户放心。再则由于

自来水厂无法随时掌握用户用水情况 ,因此很难得

出即时的生活用水总量。

314 　方法四

远传水表纳入了现代计算机管理系统 ,因此是

理想的抄表方式。用户用水量直接反映到自来水公

司的计算机上 ,不需抄表员。自来水公司可在居民

的银行存款帐户上统一扣除水费 ,并同时通知用户。

水表既可放在居民家中 ,亦可集中放在户外适当的

地点 ,放在居民家中的管道布置简单 ,老住宅改造方

便。放在居民家中的水表 (实际上是发送信号的一

次仪表)价格相对较低。

但目前远传水表的质量尚不能令用户放心 ,而

且除水表本身以外的系统价格亦较贵。

4 　问题症结

“一户一表”问题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实际涉及

的面却是意想不到的“宽”,的的确确是一项系统工

程。

411 　规划、设计

(1)不论水表放在户内还是户外 ,也不论是采用

哪一种类型的水表 ,首先要解决设计问题。如放在

居民家中的是远传水表 ,设计就要确定传导线路和

信号收集器的位置 ,安排好中心控制室的地点 ;如果

水表放在户外 ,则进、出水管线的布置更要妥善考

虑 ,因为新、老住宅的具体情况完全不同。

(2)有没有屋顶水箱对“一户一表”影响颇大。

如果有屋顶水箱 ,将增加“一户一表”管道布置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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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因此设计中要慎重考虑。此外户外的管道要考

虑防冻措施。

(3)居民家中有了分表后 ,还要不要单元总表 ?

这对设计虽然不是困难的事 ,但对自来水公司来说

却是一件颇为困惑的事 (涉及到管网的漏失率) 。

412 　经济因素

(1)嘉兴市曾作过一次民意调查 ,出了三道题。

第一道题 ,欢不欢迎“一户一表”? 答 :“欢迎”。第二

道题 ,“一表一户”工作应由谁来管 ? 答 :“政府”。第

三道题 ,如果要由用户出钱 ,还装不装 ? 答 :“不装”。

由此可见 ,用户只希望解决抄表问题 ,并不想再花一

笔钱来买水表。同时 ,诸如 IC、TM 表价格不菲 ,装

一个表等于几年的水费。再说万一表的质量不过

关 ,用不上多少时间坏了怎么办 ? 何况目前社会上

还有不少低收入用水户也付不起这一笔钱。

(2)来自自来水厂的看法是 :如果实现“一表一

户”仍由人工来抄 ,就需要大量增加抄表人员 ,势必

提高运行成本。如果目前情况下采用 IC 表或远程

水表的费用由自来水公司承担 ,也是承担不了的。

(3)新建商品住宅 ,可以将这笔费用摊入单位面

积的售价中 ,由购房者承担。但老住宅的改造费用

由谁来承担亦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413 　管理体制

(1)过去自来水公司只抄单元总表 ,管理范围也

到总表为止 ,总表以后的产权归属用户。也就是说

总表前由自来水公司投资和进行日常维护工作 ,总

表后就不管了。“一户一表”后自来水公司管理范围

要延伸到用户的分表 ,那么增加的日常维护工作量

是很大的 (包括屋顶水箱的维护) ,而这部分的产权

又将归谁 ?

(2)目前社会上新、老住宅区已在逐步推行物业

管理体制 ,由物业管理集团直接面对居住区的住户。

在这种情况下 ,自来水公司和物业管理集团间又将

是什么关系 ? 相互之间的产权分割、管理责职的划

分也有待研究。

414 　漏水问题

单元大表和各户分表之间的用水差额历来是存

在着的 (如果有屋顶水箱 ,还要包括水箱的漏水) 。

不过以往自来水公司只抄单元总表 ,单元总表和用

户分表之间的差额分摊到用户头上。现在自来水公

司直接抄分表 ,这部分“水耗”只能由自来水公司承

担 ,但这部分漏失量是不小的 ,据温州自来水公司统

计 ,二者相差在 20 %以上。这部分漏失的费用无疑

将增加自来水公司的运营成本。

5 　“一户一表”的前景

“一户一表”是民心所归 ,是自来水收费体制上

的一次重要改革 ,势在必行。不可能设想 ,作为一个

现代化城市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 ,还将把各户轮值

计收水费这样一种落后的方法继续下去。但实施

“一户一表”所面对的困难也是客观存在 ,因此实施

“一户一表”应该是积极慎重的、因地制宜的和逐步

推进的。以下几项工作应予以足够重视。

(1)无论是新建住宅还是老住宅改造都要首先

做好规划、设计工作。编制适应多种情况的标准和

通用图集。

(2)制定各种安装、施工、验收规范 ,以便使“一

户一表”工作有章可循 ,避免陷入无序状态。

(3)组织研制、生产质优、价廉的经过有关部门

监制的产品 ,消除用户对产品质量的担心。

(4)推行“一户一表”工作应分清轻重缓急 ,有序

进行。如 :新建住宅必须首先考虑 ;老住宅可结合旧

城改造进行 ;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先实施等等 ,切忌一

哄而起 ,搞一刀切。

(5)普通旋翼水表、IC 卡水表、远传水表等应各

领风骚 ,因地制宜地采用 ,不搞一个模式。目前优先

应该考虑的是将普通旋翼水表出户放在管道井中或

楼梯平台上的形式。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 IC 卡水

表 ( TM 水表)和远传水表。

(6)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应政策 ,诸如 :实

行“一户一表”后的产权划分和管理范围的规定。由

于推行“一户一表”涉及到政府行为 ,因此在资金筹

措上 ,漏损费用上都应该作出相应规定。总之这项

工作没有政府的支持 ,实施的难度是不小的。

(7)进行舆论宣传工作 ,使广大居民用水户都理

解和支持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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