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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关于下达 2022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第六批）的通知》（中制协字[2022]82号）的要求，《预应

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技术规程》为协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号：

2022-12-cbjh。

本规程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负责管理，由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起草并组织相关单位共同完成。

(二) 编制目的

2020 年 2 月份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智慧水利的指导意见和智

慧水利总体方案的通知》，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深度融合遥感、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设计了智慧水利总体架构，确定了天空地一体

化水利感知网、高速互联的水利信息网、智慧水利大脑、创新协同的智能应用、

网络安全体系、保障体系等六项重要任务，明确了应用、数据、网络与安全、感

知等 4 类 10 项重点工程，是智慧水利推进的顶层设计。

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党组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决策部署，加强水资源管

理业务应用，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2022 年 6 月份，水利部制定

印发《 2022 年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要点》强调，要按照

“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总体要求，在指导做好数字孪

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的同时，根据水资源管理工作实际，着重加强用水量统计与

分析、水资源监管、地下水超采治理等重点业务应用，强化算据、算法、算力，

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为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行业内都在积极进行相关技术改

革，信息化管理系统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对接用户，是生产信息化建设的

大势所趋，也是满足当前各公司业务日益增长、内部及项目管理、数据格式规范

统一、以及和其他信息系统间互联互通等必经之路。

为响应国家“智慧水利”的号召，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组织编制了本

规程，规范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过程控制、质量管理、产品追溯、施工安装等



2

生命周期各环节的信息化管理工作，提升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实现预应力钢筒

混凝土管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监控。

(三) 参加单位

本规程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负责管理。主编单位有北京韩建河山管

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吉林省水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集团

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有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山西水建管业

有限公司、山西黄河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高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

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投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中水六局华浙

开原管业有限公司。

(四) 单位分工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的主要参编单位及其分工如下：

（1）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主要负责标准立项、标准讨论会组织及

筹备、标准相关文献搜集及分发、行业征求意见汇总、标准正文的编写及修改等。

（2）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标准提供了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系统的具体技术指标和实际工程应用相关的大量应用数据。

（3）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吉林省水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为本标准提供了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系统实际工程应用相

关的大量材料。

（4）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山西水建管业有限公司、

山西黄河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青龙管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高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投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中水六局华浙开原管业有

限公司：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科技资讯。

(五) 工作过程

2023年 4月 25日，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张庆欢副秘书长介绍了标准工作要求、相关流程和编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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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注意事项；编制组汇报了标准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编制组成员对

标准内容及编制大纲进行了充分交流，明确了参编单位的分工及标准编制进度，

并针对标准编制原则、标准适用对象及范围、标准构架及主要技术要求等关键点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23年 10月 26日，编制组成员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本规程的草稿讨论会，

对该规程的每章条文内容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提出具体指标的修改意见及确定完

成征求意见稿的时间。会后，编制组成员现场参观水建管业韩建河山联合体项目

部，了解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情况。

2024年 5月 8日，编制组成员在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37号北方朗悦酒店

（北京甘家口店）大会议室召开了本规程讨论会，本次会议充分研究了各参编单

位的意见建议，重点对《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技术规程》（草

案）的格式、术语内容、每章节的标题与内容进行了讨论，逐条修改了正文和条

文说明的内容，最终形成了《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规程按照《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 1-2014）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本规程的编制遵从以下规则：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与现行其他国家标准

协调一致的原则；技术指标制定先进可行、规范合理的原则；标准制定突出产品

特性，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产品推广的原则。

本规程为了提高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安装过程中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使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制作和安装管理各环节处于受控和可追溯的状态，制定本

规程。本规程的内容参考了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企业的信息化系统，

借鉴工程实践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管理

的条文内容，具体控制措施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本规程适用预应力钢筒混凝

土管生产和安装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信息化管理。凡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二)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规程主要共分 5章，2个附录。分别为 1 总则；2 术语和缩略语；3 基本

http://www.baidu.com/link?url=WpAACUh57pSqJ9uyGqwp_33syKbT_4DNXqPzfojYKpo33KHTzr-XCY5IXR-EAKDJ6n2oWSPrG6pg_CntNatjj4dn5HcJ-nQ8MD0LpLa-LjaRq_SPO813zAzdCUwc6GYn2X0B3laXE-050oK6veS9oDXasrWvWSLiGlEOyFDBA2RQroL5OHx2xwHDksJEI3vF31yW6LqXgw5zJ8pw2KK11sx3ahsUwEQll-FVmGSmnB15462OMl1vqD_nf2TmI7sR7gqD9BBV8V4vviXH3Pl2xL3chGKVQO2-fVPNuYDgjiyzovR7oEVz0-Nk6MG84tEBu1nBv6INrSAlhnwLL2TUCa
http://www.baidu.com/link?url=WpAACUh57pSqJ9uyGqwp_33syKbT_4DNXqPzfojYKpo33KHTzr-XCY5IXR-EAKDJ6n2oWSPrG6pg_CntNatjj4dn5HcJ-nQ8MD0LpLa-LjaRq_SPO813zAzdCUwc6GYn2X0B3laXE-050oK6veS9oDXasrWvWSLiGlEOyFDBA2RQroL5OHx2xwHDksJEI3vF31yW6LqXgw5zJ8pw2KK11sx3ahsUwEQll-FVmGSmnB15462OMl1vqD_nf2TmI7sR7gqD9BBV8V4vviXH3Pl2xL3chGKVQO2-fVPNuYDgjiyzovR7oEVz0-Nk6MG84tEBu1nBv6INrSAlhnwLL2T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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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4 信息化编码；5 信息化管理系统；附录 A和附录 B。

1 总则

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党组关于大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决策部署，加强水资源管

理业务应用，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2022 年 6 月份，水利部制定

印发《 2022 年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要点》强调，要按照

“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总体要求，在指导做好数字孪

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的同时，根据水资源管理工作实际，着重加强用水量统计与

分析、水资源监管、地下水超采治理等重点业务应用，强化算据、算法、算力，

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为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信息管理系统，行业内都在积极进行相关技术改革，

信息化管理系统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对接用户，是生产信息化建设的大势

所趋，也是满足当前各公司业务日益增长、内部及项目管理、数据格式规范统一、

以及和其他信息系统间互联互通的必经之路。

2 术语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术语引用了 GB/T 19685 中 3.1.1的内容。信息化编

码是将事务或概念（编码对象）赋予具有一定规律，易于计算机和人识别的符号，

形成代码元素集合。代码元素集合中的代码元素就是赋予编码对象的符号，及编

码对象的代码值。

二维码技术、条码技术、电子标签都是自动识别技术，是对物体进行标识，

相当于物品的身份证。

射频识别原理为阅读器与标签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的数据通信，达到识别目标

的目的。

手持终端是指具有操作系统、内存， CPU ，显卡、屏幕和键盘、数据传

输处理能力、有电池，可以移动使用特性的便于携带的数据处理终端。

3 基本规定

3.0.1信息化管理应实现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生产、安装环节的信息化管

理和运行期间的质量追溯，生产包括原材料进厂、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出

厂验收等环节，安装包括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进场验收和安装等环节，运行期

间的质量追溯可读取生产、安装环节的信息。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可实现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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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信息化全过程质量追溯。

4 信息化编码

4.1 一般规定

本规程规定信息化管理应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编码，编码应满足信息使用

人员、计算机管理系统和成批管理项目的应用要求，应可实现在不同信息系统之

间的数据共享可传递。

4.2 信息的分类与编码

科学性是指选择事物或概念（即分类对象）最稳定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作为分

类的基础和依据。系统性是指将选定的事物、概念的属性或特征按一定排列顺序

予以系统化，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唯一性是指在一个分类编码标准

中，每一个编码对象仅应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唯一表示一个编码对象。规范

性是指在一个信息分类编码标准中，代码的类型，代码的结构以及代码的编写格

式应当统一。扩展性是指代码应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便适应不断扩充的需要。

4.3 信息采集与应用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编码信息应导入二维码、条码或 RFID 中，通过移动

终端扫描或接收射频信号的方式获得生产与安装信息，以提高数据收集与录入效

率，节省手工录入时间。本条对制作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应录入的原材料信息、

生产工序流程、质量控制、工序、产品质量与原材料质量检验追溯信息，以及运

输、安装管理中应录入的信息，系统中用户数量、数据接口、预留扩展端口等进

行了规定。

5 信息化管理系统

5.1 一般规定

本条规定搭建局域网或互联网所需要的网络设备，应满足各相关方协同工作

的需要，包括信息的获取、更新、修改和管理。

5.2 系统功能

本条对信息管理系统具备的功能进行规定。规定信息管理系统包括生产管理

子系统和安装管理子系统，同时对子系统应具备的功能和录入的信息进行规定。

5.3 接口标准

本条对信息化管理系统接口标准、软件系统架构以及子系统的接口进行规定。

5.4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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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对信息化管理的网络安全进行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规程内容的编制参考了相关工程实践数据。

(一) 附录 A.0.1条对电子标签工作性能进行了规定，指标依据如下：

本 规 范 中 的 电 子 标 签 是 指 符 合 超 高 频 RFID 无 线 接 口 标 准

ISO/IEC18000-6C 空中接口协议的电子标签，该协议规定了在 860 MHz

~960MHz 的频率范围内操作的射频识别（ RFID ）系统要求。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RFID 操作次数及读取次数，参照 JC/T 2126.3《水泥

制品工艺技术规程》 PCCP 生产工艺流程图（图 4.1.1）和安装施工工艺，图中

★ 为 PCCP 生产过程中 FRID 写操作次数，包括钢筒生产 3 次，管芯混凝土

5次，环向预应力钢丝缠丝 11 次，辊射水泥砂浆保护层 6 次，外防腐 2 次，

成品 3 次，共计 30 次；试验室 30 次，安装施工 5 次；写操作次数共计 65 次。

电子标签 RFID 可满足写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全生命周期写操作次数要求。

(二) 附录 A.0.3条对电子标签读写距离进行了规定，指标依据如下：

A.0.3电子标签读写距离与工作频率、尺寸和环境有关系，能达到几米及几

十米。RFID 标签的信号虽然可以穿透纸张、木材和塑料等非金属或非透明的材

质，能够进行穿透识别；但金属和液体会对电磁波产生影响，影响读写距离。如

果环境中也存在频率接近的电磁干扰，对读写器的识别能力产生一定的干扰。

RFID 电子标签不能透过金属，如果标签被金属遮挡，会影响读写距离，甚至无

法读取。同时，RFID 电子标签也很难穿透水，如果被水阻隔，读写距离也会受

到限制。RFID 的尺寸和在管芯混凝土中埋置位置、方向也有一定程度受限。

根据图 A.0.1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RFID 埋设位置，管内层混凝土中埋设

的 RFID，一般在试压孔附近，不同管径要求读取、写入的距离不一样，

PCCPDE2200 以下的管子写入时手持终端与混凝土构件上表面的距离不小于

0.5m；读取时手持终端与混凝土构件上表面的距离不小于 0.3m，完全能够满足。

PCCPDE4000 管子就需要更大的写入与读取距离。

管外层混凝土中埋设的 RFID，一般与试压孔成 90° 布置，承口端布置于

非预应力区，与管轴线垂直，插口端布置于插口端面，与管轴线平行。同样不同

管径要求读取、写入的距离不一样。



7

手持终端写入时手持终端与混凝土构件上表面的距离不小于 0.5m；读取时

手持终端与混凝土构件上表面的距离不小于 0.3m，是 RFID 读取、写入的最小

距离。

(三) 附录 A.0.4条对电子标签适用环境条件进行了规定，指标依据如下：

电子标签的工作温度： -45℃~100℃；存储温度： -45℃~100℃；交变湿热：

在 55℃、相对湿度 95% 的条件下进行的交变湿热测试，电子标签正常工作，

外观不得发生变化；相对湿度：非凝露条件下 5%～95%，电子标签正常工作。

以上是电子标签基本要求。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安装、运营期间的工作、

存储温度一般在 -30℃~80℃ 之内，北方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工厂工作、

存储温度最低温度在 -30℃ 左右，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属于低温养护，最高养

护温度不超过 52℃。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安装、运营期间交变湿热、相

对湿度最大强度值一般出现在南方，相对湿度一般小于 95%。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

1 验证内容：本标准编制起草过程中，主要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安装

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信息化管理进行验证。

2 验证目的：验证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的合理性、信息化管理的可操作性和

符合性，为本标准技术要求及特性值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3 参加单位：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4 结果分析：

北京韩建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了 PCCP生产和安装信息化管理系统，并在

山西省小浪底引黄工程施工三标段进行应用验证。

山西省小浪底引黄工程是山西大水网“两纵十横”中第九横，位于运城市东

部，工程总体走势为东南～西北向，地理位置处于东经 111°00′～111°45′，

北纬 35°10′～35°40′，是自黄河干流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库区向山西

省涑水河流域调水的大型引调水工程，工程由引水干线和灌区、工业及城镇生活

供水部分二部分组成，工程建成后可以解决运城市的盐湖区、闻喜县、绛县、夏

县、垣曲县五县（区）农业灌溉、工业及城镇生活、生态用水问题，从黄河干流

年引水量为 2.46 亿 m3。供水管线中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PCCP 管道总长

96.65Km，管型涵盖：DN1200、DN1400、DN1600、DN1800、DN2000。
施工标段共计 15个。其中施工三标供水干线属于吕庄水库下游供水工程，

主要为工业和生活供水管道部分。标段起始于施工 6 标末端仪门村南

（YC22+040.00），终止于盐湖区半坡水库（YC37+968.00），供水管线长 15.9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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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压力等级为 1.0MPa，PCCP管材直径为 DN1400、DN1200；PCCPDEDN1400
管材在 2023年 8月份进行安装，试验验证选择在 PCCPDEDN1400管型上进行。

4.1 电子标签及手持终端设备的选择

本次试验验证选择的用于存储和传输数据的RFID芯片与用于读写芯片数据

的 PAD手持终端是实现射频识别技术的主要硬件设备，图 1 为 RFID 系统运行

流程。使用的是超高频被动式 RFID 芯片，其尺寸如图 2所示。手持终端其外形

结构如图 3所示。

图 1 RFID 系统架构示意图

图 2 RFID 芯片尺寸

图 3 手持终端（PDA）
为方便工程技术人员在制造及运营维护过程利用 PDA手持终端对 RFID芯

片进行扫描和读取，每根 PCCP埋置两个芯片，分别位于管道的内侧和外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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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芯片固定在承口钢圈外侧，方便工作人员在管道外侧进行数据扫描，完成后续

的生产过程与信息化平台相关联；内侧芯片位于插口钢圈附近，是在浇筑完混凝

土之后，在混凝土初凝前埋入其中。当管道已经安装就位并完成覆土回填后，从

管道外侧使用 PDA手持终端读取信息可能就变得较为困难。此时，技术人员可

在管道排空检修的时候通过 PDA手持终端在管内实现对管道的信息的读取。内

外侧 RFID芯片均埋置在距离打压孔约 90°位置（图 4）。

图 4 RFID芯片位置示意图

表 1 选择的 RFID芯片技术参数

工作方式 无电源

工作频率 860MHz~960MHz

标签性能 抗金属电子标签

芯片封装形式 SOT封装

读写操作上限
数据读取二十万次

数据写入十万次

设备存储能力

用户存储区 512bit

EPC区 96bit

TID区 64bit

数据读取距离
标签未埋入构件时大于 3.0m

标签埋入构件且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终端与混凝土表面距离大于 0.5m

数据写入距离
标签未埋入构件时大于 2.0m

标签埋入构件且混凝土浇筑完成后，终端与混凝土表面距离大于 0.3m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45°C~100°C

数据存储温度-45°C~100°C

相对湿度 5%~95%

封装材料 通用级 ABS塑料

耐酸碱性能 pH值 10-14

热膨胀系数 7.0×10-5~9.0×10-5/℃

密封工艺 超声波焊接

IP防护等级 IP68



10

安装方式 埋入安装方式

表 2 选择的手持终端（PDA）技术参数

内存 MicroSD （TF）卡可扩展至 128 GB

工作频率 860MHz~960MHz

整机尺寸 168×80×140mm

支持接口 Bluetooth、WiFi、移动通讯

GNSS 集成 BDS，GPS 和 GLONASS；内置天线，支持 AGPS

读写距离 0~25米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20°C~50°C

数据存储温度-40°C~70°C

IP防护等级 IP65级防水防尘

射频功率 1mW ~1W （0dBm ~ 30dBm），天线增益：1.3dBi

4.2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系统分为生产管理、安装管理和系统管理。生产管理包括：计划与进

度、物料入厂、试验室检验、生产流程、成品管管理、成品管试验、成品管进销

存；安装管理包括安装管材编号、经纬度、高程信息。

4.2.1 生产管理

（1） 计划与进度：根据项目需求规划本次项目所需要生产的 PCCP管材型

号、数量以及相应的生产进度计划；

（2） 物料入厂：生产过程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入厂都需过磅称重，过磅系统

采集到相应数据后实时上传云平台中心；

（3） 实验室检验：对进厂原材料依据合同及规范开展相关性能的检测试验，

实验室中采集的试验数据也可实时上传云平台中心，材料性能检测合格后方可用

于管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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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实验室检验模块混凝土抗压检测报告

（4） 生产流程：在 PCCP管道生产的所有工序（承口钢圈制作、插口钢圈

制作、钢筒制作、混凝土管芯浇筑、混凝土管芯养护、缠绕预应力钢丝、辊射喷

浆、保护层防腐）中依据“三检（自检、复检、专检）”原则，记录各道工序中

的检查情况并上传系统。质量控制过程的“三检”原则能够更好地依托 PCCP信

息化平台进行落实。例如，在本项工序中，前一项检验提交表单后需下一项检验

进行审核，否则无法进入下一项工序；而下一项工序的编号记录需要使用上一项

工序生产的部件编号，因而上一项工序没有完成专检，则同样无法进入下一项工

序；

（a）制作承插口钢圈 （b）焊接钢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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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插口钢圈质量检验记录

（d）钢筒质量检验记录（此处填写钢筒编号的时候需要选择承插口钢圈编

号，若承插口钢圈未进行质量检验并提交则无法记录钢筒编号）

（e）管芯混凝土浇筑、养护 （f）管芯混凝土脱模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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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管芯混凝土质量检验记录（此处填写管芯编号的时候需要选择钢筒编

号，若钢筒未进行质量检验并提交则无法记录管芯编号）

（h）缠丝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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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缠丝质量记录表

（j）缠丝应力记录单（点击相应的记录表可获取由缠丝机实时上传的缠丝

应力波动曲线）

（k）辊射砂浆后的管道 （l）喷涂防腐涂层后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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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CCP信息化生产流程

（5） 成品管管理：当 PCCP生产完成并依据规范开展相应检验合格之后，

即可在系统上生成该节管道的质量证明书。此外，数据库中可根据管号、报告编

号对成品管进行溯源追踪，快速调取对应编号的报告。

图 7 成品管追溯模块

（6） 成品管试验：当同一批次的管道生产达到一定数量后，需要依据合同

或相关规范对管道开展力学性能检测试验，主要检测项目包括内压抗裂性能试验、

外压抗裂性能试验以及接头转角试验，试验获取数据可实时上传平台。

（7） 成品进销存：该模块主要记录管道生产完成后的去向，包括在厂区堆

放、发往相应的项目或者施工单位。此外，数据大屏可实时显示管材生产、发运

的进度。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通过运用数据可视化方式对数据进行监控、过滤，

能够较为直观地发现数据之间的趋势性、关联性以及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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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大屏

4.2.2 安装管理：该模块主要记录管道在施工安装过程中的信息，通过 PDA
读取 RFID芯片获取管道的工作压力、覆土埋深、经纬度，并可在安装过程中录

入高程信息及压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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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管道安装信息及利用 PDA进行数据读取

4.2.3 系统管理：该模块主要记录 PCCP信息化平台的登录、使用、添加和

操作记录，便于在后续发现质量问题的时候对相关的操作人员进行回溯。

5 结论

PCCP信息化管理系统包含了 PCCP生产制造、施工安装等一系列功能模块，

实现整个 PCCP生产和安装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同时为运维管理提供可追溯

的质量数据：

（1）信息化管理的信息采集全过程覆盖，数据读写实时交互。信息化管理

系统利用 RFID技术，通过 PDA手持终端对管材生命周期信息进行录入和读写，

并实时上传云平台，可为后续的施工安装提供依据。

（2）信息化管理质量检验环环相扣，审核权限清楚明晰。实际使用过程中，

现场技术人员依据自身的职责和工作内容对信息化平台的各个模块拥有不同的

使用权限，检验过程均由相关负责人独自进行审批，降低了存储数据和资格检验

过程中人为出错的可能性。

（3）信息化系统接口与带工控机的试验、生产设备进行对接，检验和生产

数据实现自动上传功能，可随时查看检验生产的结果和设备的工作状态。

（4）信息化系统功能齐全，接口开放，可根据项目需求进行管理过程和内

容的动态调整。信息化平台的相关模块和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依据项目需求

对管理过程和内容进行动态调整。也可接入运维期间的监测系统，形成功能更齐

全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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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索，本规程所列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

况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作为国内大型引调水输水管材，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生产

工艺，从质量、技术、信息传输等方面缺乏创新性的提升，特别是在“智能化信

息”领域，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行业基本没有任何建树。传统的预应力钢筒混凝

土管生产企业的运营和生产，依靠人工进行数据的采集、存储以及分析等工作，

耗时长、效率低、人力成本高，并且信息传输慢、易出错，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

费，加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我国于 2015年 5月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

明确坚持创新驱动、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我国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打造数字化、智能化预应力钢筒

混凝土管智慧管理系统，是本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产业化方面，《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技术规程》是大量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企业实际工程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本规程在本行业首次将预

应力钢筒混凝土管这个传统制造产业与智能制造和工程施工成功融合，在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行业生产、销售、物流等关键环节实现了效能提升，对本行业创新

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经济效益方面，相关技术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已经产业化应用于多项重点工

程，在生产制造、质量管理、售后服务、物流和施工等关键环节均实现了成本的

降低。以生产环节为例，本管理系统实现了数据自动采集，数据采集流程从原来

人工统计每个工序 2人，缩减至每个工序 1人，并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

生产专员统计每月生产数据时，花费的时间从原先 3个工作日降至 0.5个工作日，

提升了工作效率；通过远程监控搅拌机、养护设备、缠丝机等设备，支持预测性

维护，提升设备维修效率，设备维修响应时间从原先的 2小时降低至 20分钟，

并大幅降低了设备故障带来的生产停顿等事故；生产现场实现了过程监控、实时

运行监测、报警等功能，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安全生产机制。在售后和物流管理环

节，做到了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施工数据可追溯，数据查找时间由原来的

1个工作日降至 5分钟时间。通过本成果的应用，企业大幅提高了生产质量，成

品管验收一次验收合格率由原来的 88%提升至 96%。以本成果在吉林省中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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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引松供水工程中的应用为例，质检人员由原来的 18人减至 12人，资料员由原

来的 4人减至 2人，效率的提升及准确度的提高，为企业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

同时，还直接减少了约 76.8万元/年的投入成本。

未来，本规程的应用场景应逐步扩展至管道运行阶段，加大预应力钢筒混凝

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系统向水利建设行业的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提高生产和

运营效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经广泛调研和多方面征求意见，本规程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相关标准的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单位和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主要针对规程中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范围做了深入研讨，各家单位和行业专家结

合自身的工程经验提出了技术依据，最终对规程内容达成一致。编制过程中对故

意成的主要内容并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生产和施工信息化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工程建

设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尽快做好标准发布实施工作，标准颁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应做好标准宣贯培

训工作，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法，使本规程得以认真执行，在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生产和施工信息化管理方面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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