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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学会标准发布公告

关于批准发布《寒冷地区渠道安全监测技术规程》等
１０项团体标准的公告

水学〔２０２０〕１８２号

经理事长专题办公会批准，决定发布《寒冷地区渠道安全监测技术规程》等１０项团体标准，现予以

公告。

标准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实施。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 寒冷地区渠道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Ｔ／ＣＨＥＳ４０—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２ 寒冷地区渠道冻害评价导则 Ｔ／ＣＨＥＳ４１—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３
水质涕灭威、克百威和甲萘威的测定 液

相色谱法
Ｔ／ＣＨＥＳ４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４
水利水电工程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预警

系统技术规范
Ｔ／ＣＨＥＳ４３—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５ 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规范 Ｔ／ＣＨＥＳ４４—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６ 雷达水位计 Ｔ／ＣＨＥＳ４５—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７ 区域节水评价方法（试行） Ｔ／ＣＨＥＳ４６—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８ 非结构化水文资料数据库结构标准 Ｔ／ＣＨＥＳ４７—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９ 液压升降坝设计规范 Ｔ／ＣＨＥＳ４８—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１０ 冷却水工程水力、热力模拟技术规程 Ｔ／ＣＨＥＳ４９—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２０２１．２．１

中国水利学会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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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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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鼎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滁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滁州水文水资源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大羽、荆茂涛、沈俊峰、尹立志、岳高峰、程萌、向衍、刘成栋、柏正林、沈光泽、

张凯、何翠敏、刘向阳、姚静、岳王清、高四维、王圣印、张媚、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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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

预警系统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利水电工程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的组成、技术要求以及监测点的布置、信

息安全管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应用的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１０４０．２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２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ＧＢ／Ｔ１８４３　塑料　悬臂梁冲击强度的测定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６５４３—２００８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ＧＢ／Ｔ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Ｔ９１７４　一般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９３４１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３　紫外光老化

ＧＢ／Ｔ５０７６８　白蚁防治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ＳＬ６１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ＳＬ２１０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ＳＬ／Ｔ３２４　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

ＳＬ４７８　水利信息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编制规范

ＳＬ４２７　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数据传输规约

ＳＬ５９５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ＳＬ６５１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ＳＬ７８３　水利数据交换规约

ＳＬ７９８　水利信息产品服务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０７６８和ＳＬ２１０、ＳＬ５９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监测预警系统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犪犾犲狉狋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可通过“监测预警再监测”的循环过程，实现保护对象免受白蚁危害的一整套白蚁监测预警控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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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装备的总称，由监测装置、监测站、软件系统及辅助工具等组成。

３．２

白蚁监测装置　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狋犲狉犿犻狋犲狊

诱集白蚁的饵料、感应白蚁取食的装置、信号采集和发送的装置及外壳的集合体统称。

　　注：含地下型和地上型白蚁监测装置。

３．３

白蚁监测点　狋犲狉犿犻狋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狆狅犻狀狋

埋设白蚁监测装置的具体位置。

３．４

白蚁监测站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各白蚁监测点信息采集、集中和传输的集合基站。

３．５

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　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狋犲狉犿犻狋犲狊

自动监测、实时采集、传输监测点白蚁是否存在的信息过程。

３．６

报警准确率　犪犾犪狉犿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在报警有白蚁的监测装置中真实有白蚁的监测装置比例。

３．７

误报率　犳犪犾狊犲犪犾犪狉犿狉犪狋犲

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不能真实反映白蚁监测装置当前的工作状态的比例。

３．８

蚁源区　狋犲狉犿犻狋犲狉狊狅狌狉犮犲犪狉犲犪

有白蚁存在并且可能蔓延危害水利工程主体和管理区安全的区域。

　　注：该区域包括堤（坝）体两端、堤（坝）体脚线、管理区等外侧３０ｍ～５０ｍ的区域。

３．９

管理区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狉犲犪

水利工程现场的办公、生活及仓库等区域。

３．１０

结合部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犪狉犲犪

堤（坝）两端与山体（陆地）交接的区域。

４　监测预警系统

４．１　系统组成

监测预警系统应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构成。硬件系统应由监测装置和监测站组成；软件系统应

包括计算机监控软件（服务端和客户端）和数据库两个部分，见图１。硬件系统应满足ＳＬ６１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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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白蚁实时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示意图

４．２　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应能满足下列要求：

ａ）　系统服务器端运行于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上，采用数据库存储数据；

ｂ）　Ｂ／Ｓ架构，兼容主流操作系统，用户从浏览器进行系统的登陆和访问；

ｃ）　能够实现在线控制和操作，并有效保证监测数据传输到数据库；

ｄ）　具备白蚁侵入报警功能，支持手机短信报警，在触发报警到发送报警信息间隔应不超过２４ｈ；

ｅ）　显示监测点的电压、信号强度等；

ｆ）　具备监测点的实时状态显示（如无白蚁、有白蚁、白蚁已处理、设备已离线等）和坐标展示；

ｇ）　具备监测信息的查询、修改、统计、存档等功能；

ｈ）　软件系统设有不同层级的管理权限；

ｉ）　除ＰＣ端浏览器外，应支持ＡＰＰ或者微信小程序等方式查看项目。

４．３　监测装置

４．３．１　监测装置内饵料应对防治白蚁种类有较强的喜食性。

４．３．２　外壳使用抗老化环保材料，上盖具有止锁功能，并设计有非采光性排气孔。坡面安装的监测装

置外壳顶盖宜采用斜面设计。

４．３．３　配有专业开舱检查工具。

４．３．４　监测通信技术具备低功耗、低速率等特点，不会对其他水利水电工程抢险救灾等信号产生干扰。

４．３．５　外观清洁、无污物。

４．３．６　监测频次每日不少于１次。

４．３．７　监测装置的使用环境满足下列要求：

ａ）　温度：－１０℃～７０℃范围内保持良好工作状态；

ｂ）　湿度：８０％以上环境下保持正常工作，并在退湿后能正常传输。

４．３．８　监测装置的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白蚁监测报警准确率大于９５％；

ｂ）　白蚁监测误报率小于５％；

３

犜／犆犎犈犛４３—２０２０



ｃ）　外壳抗紫外线老化度达到４级以上；

ｄ）　外壳拉伸强度大于８０ＭＰａ；

ｅ）　外壳弯曲强度大于１００ＭＰａ；

ｆ）　外壳冲击强度大于１５ｋＪ／ｍ
２；

ｇ）　涉电元件封装盒防护等级达到ＩＰ６８级；

ｈ）　监测装置投入使用后，有源型监测装置电子模块及电池稳定使用年限不低于５年。

４．４　监测点的布置

监测点的布置如下，具体布置可参考附录Ａ：

ａ）　白蚁监测点应覆盖水利工程的主体区、管理区和结合部；

ｂ）　坝体硬化部分厚度大于１０ｃｍ时，可以不布置监测点；

ｃ）　积水区域不宜布置监测点；

ｄ）　监测点多排布置时，应梅花状（即错位）排列。

５　信息管理

５．１　信息安全控制

５．１．１　在主机登录、应用服务资源访问、云平台访问等过程中使用身份认证管理。

５．１．２　应合理分类设置各层次账户权限，以最下特权原则分配账户权限。权限检查应符合ＳＬ／Ｔ７９８

的规定。

５．１．３　不应在不同系统和网络环境下共享身份认证证书信息。

５．１．４　远程访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采用数据单向访问控制等策略进行安全加固，对访问时限进行控制；

ｂ）　保留控制系统的相关访问日志，并对操作过程进行安全审计；

ｃ）　满足ＳＬ７８３的数据安全约定。

５．１．５　应定期备份数据库。

５．２　信息传输、处理和储存

５．２．１　服务器定时从监测站获取监测信息，并将信息进行识别，转换为明确的监测点状态数据，并通过

数据库将监测信息进行保存。数据库应满足ＳＬ／Ｔ３２４和ＳＬ４７８的有关规定。

５．２．２　数据通信宜优先采用成熟的公共通信通道进行数据传输。通信方式和误码率应符合ＳＬ４２７的

有段谷底。

５．２．３　数据传输速率应根据通讯方式按ＳＬ６１的规定进行选择。数据传输的通畅率宜达到９９％以上。

５．２．４　数据传输协议应符合ＳＬ６５１的规定。

５．２．５　信息传输每日不少于一次，监测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数据存储的差错率不高于０．０１％。

５．３　信息制度

５．３．１　应设立授权管理体系，明确授权主体、范围与权限，确保各单位及关键岗位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开

展工作。

５．３．２　应制订授权制度，对授权内容和程序作出规范，对所有授权事项进行统一管理，并根据管理层

级、职责分工和工作需要对被授权人分级授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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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信息记录管理

信息记录管理内容应包括：

ａ）　账号管理：ＰＣ端用户、移动端用户；

ｂ）　设备管理：监测点管理、监测站管理；

ｃ）　数据管理：巡检日志、数据统计。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报警准确率和误报率试验

６．１．１　报警准确率

取白蚁监测装置１０个为一组，在野外白蚁实验基地或室内实验室通过白蚁取食行为启动监测装置

信号触发，按照公式（１）统计计算报警准确率，重复三次。

犛＝
犅

犃
×１００％ …………………………（１）

　　式中：

犛———报警准确率；

犃———检验产品数量；

犅———检验产品中的报警数。

６．１．２　误报率

取白蚁监测装置１０个为一组，在野外白蚁实验基地或室内实验室中，按照公式（２）统计不是由白蚁

取食行为启动的白蚁监测装置数，重复三次。

犠 ＝
狋

犿×狀×犱
×１００％ …………………………（２）

　　式中：

犠 ———误报率；

狋 ———受检产品的误报次数；

犱 ———受检试验的天数；

犿 ———受检产品的数量；

狀 ———受检产品每天数据传送的次数。

６．２　抗紫外线老化度试验

监测装置外壳抗紫外线老化度试验方法按照紫外光老化ＧＢ／Ｔ１６４２２．３的规定执行。

６．３　拉伸强度试验

监测装置外壳拉伸强度试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１０４０．２的规定执行。

６．４　弯曲强度试验

监测装置外壳弯曲强度试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９３４１的规定执行。

６．５　冲击强度试验

监测装置外壳冲击强度试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１８４３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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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封装防护等级试验

涉电元件封装防水等级试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的规定执行。

６．７　监测装置浸水试验

将监测装置整体浸入水下１．０ｍ，４８ｈ后取出，按７．１的试验方法测试报警准确率和误报率。

６．８　外观质量试验

监测装置外观整洁，无污渍。各组件结合紧密，无破损，无缺件。

６．９　功能性试验

激活监测装置，在计算机监控终端上检查监测装置的工作状态、上传时间、内置电池电压、电量、监

测装置编码等信息。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７．１．１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检验项目（４．３．５）、功能性检验项目（４．３．７）。

ａ）　外观清洁、无污物；

ｂ）　白蚁监测报警准确率大于９５％；

ｃ）　白蚁监测误报率小于５％。

７．１．２　抽样方法

检验采用计量抽检二次抽检法。具体抽样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７．１．３　判定规则和复验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产品合格。若有１项不合格，应做二次复验。若复验合格则判为合

格。超过两项以上不合格或复验后仍有项目不合格，应须返修后再检验所有项目合格方可判定合格。

７．２　型式检验

７．２．１　检验项目

７．２．１．１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４．３．８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ａ）　白蚁监测报警准确率大于９５％；

ｂ）　白蚁监测误报率小于５％；

ｃ）　外壳抗紫外线老化度达到４级以上；

ｄ）　外壳拉伸强度大于８０ＭＰａ；

ｅ）　外壳弯曲强度大于１００ＭＰａ；

ｆ）　外壳冲击强度大于１５ｋＪ／ｍ
２；

ｇ）　涉电元件封装盒防护等级达到ＩＰ６８级。

７．２．１．２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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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

ｃ）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ｄ）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７．２．２　型式检验样本

应在生产批次中随机抽取。抽样方法满足附录Ｂ。

７．２．３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合格应是４．３．８全部主要技术指标都合格，如有１项以上不合格项目，应加１倍抽样检验

不合格项，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套产品应具备产品标识，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装箱单。

８．１．２　产品标识上应清晰标出以下内容：

ａ）　注册商标；

ｂ）　产品名称；

ｃ）　产品型号；

ｄ）　规格尺寸；

ｅ）　制造商名称及详细地址；

ｆ）　制造日期；

ｇ）　产品执行的标准代号。

８．１．３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

ａ）　产品说明；

ｂ）　设置说明；

ｃ）　使用说明。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产品包装箱符合ＧＢ／Ｔ６５４３—２００８规定。

８．２．２　包装箱应保证在正常运输和保管条件下，不因颠震、装卸、受潮或侵入灰尘而使产品受到损伤。

８．２．３　包装箱上的标志要求如下：

ａ）　贮运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规定；

ｂ）　发货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６３８８规定。

８．３　运输

产品在装卸及搬运过程中应轻放，正面朝上叠放堆高应不超过５层，且应符合ＧＢ／Ｔ９１７４规定。

８．４　贮存

产品装箱后应保存于通风干燥无腐蚀品的室内，贮存超过１２个月应做出厂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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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水利工程白蚁监测点的布置

犃．１　堤（坝）顶端监测点的布置

堤（坝）顶端的监测点布置在距坝肩０．５ｍ～１ｍ的两侧，沿堤坝纵向的监测点间距５ｍ～１０ｍ。

犃．２　堤（坝）背水坡监测点的布置

背水坡监测点布置距离为纵向５ｍ～１０ｍ，横向３ｍ～５ｍ排列。最上一行应距坝肩２ｍ。

犃．３　堤（坝）迎水坡监测点的布置

迎水坡监测点的最低点要高于正常蓄水位线１ｍ以上。迎水坡监测点布置距离纵向５ｍ～１０ｍ，

横向３ｍ～５ｍ排列。

犃．４　堤（坝）两端与山体（或陆地）结合部监测点的布置

堤（坝）两端与山体（或陆地）结合部及内延２５ｍ的区域监测点的布置间距要加密，纵向３ｍ～５ｍ，

横向３ｍ～５ｍ排列。

犃．５　管理区域监测点的布置

管理区域监测点应围绕各建筑物四周埋设，监测点的间距为３ｍ～５ｍ，监测点距建筑物距离

０．５ｍ。

犃．６　蚁源区监测点的布置

蚁源区监测点的布置间距可适当放宽，纵向１０ｍ～２０ｍ，横向１０ｍ～２０ｍ。

犃．７　布置图

见图Ａ．１、图Ａ．２。

图犃．１　堤坝监测点布置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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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堤坝监测点布置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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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白蚁监测装置检验抽样方法

　　白蚁监测装置检验抽样应满足表Ｂ．１的规定。

表犅．１　白蚁监测装置检验抽样方法

检验方式：Ａｃ为接收数，Ｒｅ为拒收数。

Ⅰ Ⅱ

批量

检验项目：４．３．７、

４．３．８中ａ）和ｂ）

允收水平

ＡＱＬ＝２．５

抽样样本 Ａｃ Ｒｃ

批量

检验项目：

４．３．５

允收水平

ＡＱＬ＝２．５

抽样样本 Ａｃ Ｒｅ

２至８ ２ ０ １ ２至８ ２ ０ １

９至１５ ３ ０ １ ９至１５ ３ ０ １

１６至２５ ５ ０ １ １６至２５ ５ ０ １

２６至５０ ８ ０ １ ２６至５０ ８ ０ １

５１至９０ １３ ０ １ ５１至９０ １３ ０ １

９１至１５０ ２０ ０ ２ ９１至１５０ ２０ ０ ２

１５１至２８０ ３２ ２ ３ １５１至２８０ ３２ ２ ３

２８１至５００ ５０ ３ ４ ２８１至５００ ５０ ３ ４

５０１至１２００ ８０ ５ ８ ５０１至１２００ ８０ ５ ８

１２０１至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７ １１ １２０１至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７ １１

３２０１至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５ ３２０１至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５

１０００１至３５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４ ２２ １０００１至３５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４ ２２

３５００１至 ５００ ２１ ２２ ３５００１至 ５００ ２１ ２２

　　注：产品检验ＧＢ／Ｔ２８２８—２０１２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ＡＱＬ＝２．５；功能检查水平＝Ⅰ，外观检查水平＝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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