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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水表定义及其技术范畴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姚灵 

一．水资源现状及水表技术发展趋势 

我国是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全球平均数的 1/4，是 13 个贫

水国家之一。目前，我国不但有大量的地下和地表水被污染，而且还有平均约 20%的优质饮

用水从地下供水管网漏失。由此可见，我国用水形势非常严峻。  

从用水管理角度考虑，准确计量和控制用水量、科学用水与节约用水、创建节水型社会

是我国目前所能选择的唯一出路。水表作为用水量的计量器具在水资源及用水管理等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立足水

资源战略与全局，要求水计量技术应以计量、监测、控制为一体，向高精度、智能化、系统

化等方向发展，为早日实现全国范围水资源总量控制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国家发改委等 5

部委发布的《中国节水技术政策大纲》（2005年）也要求，提高水资源计量与测控的准确性

和系统性，加快研发先进计量、测控设施及系统，更好服务于工农业用水和城镇供水系统。 

当前，水表产品的应用领域已从传统饮用水计量服务为主逐步拓展至包括饮用冷热水、

供热用水、灌溉用水、中水与污水、工业及消防用水等领域；代表水计量技术最核心部分的

传感技术也从原先的叶轮式和活塞式传感方式向电磁、超声、射流、涡街等新型流量传感与

信号处理技术等方向发展；随着自动抄表和预付费用水管理工作快速推进，水表的机电转换、

数据交换、数据处理、数据远传、网络阀控等技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水表产品已从终端表

计逐步走向系统集成；水资源计量管理模式也在发生蜕变，由单纯用水计量和水费结算方式

逐步向计量、监测、控制等为主要手段的系统化、网络化的管理模式发展；先进计量设施（AMI）

和物联网（IOT）技术已成为水计量与测控自动化下一代技术的主要特征。总而言之，水表

产业已成为涵盖机械与电子、传感与信号处理、计算机与通信、流体力学及材料等多技术学

科的汇集地。 

二．智能水表与水表产品类别 

所谓“智能水表”是行业内外对带电子装置水表及电子水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通

常是指电子远传水表（脉冲输出式和直读编码式两种）、预付费卡式水表（如：TM 卡、IC

卡、CPU 卡、RF卡）和网络阀控水表等产品，其主要特征是所有“智能水表”均带有机－电

转换和数据处理功能。对远传水表而言，为了实现数据远传，除了上述功能外还需具备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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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电路和数据传输协议；对预付费水表，为了完成缴费开阀和欠费关阀等功能，表上应设

置电控阀；对网络阀控水表，则应同时具备数据通信和电动阀控制的两种使用功能。 

GB/T 778—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标准除了涉

及传统机械水表外，还包括了基于电或电子原理以及基于机械原理带电子装置的水表。因此

当前水表产品可以分成三大类，即：机械水表、带电子装置水表、电子水表。 

机械水表常用品种有：旋翼式多流束水表、旋翼式单流束水表、水平螺翼式水表、垂直

螺翼式水表、复式水表、同轴水表、旋转活塞式水表、章动圆盘式水表等； 

带电子装置水表常用品种有：脉冲式电子远传水表、直读式电子远传水表、预付费卡式

水表、网络阀控水表、数控电量水表等； 

电子水表常用品种有：射流水表、电磁水表、超声水表、涡街水表、科氏水表等。 

三．智能水表定义和特点 

既然已在行业内外约定俗成，那么我们就参照智能电能表的做法将所有带电子装置水表

和电子水表等产品都统称为“智能水表”，并将其作如下定义：以准确可靠的传感与信号处

理单元（当前还包括使用非常广泛的高性能叶轮式或活塞式流量传感机构及机电转换装置）、

内置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和算法、各类输入－输出接口及（或）电控执行器等为平台，具有或

部分具有流量参数检测、数据处理（如：滤波、运算、统计、存储、自校正等）、数据通信、

数据显示、电控阀受控启闭以及网络接入等功能的全新电子水表产品。 

智能水表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水表内设置有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可以对流量

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运算和处理。对于叶轮式或活塞式流量传感器，需要将旋转量或位

置量机械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然后方能送计算机作信息处理；对于无机械运动部件构成

的流量传感器，由于输出的是电信号（如：脉冲量、频率量或模拟电平量等），因此不需进

行机电转换，仅作信号预处理即可。当前，绝大多数智能水表都带有通信接口和网络接入功

能，依据标准规定的接口参数、通信规约和数据安全机制传送和接收相关数据；随着物联网

技术的兴起，管网测控与智能调度技术将会大量应用，因此带执行机构的智能水表具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 

四．智能水表及其相关技术范畴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尤其是物联网技术兴起，与智能水表（终端）有关的新技术大量涌

现，主要包括：无线或有线组网技术、网络通信协议及路由技术、网络接入技术、数据安全

及可靠性技术、数据采集与管理技术、自动抄表及售水管理系统技术等。 

以下几方面技术与智能水表的设计、制造、验收、使用、服务以及拓展的技术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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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功能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水表的测量与计量功能、机电转换功能、数据传输与交

换功能、电控阀控制功能、网络接入功能等； 

2.产品设计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水表的计算机辅助结构设计、辅助强度设计、辅助工艺

设计、测量特性的数值模拟与优化设计、电子电路设计、软件设计、产品可靠性设计及价值

工程应用等； 

3.产品制造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水表的制造工艺技术、装备技术、材料选用及改性技术、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等； 

4.产品检测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水表零件、部件、整机性能的检测及装备技术,产品型

式试验及装备技术,计算机辅助测量技术等； 

5.产品使用技术：主要包括智能水表及系统的现场验收技术、现场安装使用技术、现场

调试技术、现场检定技术等； 

6.产品相关及拓展技术：主要包括与智能水表直接相关的自动抄表及测控系统的组网技

术、数据交换及通信技术、可靠性与安全技术、电磁兼容技术、网络控制策略与算法技术、

物联网技术、水流量辅助测量技术（如：分时水压检测、管网渗漏水检测、水质检测、污水

浓度及流量检测等）、管网智能调度技术、管网数学建模及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等。 

五．结语 

理解智能水表定义、相关技术范畴、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从事水表产业及相关工

作人员来说很有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智能水表的概念，智能水表与电子水表、带电

子装置水表之间的关系、区别和特点，了解与智能水表直接有关的技术范畴和拓展技术的领

域、掌握未来智能管网技术的发展趋势等。对上述内容，本文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

有识之士共同来探讨此类话题，共同推进智能水表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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