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智慧管网漏损监测（Spipe 系统）项目案例

智慧管网漏损监测（Spipe 系统）项目案例

这个案例，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1、Spipe 系统不需要在每个楼栋二级用水单元进行装表，就可以监测地下管

网的漏水，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投资只要一、二级抄表系统的 1/2-1/3，投资回收期在 12-18 个月实现。

3、地下水管漏水，在地下，我们具体是怎么通过系统来找到点，然后如何

确保后续用户管网持续控制漏水？

一、学校现状情况：

学校占地 220 亩，4500 人师生，最高月 28000 吨，平常月 26000 吨；人均

用水 5.7吨/月；

1、地下管网漏水严重：

学校地下管道建设时间已有十多年，已呈现漏损频发状态，跑冒滴漏情况严

重；

2、维修时间长：

目前针对漏水学校只能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才能确定漏水，然后才会找查漏单

位解决漏水问题，对漏水的反应速度较慢，查找范围大，查找困难，修复周期长、

经济损失多，少的一次达几千元，多的达几万元，经济损失、资源损耗严重；

3、水费成本高，水资源使用率低：

终端用户平均漏损率达 15-20%，我们的城市的市政管网的漏损率是 10-12%，

按全部来考虑，有效使用率是 75%，也就是约 1/4的水量是在水厂出来后的中途

漏失了；

二、原有治漏的痛点：

1、漏水点查找困难

1）、部分漏水点难以用仪器检测

一部分漏水点能被常规漏水检测仪器检测，还有一部分漏水点不能被常规漏

水检测仪器检测到；因此该漏水点长时间发现不了，造成较严重的漏水损失；多

次让检漏人员来查，查不出来，业主单位无计可施，最后业主单位也怀疑地下管

网到底是否在漏水。



2）、没有及时维保

对地下管网长时间没有进行维护，地下管网，很容易被单位的管理人员忽视

掉，他们一般认为觉得会动的设备才需要进行维保，其实地下管网也算是会动的

设备，因为水在里面流动，发生相对位移了，如果把水看成是静止的，那这个管

道就在动，也要把他看成是一个设备，是设备就要维护，要每年维保，需要投入；

其实，我们很多业主单位这块工作是忽视的。

3）、人工抄表判断存在盲区

人工抄表人员工作强度大，需要连续抄表判断异常，难以确定管网漏损的真

实水量，判断准确性差；每天抄表用水量变化来判断管网是否漏水，对于简单的

用水管网还能应用，但对于用水点多、范围广的用水管网，已经不适宜采用人工

抄表来判断。如每日用水量稳定在 200吨左右，采用人工抄表来判断，以为每天

200 吨用水是正常的，实际上可能每日有近 50 吨的漏水量，因此，漏水点长时

间无法发现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2、临时维保专业性和及时性差

漏水量的多少等于漏水点的流量*（漏水时间+维修时间），维修时间的长短

将直接影响到漏水量的多少，因此一个快速反应的维修机制将直接决定着漏水量

的多少，没有固定专业的维保方，漏水点难定位，维修不及时。

其次，采用有问题或发现地面有明漏再来临时请检测单位查找漏水点，此时，

一般漏水点至少已经漏了 1-2月时间了，被动检测周期长，白白损失 15-45 天的

水费，一年累积下来，管网漏损的费用比较多，维保支持专业性和及时性差。

3、管理难，信息传递容易失真

上一级及相关管理人员难以及时掌握现场管网的实际漏损控制情况，信息在

上、下级传输过程中，靠人工传递，容易失真，上级领导难以及时掌握现场管网

的实际漏损情况，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4、应急停水

出现应急抢修，经常要事故停水，对教学、生活、工厂生产造成一定的困扰，

容易产生工艺损失，或者由于工艺不能停水，造成漏水长时间不能及时解决，损

失费用较多。

三、方案要求：



根据物联网技术、水平衡测试技术、漏水检测技术特点，以及该项目的实际

情况及相关后续维保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3到位：技术到位，资源到位，效益到位；

1流程：先监测 后检测维修 再监测形成闭环控制管理；

具体思路：

1、先采用监测水表或流量计分区监测学校的地下管网，含重点用水单元、

用水楼栋，确定各区域管网存在的问题有多大，然后进行全面地漏水检测，分区

测试校区管网，确定漏水管网，通过仪器准确确定漏水点并维修。

2、由于在漏水检测过程，部分漏水点的仪器监测上可以发现，但采用漏水

检测仪器难以检测出，还需要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测漏，地面听音法无法解决

的话，可采用 5%浓度的氮氢混合气对漏水管网进行充气检测。另外，还可采用

工程区域阀门隔离，逐步排除，确定漏水管段，在工程实践过程中，需多种检漏

技术和工程手段来解决疑难漏水问题，因此对漏水检测单位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3、漏水检测完成后，有些管段会随着地基、管道应力以及水锤、水压等变

化，产生新的漏水点。因此，新产生的漏水点如何加以持续有效地控制将非常重

要。光从总表上看，某一天的水量增加了，不知道是管网产生漏水了还是由于正

常用水产生的水量增加，因此采用的思路是需在各区域进水处安装流量监测仪表，

24小时不间断监测，分析每隔 5-10 分钟数据（多表也可以分区域建模分析），一

旦发生异常，系统将发出告警信号，并通过邮件、短信通知维护人员进行处理，

大大提高漏损控制效率，控制漏损费用。

四、项目具体实施情况：

1、表计安装规格及数量：

表计监测方案



▲图例

绿色：市政直供水管

红色：室内消火栓加压管

蓝色：市政加压水管

2、5 个技术点：

1)、地下给水管网图纸



安装位置的选择要有基础管线图纸，监测点位的布置直接和后续的数据建模

有关系，所以基础管网图纸要准确，给水系统结构、用水单元清晰。

2）、环网上安装要做零压测试

直供水环网和消防加压环网上安装电磁流量计，用以分区监测水量情况，环

网上的点位选择是否正确将影响到监测的正确性，监测点位选择位置要结合管网

零压试验，确定合适的安装点。

3）、电磁流量计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

流速0.5米/秒及以上，DN150流量计的流量准确度等级在0.5级（误差0.5%）；

V=0.5米/秒 Q=31.79吨/小时；

流速 0.3米/秒及以上，DN150流量准确度等级在 1-3级；

V=0.3米/秒 Q=19.08吨/小时；

流速 0.003-0.05米/秒及以上，流量能感知到；

V=0.003米/秒 Q=0.2 吨/小时；

按 V=0.003 米/秒，DN150 流量计一天的水量为 5 吨左右，DN150 的流量计

能感受到，但 DN200 的流量计能感知到的水量是 8.88 吨/天，那么 DN300 的感

知水量是 20吨/天，所有随着流量计口径的增加，能感知到的水量会越来越大，

流量计的灵敏度也不断降低；

在实际监测中，我们用的流量计是国内较好的品牌，我们看了下流量计

的数据，我们发现传上来的数据最小的有 0.01吨/小时；经测算流速是 0.1572 毫

米/秒，流量计能感应到这个流速。

4）、分区规模大小

分区建模主要的作用是知道每个分区漏损的情况，因此当分区越小，后期漏

水检测查找更方便，但分区越小，随之投入成本越大，分区一般都是安装干管上，

都需要安装流量计，成本比较高，一套设备连阀门及流量计，加上土建砌井，费

用较高；所以合理安排好分区的大小比较重要，一般较大的校区建议 100-150 亩

左右设立一个分区，较小的校区，设立 50亩左右的分区，取得监测投入和后期

漏水点定位效率之间的平衡。

5)、数据建模思路



系统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系统自动刨除间断用水量，刨除后，那接下去对

Q 取水- Y 连续用水安装相应的智能表计；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表计的安装数量；

因此可实现普通一、二级抄表系统 1/3-1/2的金额就可实现进行漏损监测，

经济效益显著；由于这个技术，我们也申请了实用新型的专利，是国内首家具有

物联网漏损监测专利的专业公司，系统的实施，同时需要项目服务公司掌握管线

勘测技术、漏水检测技术、工程维修技术以及物联网漏损监测技术，我们是国内

首家具备这几方面能力的公司。

3、Spipe 系统现场安装图片：



















Spipe系统界面图：

1）、总表日水量图：



2）、时段平衡分析信息：



五、项目投资及收益对比分析

1、Spipe 系统投资回收期：

从监测的情况来看，学校每天漏失的水量在 380吨/天左右，每天损失 1235

元，年漏失 45万元以上；业主方后续投入漏水维修和阀门更换的费用 19万元，

工程系统建设总价为 39 万元（39 万元中已含一年漏水检测费 5 万元），小计总

价在 58 万元，后续半年再投入 10万元综合维保费用，总的投资回收期在 18个

月左右实现动态回收。

2、一、二级抄表系统的投资回收分析

那为什么大部分学校的一、二级抄表系统投入效益不太好，实现回收困难，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见下表：

Spipe系统和一般一、二级抄表的区别



六、实施智慧管网节水项目的 5大误区

1、管网图不清楚

建模前要熟悉地下管网的结构，用水单元的用水性质，监测建模准确所以必

须要对地下管网前期的基础资料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原有管线图纸现场进行勘测

并绘制；如果前期资料准备不足或地下管网结构不清，那么一开始，你的建模的

公式错误了，你这个结果肯定也存在问题的。

2、设备质量及表计计量精度匹配

仪表的精度要求，招投标前没有约定品牌，投标后采用质量较差的材料：

1）、第一个是仪表本身的质量问题，第一年用的时候是好的，到第二年就出

现问题了；

2）、第二个是仪表和流量的匹配问题，同样的每天 30 吨的流量，安装 DN80

的表和 DN25的表，流量相差 20%以上，数据如何会准确。

3、每个二级表都安装监测点位

一个学校为了节水，对全校的每栋建筑安装栋表，安装一、二级抄表系统，

方案误区，理由有学校里的用水有一部分建筑是不需要安装栋表的，如教学楼，

体育场馆、公共部分设施等用水，占了将近一半的数量，抄上来的数据作用较小；

往往最重要的室外区域管网范围较大，而没有安装相应的区域流量计来进行监测。

4、节水管理二级代理制

对节水采用分级代理制管理，即水费二级核算系统，水电用水管理属于较专

业的技术管理，部分学校通过二级代理制，将用水管理采用二级代理制下放到各

二级学院，由各二级学院自行进行管理，从某种方面，此管理措施起到一定的作

用，后续随之而来的水电费收费核算抄表、收费等投入较大的人力来进行管理，

如一所综合性大学，投入收费抄表的人员，有 20-30人之多，收上来的水费也是



学校划拨的经费等，基本上左口袋掏到右口袋，每年为此投入 300万元以上的人

员经费开支来维持收费核算工作，但重点的如校园范围内漏水始终没有被解决，

造成极大的浪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技术、互联网+赋能传统企业，

节水管理必须升级换代，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不能还走过去的老路；

此外，节水管理专业性强，二级学院没有专业人员支撑，因此二级代理管理

往往形同虚设，解决不了较困难实际节水问题。

5、建了系统，后续缺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找做抄表系统或数据通讯公司来做智慧管网漏水监测系统，他们的长处是数

据通讯，短板是系统做好了，后续很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如一、二级水表不平

衡了找不出原因，不懂查找漏水点，由于监测点多，系统后期要投入较多的经费

用于系统本身的维护，一个学校的系统为了确保数据上传正常，一年的维护费在

30-40万元，由于采用一、二级进行平衡核算，其中有 1 个表出现故障，系统即

失去平衡核算功能，第一代抄表系统动辄投入上百万来建设，目前基本上大多由

于后续的大额投入，又看不到节水效益的回收，成为鸡肋，最终以失败告终。

您正确的选择：

1）系统方案目的明确-节水、省钱

找一家专业做智慧管网漏水控制的公司，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单单抄上数

据，不是为了抄表而抄表，实际上有一半的数据您是不会利用的，如果采用我们

的 Spipe系统方案，您多余的投入是无效的，我们要实实在在解决您的节水问题，

解决您的漏水问题；我们选用的都是国内一流品牌的产品；您采用的是高性价比

的原材料，而投资反而是抄表系统的 1/2-1/3；设备质保期 4 年。

2）、找有综合能力的公司-给结果、不扯皮

找一家具有综合能力的公司，要给到您结果的一家公司，不让您的投资打水

漂；一家公司只具有抄表系统的能力的话，不具备解决综合漏损问题的能力；

3）、技术细节实施-到位

实施一个智慧管网漏损监测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技术能力，如果几个细

节没有考虑到，那么，可以告诉您，您的投资就变成了固定资产，不会产生效益，

每年还会要不断维保投入，投资回收遥遥无期，固定资产不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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