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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解决龙南城区,尤其是富康、新圳工业园供水问题,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依托茶坑水库新建润泉第二水

厂,联合现状县水厂和石峡山水厂共同为龙南城区供水。 【方法】　 根据龙南城区水量预测和供水系统布局,润泉第二水厂设

计规模为 6 万
 

m3 / d,供水管网通过东江备用泵站与城区现状供水管网联动。 【结果】　 茶坑水库最低运行水位为 273
 

m,润泉

第二水厂厂坪标高为 258
 

m,用水区低区标高为 219 ~ 225
 

m,用水区高区标高为 230 ~ 300
 

m。 为充分利用“水源-厂区-用水

区”之间的高差,取水系统采用全重力取水,供水系统采用重力+变频加压联合供水。 工程新建原水输送管采用单根 DN1200
管道,长度为 11

 

km;新建清水输送管采用单根 DN1000 管道,长度为 5
 

km。 另外,中途加压泵站的进出水管之间设置超越管

和控制阀,可根据水压需求决策来水是否需要二次加压,从而减少耗电。 【结论】　 工程已投入使用近 2 年,供水量平均为 4. 5
 

万 m3 / d,出水水质全面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供水耗电量仅为 0. 191
 

kW·h / m3 。 润泉第二水厂的取

水方式、供水方式、二次加压方式以及与现状供水系统的联动方案充分考虑了工程的节能性、安全性,为城乡供水一体化打下

了坚实基础,相关设计理念可为其他工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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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water
 

supply
 

problem
 

in
 

Longnan
 

Urban
 

Area,
 

especially
 

Fukang
 

and
 

Xinzhen
 

Industrial
 

Park,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water
 

supply,
 

Runquan
 

Second
 

Water
 

Treatment
 

Plant
 

( WTP)
 

is
 

built
 

based
 

on
 

Chakeng
 

Reservoir.
 

In
 

the
 

future,
 

Runquan
 

Second
 

WTP
 

supplys
 

water
 

for
 

Longnan
 

Urban
 

Area
 

together
 

with
 

the
 

current
 

Longnan
 

WTP
 

and
 

Shixiashan
 

WTP.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nsumption
 

forecast
 

and
 

layout
 

of
 

Longnan
 

Urban
 

Area's
 

water
 

supply
 

system,
 

Runquan
 

Second
 

WTP
 

is
 

built
 

at
 

the
 

scale
 

of
 

6×104
 

m3 / d.
 

And
 

the
 

water
 

supply
 

network
 

of
 

Runquan
 

Second
 

WTP
 

is
 

linked
 

with
 

the
 

current
 

water
 

supply
 

network
 

through
 

the
 

Dongjiang
 

Emergency
 

Pumping
 

Station. [Results] 　 The
 

minimum
 

operation
 

water
 

level
 

of
 

Chakeng
 

Reservoir
 

is
 

273
 

m.
 

The
 

plant
 

elevation
 

of
 

Runquan
 

Second
 

WTP
 

is
 

258
 

m.
 

While,
 

elevation
 

of
 

the
 

lower
 

water
 

consuming
 

district
 

fluctuates
 

from
 

219
 

m
 

to
 

225
 

m,
 

and
 

the
 

higher
 

water
 

consuming
 

district
 

of
  

230
 

m
 

to
 

300
 

m.
 

So
 

as
 

to
 

make
 

ful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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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plant,
 

water
 

source
 

and
 

water
 

consuming
 

area,
 

the
 

raw
 

water
 

is
 

intaked
 

by
 

gravity
 

entirely
 

and
 

the
 

clean
 

water
 

is
 

suppli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gravity
 

and
 

variable
 

frequency
 

pumping.
 

11
 

km
 

pipe
 

with
 

a
 

single
 

section
 

specification
 

of
 

DN1200
 

is
 

built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raw
 

water
 

in
 

this
 

project.
 

And
 

5
 

km
 

pipe
 

with
 

a
 

single
 

section
 

specification
 

of
 

DN1000
 

is
 

built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clean
 

water
 

as
 

well.
 

In
 

addition,
 

bypass
 

pipe
 

and
 

control
 

valve
 

are
 

set
 

between
 

the
 

inlet
 

and
 

outlet
 

pipes
 

of
 

the
 

midway
 

pumping
 

station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And
 

whether
 

the
 

influent
 

shall
 

be
 

pumped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water
 

pressure. [Conclusion]　 The
 

project
 

had
 

been
 

put
 

into
 

use
 

for
 

two
 

years
 

nearly.
 

The
 

average
 

water
 

supply
 

is
 

4. 5×
104

 

m3 / d
 

with
 

a
 

power
 

consumption
 

of
 

just
 

0. 191
 

kW·h / m3
 

and
 

the
 

water
 

quality
 

reached
 

the
 

Standards
 

fo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GB
 

5749—2022)
 

fully.
 

The
 

water
 

intake
 

mode,
 

water
 

supply
 

mode,
 

secondary
 

pumping
 

mode
 

of
 

Runquan
 

Second
 

WTP
 

and
 

its
 

link
 

scheme
 

with
 

the
 

current
 

water
 

supply
 

system
 

fully
 

consider
 

the
 

energy
 

saving
 

and
 

safety
 

of
 

the
 

project,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water
 

supply.
 

Relevant
 

design
 

concepts
 

can
 

be
 

referred
 

for
 

oth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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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固有地理条件的影响,山地城市的供水系统

大多呈片状布局、枝状拓展、链状延伸,存在鲜明的

碎片化特征[1] 。 例如,同一城市的供水系统可能存

在多个不同的取水水源、独立的配水管网,水厂分布

零散、供水规模小;用水区地势起伏大,中途泵站设

置多、水压浪费多、供水成本高;水质、水量、水压得

不到有效保障,居民享受的供水服务品质较差。 但

是,在规划得当的条件下,地理条件又可以转变为山

地城市的优势,如温州市鹿城区石鼓山水厂通过合

理选址实现了全重力取水和供水,大大节约了工程

运行成本[2] 。 此外,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理念的提

出,以中小型山地城市为代表的城区供水分化问题

将得到有效改变,“统一管理、同等品质”的供水服

务目标将逐步实现[3-4] 。
龙南市(原龙南县)位于江西省南部山区,城区

现状有 3 座水厂,分别是县水厂、石峡山水厂(即润

泉水厂)和东江水厂,分布如图 1( a)所示。 县水厂

取水水源为桃江,总设计规模为 7 万 m3 / d,高峰供

水量为 6 万 m3 / d;石峡山水厂取水水源为石峡山水

库,设计规模为 3 万 m3 / d,高峰供水量为 2 万 m3 / d;
东江水厂取水水源为山泉水,设计规模为 1 万 m3 / d,
高峰供水量为 0. 6 万 m3 / d。 可见,现状供水系统无

法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为积极响应城市发展需求和

统筹城区供水管理,《江西省龙南市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程》新建润泉第二水厂替代东江水厂,并对取

水水源和供水管网进行优化配置。
1　 工程概况
　 　 根据《江西省龙南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龙南城区 2030 年总用水量为 14 万 m3 / d,润泉

第二水厂供水区为现状县水厂和东江水厂的联合供

水范围[图 1(a)]。 受水源污染、原水规模、取水方

式等的限制,远期县水厂的供水规模核减为 6 万

m3 / d、石峡山水厂的供水规模为 2 万 m3 / d、东江水

厂废除。 因此,2030 年龙南城区将出现 6 万 m3 / d
的供水量缺口。 考虑到城区供水系统的统筹调度,
润泉第二水厂按 6 万 m3 / d 的规模一次建成。 润泉

第二水厂建成后,富康、新圳工业园将形成多个独立

水源、多个独立水厂共同供水的格局[图 1 ( b)]。
润泉第二水厂清水输送管采用单根 DN1000 的管

道,当水源遭受污染或发生事故时,则由县水厂和石

峡山水厂通过东江泵站向用水区联合供水。
由《龙南县渥江流域综合规划》可知,2020 年在

渥江支流石门河下游新建茶坑水库,作为润泉第二

水厂的取水水源和龙南城区的主要供水水源。 茶坑

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297. 50
 

m,死水位为 273. 00
 

m,
50 年 1 遇设计洪水位为 299. 84

 

m。 97%保证率对

应供水量为 3
 

544 万 m3,其中城市供水量为 2
 

409
万 m3,下游生态需水量为 1

 

135 万 m3
 

(含河道生态

用水及沿线灌溉用水、零星生活用水),可满足 6 万

m3 / d 的城市用水和下游生态用水。 茶坑水库水源

为石门河地表水,坝址以上流域内无工业企业和其

他严重污染源;水质保护类别为《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实测水质满足Ⅲ类

水标准。
2　 方案论证
2. 1　 供水方式

　 　 根据管辖范围,用水区细分为富康工业园片区、
富康西南工业园片区、新圳工业园片区和共大片区

[图 1 ( b)],2030 年需水量分别为 7
 

500、18
 

000、
20

 

000
 

m3 / d 和 8
 

500
 

m3 / d,合计为 54
 

000
 

m3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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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Q 为设计规模。

图 1　 龙南城区现状水厂分布和规划供水系统布局

Fig. 1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WTPs
 

and
 

Layout
 

of
  

Water
 

Supply
 

System
 

in
 

Longnan
 

Urban
 

Aera

根据竖向高程,用水区又分为低区和高区,低区标高

为 219 ~ 225
 

m,高区标高为 230 ~ 300
 

m。 低区用水

图 2　 水厂选址与地形

Fig. 2　 Location
 

and
 

Terrain
 

of
 

the
 

WTP

量约为 16
 

000
 

m3 / d,高区用水量约为 44
 

000
 

m3 / d。
《龙南城区给水专项规划》要求,正常工况下,居民

区用户接管点服务水头不小于 28
 

m,工业园区用户

接管点服务水头不小于 20
 

m;消防工况下,管网最

不利点水头不小于 10
 

m;对于局部地势较高的地区

和高层建筑,水压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设置加压

系统。
水厂选址于临江三八水库西北 700

 

m 处的山地

上[图 2(a)],东侧毗邻现状 105 国道,现状地面标

高为 238 ~ 306
 

m[图 2(b)]。 厂址位于茶坑水库与

用水区之间,南距茶坑水库 11
 

km,北距现状配水管

网接驳点 5
 

km。 根据管网平差计算,润泉第二水厂

清水管与配水管网接驳点处的压力需求为 273
 

m,
厂区出口压力需求为 27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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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重力供水时,净水厂厂坪标高为 280
 

m。
厂平工程挖方量为 24 万 m3,填方量为 11 万 m3;回
填范围大,导致部分构筑物位于填方区,需进行地基

处理;北侧紧邻山谷,需大范围设置高挡墙;为衔接

现状 105 国道,进厂交通需设置盘山路。 另外,茶坑

水库水位为 273. 00 ~ 297. 50
 

m,为确保取水安全,需
建设 1 座规模为 2

 

750
 

m3 / h(含原水管道漏损量和

净水厂自用水量)的原水加压泵房,扬程为 15
 

m,原
水输送管采用单根 DN1200 管道。

采用加压供水时,为充分利用地形高差、平衡投

资,原水重力自流至厂区。 原水输送管也采用单根

DN1200 管道,厂坪标高为 258
 

m,比茶坑水库最低

水位低 15
 

m,比用水区低区高 33
 

m。 厂平工程挖方

量为 42 万 m3,填方量为 6 万 m3,大部分构筑物均可

落在实地处。 厂区清水加压泵房供水规模为 3
 

500
 

m3 / h,扬程为 25
 

m。
用水区低区采用重力供水,高区采用富康泵站、

新圳泵站加压供水(不同供水方案对应的供水范围

和加压压力不同);重力供水方案和加压供水方案

的工程投资(不含配水工程)对比如表 1 所示。 重

力供水方案虽然在运行电费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

加压供水方案可节约 1
 

176 万元工程费,且变频加

压供水的灵活性强,更能应对用水区的发展变化。
因此,本工程采用重力+变频加压联合供水。

表 1　 工程投资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Engineering
 

Investment

项目 重力供水 / 元 加压供水 / 元

地基处理 237 万 229 万

挡墙边坡 1
 

300 万 270 万

挖方量 432 万 804 万

填方量 362 万 101 万

外运量 269 万 932 万

道路工程 140 万 13 万

净水工程 7
 

320 万 7
 

804 万

原水工程 6
 

591 万 5
 

323 万

工程费合计 16
 

651 万 15
 

475 万

年运行电费 57 万 128 万

2. 2　 净水工艺

　 　 取水水源为水库水,冬季极端天气条件下存在

短时低温、低浊现象,夏季汛期可能导致浑浊度升

高;水流速度小、水动力差,存在富营养化的风险,且
不能排除藻类暴发等突发性水质污染的可能。 研

究[5]表明,针对受污染原水,常规的混凝、沉淀和过

滤仅能去除水中 20% ~ 30%的有机物。 因此,润泉

第二水厂采用“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的净

水工艺。 其中,预处理采用二氧化氯预氯化,深度处

理预留臭氧-活性炭处理工艺建设用地和衔接条

件,应急处理联合投加高锰酸钾和粉末活性炭。 工

艺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净水工艺流程

Fig. 3　 Process
 

Flow
 

of
 

Water
 

Purification
 

3　 主要工程设计
3. 1　 原水工程

　 　 水库枢纽由拦水坝、泄水孔及取水口组成。
坝顶高程为 302. 20

 

m,全长为 240
 

m,从北至南依

次为北岸非溢流坝、溢流坝和南岸非溢流坝,取水

口布置在北岸非溢流坝段。 为确保原水能够完全

重力自流至厂区,取水水位依据水库的最低运行

水位推算。 取水口采用具有分层取水功能的竖井

式取水口[6] ,由上而下布置 5 层 DN1200 进水管

(图 4) ,中心高程分别为 293. 50、288. 00、282. 00、
276. 00

 

m 和 270. 00
 

m。 取水管后接汇流竖井,汇
流竖井后接 DN1200

 

出水管,中心高程为 267. 00
 

m。
各进水管均采用长臂蝶阀控制,并在坝顶设置控制

房。 出水管上设置分水三通,分别接原水管和生态

需水管。
3. 2　 净水工程

　 　 设计规模为 6 万 m3 / d,厂区自用水量占比为

5%,净水构筑物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且内部分组

(格)数量均不少于 2 组(格)。 平面布置如图 5 所

示。 由图 5 可知,综合楼位于厂区东侧,邻近 105 国

道;净水区在厂区南侧按工艺流程自西向东布置,并
在厂区北侧预留深度处理用地;泥处理区布置于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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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为不同水位的保证率。

图 4　 取水口断面

Fig. 4　 Cross
 

Section
 

of
 

Water
 

Intake
 

Structure

　 注:①—折板絮凝池;②—斜板沉淀池;③—V 型滤池;④—反冲洗泵房;⑤—清水池;⑥—综合

楼;⑦—回收水池;⑧—排泥池;⑨—污泥干化场;⑩—综合加药间;—送水泵房及配电中心;
—臭氧制备间(预留);—臭氧接触池及中间提升泵房(预留);—活性炭滤池(预留)。

图 5　 厂区鸟瞰图

Fig. 5　 Aerial
 

View
 

of
 

the
 

WTP

区西北角,送水泵房及配电中心布置于厂区东北角。
主要处理单元工艺设计如下。
3. 2. 1　 絮凝沉淀单元

　 　 絮凝单元采用三段式折板絮凝池:前段为 120°
异波折板,中段为 120°同波折板,尾段为平行直板,
均为竖向布置;前段峰速为 0. 31

 

m / s,中段流速为

0. 22
 

m / s,尾段流速为 0. 11
 

m / s。 絮凝池有效水深

为 3. 55 ~ 4. 00
 

m,絮凝时间为 20
 

min。 底部积泥采

用穿孔管排出,并采用气动快开阀自动控制;排泥周

期按 1 ~ 2
 

d 考虑,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沉淀单元采用 1 座平流沉淀池,并与絮凝池合

建,进水采用花墙均匀配水,水平流速为 12
 

mm / s。
出水采用 6 根 22

 

m 长的指形槽,双面收水,堰上负

荷为 238
 

m3 / (m·d)。 沉淀池有效水深为 3. 5
 

m,沉
淀时间为 1. 9

 

h。 排泥采用泵吸虹吸式刮泥机,行走

速率为 1
 

m /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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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过滤单元

　 　 过滤单元采用 1 座恒水位 V 型滤池,分 6 格双

排对称布置。 单格过滤面积为 57. 6
 

m2,总过滤面

积为 345. 6
 

m2;设计滤速为 7. 6
 

m / h,强制滤速为

9. 11
 

m / h。 滤层采用均质石英砂, 粒径为 0. 9 ~
1. 2

 

mm,均匀系数 K60 = 1. 40,厚度为 1. 4
 

m;承托层

采用砾石,粒径为 4 ~ 8
 

mm,厚度为 0. 1
 

m。 滤层以

上最大水深为 1. 30
 

m,最大过滤水头为 2. 20
 

m。 反

冲洗过程为:先气冲洗,强度为 15. 0
 

L / (m2·s),历时

2
 

min;再气水同时冲洗,气冲强度为 15. 0
 

L / (m2·s),
水冲强度为 3. 0

 

L / ( m2·s),历时 4
 

min;后水冲洗,
强度为 6. 0

 

L / (m2·s),历时 6
 

min;全程表面扫洗,
强度为 2. 0

 

L / (m2·s)。 反冲洗周期为 24 ~ 36
 

h,配
水、配气系统采用长柄滤头。
3. 2. 3　 主要附属单元

　 　 (1)清水输送

送水泵房采用半地下式结构,以保证所有水泵

均能及时自灌启动。 考虑到水泵选型并预留余量,
水泵扬程取 30

 

m。 最大送水规模为 3
 

500
 

m3 / h,采
用 4 台卧式离心水泵(变频)。 其中,大泵 2 台,单
泵流量为 1

 

842
 

m3 / h;小泵 2 台,单泵流量为 821
 

m3 / h。
(2)排泥水处理

设计进水浑浊度取 10
 

NTU (对应保证率为

95%),沉淀池出水浑浊度按 5
 

NTU 设计,V 型滤池出

水浑浊度按 0. 5
 

NTU 设计。 设计干泥量为 1. 5
 

t / d,
干化周期取 5

 

d,干泥负荷取 5. 5
 

kg / m2,干化场总面

积为 2
 

208
 

m2。
(3)药剂投加

二氧化氯设置 3 处投加点,分别是:滤前加氯,
投加量为 0. 5 ~ 1. 5

 

mg / L,投加点在原水流量计进

口;滤后加氯,投加量为 0. 5 ~ 1. 5
 

mg / L,投加点在清

水池进水管上;清水补氯,投加量为 0. 1 ~ 0. 5
 

mg / L,
投加点在送水泵房吸水井进水管上。 二氧化氯制备

系统采用 4 台发生器,3 用 1 备,与投加点一一对

应,单台有效氯产量为 4
 

kg / h。
混凝剂和助凝剂分别采用聚合氯化铝( PAC)

和聚丙烯酰胺(PAM)现场配置,并采用在线稀释投

加,前者投加点位于管式混合器进口,后者投加点位

于絮凝池进口。 PAC 投加量为 10 ~ 20
 

mg / L,1
 

d 配

制 3 次,质量分数为 5% ~ 8%,投加系统采用 3 台隔

膜式计量泵(2 备 1 用)。 PAM 投加量为 0. 1 ~ 0. 2
 

mg / L,1
 

d 配制 1 次,质量分数为 1%,投加系统采用

2 台软管泵(1 用 1 备)。
应急处理加药点位于管式混合器进口。 高锰酸

钾最大投加量为 2. 0
 

mg / L,质量分数为 2%,采用 2
台隔膜式计量泵(1 用 1 备)。 粉末活性炭最大投加

量为 30
 

mg / L,投加质量分数为 3%,采用 2 台投加

机(1 用 1 备)。
3. 3　 中途泵站

　 　 中途泵站采用现状加压站改造。 为充分利用净

水厂送水泵房水头、节约运行成本,中途泵站在进水

总管和出水总管之间设置超越管和控制阀(图 6),
并和城市供水智能监测调度系统联网。 近期,用水

区内的城建发展尚不充分,来水水头可满足用水需

求,关闭中途泵站吸水井进水阀、开启超越管控制

阀,来水直接供给市政配水管。 远期,根据不利点压

力监测,当来水水头不满足用水需求时,关闭中途泵

站超越管控制阀、开启吸水井进水阀,来水经水泵加

压后供给市政配水管。
4　 经济分析及运行效果
　 　 润泉第二水厂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25

 

274. 95 万

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19
 

976. 64 万元,1
 

m3 经营成本

为 0. 68 元。 根据设计工况测算,润泉第二水厂 PAC
年投加量为 177

 

t,净水用 PAM 年投加量为 0. 87
 

t
(年投加时间为 180

 

d),排泥水处理用 PAM 年投加

量为 1. 85
 

t;消毒用二氧化氯年投加量为 35. 4
 

t,预
氧化用二氧化氯年投加量为 17. 7

 

t,共计消耗氯酸

钠 34. 5
 

t / a、盐酸 63. 7
 

t / a;每年药剂费为 73. 41 万

元,1
 

km3 制水药耗成本为 33. 52 元。 另外,工程年

用电量为 419. 87 万 kW·h, 1
 

m3 供水耗电量为

0. 192
 

kW·h,远小于 2022 年我国城市供水工程的

平均水平(0. 247
 

kW·h / m3 )。 工程于 2023 年 2 月

投入使用,供水量平均为 4. 5 万 m3 / d,耗电量平均

为 0. 86 万
 

kW·h / d。根据江西省龙南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润泉第二水厂出水水质完

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的

要求,主要指标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5　 结语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切实举措,也是城市供水服

务的发展趋势。 受本底条件的制约,山地城市,尤其

是中小型山地城市的供水系统目前基本呈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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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增压泵站平面

Fig. 6　 Plan
 

of
 

the
 

Boosting
 

Pump
 

Station
表 2　 润泉第二水厂出水水质

Tab. 2　 Finished
 

Water
 

Quality
 

of
 

Runquan
 

Second
 

WTP

检测指标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总大肠菌群 / [CFU·(100
 

mL) -1 ] 不应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 [CFU·(100
 

mL) -1 ] ≤100 <1

色度 ≤15. 0 13. 5

浑浊度 / NTU ≤1. 0 0. 9

pH 值 6. 5~ 8. 5 7. 2

铁 / (mg·L-1 ) ≤0. 300 0. 042

锰 / (mg·L-1 ) ≤0. 100 0. 015

溶解性总固体 / (mg·L-1 ) ≤1
 

000 77

高锰酸盐指数 / (mg·L-1 ) ≤3. 00 1. 09

二氧化氯 / (mg·L-1 ) 0. 1~ 0. 8 0. 1

发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的推进相对困难。 润泉

第二水厂是《江西省龙南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解决龙南市富康、新圳工业园

用水问题的关键支撑,也是加强龙南市中心城区用

水安全的重要保障。 为控制工程投资、节约运行成

本,该水厂巧妙利用地形高差,采用重力取水和重

力+变频加压联合供水方案。 同时,通过在中途加

压泵站的进出水管之间设置超越管和控制阀,城市

供水智能监测调度系统可根据不利点水压需求决策

从净水厂供入泵站的来水是否需要二次加压。 工程

运行后,水质、水量、水压均满足使用需求,1
 

m3 供

水耗电量仅为 0. 192
 

kW·h / m3,相较于 2022 年我国

城市供水工程的平均耗电水平可减少 0. 044
 

kg
 

CO2
 

eq / m3。 润泉第二水厂工程在节能设计和系统优化

等方面的实践,可为同类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 但

是,城乡供水一体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结合智

慧水务的理念加快建设以“厂-站-网-端”为核心的

新型供水服务体系,包括但不局限于厂网系统的数

字孪生、事务管理的提档升级、运行风险的预判预警

以及运行问题的精准溯源、快速处置。 另外,随着

“两型社会”和“双碳”政策的推进,供水工程的节能

降耗、降本增效也是保障城乡供水一体化顺利实施、
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质量的伴生命题,仍然有

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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