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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杭州市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实践
许 　阳1 　储雪松2 　周鑫潮1 　高建勤1 　叶圣炯1

(1 杭州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 　310009 ; 2 杭州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杭州 　310003)

　　摘要 　介绍了杭州市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水质监测断面的主要检测项目 ,数

据终端主要技术参数和系统性能指标等。总结了建设体会 ,并指出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今后完善

的方向。

关键词 　供水安全 　预警 　自动监测 　杭州市

0 　前言

供水安全是关系到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安全的

大事。为了确保供水安全 ,实现生产管理、供水水质

和效益的提升 ,需要构建全过程、全方位、高精度的

城市供水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 ,实现闭环的城市供

水安全监测和控制体系。

杭州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从 2003 年开始供水

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扩建和整合工作 ,整个系统由

原水在线自动监测、水厂自动监控和管网自动监测

三部分构成。为了提高自动监测水平 ,提高供水事

件的响应速度 ,采用了一系列新的监测设备和通讯

传输技术 ,建立了城市供水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提高

了对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的预防预报水平和防灾能

力 ,有效建立了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1 　系统结构

杭州市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按三个层次进行

构建 ,即现场检测层、网络通讯层、中心监控层。现

场检测层是在选定的监测断面或监测点 ,用远程终

端自动检测水质和其他参数 ;网络通讯层部分由基

于 TCP/ IP 的移动和有线网络 ,实现检测数据的传

输 ;中心监控层是由软件、数据库和服务器组成的预

警数据管理平台。

1. 1 　现场检测层

根据杭州市区水源地的流域和取水特征 ,对南

星取水口、白塔岭取水口、九溪珊瑚沙取水口等共 8

个水质监测断面进行综合分析 ,从安全可靠性、维护

4 　结语

要切实有效地控制管网事故率、降低漏失水量 ,

必须首先提高供水管网的管理水平。城市供水管网

爆管、折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立 ,正是从加强管网

管理的角度出发 ,利用数据库强大的数据存储与数据

管理能力 ,开发出具有快捷、高效的数据处理功能的

数据库应用系统 ,实现对爆管、折管数据进行系统化

管理的目标 ,并最终达到提高其综合管理水平的目的。

利用面向对象设计方法 ,开发了城市供水管网

爆管、折管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对系统进行总体结

构设计与功能设计的基础上 ,利用 Visual Basic 语

言、ADO 数据库访问技术、SQL 结构化查询语言等

数据库开发关键技术 ,实现了系统各模块的功能。

该系统可以实现对爆管、折管数据的输入、输出、编

辑、查询、统计与分析 ,提高了管网事故数据的自动

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 ,是进行管网事故管

理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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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性及代表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确定南星取水口、

九溪珊瑚沙取水口、东苕溪奉口取水口、贴沙河清泰

水厂取水口 4 个水质监测断面为检测点。

参照国内主要流域重点监测断面的检测项目 ,

在各水厂、进水泵站现有仪表的基础上 ,确定以上 4

个水质监测断面的检测项目 ,见表 1。
表 1 　取水口水质监测断面的检测项目

序号 监测断面位置 检测项目

1 南星取水口
　水温、p H、溶解氧、电导率、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碱度

2
　九溪珊瑚沙
取水口

　水温、p H、溶解氧、电导率、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碱度

3
　贴沙河清泰
水厂取水口

　水温、p H、溶解氧、电导率、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碱度

4
　东苕溪奉口
取水口

　水温、p H、溶解氧、电导率、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碱度、总锰、浊度

　　现场终端采用 PC104 嵌入式电脑和通讯模块

组成 ,终端主要技术指标 :主板尺寸符合 PC104 工

业标准 ; 接口模块尺寸 131 mm ×190 mm ; 电源

12 V , - 12 V , + 5 V ;A/ D 转换精度 12 位 ;数据存

储器最小存储间隔为 3 min ,可保存 1 个月的数据

量 ;通信口 COM1 : RS2232 E , DB9L 标准插座接口

波特率 < 11. 52 kbp s ,特性可调 ; COM2 : RS2232 E/

RS2485 , DB9L 标准插座接口波特率可调 ;模拟量

输入 16 路输入 ,单端输入 ,电压/ 电流/ 保护地接线 ,

共地接法 ;开关量输入 16 路输入 ,有源/ 无源接线 ;

雷电防护方式 : 仪表接口压敏电阻到机壳大

地 ,10W Y170。

1. 2 　网络通讯层

数据终端通过 GPRS 无线通信模块和无线运

营中心进行连接 ,采集的数据进入 GPRS 无线网络

后 ,由无线 GPRS 转入互联网 ,水业公司监控中心

通过互联网接受数据 ,系统结构见图 1。

1. 3 　中心监控层

所有的数据传到公司中心调度室的服务器 ,作

为监控和分析之用。中心监控层由检测服务器、生

产管理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 WEB 服务器组成。

检测数据经互联网和一系列的路由交换处理后进入

检测服务器 ,检测服务器包括短信收发天线、监测软

件及 SQL 数据库。检测服务器数据通过 OPC 交换

图 1 　系统网络结构

进入生产管理服务器 ,在生产数据库中由网页发布

组件形成 WEB 页面。WEB 服务器调用生产管理

服务器发布的 WEB 页面在互联网上发布。生产管

理人员只要上网就可以获得供水安全方面的信息。

所有数据最终都汇入数据库服务器存档 ,数据库中

存有完整的数据 ,以便进行较详尽的数据分析。

1. 4 　系统性能指标

数据采集精度 1 ‰,终端采集时间 ≤10 ms ,中

心刷新时间 3 min ,监测信号类型 :模拟量、开关量

和脉冲量。

2 　系统功能介绍

整个 供 水 安 全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建 立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 ,具备了下列功能 :

(1) 数据遥测功能 :自动巡测各个远程终端 ,见

图 2。

(2) 数据补调功能 :对终端存储数据进行定时

补调或人工补调。

图 2 　实时监测数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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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警功能 :当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出现报警

情况 ,以状态条闪烁和扬声器声音提示 ,并提供短信

功能发送至指定手机。

(4) 系统组态功能 :对增设监测点布置的终端

和信号类型、报警范围等进行设置。

(5) 数据管理功能 :历史数据查询、数据备份

功能。

(6) 图形显示功能 :定义背景图上数据显示位

置 ,实时刷新数据。

(7) 曲线显示功能 :一天 24 h 内按确定间隔形

成曲线 (见图 3) 。图 3 为五常流量监测点的瞬时流

量 ,横轴为日期 ,纵轴是流量 ,纵轴单位是 m3 / h。

图 3 　曲线显示画面

(8) 报表功能 :打印统计报表。

(9) 接口功能 :提供 DDE/ OPC 服务。

3 　建设体会与建议

杭州市的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是在不断拓展

内涵 ,不断采用新技术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监测从最初的出厂水监测 ,逐渐延伸到管网水监测 ,

延伸到原水监测 ;信号从压力、流量监测 ,扩展到压

力、流量、p H 等多参数监测 ;技术上也从模拟技术

向数字技术过渡 ,先后采用了模拟电台、MOSCAD

设备、有线 MOD EM、移动公网和有线网络。

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过程中 ,总的指导思想是

要把可靠性放在首位 ;但在技术方案或设备选择中

也走过一些弯路 ,如在管网流量监测中采用了一批

有线 MOD EM ,由于该设备不适应户外工作环境 ,

损坏率较高 ,另外 ,技术维护力量又跟不上 ,导致系

统运行不正常。所以 ,在系统构建和扩展过程中 ,采

用了 GPRS 移动公网作为信号传输平台 ,该系统由

于采用了低功耗嵌入式设备 ,工业级的通讯模块 ,

U PS 电源和大容量存储卡 ,确保了系统稳定性和数

据安全性。同时 ,系统基于无线公网系统 ,具备了组

网灵活 ,大范围、大规模监测能力 ,缩短了系统建设

周期 ,降低了系统维护工作量。

通过实践和摸索 ,体会到供水安全管理信息系

统在以下两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1)提高系统的共享程度。现有的系统还不能

实现同上、下游相关企业的信息共享 ,以及同环保管

理部门和公用事业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 ,这一方面

是技术上还没有通用的标准协议 ,另一方面 ,不同单

位之间出于各自管理需要 ,较难达成共同需求 ,所

以 ,不同单位在相同地点有重复建设现象 ,造成一定

资源浪费。

(2) 随着 3 G技术成熟 ,计算机决策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供水数字模型的发展 ,供水安全监测系统

应结合管网模型、河道模型 ,逐步增加水质污染源识

别、供水管网泄漏监测和灾害应急指挥决策辅助等

功能 ,不断提高供水安全管理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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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出台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泸州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 经过市政府批准正式实施。“规划”时限为

2007～2020 年 ,分为近、中、远期 3 个阶段实施 ,总投资

为 1. 17 亿元。近期计划投入 1. 01 亿元用于饮用水源

保护区违章建筑整治、饮食娱乐业强制搬迁、河岸生态

防护工程、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中远期投入 1 600 万元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预警监控体系建设 ,最终建立饮用水

源保护应急机制 ,促进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明显改善。根

据泸州市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前 ,泸州市将

建成二道溪污水处理厂、纳溪污水处理厂 ,新城区排水

体制全部采用雨污分流制。届时 ,位于保护区内的所有

生活污水将全部通过市政截污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

理后在划定的水源地保护区以外排放。位于老城区的

鸭儿凼污水处理厂的用地将由原来的 2. 33 hm2 增加到

5 hm2 ,以满足中心半岛远期污水处理量不断增长的需

求。规划中期及远期进入保护区的生活污染源污染负

荷预测值为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