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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现场管理智能化分级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目的意义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立项号为 T/CIESC 0060-2021。由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制定，河南水云踪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参与制定。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分级标准的建立，可以为用水企业及水处理服务企业提供一套参考体系，用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

求和经济能力，提出需要达到的智能化智慧化控制程度及节水减排、绿色发展、节能降耗的目标，逐步提

升现场管理水平；水处理服务企业则可参考这一标准，开发相应的产品、设备、及现场管理方案，使水处

理企业之间在同样的标准下进行有序的竞争。不同级别的智能化智慧化，需要与不同的目标及现场管理水

平相适应。未来，可实现智慧化管理的统一规格性标准，并促进用水企业不断提标，提升整个行业的智慧

化程度。 

标准并不局限于已经成熟的技术手段，而是面向未来提出更高的目标，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研发指出方

向。例如，补水水源日益复杂并快速变化，环保排放标准日益严格，非常规水源回用于循环冷却水系统等

新情况的出现，对现场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通过对现场管理进行智慧化升级，最终为企业实现

节水减排、绿色发展、节能降耗的目标，最终助力我国工业实现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工作简要过程 

针对本文件的编制目标，各参与单位专门组建了以从事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方面工作多年的资深管理

员以及技术工程师为主的标准编制工作组。工作组根据现场管理的实际情况以及标准化方面的工作要求，

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标准的工作基础上，确认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关键管理目标，结

合目前我国国内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管理智能化工作现状，结合工业数智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起草了初

稿。后经标准化专家以及工业水处理技术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后完成了《工业循环冷却水现场管

理智能化分级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三、编写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原则 1：能够适应具有不同水资源禀赋、经济承受能力、企业发展阶段的各行业和各地域的工业循环冷

却水系统现场管理； 

原则 2：能够指导和推动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现场管理的发展水平。 

依据 1： 工业循环冷却水的现场管理目标是提高运行效果、提升运行效率这两个根本管理目标； 

依据 2：工业智能化系统的主要工作为数据监测、数据分析、决策与执行、以及与其他智能系统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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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四个方面。 

四、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益 

技术经济分析论证 

为本标准的建立初步选定了两种分级方案。一、参照 GB/T 40429-2021《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中

的智能类系统与人的不同角色及在不同工况下的作用为主进行分级论述；二 、参照DB50/T 10001.2-2021、

DB51/T 10001.2-2021《智慧高速公路智慧化分级标准》中的智能类系统的主要功能进行分级论述。 

标准编制小组根据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实际运行现状及技术现状，确定出对比方案的评价标准为标

准的适用范围和对技术发展的指导性这两个方面。通过对两种分级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最终确定方案二，

因其适用性更广，对技术的指导性更强，因此选定其为最优方案。 

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建立，将促进用水企业将水系统的运行效率进行量化，从而促进用水企业进一步节水减排、

节能降碳，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可促进水处理服务型企业，更有动力开发出适应用水企业实际需

求的产品、设备、及现场管理方案，促进水处理企业之间进行有序竞争，从而促进整个水处理行业的发展，

推动我国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预估此项工作将为各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及水平对比 

本领域属于综合交叉学科领域，目前尚未找到相关的国际标准。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制定而来，具有很好的协调性。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建议宣贯本标准的目的、意义以及其带来的效益，以促进企业积极贯彻实施。 

八、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