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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年 3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关于批准<湖泊复合污染

底泥治理技术指南>等 22项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2]145号），

批准该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为：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

设计研究院）、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

水利科学研究院、丽水市水利局

2、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标准

编制的主要实施机构，于 2022年联合了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浙江和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组建了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编制方案，

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文献和资料收集

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渠道工作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如《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SL365-2015）、《水资源监测站建

设技术导则》（SZY202-2016）、《水资源监测设备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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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Y203-2016）、《水资源监测设备现场安装调试》（SZY204-2016）、

《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SZY205-2016）、《水资源监测数据

传输规约》（SZY206-2016）、《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2012）、

《水工建筑物及堰槽测流规范》（SL 537-2011）等标准。

（3）初稿编制

编制组提出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结合收集到的资料，开展

标准初稿编制工作，编制过程中，通过多次沟通讨论，最终形成《取

水设施标准化建设管理技术规程》（初稿）。

（4）立项申请

2022年 7 月，编制组依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编制了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0

年 8月 3日，中国水利学会在杭州组织召开立项专家论证会议，开展

了立项论证，提出该标准拟为取水设施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提出相关

技术要求，对提升取水设施管理水平、保障取用水安全，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编制该标准十分必要。另编制该标准已有较扎实的工作基础

和实践经验，符合当前水资源管理实际需要，立项理由充分，工作思

路清晰，标准框架结构基本合理。会议同意了本标准的立项，同时提

出 3个方面的建议：进一步完善取水口类型的分类、分级；完善对不

同类型取水口的技术要求；贯彻落实水利发展新形势下，水资源精细

化管理。数字化管理等要求。

（5）征求意见稿

根据立项论证会意见，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并按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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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取水设施标准化建设管理技术

规程》（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由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

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人员完成。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王士武、温进化、李其峰等，主要负责标准的框架制定、统筹安

排标准编制的各项工程、进度控制、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审核；

方勇、郑寓等，主要负责标准整体布局、修改与审核；

许立祥、李蕊等，主要负责取水设施的分类及编制文稿；

郑勇、顾世祥等，主要负责标准文稿的修改与审核；

李桃、程萌等，主要负责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及编制文稿；

许国、许立祥等主要负责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6 章 1 个附录，分别为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

件、3 术语和定义、4取水设施、5监测计量、6维护管理，附录 A

给出了常见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安装位置选择示意样式。

2、来源依据

现阶段国家对取水设施建设均未提出明确的标准。根据现状调研

情况，目前取水户的取水设施设置或建设比较杂乱，取水形式五花八

门，取水设施未进行有效标识，对后期巡查和监管造成一定的困难，

同时也影响了美丽乡村的形象，与水利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定位不相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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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设施标准化建设管理技术规范》为做好新时期取水设施建

设工作提供了依据与遵循。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

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我国取水设施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本

标准的制定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规定要求下的取用水，从而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目前，但我国取水设施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因

此，迫切需要加强对取水设施建设的科学指导，制订不同环境条件下

取水设施建设规范，为科学编制取水应急预案、计划取用水和应急取

水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取水调度及应急管理水平。

本标准在总结我国取水设施标准化建设管理工作的基础上，按照

国家和行业取水设施管理的要求，开展编制工作。

三、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在总结我国取水设施标准化建设管理经验

的基础上进行编制，技术内容成熟，未涉及相关专利。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现行有关的标准是《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SL365-2015）、

《水资源监测站建设技术导则》（SZY202-2016）、《水资源监测设

备技术要求》（SZY203-2016）、《水资源监测设备现场安装调试》

（SZY204-2016）、《水资源监测设备质量检验》（SZY205-2016）、

《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SZY206-2016）、《取水计量技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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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GB/T 28714-2012）、《水工建筑物及堰槽测流规范》（SL 537-2011）

等，但这些标准主要主要对取水计量设施、在线监测设施、传输规约

等作出了详细规定。本标准是针对取水设施标准化建设与管理，具有

一定的针对性，在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标准化建

设与管理的明确规定，标准化对象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与其他标

准不存在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协调性较好。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