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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供水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现状及现有的分区计量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分级计量的分区

管理模式，对于有效控制供水产销差率、优化供水系统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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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我国供水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现状及现有的分区计量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分级计量的分

区管理模式，对于有效控制供水产销差率、优化供水系统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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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供水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前在供水行业产销差率统计中的数字游戏规则被彻底击

破，真实且过高的供水产销差率暴露出来。供水产销差率作为制约企业赢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已经得到企业

经营者的关注，控制供水产销差率正成为各供水企业的工作重点。 

   但是，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结果来看，大多数水司的产销差率仍超出国家标准，产销差率控制的效果从

总体上说并不十分显著。 

   对于供水产销差率的成因及控制措施，在业界内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探讨，为产销率的控制工作指

明了方向。普遍认为：造成产销差率的主要因素是管网系统的漏水、水表计量误差和各种原因的未计费用水

等。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加强检漏工作、控制供水服务压力、提高工程质量、选用优质管材、

更新陈旧管网以及加强表务管理、加强供水稽查等。 

   目前，与控制措施相对应的各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因此，必须超越技术上的因素，从管理工作中认真

分析原因，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1 供水产销差率控制的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目标区域太大 

  当前，供水产销差率的控制，目标区域是整张供水管网。在这张管网上，DN100mm 以上的口径的管线长

度一般为几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由于造成产销差率的因素在整个管网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如：有些区域的

产销差率在规定的范围内，有些区域以漏水为主，有些区域却以窃水、计量误差等其它因素为主。相关工作

人员在对其中在某一个区域进行检测之前，并不知道那里的产销差率是多少，只有对整张城市供水管网采用

拉网式的排查方式，因此，这样的产销差率控制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效率非常低，相关部门的工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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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考核。 

1.2 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 

  产销差率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控制供水产销差率，涉及到水司中的许多部门。要达到良

好的控制效果，必须要求所有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但任何一个相关部门均不对产销差率的控制水平负直接

责任。大家共同负责，就造成在实际操作中的无人具体负责。所以，在现有的供水系统管理模式下，产销差

率控制工作缺乏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 

   因此，为了有效控制供水产销差率，必须有效地划小目标区域、明确每个目标区域的责任主体。 

2 分片计量的分区方式存在的问题 

  在管网上建立多个独立的计量区是划小目标区域的唯一方式。在国内，上海、沈阳等大型水司，通过实

行分片计量，将整张管网划分成了多个分区进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销差率的降低，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划小了目标区域，同时，不同的区域有了不同的责任主体。 

   但是，这种通过对整张管网进行条块分割、分片计量来建立分区的方式，有其不够完善的一面。主要表

现在：虽然分区后的管网的规模变小了，但其绝对值依然非常大， DN100mm 以上的口径的管线长度很多仍

在数百公里以上，为了进一步有效地控制产销差率，还要在现有分区的基础上继续分区。另外，各分区内的

供水服务压力难以控制。所以，这种分片计量的管网分区方式尚不够完善，必须对分区的方式进行革新。 

3 供水管网分级计量模式 

3.1 分级计量的分区方式 

  现有的供水管网一般采用二级计量系统：首级为出厂水量计量，计量点一般位于二级泵房后的出水管上；

尾级为客户用水计量，计量点一般位于客户前的进水管上。 

   实行分级计量，就是在现有管网布局的基础上，根据供水管网的结构，在大口径输水管网和小口径配水

管网之间再增设一级计量系统，将计量点设在输水管网分接口处的配水管网上。同时，把首级计量点从现有

的位置移到清水池和二级泵房之间。 

   出于有效控制产销差率的目的，本文把 DN600mm 以上口径（不含）的管网作为大口径输水管网，

DN600mm 以下的管网作为小口径配水管网。这是因为， DN600mm 以上口径（不含）管线上的暗漏一般为

背景渗漏，单点的漏量较小，使用现有的检漏设备一般难以查出，同时，用水客户的水表及各种形式的窃水

点绝大部分位于 DN600mm 以下口径的管线上。DN600mm 以下口径管网是供水产销差率控制的工作重点。 

   一级计量点与二级计量点之间的输水管网称为一级网，一级网和二级泵房组成了输水系统。由二级计量

点所分离出的若干个相互独立的计量区域内的管网均称为二级网，众多的二级网组成了配水系统。这样，整

个供水管网系统就由一个一级网和若干个二级网构成。其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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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水管网结构模型图 

3.2 分级计量的优点 

  分级计量的分区方式，使得一级网和每个二级网内 DN100mm 以上口径的管线长度一般不超过 100km，

供水面积一般不超过 5 平方公里，区域规模远小于分片计量的分区方式。 

   每个二级网构成一个独立的计量单元、产销差率控制单元和营销单元。这样，每个单元的营销管理者自

然就成了该单元产销差率的控制工作的责任主体。这样，责任主体便得到了明确。  

   通过分级计量，将大面积的管网系统划分成数量众多的小区域，从而，将供水产销差率这一存在于整个

供水管网的大区域中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小区域中的问题，逐个解决。所以，采用分级计量的分区方式，

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供水产销差率。 

3.3 分级计量在技术上的可行性 

  分级计量分区与分片计量分区在计量技术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分片计量的过程中，与计量有关的工作内

容均已得到有效实施，通过了实践的检验，如：计量点的选取、计量仪表的选用、计量仪表的安装以及流量

数据的采集传输等。所以，在分级计量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采用分级计量管理，仅在管网上增设计量点，而不改变现有管网系统的结构，增加的计量设备不会对管

网的正常供水产生不良影响。 

   计量点主要位于 DN600mm 口径的管道上，因此，每个二级网的计量点数量不会太多，一般为 1-6 个。

   综上所述，实行分级计量管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4 分级计量基础上的产销差率控制工作 

4.1 明确工作方式 

  在一个抄表周期内，责任主体根据进出每一个区域的总水量，计算出该区域的产销差率，若超出预定的

标准，就将其列为须要进行产销差率控制的目标区域，并按照实施方案逐项开展工作，直到将其控制在预定

中
国
城
镇
水
网

ww
w.
ch
in
ac
it
yw
at
er
.o
rg



的合理范围内。 

   有计划地对每一个目标区域逐个进行控制，最终实现对整个管网供水产销差率的全面控制。在工作中不

断建立健全基础资料，巩固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成果。 

4.2 二级网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实施方案 

  1、快速巡查区域内的明漏； 

   2、合理运用检漏方法和检漏设备，普查区域内的暗漏； 

   3、及时修复已查出的漏点； 

   4、根据需要，合理调整区域内的服务压力； 

   5、开展客户信息档案大清查，核对、健全区域内的客户信息档案； 

   6、对区域内的大口径水表进行精度校验及匹配性分析，采用精度较高的水表或将水表改为合适的口径；

   7、加强对抄表工作的管理，逐个核对大口径水表的指数，抽检核对小口径水表的指数； 

   8、好已知未计量用水的统计工作，对区域内所有已知未计量用水点的进行计量； 

   9、查处窃水行为； 

   10、完善区域内的管网资料。 

   对于产销差率符合要求的区域，可暂不开展主动查漏、查窃水工作，但其它工作均要逐步做。在不同的

二级网内，由于供水压力、管道质量及客户用水结构等互不相同，产销差率控制的工作重点在其中的某些步

骤上会有所侧重。 

4.3 一级网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级网由大口径管道组成，用于向二级网提供足够的水量及压力，其结构与功能不同于二级网。对于一

级网的产销差率控制，除了做好检漏、修漏、完善管网资料外，主要是优化每个二泵的调度方式，适当改造

水泵机组，通过在保证水量的前提下，控制一级网的压力，从而达到控制产销差率的目的。 

5 分级计量对供水系统管理的意义 

  分级计量的实施，将众多的二级网从原有的管网系统上“剥离”出来，除了能有效控制供水产销差率，还

重新分割了供水系统的结构，在同一条供水产业链上分离出的三个相互独立的子系统，分别为：净水系统、

输水系统和配水系统，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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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供水系统组成图 

  它们各自的职能更加明确：净水系统负责取水、净化水、贮水；输水系统负责将净水系统中的成品水，

通过一级网输送到由若干个二级网组成的配水系统中；配水系统负责将从输水系统“批发”来的水量，“分销”

给各用水客户。 

   净水系统与输水系统之间、输水系统与配水系统之间，互为独立的核算体系，产生了一个串联的价格形

成体系，有利于完善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它们之间的结算为纯粹的水量结算，真正实现自来水的生产、供应、

销售分离。三个核算体系相对独立，每个系统的效益直接与其经营业绩挂钩，有利于促进其节能降耗、降低

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对于提升供水系统的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因此，分级计量不仅是一项有效控制产销差率的技术，还是优化供水系统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6 结束语 

  供水管网分级计量模式的实施，有效地减小了目标区域，增强了产销差率控制工作的针对性，有助于促

使责任主体尽快锁定目标区域，在更小的范围内逐个查找原因，从而有效地控制产销差率。 

   实行分级计量管理的方案，必须事先选择几个不同的区域建立试点，对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认真研究，

如方案可行再分批分期实施。建立分级计量区时，除了要满足技术上的要求，还要重点考虑到设备的采购安

装的前期投入和后期维保的投入，作经济效益分析，计算出最佳的平衡点。 

   供水产销差率的控制，是一个标本兼治的过程，既要在现有的管网上进行分级计量管理、逐个区域控制，

还应从源头上加以防范，如：合理选材、加强施工质量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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