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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数字市政像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

遇爆管关阀门

一切都是自动

2010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一

次讲话中强调：“城市先进与发达，

不仅要看地上，而且要看地下，地

上高楼大厦，地下污水管网建不

好，自来水管道老化失修，这个城

市绝不是先进的……”

我们如何建设管理好庞大的

地下管网呢？血压、心跳……在医

院里，病人的生命体征，可以通过

与身体相连的一些仪器实时显示

出来。在城市里，管网等市政公用

设施错综复杂，一旦出现纰漏，排

查起来通常要费不小的力气。假使

有一种技术，可以像医学仪器实时

掌握病人的生理数据那样，把每一

个重点设施的每一点动静都摸得

一清二楚，并据此进行监控预警、

指挥调度、应急处置，那该多好。

这一梦想正在照进现实。从
2010年上半年起，济南市数字市政
建设启动了脚步。城市供水、供气、

供热、路灯、排水、防汛、桥梁……

当它建成后，这里将是一个能布下
天罗地网，能掌握上述市政公用设

施呼吸吐纳、一举一动的智能岛。

这一切，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叫

做“物联网”的技术。“互联网建立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物联网实现的

是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联系。”济

南市数字市政中心负责人郑超介
绍说，简单而言，物联网是通过传

感器、射频识别技术(RFID)、地理

信息系统 (G I S )、全球定位系统

(GPS)等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

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
集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

位置等各种信息，通过有线、无线
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

联系，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

感知、识别和管理。

具体到市政公用系统，就是通

过压力、流量、温度、气体等各种传

感器，实时监控供水水质和压力、

燃气泄漏、供热安全、桥梁健康等

数据。“比如，在新建的供气管网中

接入光纤探头，利用光介质受到气

体影响会产生温度变化这一原理，

自动监测煤气管道是否有泄漏。在

供水管网中利用超声波技术，来监

测是否有渗漏等状况。”

对于各种设施，数字市政系
统就像一位严肃的监察官，依靠
各具特色的传感器和神奇的物联

网技术，哪个设施偶尔“不舒服”，

它一清二楚，并进行自动报警预

警、及时调度处置，以保障运行安

全。而在用户面前，数字市政系统更

像一位魔术师，能从锦囊里掏出一

个个妙方，让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暖气不热申请测温，得需要

有人在家等着；每月都得填张燃

气用量统计表，才知道用了多少

气……不少市民都会感叹：要是

这些项目能实现自动化，那该多

省事啊！

待数字市政系统建成后，“自

动化”的愿景将会成真——— 那时

上门测温等步骤很可能已无存在

的必要。郑超介绍说，通过对室内

水压、温度传感器、无线抄表等嵌

入一些试点用户终端，再通过无
线传感设备，用户家里的水压、燃

气压力和暖气温度等就可以实时

监测。这样一来，更便于对服务质

量进行跟踪监测，“当服务参数不
达标时，可以及时处置。”

另外，通过对公共服务质量

的及时感知、智能评估、有效互

动，也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在区域

间的科学配置和稳定供应。以供

热为例，通过实时监测管网末端

和过热点、不热点用户温度，合理

分配热能，解决区域供热不均的

问题；而结合气象预报，比如一场

寒流就要袭来，供热运行参数和

用热负荷也能立马做出调整，不
仅可以提高供热服务水平，而且

对节能减排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作为监察官还是魔术师，数字市政都

离不开一个叫做“118工程”的幕后功臣。所谓“118

工程”，是指一个市政公用监控监管中心、一个资
源管理平台和防汛、排水、供热、道桥、照明、水质、

供水、燃气等八大业务应用系统。

位于岔路街的监控监管中心是数字市政的

核心枢纽。它是网络汇聚中心——— 市政公用事

业局与气象、交警和各区有关部门、局属各单位
的网络可以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和可视会

商；它是数据集成中心——— 八大业务应用系统

的数据都在此汇总；它是指挥调度中心——— 集

监控、应急、管理、决策、指挥等功能于一体，在

一块约10米长、3米高的大屏幕上，可实时显示

辖区每个角落的市政情况，指挥人员可以通过
1 2 3 1 9、各单位指挥调度分中心、无线对讲及
110、119应急联动，及时进行人员、物资等方面

的调度和指挥。

如果说监控监管中心是大脑，那么资源管理

平台就是遍布全身的神经，是数字市政的基础。这

一平台对济南市城区内的供气、供热、排水、路灯

等地下管网和地上设施进行普查、整理、建库，可

以为各项业务系统提供二维、三维、影像数据及地

理编码、空间处理服务功能支撑，实现最大化的资
源利用和共享。

“系统建成后，可以对每个设施情况一目了

然，任意查看管线间的位置关系，自动生成逼真的

三维立体空间模拟图。”郑超举了一个例子，如果

发生火灾，基于这一资源平台可以快速搜索区域

内的消防设施，辅助火灾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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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幅

场景：当某处供水管

道出现爆管时，信息

将实时传送到监控

系统，那里的计算机

立即开始工作，自动

搜索出与该处管道

相关联的阀门，值班

人员将快速关闭阀

门。而远期规划将实

现远程遥控阀门自

动关闭，同时自动搜

寻受影响的用户，给

他们发送短信……

这并不是科幻

小说里的情节，在数

年之后，这一场景极

有可能在济南成为

现实，而幕后的功

臣，是一个叫做“数

字市政”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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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数字市政系统是运用
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庞大复
杂的系统工程，从今年3月份开始起
步建设，需要完成中心硬件建设、设

施数据普查、软件系统搭建、监控网
络建设等一系列系统工作，计划分
期分批，利用两至三年时间建成。

目前中心硬件建设已经完成，

正在进行以GPS为基础的地理信
息系统普查工作，对地下管网的埋
藏深度、管径大小、材质等信息进
行普查、统计。现在，城区部分普查
工作已经完成，预计到2011年底，

二环范围内的全部普查都能完成。

目前，济南市数字市政在防汛
这一领域应用已比较成熟。汛期下
雨后，济南市领导以及交警、建委、

城管、气象、水文等部门将来到城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挥中心——— 监
控监管中心进行指挥调度。届时，气
象雷达开始工作，分析未来雨情，通
过雨量遥测、水位监测、视频监控等
系统，实时了解各观测区的降水量，

城市河道、低洼地区、立交桥的水位
告警信息和积水排水状况，有关工
作人员揭开雨污水井盖排水，并值
守或设置警示标志，对积水较深的

立交桥进行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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