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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

《水务信息管理 第 3 部分：图式符号》

（修订）编制说明

一、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为了进一步推进水务数字底座建设，促进水务数字化转型工

作质量提升，2022年12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下

达2022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

市监标技[2022]524号），下达了《水务信息管理 第3部分：图

式符号》（DB31/T 362.3-2006）修订任务。任务牵头单位为上

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具体由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网

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开澜软件有限公司共同开展。

（二）修订的目的和意义

一是因水利部出台的行业最新标准中有关水务管理信息图

式符号重新进行了修订，要求及时同步修改有关图式符号，以满

足水务数据共享和开放建设要求。

二是近年来本市水务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要求及

时补充农村供水工程、原水监测、排水支线、排水分区、调蓄设

施、农污处理设施、排水监测等图式符号。

三是随着互联网、GIS等技术的加速创新，水务行业管理对

图式符号的要求更加精细，需对图式符号增加颜色填充说明。

（三）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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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修订组

2022年12月，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

心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邀请行业单位代表、专家参加启动会

议，经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了修订组，由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牵

头，组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开澜软件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修订工作。

2. 编制《工作大纲》

修订组通过收集分析相关资料，起草标准修订《工作大纲》、

制定修订工作计划、进度安排和修订人员及分工等。2023年3月

21日，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组织召开《水务信息管理 第

3部分：图式符号修订工作大纲》专家审查会。

3. 开展修订

根据《工作大纲》，修订组于2023年4月开始进行研究和起

草修订工作。

在市市场监管局标准技术处的指导下，结合水务行业特点，

充分考虑图式符号的唯一性、识别性和独特性，经过多次讨论和

修改，2023年8月完成《水务信息管理 第3部分：图式符号》（修

订）（征求意见稿）。

4. 征求意见

2023年10月，市水务局发函向各区水务局、市排水管理事务

中心、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等22家涉水单

位进行意见征询，共收到有效反馈意见6条。修订组对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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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逐一分析，编制了《水务信息管理 第3部分：

图式符号（修订）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其中，采纳6条，部

分采纳0条，未采纳0条。在此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完善，

形成《水务信息管理 第3部分：图式符号》（修订）（审查稿）。

5. 技术审查

2023 年 12 月 18 日，市水务局组织召开《水务信息管理 第

3 部分：图式符号》（修订）（审查稿）行业专家技术审查会，

会议组成专家组，就标准修订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安

全、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是否准确反映水务信息管理服

务的实践经验、修订的技术数据和参数有无可靠依据，与相关标

准是否协调一致、体例是否符合编写规定等内容进行审查。

经审查，专家组一致认为，标准修订依据充分、方法得当；

修订的内容适用，具有可操作性;修订后的文件可为水务精细化

管理、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管理提供技术基础，一致同意标准修

订通过审查。

二、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对信息分类、空间要

素表达规范进行广泛调研，尽量做到科学、严谨，保证标准技术

内容的科学性。

2、协调性原则。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水利、水务

行业最新标准，与水利部颁布的《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

（SL 730）协调一致。



4

3、识别性原则。标准修订要充分考虑图式符号背后的象征

意义，图式符号要具备一定识别性。

4、适用性原则。结合当前水务精细化管理要求，对标准修

订的各项技术内容进行约束和规定，满足适用性要求。

三、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和确定依据

本次修订与原标准（DB31/T 362.3-2006）相比，除编辑性、

格式性修改外，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修改条款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按照最新行业标准对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更新。一是

删除了《建筑给水排水设备器材术语》（GB/T 16662）、《水文

基础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0095）、《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术

语标准》（SL 26）、《农田水利技术术语》（SL 56）等四项引

用文件。二是新增《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基本规定》（GB/T 30318）、

《地下管线要素数据字典》（GB/T 41455）、《水利空间要素图

式与表达规范》（SL 730）、《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SL/T

729）、《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电子地图数据规范》（CH/Z

9011）、《水利地理信息图形标示》（DB32/T 3622）等六项引

用文件。

（二）修改条款3 术语和定义

本次修订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中GB/T 30318、SL 730、SL/T

801、SL/T 729等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三）修订条款4.4 水务管理信息图式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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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发布《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SL

730-2015)、江苏省水文勘测局发布《水利地理信息图形标示》

（DB32/T 3622-2019）等有关标准规定以及本市水务行业发展要

求，对原标准4.4 水务管理信息图式符号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前

后图式符号对比情况见表1。

表1 原标准图式符号修订前后对比

类别 修订前图式符号 修订后图式符号

雨量站

农村供水工程 无

自来水厂

视频监控 无

流量监测点

以RGB颜色区分供水、原水、排水

流量监测点图式符号

水压监测点

以RGB颜色区分供水、原水水压监

测点图式符号

水质监测点

以RGB颜色区分供水、原水、排水

流量监测点图式符号

积水监测点 无

排水支线 无

重要用水户 无

一般用水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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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修订前图式符号 修订后图式符号

调蓄池 无

农村污水处理站 无

化粪池 无

沉淀池 无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修订标准，参照《地下管线要素数据字典》（GB/T

41455-2022）、《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SL 730-2015）、

《水利地理信息图形标示》（DB32/T 3622-2019）等标准文件，

涵盖国家标准、水利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充分考虑了上海水

务信息管理发展需求，针对本市水务管理信息所涉及图式符号进

行设计。

《地下管线要素数据字典》（GB/T 41455-2022）是国家针

对地下管线要素制定的数据字典，涵盖给排水管线、热力管线、

燃气管线等多类别，对地下管线要素属性、几何表示方法进行规

定。本标准与《地下管线要素数据字典》对比，实体对象图式符

号覆盖水利、供水、排水全行业，管线类图式符号以供水、排水

两类为主。

《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SL 730-2015）给出了

水利空间要素图式和表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范围涉及水利基础

设施、防汛抗旱专题、水资源专题、水土保持专题等多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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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对比，涉及范围不同，

本标准主要以水利、供水、排水等三大类对象为主。

《水利地理信息图形标示》（DB32/T 3622-2019）是江苏省

地方标准，该标准将水利业务空间对象划分为水利公共类、水利

工程、防汛抗旱、农村水利等8大类98小类。本标准与《水利地

理信息图形标示》对比，将水务业务空间对象分为水利、供水、

排水3大类45中类及若干小类，图式符号的设计更多融合了上海

水务管理特点，具有一定标识性。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修订按照《GB/T 1.1-2020 标准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修编。本标准严格遵守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与水利部颁布的《水利空间要素图式与表达规范》（SL

730）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修订颁布实施后，有关部门应认真组织标准宣贯、培

训，使修订后的标准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行业

对水务信息的一致性描述，更有利于水利、供水、排水等水务管

理领域专业地图制定。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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