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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he urban intelligent water system can be built, which is mainly to perceive 
the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ituation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combined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to realize 
remote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water supply system can proper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ressure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can also scientifically prevent secondary pollu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wisdom water system target and design ideas, and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support of urban wisdom water system design key technology in detail,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urrent put 
forward reasonable opinions, hope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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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智慧水务系统设计与应用阐述
王宇   刘旭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

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城市智慧水务系统得以构建，其主要是通过网络感知城市供水与排水情况，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实
现远程操控。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智慧水务系统的构建能够妥善处理城市供水压力不足的问题，还能科学防范二次污染
等。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城市智慧水务系统的建设目标和设计思路，并对在物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城市智慧水务系统设计关
键技术进行了重点详细的阐述，结合当前的发展趋势提出合理意见，希望可以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些许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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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水务行业拥有了科

学的实践路径，智慧水务系统得以构建。通过积极运用智慧

水务系统，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水务行业蓬勃发展，

构建起高度智能、管理精细化的水务系统，促使水务系统高

效的运行，助力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2 城市智慧水务系统建设目标

城市智慧水务系统融合了移动网络和传感器等资源，

拉动了水务信息化水平，保障了城市的稳定供水，呈现出完

整的政府与公众交互渠道，为优化水务部门工作思路奠定基

础【1】。服务便捷化是城市智慧水务系统的建设目标，在互

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构建起可靠的平台，助力相关部门和公众

有效互动，确保水务工作稳步开展，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寻找

解决方案，提高工作效率。

3 城市智慧水务系统设计思路

3.1 硬件设施层
硬件设施属于智慧水务系统中最为重要的设备，涵盖

着网络设备以及数据处理的存储设备等。在硬件设施层中，

需要结合业务应用需求加以分析，实现对已有硬件设施的扩

充与新建。

3.2 采集传输层
在智慧水务系统中，采集信息数据传输层主要是将各

个采集点采集到的内容加以传送，通过细致整合与应用，确

保二次加压站和管网关键节点等有序衔接，维护智慧水务系

统的稳定运行，发挥出末端基础设施的应用价值。

3.3 计算机网络层
计算机网络属于智慧水务系统的纽带，也是智慧水务

系统。在现有网络基础上进行扩建的重要条件，在开展相关

的工作时应发挥出计算机网络层的优势，确保相关工作稳步

开展，助力智慧水务系统的稳定运行【2】。依据智慧水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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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安全性与重要性要求，可以进一步细化内网与外网，利

用相应的措施进行物理隔离。

3.4 数据资源层
数据资源层涵盖着业务数据的存储与数据处理的系统，

使信息共享和挖掘拥有了可靠的技术架构。数据资源层让智

慧水务系统的数据访问和数据存储备份等服务落到实处，体

现智慧水务系统中间关键层的作用。

3.5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是智慧水务系统的核心层，具有决策调度

和应急管理等多项功能，使智慧水务开展工作时拥有了可靠

的支撑条件。通过业务应用层，智慧水务系统能够提供考核

监督以及业务管理等服务，确保工作进展更加顺利。

3.6 应用交互层
应用交互层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服务门户，能将社会公

众和水务业务人员联系起来，使相关工作人员和用户们直接

对话，提高工作效率。具体智慧水务系统详见图 1

4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务系统的关键技术

4.1 传感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主要是将物联网作为核心，使智慧水务系统拥

有更加稳固的地位，搭配着传感器以及其他的条件，实现对

水流和压力等参数的实时分析，完成相关的数据采集工作。

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的目标，传感网络多是利用无线传输技术

将监测的数据传输至数据中心，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的具体

目标。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可以及时传输相应内容，以满足水

务管理的需求，如分析污染物浓度以及管道疏水情况等等。

4.2 数据采集和传输技术
数据采集和传输技术能够让智慧水务系统保持高效稳

定的运行状态，同时还能直接影响系统信息数据传递的准确

度。智慧水务系统利用现代化手段，可以从传感器网络中获

取海量信息，如水量变化以及管网压力等等，在精准分析的

基础上，实现合理的传输，便于高效地处理相关内容。数据

采集设备会涉及复杂的水务环境，因此需要具备高灵敏度和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以此才能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排除各种

干扰因素，使得各种需求得以满足【3】。

4.3 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详细判断水务系统的运

行情况，给管理部门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在云平台的支撑

下，数据存储解决方案能够更加完善，将各种数据结合起来，

实现集中化管理与有效的调度。另外，云计算的弹性扩展能

力较强，能够让系统在数据处理高峰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

置，大数据分析技术也可从大量的水务数据中挖掘出富有价

值的内容，通过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等手段，识别出水资

源管理的问题，督促相关的工作人员及时解决。在应用相关

的技术手段时，可以优化水务管理的细节，也能保证决策更

加合理，提高整体的工作实效。

图 1 智慧水务系统

水务管理功能目标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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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智能控制和调度技术
依照水务系统的数据分析要求，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可

以在检测到异常情况，及时作出反应，根据相应的需求自动

启动调节阀门，确保安全隐患得以排除。此外，启动泵站或

者是开关水源的控制环节，也能针对性分析实际情况，以免

影响到最终的工作成果。智能控制技术通过物联网平台让各

个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结合起来，实现对水务系统控制网络的

精准把控，助力相关工作顺利开展。智能调度技术则是负责

对水源进行合理的分配，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明确各个区

域的用水需求和实际供水能力，在深入评价中确定最佳的调

度计划，达到供水平衡。这种技术能够降低人力与物力资源

的介入，还能强化系统响应速度，保证工作成果更加理想【4】。

5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务系统的关键应用

5.1 完善用水管理思路
智能用水管理在智能水务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属

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之处，

实现对用水过程的全面监控与精准分析，以便做出合理的规

划。在应用程序的运行环节，可以安装智能水表和管道传感

器等，以便实时收集用水数据，分析用水量以及压力变化等

多种参数。在此基础上，及时传递至中央管理平台，进行深

入细致的分析，合理判断用水行为，识别漏水或者是违规用

水等异常情况，发出报警信号，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依据。智能用水管理也能支持个性化用水，满足用户们的不

同需求，为节水提供必要的优化意见，让居民的节水意识进

一步提升。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撑下，还能准确预测未来

用水需求，给水务部门开展相关的工作提供支撑条件。

5.2 科学调度水资源
水资源调度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属于智慧水务系统

的核心应用。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可以让水资源的配置

更加高效，满足不同主体的实际需求。通过全面分析城市各

地区的用水需求信息以及气象变化趋势，在综合分析与监管

监测下判断数据动向，以便及时优化调度方案，让水资源的

配置更加理想，达到供水平衡的目标。水资源调度优化主要

是利用了先进的举措，以此监控供水管网的运行状态，以便

依照实际要求调节水流方向和压力，使水系统保持稳定。若

是遇到干旱或者是暴雨等极端天气状况时，相应程序也能及

时做出反应，迅速调整调度计划，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和管控，实现应急供水的目标【5】。

5.3 监测预警水质情况
智慧水务系统在供水起点以及输水管道等不同的部位

安装传感器，实现对水质关键参数的实时分析，如 pH 值和

温度等等，以便及时做出相应规划，促使水资源的利用更加

到位。对全部的数据加以整合，快速传输至中央数据平台，

实现合理的比对与分析，若是发现水质异常，相关系统可以

及时触发预警机制，通知管理人员作出相应的安排，采取必

要的措施。这种高效的处理措施能够控制污染事件的发生概

率，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维护和管控。水质预警监测也能判

断历史信息，帮助相关部门全面了解水质的演变趋势和潜在

污染源，为后续治理与保护提供可靠的支撑条件。在与智能

控制系统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可以自动调整水处理设备，使

之符合水处理的具体需求，保证水质始终处于安全区间，科

学维护公共卫生的安全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5.4 智能化运维管理
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各种传感器和智能设备能够

发挥出自身的运行实效，分布于供水管网中展示出自身价

值，对管道压力以及温度等多种参数实时监控与分析，迅速

确定潜在的安全隐患，比如设备老化问题和管道泄漏等等。

通过可靠的无线通信技术，使得相关信息及时传送至中央监

控平台中，经过合理诊断，达到预防性维护与精准修复的效

果。管网智能运维也是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对阀门以及

水处理设备的远程监控，提升供水系统的稳定性及能效【6】。

在应用相关的技术与资源时，除了降低管网故障效率和供水

中断时间，也能控制资源消耗量，使得成本支出得到有效的

缩减。在管网智能运维中，机器学习技术等手段的融入优化

了运行策略，进一步提升供水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让城市发展拥有稳固根基。

6 结语

智慧水务系统是水资源管理的重要途径，在充分发挥

物联网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和关键技术的密切结合，促

使水务管理模式有效转型和升级。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智能水务系统会更加完善，给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

供可靠的支撑条件。通过本文的概述，了解到物联网技术支

撑下的智慧水务系统建设与应用情况，旨在为各项工作的开

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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