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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互联网+智能水表 2.0”，推动水表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智能水表技术工作组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表研究院） 

 姚 灵 

1.引言 

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和积累，智能水表产品及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新

的转型升级期，一个以水表计量性能提升、无线网络接入和融入互联

网应用为标志的“互联网+智能水表 2.0”时代已经到来。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不长时间里，在供水用户和水表企业共同努力

下，智能水表技术和产品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尤其是 2007 版“水

表”产品国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为推动我国智能水表产业的规范发

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智能水表产品不论是品种、规

格和功能，还是使用特性、适用范围、性价比和工作可靠性，都有量

和质的提升和变化。 

根据国标 GB/T 778-2007“水表”产品标准的分类，智能水表可

以分为“带电子装置的机械水表”和“电子水表”两大类。带电子装

置的机械水表其主要特点是计量机构仍采用传统机械水表，通过增加

机电转换装置、嵌入式电子模块、电控阀和软件等，使水表具备电信

号输出和附加使用功能，如满足：数据交换与远传功能、阀控定量用

水功能、预付费充值和自动抄表功能等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定义该

阶段的智能水表技术为“智能水表 1.0”时代的技术。它解决了水表

的人工抄表和用水预付费等问题，使水表从原有单一的水计量功能拓

展至自动抄表、缴费充值开阀和定量用水等功能，使传统水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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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有了全新的诠释，也为该阶段供水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解决全球水资源紧缺问题，需要推行节约用水、科学用水管理和

节能减排等措施。提高水表的计量性能、降低管网压力损失、增加水

表使用寿命和测量可靠性、采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实现供水管网测量、控制、管理的自动化、信

息化和智能化，是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时代赋予水表制造企业的历史

使命和机遇。电子水表无机械运动计量机构、测量准确可靠、流量测

量范围宽、使用寿命长、压力损失小、直接输出电信号，在无线网络

接入和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可以完成准确、可靠、持续的水计量任务，

并作为新颖供水测控网络的智能终端，参与到智慧供水与智慧水务的

应用中。这是下一代智能水表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也是供排水

等用户的期盼，这就是“互联网+智能水表 2.0”的真谛。 

2.“智能水表 1.0”技术特征与功能 

“智能水表 1.0”时代，水表计量机构通常还是采用叶轮式或旋

转活塞式机械水表，其计量特性与机械水表基本相同。 

机械水表在智能水表中被称为“基表”。对叶轮式水表而言，主

要由叶轮（或叶轮盒）、传动轴系、计量腔体和齿轮积算机构等构成；

旋转活塞式水表则由旋转活塞组、传动轴系、计量腔体和齿轮积算机

构等构成。叶轮式水表的计量结构又可分为水平螺翼式、垂直螺翼式、

多流束旋翼式、单流束旋翼式等几种型式。机械水表的计量机构对供

水水质非常敏感，不良水质将会严重影响水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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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机械水表输出的是机械旋转量和字轮数字量，因此需要通过机

电转换装置将旋转量和字轮读数位置转换成电信号，以实现水表诸多

的附加使用功能。在“智能水表 1.0”时代，智能水表产品最常见的

品种和功能有： 

1）IC 卡水表，其特征为：利用数据交换媒介，实现缴费后的充

值与阀控等功能； 

2）电子远传水表，其特征为：以总线和无线信道为媒介，完成

数据远传等功能； 

3）网络阀控水表，其特征为：水表接入网络，实现异常关阀和

欠费关阀等网络控制功能； 

4）数控定量水表，其特征为：通过设定用水量或用水时间，到

达设定点时自动关阀供水； 

5）与智能水表相关功能配套的还有自动抄表系统和售水系统数

据库软件和数据远传用的采集器和集中器等设施。 

“智能水表 1.0”时代，水表计量性能没有显著提升，使用寿命

受限、网络接入既不方便、也不先进，智能水表应用主要还是停留在

自动抄表和预付费用水等阶段。 

3.“智能水表 2.0”技术特征与功能 

“智能水表 2.0”是随着智慧供水和智慧水务技术发展以及管网

测控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需求提出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智能

水表技术和应用将会发生量和质的重大变革和突破。“智能水表2.0”

技术已告别“智能水表1.0”时代以智能终端产品为中心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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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向以终端、系统和应用并举，向用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模式转变，

通过将智能终端融入供水管网测控系统和互联网应用的整体架构中，

来进一步挖掘和呈现智能水表在供排水等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智能水表 2.0”的技术特征与功能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描述： 

1）水表流量传感器主要采用无机械运动部件的现代电子流量计

技术，如超声、电磁、射流等流量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具备流量测量

范围宽、测量准确度和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压力损失小、长期工

作稳定、微功耗电池供电等特性； 

2）水表具有网络接入、使用环境（气候、电磁、机械）条件补

偿和保护、自带电控阀受控启闭、外接备用电源供电等能力； 

3）水表具有近距、短距和远程无线通信和网络接入的能力，通

过测控网络与数据管理中心实现数据双向通信，在不远将来可彻底解

决水表最后 1 公里无线通信及网络接入等瓶颈； 

4）水表具有计量特性的在线自检与自校、在线周期检定、电源

容量检测与报警、故障预警等功能； 

5）水表实施数据安全认证与加密机制，确保数据交换、通信与

上网的安全性； 

6）水表供电电池容量与体积将会有一定突破，新电源、快速充

电和各类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 

7）水表作为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智能测控终端，可以全面融

入管网测控系统。除了完成传统的自动抄表、网络阀控等任务外，还

可以在其它管网传感器配合下，参与到供水自动调度、管网渗漏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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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定位、水质在线监控、终端设施工况监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

供水系统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等工作。 

4.“互联网+智能水表 2.0”技术特征与功能 

“互联网+”是代表当今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它将互联网的创

新成果深度融入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各领域，极大地提升了实体经济的

创新力和生产力。 

“智能水表 2.0”与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交

互与融合，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互联网+智能水表 2.0”应用新模式，

也一定会提振水表产业和水务系统的创新力、想象力与发展空间。这

是时代赋予水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发展的理想机遇期，也是水表产

业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进军，壮大产业规模的最佳时机。“互

联网+智能水表 2.0”应用新模式将会大大丰富智能水表在“智慧供

水”乃至“智慧水务”等领域应用的内涵，加快传统水表产业创新发

展步伐，颠覆传统制造业的封闭理念与生存空间。 

“互联网+智能水表 2.0”应用新模式的技术特征与功能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得到具体的体现： 

1）“智能水表 2.0”技术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提升； 

2）利用物联网的感知层、接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等技术，将

智能水表及管网传感器获取的管网检测数据融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和工业互联网，在云平台服务器的支持下，完成检测数据（乃至今后

的大数据）的挖掘与处理，真正实现管网测控网络化、自动化与智能

化，居民用水便利化，节水与用水管理实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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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嫁接移动互联网应用，实现移动支付、居民用水统计与查询、

数据分析、消息通知、阀门控制、节水管理等功能； 

4）在智能水表与智能传感器的配合下，利用智能水表通信装置

与信道，重点实现管网渗漏水自动检测、管网实时水质检测与控制等

功能； 

5）网络无线通信的带宽与速率大大提升，云计算与存储能力递

增，为图像、图片等反映管网与终端等工况的大数据量信息传输与处

理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6）除了融入智慧供水系统外，“互联网+智能水表 2.0”还可在

智慧水务、工农业与消防用水、污水处理等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用户创造价值，强调用户使用体验，是“互联网+智能水表2.0”

时代的重要理念和标志。 

5.结语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是“智能水表 2.0”与互联网应用技术深度

融合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更加关注水表的计量特性和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更加关注服务于智慧水务、智慧供水系统的

需求，更加关注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转型。因此，“互联网+智能水

表 2.0”时代的终端产品将在采用无机械运动装置的流量传感器技术

方面、在解决最后 1 公里无线通信和网络接入技术方面、在智能水表

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将会有重大突破；通过智能水表接入网络

（如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可以方便实现水表计量特性的

在线检测、自动校正、在线周期检定和电源容量管理与报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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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管网传感器的配合下，可以为智慧供水和智慧水务提供准确、

实时、多参量的管网、被测介质和工况的综合信息，真正实现“智慧

水务”和“智慧供水”各阶段的目标，为供水用户创造价值、为他们

提供增值服务，为节水和科学用水管理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水表企业应与时俱进，努力学习互联网新思维，摒弃传统旧观念，

高度重视水表产品与技术的转型升级，通过创新求变革、求发展，用

开放心态积极拥抱移动互联网，拥抱“互联网+”，拥抱“互联网+智

能水表 2.0”，密切关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和“德

国工业 4.0”的应用、发展与趋势，紧紧抓住历史新机遇，为我国民

族水表产业健康发展、为实现水表制造强国目标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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