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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中华环保联合会。为规范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的技术要求，提

升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数据库建设的效率和质量，提高资产管理整体水平，中华环保联合

会于 2024年 1月下达了关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中环联

字〔2024〕10号)的标准编制任务。

1.2协作单位

本规程由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首创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

草单位，其他协作单位包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水网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清华大学、宁夏大学、天津大学、北京首创智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和珠海卓邦科技有

限公司等。

1.3主要工作过程

1.3.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标准主编单位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首创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牵头组

建标准制订编制组（以下简称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原则、工作目标、工

作内容和技术路线，讨论了标准定位、侧重点以及在标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根据标

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务分工。

1.3.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并编制大纲

编制组检索、查询和收集国内外关于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数据采集、校核、建库及更

新等工作的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管理领域的现状、问题和

需求，并先后实地调研北京、宿迁、淮安、固原、福州等地各类排水防涝设施，考察数据采

集作业的实际情况和现场环境特点，与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各种形式讨论，在总结一线管理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技术规程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1.3.3 编制标准草案

编制组在大纲基础上，广泛征求业内专家建议，对大纲进行修改完善，确定大纲后编制



2

组进行任务分工，按大纲开展标准草案编制工作。初稿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严格把控规程质

量，加强内部审核，对每一章节中关键技术问题，由编制负责人和各章节技术负责人组织进

行详细研究、分析和讨论，必要时开展技术研讨会进行研讨，并结合实地进行对比验证，逐

个解决规程中的核心技术问题，及时调整、优化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的标准和方

法。

1.3.4召开立项评审会

2024年 1月 24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会。专家组认真听取

了编制汇报，经质询和讨论，通过了本项目的立项审查，并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标准名称修改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2）按照 GB/T1.1—2023《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起草；

（3）建议增加信息维护的相关内容。

会后，编制组根据意见进一步对标准草案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修改，并将标准题目修改

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程》，形成征求意见稿。

1.3.5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4 年 6 月 20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

家组认真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询、讨论，专家组通过了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

术审查，并提出了以下主要修改意见：

（1） 按照 GB/T1.1-2020 标准语言要求修改标准条文描述；

（2） 增加第四章基本规定，把分类原则汇总至第四章，删除解释性条款；

（3） 列表注明不同数据库格式表格；

（4） 精简标准用语，增强可操作性。

会后，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调整了文本结构，增加

了基本规定章节，补充完善了数据库设计与建设有关技术要求，优化了措辞用语。

2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制定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果，截至 202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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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 17.9%提高到了 65.2%。然而，在城镇化建设急速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先

地上，后地下”开发模式显著地降低了地表透水率，从而引起城市地表径流增加，地表下渗

减少。同时，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强降雨愈发频繁，各地城市正面临汛期排水防涝的巨大

挑战。自200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发生多起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灾害，如2012年北京“721”

特大暴雨造成了严重涝情，导致 79 人遇难、160.2 万人受灾，经济损失 116.4 亿元；2021

年郑州发生“720”特大暴雨更是造成近 300人遇难，形成巨大的灾害损失。2013年 3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

已明确提出要“有效解决当前影响较大的严重积水内涝问题，避免因暴雨内涝造成人员伤亡

和重大财产损失”；2013年 9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3〕36号），重申了城市发展中“安全为重”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城市排水防

涝工程体系的建设目标。在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纷纷对城市排水防

涝设施数字化管理提出新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建城〔2020〕111号）提出要“运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升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实时掌

握设施运行状况，实现对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监测与预警”；2023年年初，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明确要“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理，加快

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设备具有资产复杂多样、空间布局分散且关联度强的特点，需要建立

以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为核心的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技术体系，借助数字化手段开展标准化运行、

精细化管理、智慧化调度决策，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城市水系统问题，保障城市水安全。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智慧化管理与综合调度需要依托大量、准确的资产信息。这些资产

信息往往来自于不同渠道、不同格式、不同标准的数据。当前，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存在资产

信息来源混乱、数据不成体系、采集作业不规范、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并且国家、行

业和地方相关资产信息采集标准规范出台较少，现有标准规范大多仅对资产信息采集的特定

环节制定了明确的技术要求，未能覆盖数据采集、校核、建库及更新全流程。为了促进排水

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的标准化、科学化，亟需开展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技术规

程标准编制，明确信息采集、校核、建库、更新的范围、要求、流程和方法等。本规程的编

制，将有助于推动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高质量数据库建设，降低数据采集和管理的成本，

为城市内涝精确防控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撑，助力城市水系统多要素、多目标协同治理和调度，

对保障国家水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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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编制依据

GB 55027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18578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规范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6344 信息技术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 51187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

CJJ/T 269 城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2.3 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有关规定，确定标准的结构和内在关系，标准条文层次的划

分符合 GB/T 1.1的规定。

2）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和表达方式在三个方面实现统一：一是标准结构的统一，即标准中的章、

条、段、表、图和附录的排列顺序与 GB/T1.1的要求统一；二是文体的统一，即类似的条款

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相同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三是术语的统一，即同一个概念使

用同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协调性，即标准结构、章节、条文的合

理布局和逻辑顺序，确保标准的整体框架和具体内容清晰、完整；二是外部协调性，即新编

制的标准与现有标准体系之间的协调一致，确保新标准与已有标准在内容、要求、术语等方

面相互衔接、相互补充，避免重复或矛盾。

3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城市排水设施资产类型众多，目前尚未发现有公开的技术规范从资产信息的采集、校核、

建库、更新等全流程系统提出技术要求；本规程主要以一线资产管理实践为基础，在满足现

有法律法规、国家、行业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对现有标准体系补充、完善、优化，具体说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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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GB/T 51187-2016）已发布实施近 8

年。该标准对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各环节提出了通用技术要求，本规程在 GB/T

51187-2016的基础上，基于编制组丰富的排水防涝设施实际管理经验，（1）补充了可适用

于我国所有排水防涝资产管理场景的分类和编码原则，明确了资产编码与分类的对应关系，

为以资产为对象开展数据采集与维护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2）细化了信息采集的内容及

数据来源，明确了资产信息包含空间、属性、技术、建安、拓扑、档案、状态、维护等八大

类，补充了动态信息采集的范围和方式；（3）基于一线管理实践，补充了资产信息采集总

体流程、已有资产收集流程、现场探测及盘点步骤、数据入库步骤、标识标牌新增和更新流

程、数据维护与更新流程，针对资产信息采集与管理提出了具体的作业程序及管理机制；（4）

补充了信息校核程序与数据质量评价方法，提出了可执行的资产数据库建设成果质量衡量方

法、数据质量问题处理机制；（5）细化了数据库建设和动态管理的技术要求，对于新建、

存量资产各自的数据维护与更新的频率提出了明确要求，对空间数据、业务数据、元数据等

不同类型数据的维护与更新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23）仅针对测绘数据的质量检查与评价出了规定，未就其他类型的量测数

据和非量测数据提出成果质量检查与评价方法；《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GB/T

36344-2018）提出了数据质量评价指标框架，未基于城市排水防涝具体业务场景提出有针对

性的数据质量评价方法及具体评价指标。本规程结合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特点，补充了资产静

态和动态信息各类数据的校核内容、校核程序、技术要求以及数据质量评价方法、质量问题

处理机制，使得技术标准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4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本规程共分 10章，主要内容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

一般规定；5、资产分类及编码；6、信息采集；7、信息校核；8、数据库设计与建设；9、

数据质量评价；10、信息维护。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主要说明本规程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介绍本规程引用的国标、行标、地标等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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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归纳梳理本规程中涉及的相关的术语，进行定义和解释。

4、一般规定

归纳梳理本规程中的通用性原则、规定及说明。

5、资产分类及编码

主要规定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分类及编码的方法。

6、信息采集

本章主要介绍了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资产信息采集的内容及来源，详细对已有资料收集及

现场探测及盘点两大类作业的步骤、流程进行了规定。

7、信息校核

本章对信息校核的内容、程序进行了规定。

8、数据库设计与建设

本章对数据结构设计、数据库设计、数据建库步骤及数字化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

9、数据质量评价

本章包括批数据质量评价方法、数据质量问题处理方法进行了规定说明。

10、数据维护

本章对数据维护机制、流程等进行了相关规定。

5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6 知识产权说明

本规程无知识产权争议。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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