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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检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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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水管网漏损是全球性难题，我国的管网漏损率处于较高水平，这对水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通过某城镇的供

水管网漏损现状分析，梳理问题成因，主要包括管网系统、智慧管控、专业能力、考核制度等，并着重介绍了供水管网漏损

检测手段、控制措施及成效，为有效控制供水管网漏损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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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供水水质的不断提高而带来的制水成本的提高，优

质水的漏损将造成极大浪费，同时，随着城市地下空间的大

规模开发，地下管道的漏损也会对城市地下设施带来安全隐

患。为了加强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按现行行业标准《城

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 92-2016的规定，城镇

供水管网基本漏损率分为两级，一级为 10％，二级为 12％。

且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号)中规定：到 2017年和 2020年，全国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率分别控制在 12％和 10％以内[1,2]。因此，供水管网

漏损控制刻不容缓。

1 供水管网漏损现状

1.1漏损现状

某城镇位于浙江沿海区域，目前供水总人口 83.2万人，

设计供水规模 27.8万 t/d，实际供水规模 18.8万 t/d。2018

年起开始加大各供水企业漏损率的控制力度，尝试新的控制

措施，并增加漏损控制方面的考核，供水漏损率从 2018年

的 28.92%降低至目前的 14.83%，试点乡镇更是控制在 10%

以内，控制成效显著。供水管网漏损率年度变化见图 1。

图 1 某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年度变化

1.2问题分析

1.2.1管网系统老旧

某城镇管网系统多建于八九十年代，甚至于七十年代，

基本采用镀锌管、灰口铸铁管、自应力水泥管等材料。大部

分供水管网存在管道老化、腐蚀等问题，且因长期未投入改

造资金，管网状况未得到有效改善，各水厂供水管道带病运

行，漏损率居高不下。

1.2.2智慧管控欠缺

DMA（独立计量分区）应用在我国起步较晚，因需投入

大量设备，资金压力较大，大部分供水企业往往忽视对这一

块的投入。但随着智慧水务的快速发展，对供水管网的智慧

化管控势在必行。

1.2.3探漏能力薄弱

仅少数几家供水企业拥有独立的探漏队伍，但探漏队伍

专业技能较为薄弱，对外包服务依赖性较强，每年或者每季

度邀请外部人员协助供水管网探漏工作，时效性差，且易出

现漏查、盲报、少报的情况，严重制约企业漏损率控制效率。

1.2.4考核力度不足

供水企业作为国有企业，从经营效益上对管理人员的考

核力度不足，因此企业缺少成本控制意识，导致其对管网漏

损率控制的积极性不足。且漏损率的控制需要多方协调合

作，需要水务集团各部室统一战线，但因缺乏相应的考核指

标，漏损率控制成效不显著。

2 供水管网漏损检测

供水管网检测技术主要分为设备法和模型法。设备法包

括音听法、探地雷达、红外光谱、卫星、相关仪、光纤传感、

示踪气体、智能球；模型法包括质量平衡、夜间最小流量、

瞬态理论、水力模型、数据驱动、优化校核[3]。检测方法对

比见表 1。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4卷第 4期 2022 年

表 1 供水管网漏损检测方法对比

注：“是否受损”表示检测是否对原有管网及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从表 1可知，供水管网漏损检测不存在通用方法，但考

虑到无损检测不必对管道进行开挖，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这会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某城镇在供水管网漏损检测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音听

法，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式，但对环境要求较高（安静），

且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

3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

3.1加快供水管网改造，规范建设管理流程

协调好各供水企业与各乡镇及相关部门间的关系，争取

专项整改资金，从管道材料、管道重要程度及更换难度等各

方面综合考虑后对老旧管网逐步予以更新改造。并要求各供

水企业要全方位介入管网建设，在设计、建设、验收及资料

接收等各环节要主动参与，以便后期接管运维，目前已在全

域范围内创建供水管网档案并建立管网分级管理制度，逐步

淘汰落后管道，提升管道运行能力，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成效

显著。

3.2加强探漏技术交流，增强员工探漏意愿

重视各供水企业探漏队伍建设工作，为帮助各供水企业

建立出一支具备专业技能过硬的队伍，自 2018年起开展集

中式探漏活动，要求各供水企业必须组建各自的探漏队伍开

展日常的探漏工作，并对探出的有效漏点予以一定资金奖

励，激发探漏人员探漏意愿。目前已持续开展共计 73次，

共探出 248个真实漏点，在帮助漏损率控制薄弱地区排忧解

难的同时增进各供水企业探漏队伍技术交流，有效助力专业

人才培养，并减少对社会外包人员的依赖，为探漏工作长效

化提供有力支持。

3.3推进智慧水务建设，探索分区管理办法

由于完整的分区计量体系投资较大，对于企业自身负担

较重，因此需逐步建设，对一些关键区域或日常管理难度较

大的区域先行实施流量监控，配以探漏工作实现初步智慧管

控。从 2018年以来开始试点建设分区计量工作，在偏远的

乡村及个别封闭小区开展流量监控，通过夜间流量观察及水

量抄收对比，强化供水企业供水管网漏损监管。同时全面推

进智能远传水表普及工作，目前已完成智能水表改造安装 1.5

万只，通过对老旧水表改造等工作，进一步加快表计管理工

作，避免因计量管理不到位而导致的供水管网漏损计算误

差。

3.4完善漏损管理制度，落实经营业绩考核

不断加大对各供水企业的漏损率考核，每年根据各供水

企业实际情况，本着“跳一跳、够得着”的原则，制定各供

水企业年度漏损率控制目标并签订责任书，将漏损率控制情

况作为主要领导挂钩工作，最大程度激励各供水企业工作积

极性，并要求各供水企业要建立层层考核机制，分区设立责

任部室于责任人，将指标完成情况与部门或个人收入挂钩。

并在 2021年出台了供水企业“漏损率控制个位数”三年行

动方案，将制度化、系统化完成漏损率控制的长期目标，促

使各供水企业达到 10%以内的国家行业标准。

4 结语

供水管网漏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某城镇在有效

控制供水管网的检测和控制分析，供水管网改造、专业队伍

建设、智慧水务发展、管理制度完善是重中之重，这为进一

步地研究和解决管网漏损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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