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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规范水平衡测试工作，提升水平衡测试的质量，促进水

平衡测试工作广泛深入开展，促进我省节约用水工作，2021年 10月

山东省水利厅委托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牵头起草山东省水平衡

测试地方标准。 

2022 年 10 月 12 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印发全省

标准化创新发展项目计划的通知》（鲁市监标函〔2022〕247号），批

准该项目立项，项目名称为《工业企业、公共机构和服务业水平衡测

试技术要求》，立项号：2022-T-050。 

本文件由山东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二）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和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共同负责标准项目立项、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等工作。 

淄博市水平衡测试工作起步较早，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全市范围

推广开展水平衡测试，截至2022年底，共开展完成1019家（次）水平

衡测试，开展次数最多的一家用水单位已达11次，涵盖了27类行业，

水平衡测试项目完成多，覆盖范围广，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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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一直负责全市水平衡测试工作，具有丰

富的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曾参与《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的修订工作，多年来，通过制定淄博市水平衡测试报告

书编制大纲、水平衡测试验收标准等技术文件，技术能力和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淄博华泽水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山东新境环境资源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山东齐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水利职工技术协会、

山东建筑大学、淄川区水资源服务中心、沂源县水资源综合服务中心、

高青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张店区水利事业服务中心等单位。 

任务分配：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负责标准立项工作、起草标

准草案及编制说明以及其他事项；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配合

做好标准立项工作，负责起草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等工作；山东省水

利科学研究院负责技术指导，参与标准草案起草及编制说明编写事项；

山东省水利职工技术协会、山东新境环境资源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山

东齐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建筑大学、淄川区水资源服务中心、

沂源县水资源综合服务中心、高青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张店区水

利事业服务中心负责资料收集、参与标准草案编写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1 郑俊峰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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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2 邱艳霞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技术负责人，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编写 

3 陈华伟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技术指导，参与标准草案编写 

4 董国华 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编写 

5 李  烃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及编制说明编写 

6 袁  波 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7 郭娇娇 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8 刘  磊 山东齐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9 傅道锟 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现场测试调研、资料收集 

10 崔  朕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1 黄晓冬 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测试方案调研、资料收集 

12 张文茜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3 郭金国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4 王洪宝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5 王  铖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6 陈  青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参与标准草案编写、资料收集 

17 薛一冰 山东建筑大学 技术指导 

18 何  逸 山东建筑大学 测试资料收集 

19 范明远 山东省水利职工技术协会 测试资料收集 

20 王克红 沂源县水资源综合服务中心  测试资料收集 

21 仇钰婷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测试资料收集 

22 冀  辉 淄川区水资源服务中心 测试资料收集 

23 张慧瑾 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测试资料收集 

24 高  洋 高青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测试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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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任务分工 

25 安  丽 
山东新境环境资源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 测试资料收集 

26 周志刚 张店区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测试资料收集 

（三）起草过程说明 

本文件起草过程可分为组织准备、文献收集整理、标准立项、标

准草案起草、征求意见、专家审查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织准备 

2021年 10月，山东省水利厅委托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牵头

组织起草我省水平衡测试的地方标准。在省水利厅的组织领导下，淄

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联合淄博华泽水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成

立标准起草组，明确工作路线，制定标准起草的工作方案。 

第二阶段：文献收集整理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2 月，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水

平衡测试方面的相关标准、技术文献等资料，对省内外有关地区的水

平衡测试情况进行调研，总结我省水平衡测试工作经验做法，邀请有

关专家进行咨询，征求起草地方标准的建议意见，形成标准草案的大

纲框架。 

第三阶段：标准立项 

2022 年 2 月，形成标准草案初稿，完成标准立项申请书。2022

年 2 月 21 日，山东省水利厅在济南组织召开了《工业企业、公共机

构和服务业水平衡测试技术要求》标准立项专家论证会议，立项论证

通过后，省水利厅报省市场监管局申请标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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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省市场监管局通过立项审查，项目名称为《工业

企业、公共机构和服务业水平衡测试技术要求》，立项号：2022-T-050。 

第四阶段：标准草案起草 

2022年 10月，起草组完成标准草案初稿，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

中心在淄博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市场监管局、

淄博市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咨询会，与会专家对标准草

案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建议意见。经修改完善后，

形成标准草案的征求意见稿。 

第五阶段：征求意见 

2022年 11月，省水利厅函告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及各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节水管理部门、科研机构、有关工业企业、机关单位以及

服务业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机构、高校等单位及水平衡测试专家广

泛征求意见，共收到 55个单位和专家的书面回函，其中有 14个单位

或专家提出反馈意见共 61条。起草组对反馈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分析，

对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第六阶段：专家审查 

2023年 3月 21日，完成标准的送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报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6 月 1 日，山东省水利厅邀请有关单位的代表和专家，

在济南组织召开标准专家审查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会议进行了监

督。与会专家一致同意本文件通过审查，并建议标准名称由《工业企

业、公共机构和服务业水平衡测试技术要求》变更为《用水单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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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测试技术规程》。 

二、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一）标准制定的目的 

近年来，国家和山东省围绕节约用水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新的

法规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山东省

节约用水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节约用水规划和本行业用水实际，拟定节水地方标准，经

省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并发布实施。2022 年 2 月

15日印发的《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对水资源

集约节约提出了“完善节水标准体系，修订省级农业、工业、服务业

以及非常规水利用等各领域节水标准”等要求。 

水平衡测试是节约用水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2008 年国家颁布

出台了《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2022年 7月进

行了修订，即《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通则》的发

布实施对水平衡测试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山西省、

黑龙江省、浙江省、深圳市分别制定了水平衡测试的技术标准，我省

水平衡测试方面的技术标准尚属空白。因此，在国家《水平衡测试通

则》（GB/T 12452）的基础上，结合我省近年来水平衡测试的工作经

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我省水平衡测试地方标准，是对省内节水管理标

准体系的有效补充，对进一步推动我省水平衡测试规范开展和良性发

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标准制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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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水平衡测试地方标准，是对《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的有效补充和完善，符合我省水平衡测试的实际需

求，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各市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对规范

水平衡测试工作，提高水平衡测试的质量，更好地发挥水平衡测试

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节约用水水平、推进我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地方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

准的组成要素。 

2.科学性原则。充分考虑先进用水技术水平、各行业用水特

点，符合新时代节水工作的发展需求。 

3.实用性原则。本文件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省水平衡测

试工作的实际和需求，进一步补充、细化、完善有关内容，增强了标

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适用于全省水平衡测试工作。 

4.政策相符性原则。本文件内容与国家、山东省的法律法规、文

件政策的要求相符合。 

5.与国标协调一致原则：本文件内容与《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及其他国家、山东省相关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二）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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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 34号令） 

（2）《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2021年） 

（3）水利部《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号） 

（4）《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

通知》（发改环资规〔2019〕695号） 

（6）《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

公共机构节约用水工作的通知》（国管办发〔2021〕33号） 

2.相关标准和技术文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916（所有部分）  取水定额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6922  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 

GB/T 28284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GB/T 42031  用水单位水平衡图绘制方法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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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813  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 

DB37/T 1639  （所有部分）山东省重点工业产品取水定额 

DB37/T 5105  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 

（三）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的程序、内容与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用水单位的水平衡测试，包括工业企业、公共机构

（如学校、医院、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服务业单位

（如宾馆、餐饮、商业综合体等）等，不适用于灌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规定了水平衡测试程序与方

法，为本文件水平衡测试程序与方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 7119）规定了工业企业节水评

价要求，为本文件水平衡测试用水评价指标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17167）规定

了用能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准确度等级的相关要求，为本文件中

编制用水单位开展测试时需要的计量的相关要求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取水定额（所有部分）》（GB/T 18916）规定了单位产品取水

量计算方法及取水定额，为本文件水平衡测试用水评价指标提供了参

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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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 术语》（GB/T 21534）规定了节约用水相关的水源、

生产用水、生活用水、节水管理和节水指标方面的术语，为本文件编

制过程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 规定

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相关要求，为本文件中编制用水

单位开展测试时需要的计量的相关要求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GB/T 26922）规定了服务业评

价指标体系及要求，为本文件水平衡测试用水评价指标提供了参考和

依据。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GB/T 28284）规定了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为本文件水平衡测试用水评价指标提供了

参考和依据。 

《用水单位水平衡图绘制方法》（GB/T 42031），描述了用水单

位水平衡图的绘制原则和方法，并给出了绘制样式，为本文件水平衡

图绘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3.术语和定义 

依据GB/T 21534-2021和有关国家标准，结合实际测试需求和实

践经验，对水平衡、测点、外供水量、漏损水量、漏损率、重复利用

率、排水率、废水回用率等8个术语给出了定义，详见表2。 

为查询使用方便，对于 GB/T 21534等标准已经界定、在水平衡

测试工作中使用较多的其余 31个术语，在本文件的附录 G汇总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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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术语和定义统计表 

术语和定义 说明 

水平衡 

GB/T 12452-2022和GB/T 21534-2021均未对“水平衡”定义进行

界定，为更好解掌握水平衡的意义，本文件依据GB/T 12452-2008

对术语“水平衡”进行界定。 

测点 
测点布设是测试方案和现场测试的重要环节，本文件对“测点”进

行界定。 

外供水量 

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统计表中需要对外供水量进行统计，作为输

出水量进行平衡计算。因此，本文件对术语“外供水量”进行界

定。 

漏损水量 

漏损水量需要进行现场测定，并计算用水评价指标“漏损率”评

价用水单位用水管理情况。因此，本文件依据GB/T 21534-2021

的“供水管网漏损水量”对术语“漏损水量”进行界定。 

漏损率 
漏损率作为用水评价指标，反映用水单位用水管理情况。因此，

本文件对术语“漏损率”进行界定。 

重复利用率 

GB/T 21534-2021只界定了工业重复利用率，考虑到公共机构、

服务业单位中部分单位亦会涉及该项指标，因此，本文件依据

GB/T 21534-2021的“工业重复利用率”对术语“重复利用率”进

行界定。 

排水率 
排水率作为用水评价指标，体现用水单位的取用排水的关系，因

此，本文件对术语“排水率”进行界定。 

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率作为用水评价指标，反映用水单位用水、节水管理情

况。因此，本文件依据GB/T 21534-2021的“工业废水回用率”对

术语“废水回用率”进行界定。 

4.总则 

4.1测试基本条件 

该条款规定了开展水平衡测试应具备的基本条件。GB/T 12452-

2022 未对水平衡测试工作开展的基本条件进行规定。本文件结合我

省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对水平衡测试开展的基本条件进行了界定。

主要包括 4个方面的要求。 

（1）开展测试时，用水单位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才能真实客观反

映用水情况，否则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用水状况。因此，应在用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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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或经营正常的状态下开展水平衡测试。 

（2）计量器具的配备完善与否、仪表仪器计量的有效性会直接

影响到水平衡测试的成果质量，因此，测试开展前应满足相关规定的

配备完善计量器具，才能准确地反映用水单位的正常用水状况。 

（3）为确保水平衡测试数据准确性，对水平衡测试所使用的测

试仪器提出了要求。 

（4）水平衡测试工作应在对用水单位充分调查，并制定合理可

行的测试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开展。 

4.2用水分类 

用水分类既是水平衡测试统计分析的需要，也是用水单位对用水

情况进行分析的需要。本文件分别对工业用水单位和非工业用水单位

的用水进行了分类。 

工业用水单位用水按其生产过程可分为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

用水、附属生产用水，不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外供水、基建用水等。

本文件对三类用水进行了具体界定。 

非工业用水单位可根据自身功能、用水特性等，按用途对用水进

行分类，不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外供水、基建用水等。如：高等院校

可分为教学、办公、公寓、食堂、实验、图书馆、体育场馆、浴室、

锅炉房、绿化、消防等与办学相关的用水。 

4.3水平衡图示与方程式 

本文件依据GB/T 12452-2022给出了水平衡基本图示与水平衡方

程式；依据《用水单位水平衡图绘制方法》（GB/T 42031-2022），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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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水平衡图基本绘制方法和要求。水量符号与GB/T 42031-2022保

持一致，并根据水平衡图绘制和水平衡计算的需要，对GB/T 42031-

2022中表 1所列的水量符号进行补充，增加了3个水量符号（用水量

Vt、软化水量Vc、除盐水量Vc）。为便于查询使用，将全部水量符号在

本文件的附录F列出。 

4.4水平衡测试方法 

本文件根据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和有关文献资料，结合用水单位

用水工艺复杂情况，给出了三种测试方法。 

对于用水系统较简单的用水单位，可在同一时段内对用水单位的

各用水单元的取、用、耗、排水等同时进行测试，获得水量测试数据，

进行水量平衡。该方法优点是测试同时进行，测试时间短，人力集中，

便于组织协调。由于该方法测试时在同一时段内完成，需要的测试人

员较多，一般适用于小型用水单位。 

对于用水系统结构复杂、能够选择具有代表性测试时段的用水单

位，可分别对各用水单元的取、用、耗、排水等进行测试，统计汇总

水量测试数据，进行水量平衡。该法适用于用水单位的用水系统机构

复杂但是可以逐级分解，且易于选择有代表性的测试时段的情况，能

够较好地反映用水单位的用水情况。 

对于生产周期较长、正常生产条件下难以选择具有代表性测试时

段的用水单位（如酿造类企业），可根据生产工艺情况，每隔一定时

间分别对不同工艺阶段的各用水单元的取、用、耗、排水等进行测试，

综合历次水量测试数据进行水量平衡。适用于生产周期长、用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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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段的用水单位，需要多次测试并根据多次测试数据进行测试结果

的统计汇总分析。 

4.5水量测试方法 

本文件介绍了实测法、设备参数法、公式计算法、经验调查法、

统计资料分析法等 5种方法。 

实测法。根据用水单位用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对水表等仪表读取

数据。实测法计数直观、读取数据简单方便、省时省力，而且还能同

时计量累计水量和计量瞬时水量，是水平衡测试优先采用的方法，是

水量测试最常用的方法。 

设备参数法。对于不具备实测条件且用水量稳定、运行可靠的用

水设备，可以通过用水设备参数获取水量。设备运行工况与额定工况

不符的，不能采用设备参数法。 

公式计算法。对于无法适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测试获取水量参数

又有经验公式的，可根据公式计算法，如物料带水、反应生成水、循

环冷却水的蒸发吹散量、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耗水量等水量的测

试。 

经验调查法。对于无法适用于上述三种方法获得水量参数的，可

调查相同设备或同行业用水数据做出水量推算。如耗水量、排水量等

水量的测试。 

统计资料分析法。对于测试时未正常运行的系统或单元，平时用

水档案资料较为齐全的，可通过统计资料分析法获得水量参数。是对

现场测试时不具备运行条件的个别用水系统或用水单元的补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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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水平衡测试工作程序 

水平衡测试工作程序分为测试准备阶段、现场测试阶段、数据汇

总阶段、分析评价阶段、报告编制阶段五个阶段。 

5.测试准备阶段 

5.1前期调查 

依据 GB/T 12452-2022的要求，结合水平衡测试实际需要，从用

水单位概况、取用排水情况、生产工艺及用水工艺、用水设备、计量

器具配备情况、节水技改及节水器具、用水节水管理情况 7个方面对

前期调查内容进行了细化。实践中可根据用水单位实际情况增加或减

少调查的内容。 

5.2测试方案制定 

包括人员物资准备、用水单元划分、测试时段选取、测点布设、

完善计量器具、工作计划安排 6个方面内容。 

1）人员物资准备 

    测试前应对参与测试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安全培训；物资包

括测试仪器设备、测试空白表格等。水平衡测试所使用的测试仪器在

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2）用水单元划分 

工业用水单位可根据生产流程和测试需求等特点，把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生产工序、装置（设备）或生产车间、部门等，划分为若干个

用水单元。 

非工业用水单位可根据用水特点（形式）和测试需求，把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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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性的用水区域、建筑物等，划分为若干个用水单元。 

3）测试时段选取 

依据 GB/T 12452-2022，结合水平衡测试的实践经验，对测试时

段的选取进一步细化界定。 

选取运行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时段，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7×24h，

每 24h至少记录一次，取得不少于 8次（7组）测试数据。 

如用水单位用水时段规律性强，可结合其用水特点合理确定测试

水量周期和时段，连续测试时间不应少于 3×24h；对于工作日、非工

作日用水差异较大的，如学校、商场等，测试时段应包含一个完整的

用水周期，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7×24h。 

季节性用水量差异较大的用水单位，如热电联产行业，应选取典

型时段分别测试；生产周期长、各时段用水量不均匀的用水单位，如

酿造行业，测试数据应体现生产周期的用水情况。 

4）测点布设 

测点布设应满足各用水单元的水量统计平衡需求，该用水单元输

入、输出的水量均应测试。以图示和说明的方式，给出了各测点水量

参数的获取方法。 

5）完善计量器具 

测试前，应按照 GB/T 24789和 GB/T 17167的有关规定配备完善

计量设施，填写有关表格，绘制计量器具配备系统图。附录 D给出了

计量器具配备系统图示例。水计量器具配备率执行《用水单位水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的相关规定，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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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水的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率指标要求 

6.现场测试阶段 

6.1漏损水量测试 

常用的漏损水量测试包括静态测试法和动态测试法两种。在实际

测试过程中，有时出现水量数据不平衡的情况，原因之一是忽略了蓄

水设施漏损情况，因此，本文件提出了供水系统中设有蓄水设施时，

应同步观测分析蓄水设施漏损情况的要求；为提高测试成果的准确性，

水平衡测试应在用水系统无漏损情况下进行测试。 

6.2测试参数 

水平衡测试主要是测试水量参数。水量参数主要包括取水量 Vi、

循环水量 Vcy、串联水量 Vs、耗水量 Vco、排水量 Vd、漏损水量 Vl等。

提出了水量参数的测试、抄录要求。 

水质、水温、水压参数的测试，可根据用水单位的具体情况和测

试需要确定是否进行测试。其中水质参数如需测试，应由具备水质检

测资质的机构进行，也可参考用水单位近期由专业测试机构出具的水

质检测报告。 

6.3初级平衡和逐级平衡 

一个用水单元测试完成后，应立即对该单元各用水设备进行水量

的初级平衡，结合误差分析，判定水量是否平衡。对水量不平衡的用

项目 

用水单位 

（一级） 

次级用水单位   

（二级） 

主要用水设备 

（用水系统、三级） 

水计量器具

配备率 100% ≥9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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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单元或用水设备，应及时整改，达到测试要求后重新测试。 

逐级平衡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逐级进行。 

7.数据汇总阶段 

7.1数据汇总整理 

根据输入、输出水量进行平衡计算需要的基础数据以及评价指标

计算的需要，填写相关表格。表格包括测试期生产或运营情况统计表、

用水单位测试期计量数据记录表、设备或工序水平衡测试表、用水单

元水平衡测试平衡表、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平衡表、用水单位水平衡

测试统计表等表格。表格填项内容可根据用水单位的实际情况和测试

分析的需要进行调整。 

根据水平衡测试数据，计算测试期用水单位的日均取水量、用水

量、排水量、耗水量、漏损水量等，测算用水单位年取水量等，填写

用水单位用水分析表。 

居民生活用水、外供水、基建用水等测试数据应在有关表格和报

告书中体现。 

表 4 水平衡测试汇总分析表格 

序号 表格名称 确定依据 

1 测试期生产或运营情况统计表 
统计测试期间用水单位实际产量或运营情况，表格

内容应满足用水指标的计算。 

2 用水单位测试期计量数据记录表 

该表为现场数据记录表，反映了测试期间用水单位

各级计量器具的现场抄录数据，是整个水平衡测试

基础数据来源，体现了现场测试记录的完整性和数

据的真实性。 

3 用水单元水平衡测试平衡表 根据各用水单元测试情况及设备或工序水平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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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表填写该表格，反映各用水单元的取水、用水、

排水、耗水等情况，并与各单元水平衡图一致。同

时，作为用水单位水平衡关系的基础数据进行平衡

计算。 

4 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统计表 

主要反映测试（取水量、重复利用水量、间接冷却

循环水量、排水量等）的基础数据，对基础数据进

行统计汇总，便于计算各项评价指标。 

5 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平衡表 

根据用水单元水平衡测试平衡表和用水单位水平

衡测试统计表填写该表，直观反映用水单位取水、

用水、排水、耗水、漏损等的平衡情况。该表汇总

数据为计算各项评价指标的基础数据。 

7.2 水平衡图绘制 

根据测试的水量参数，分别绘制设备或工序、用水单元和用水单

位的水平衡图。水平衡图绘制应符合 GB/T 42031的规定。附录 E给

出了水平衡图示例。 

8.分析评价阶段 

8.1用水评价指标。 

根据国家和省节水政策要求，依据《取水定额》（GB/T 18916）、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 7119）、《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

评价方法》（GB/T 28284）、《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GB/T 26922）

以及山东省用水定额等相关规定选取评价指标。使用时可根据用水单

位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对用水指标进行取舍。 

8.2用水节水评价 

1）用水指标评价 

依据取水定额、节水载体评价标准及同行业先进值，对各项用水

指标进行评价。没有相关定额标准的，应与同行业先进值进行对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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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对曾经开展过水平衡测试的用水单位，应与上次水平衡测试成果

进行对比分析评价。 

2）取用节排水评价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先进用水工艺，对用水单位的

取水、用水、排水等情况分析评价。 

对于用水单位有污水排放监测系统的，应对测算的排水量与同时

段的监测排水量进行对比分析。 

3）用水管理评价 

对用水单位的用水节水管理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

等进行评价。 

8.3节水潜力分析 

根据取、用、排水评价和用水指标评价情况，从用水工艺（设备）、

节水技术、用水管理等方面，分析用水单位现状节水水平、节水潜力

及存在的问题。 

8.4改进措施建议 

根据用水节水评价、节水潜力分析的结果，从工程措施和非工程

措施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建议，措施建议应结合用水单位实际情况，

具有可行性和经济性。工程措施应体现节水工艺和用水过程的先进性，

并简要分析测算节水改造项目的工程成本和节水效益。非工程措施应

符合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要求。 

9.报告编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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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测试完成后，应及时编制水平衡测试报告书。水平衡报告

书是水平衡测试工作形成的技术性文件，应遵循 GB/T 12452-2022附

录 A的要求。做到格式规范、内容完整、层次分明、数据准确、图表

清晰、结论可信。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本文件严格遵循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第34号令）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根据国家技术标准对用水情况进行水平衡测试；《计划用水管

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号）规定用水单位月实际用水量超过月

计划用水量50%以上，或者年实际用水量超过年计划用水总量30%以上

的，管理机关应当督促、指导其开展水平衡测试，查找超量原因，制

定节约用水方案和措施；《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规定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水平衡测试制

度，引导和规范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 

本文件的内容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

规定。 

2.本文件在遵循国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细化了部分内容，

增加了标准的实用性、指导性。 

本文件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22）

《节约用水 术语》（GB/T 21534-2021）《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用水单位水平衡图绘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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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2031-2022）等相关国家标准制定，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协调一致。 

本文件在遵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基础上，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

为增强标准的实用性、指导性，与 GB/T 12452-2022相比，补充、细

化了以下内容： 

1）补充了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根据实际测试需求和测试实践经验，依据 GB/T 21534-

2021 和有关国家标准，对水平衡测试工作中常用的术语进行了补充

界定。 

为查询使用方便，对于 GB/T 21534等标准已经界定、在水平衡

测试工作中使用频率较多的其余 31 个术语，将其作为本文件的附录

G汇总列出。 

2）提出了测试基本条件 

为提高水平衡测试的科学性，提升水平衡测试的质量，根据水平

衡测试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开展水平衡测试应具备的四个方面的基本

条件，同时满足四个基本条件时，方可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 

3）补充了用水分类 

GB/T 12452-2022取消了 GB/T 12452-2008工业用水分类的相关

内容，但是 GB/T 12452-2022的附录 B表 B.3、表 B.7有用水分类的

条目。本文件补充了用水分类，工业单位参照 GB/T 12452-2008进行

用水分类；非工业单位参照 GB/T 12452-2022附录 B表 B.8，提出按

照用水单位的功能和取水用途进行用水分类。补充用水分类的内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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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实际测试成果分析和用水单位对用水情况分析的需要。 

4）细化了水平衡测试方法 

依据有关文献资料和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归纳细化了对不同用

水单位进行水平衡测试的三种方法，增强了标准的指导性。 

5）细化了水量测试方法 

依据 GB/T 12452-2022、其他文献资料和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

归纳细化了水量测试的五种方法，增强了标准的指导性。 

6）补充了完善水计量器具的要求 

为提高水平衡测试的科学性，本文件提出测试前应依据有关国家

标准，提出了完善水计量器具的要求。同时细化了计量器具配备系统

图的绘制方法。 

7）调整了水平衡测试工作程序 

将报告书编制作为水平衡测试的一个工作阶段，由 GB/T 12452-

2022的四个阶段调整为五个阶段，实质内容没有变化，与 GB/T 12452-

2022保持一致。 

8）调整了部分工作内容的顺序 

GB/T 12452-2022中，用水单元划分、测试时段选取属于实测阶

段的内容。而在实际工作中，应在实测前划分用水单元、选取测试时

段，GB/T 12452-2022也将其作为测试方案制定的内容，因此，本文

件将其调整为准备阶段的内容。 

9）细化了前期调查内容 

对 GB/T 12452-2022 的有关内容前期调查内容进行了分类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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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高了标准的实用性。 

10）细化了测试时段的选取 

对 GB/T 12452-2022的测试时段选取的内容进行了细化界定，明

确了测试时段选取的最短时间，补充了特殊用水单位的时段选取要求。 

表 5 测试时段选取对比表 

GB/T 12452-2022 本文件 说明 

选取运行稳定的、有代

表性的时段 
选取运行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时段 

与 GB/T 12452-2022 一

致。 

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7d，每 24h 至少记录一

次，取得不少于 8 次测

试数据 

连续测试时间不少于 7×24h，每 24h

至少记录一次，取得不少于 8 次（7

组）测试数据。 

实践中，测试时间一般自

第一次抄表时间起计算 24

小时记录为 1d，因此将 7d

改为 7×24h，同时补充说

明测试数据为 7 组。 

如果用水单位用水时段

规律性强，可结合本单

位用水特点合理确定测

试水量周期和时段。 

如用水单位用水时段规律性强，可结

合其用水特点合理确定测试水量周期

和时段 ，连续测试时间不应少于 3×

24h；对于工作日、非工作日用水差

异较大的，如学校、商场等，测试时

段应包含一个完整的用水周期，连续

测试时间不少于 7×24h。 

GB/T 12452-2022 对“合理

确定测试水量周期和时

段”没有具体界定，本文

件规定了不少于 3×24h 的

下限要求。同时对于学

校、商场等工作日、非工

作日用水差异较大的用水

单位，要求测试时段应包

含一个完整用水周期的规

定，即连续测试时间不少

于 7×24h。 

补充提出对于季节性用水

量差异较大的用水单位，

应分别选取典型时段进行

测试。 

季节性用水量差异较大的用水单位，

如热电联产行业及游泳场所、水上乐

园等服务业用水单位，应选取典型时

段分别测试；生产周期长、各时段用

水量不均匀的用水单位，如酿造行

业，测试数据应体现生产周期的用水

情况。 

 

11）增加了测点布设 

测点布设是水平衡测试工作的重要技术环节，测点布设的正确与



 25 

否直接影响测试成效。与 GB/T 12452-2022相比，本文件增加了测点

布设的要求，以图示和说明的方式，给出了测点布设位置和各测点获

取水量参数的方法，提高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对实际测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12）增加了测试方案编制大纲 

依据 GB/T 12452-2022的 5.2.6和水平衡测试实践经验，提出了

水平衡测试方案的编制大纲。 

13）补充了漏损水量的测试 

依据 GB/T 12452-2022漏损水量的测试方法，根据水平衡测试实

践经验，要求对供水系统设有蓄水池设施的用水单位，应同步观测分

析蓄水设施漏损情况。 

14）增加了用水评价指标表 

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和节水工作需要，整理汇总了用水评价指标表，

方便水平衡测试工作者参考使用。 

15）增加了部分附录 

根据水平衡测试工作的需要，对 GB/T 12452-2022的个别表格整

合归类，部分填项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部分表格。增加或调整的

表格有：用水单位基本情况表、用水单位取、用水情况统计表、用水

单位计量器具配备统计表、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统计表、测试期间生

产情况统计表等表格。 

依据 GB/T 12452-2022绘制计量器具配备系统图的要求，本文件

给出了编制了计量器具配备系统图示例，方便水平衡测试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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