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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传算法的供水管网反问题漏失定位

董　深，吕　谋，盛泽斌，李　璞
（青岛理工大学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２６６０３３山东 青岛）

摘　要：为有效减少城市供水管网漏失，快速、准确确定漏失点的位置及漏失水量，进而实现管网漏失的实时诊断，提出
了基于遗传算法的供水管网反问题漏失定位方法．在构建基于反问题分析的微观基础水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管网漏
失量与压力变化的相关性分析，以漏失点所在管网中的位置及漏失点相应的漏失水量为变量，以漏失发生时管网压力监

测点的监测值与模拟值的差值最小为目标，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的供水管网反问题漏失定位模型．通过３种工况下的漏
失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反问题漏失定位模型可以有效地定位漏失点并优化预测漏失水量，可合理高效地制定

漏失点检测与定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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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网漏失会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直接影
响供水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会危害城市安全，造

成道路、地基下沉，甚至影响建筑物的质量和安

全；另外漏失也影响供水水质，造成水质污染，危

害群众健康，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管网漏失．而
漏失管理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复

杂且不直观的管网中快速定位漏失发生点．通过
建立供水管网在线监控网络，实时监测供水管网

中的水量、水压等变化，可实现城市供水管网故障

的实时诊断，常见的诊断方法是水压测量检漏．
Ｇｅｒｍａｎｏｐｏｕｌｏｓ等［１］把与压力有关的泄漏因素引

入模型中，Ｌｉｇｇｅｔ等［２］提出了基于压力和流量的

逆分析法、瞬态分析与遗传算法，并进行了瞬态分



析的最优监测研究，国内在基于压力和（或）流量

分析的漏损或泄漏诊断方面还在试验与理论探讨

过程中，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江朝元等［３］采用

负压波传播到上下游的时间差和管内压力波的传

播速度并结合流量检测法进行漏点定位，伍悦滨

等［４］采用瞬变反问题分析数值模拟来确定给水

管网漏失点和漏失量，王俊岭等［５］考虑到测压点

位置压力的代表性，提出采用图论理论对给水管

网测压点进行优化布置的方法，郭新蕾等［６］基于

瞬变流和遗传算法的管道泄漏辨识方法，提出管

道泄漏检测的水力瞬变全频域数学模型．虽然这
些研究均基于压力和流量的分析，在漏损诊断的

速度和精度方面有显著提高，但仍然无法做到漏

损实时（在线）诊断．本文通过管网压力、流量等
在线监测数据，采用基于 ＧＡ的反问题漏失定位
方法，可实现较为准确的漏失点定位．

１　实验方法与实验平台
１１　水力瞬变流反问题分析方法

描述管道瞬变流的运动方程和连续方程［７］

可写为

Ｈ
ｘ
＋１ｇ

Ｖ
ｔ
＋ｆＶ｜Ｖ｜２ｇＤ ＋ＪＵ ＝０； （１）

ＶＨ
ｘ
＋Ｈ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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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０． （２）

式中：ｘ为沿管道中心线方向的距离，ｔ为时间，Ｈ
为水压高度，Ｖ为管道平均流速，Ｄ为管道直径，ｇ
为重力加速度，ｆ为 ＤａｒｃｙＷｅｉｓｂａｃｈ摩阻系数，ａ
为水击波速，α为管道倾角，ＪＵ为非恒定摩阻．

水力瞬变流反问题分析是在系统中激发不会

对系统本身产生任何危害的低强度瞬变流动，同

时选定系统中的测压点，通过实时监测，获得这些

测压点在瞬变过程中的压力响应值，从而辨识系

统的水力元件特性，如阀门工况、管道粗糙度和管

道漏失等，而所有水力元件特性均反映在管网系

统模型中［４］．反问题分析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Ｅ（ａ）＝∑
Ｍ

ｉ＝１
［Ｈｍｉ －Ｈｉ（ａ）］

２，ａ＝（ａ１，ａ２…，ａＮ）．

（３）
式中：Ｈｍｉ为第ｉ个压力测量值；Ｈｉ（ａ）为第ｉ个压
力计算值；ａ为漏失系数数组，ａＮ＝（ＣＡ）Ｎ，Ｎ为
假设可能存在的漏失点；Ｍ为测压点数．

供水管网的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从系统中

提取大量的流量与压力等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

于对管网的瞬态分析计算［８］．供水管网反问题漏
失定位就是在管网水力模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

管网实测值与模拟优化计算数值的对比分析来确

定供水管网的漏失点位置及漏失水量．
１２　水力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优化

在实验室中建立供水管网仿真模拟实验平

台，如图１所示．平台中设有２个供水水箱，２台
加压水泵，４个进水点及数十个控制阀门，可根据
实验需求，通过调节控制阀门或对水泵的变频调

速控制更改管网拓扑结构，从而实现多种运行工

况下的漏失点定位及漏失量模拟分析．

图１　供水管网仿真模拟实验平台

　　在管网仿真模拟实验平台中，通过关闭部分
管段上的控制阀门，将管网组合为如图２所示的
拓扑结构，并采用美国环境保护局（ＥＰＡ）所开发
的供水管网模拟软件 ＥＰＡＮＥＴ建立了管网微观
仿真模型，即

Ａ珚Ｑ＝珔ｑ，
Ｂ珔ｈ＝０，
ｈ＝ＳＱｎ

{
．

（４）

式中：Ａ为衔接矩阵，Ｑ为节点流量，珚Ｑ为由各节点
的流量组成的向量，珔ｑ为由各管段的流量组成的
向量，ｈ为管段水头损失，珔ｈ为管段水头损失向量，
Ｂ为回路矩阵，Ｓ为管段摩阻，ｎ＝１８５２～２．

该模型包括１２个主供水环、８３个节点、７５根
供水管道，管道总长度为１３２５ｍ，其中最小供水
管径为５０ｍｍ，由两个变频调速水泵经４个进水
口供水，该模型将作为管网漏失定位研究的基础

性水力分析模拟平台．为提高所建立微观水力模
型的精度，采用智能化遗传算法对上述微观模型

进行优化校核计算，对应于管径为５０ｍｍ的管段
的校核阻力系数为８０，对应于管径为７０ｍｍ的管
段的校核阻力系数为９０，对应于管径为１００ｍｍ
的管段的校核阻力系数为 ９５，对应于管径为
１５０ｍｍ的管段的校核阻力系数为１３０．校核后管
网监测点压力监测值与模拟值对比结果见表１．
校核后模型相对误差小于２５％，满足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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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供水水箱；ＪＤ—管网节点；ＹＬ、ＹＬＸ—压力监测点；ＵＳ—用水点；ＺＤ—浊度在线监测点；ＢＪ—变径点．

图２　微观水力模型拓扑结构
表１　压力监测值与模拟值对比结果

测压点
实测水头／

ｍ

模拟水头／

ｍ

压力模拟

相对误差

ＹＬ１ ４１３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５
ＹＬ２ ４１２ ４１３ ０００１６
ＹＬ３ ４１１ ４１３ ０００４６
ＹＬ４ ４１５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４
ＹＬ９ ３９５ ４１１ ００３９０
ＹＬ１０ ３９９ ４１１ ００２９０
ＹＬ１１ ３９１ ４１１ ００５００
ＹＬＸ１ ４０２ ４１４ ００３００
ＹＬＸ２ ３９８ ４１９ ００５２０
ＹＬＸ３ ４００ ４１９ ００４８０
ＹＬＸ４ ４０２ ４１３ ００２８０
ＹＬＸ５ ３８８ ３９５ ００１８０
ＹＬＸ６ ４０３ ４１４ ００２８０

２　基于智能寻优的反问题漏失定位模型
２１　压力监测点优化布置

针对管网漏失定位的水压校核要求，为保证

漏失变化能及时有效地在压力监测点的观测值中

反映出来，在管网水力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灵

敏度分析，寻找水头受漏失量影响大的几个节点

作为压力监测点，以期提高漏失定位计算的准确

率［９］．采用一维寻优计算的裴波那契法（Ｆｉｂｏｎａｃｃｉ
ｍｅｔｈｏｄ）对变量 Ｎ直接进行寻优以确定测点数
目，再确定优化的测点布置，其计算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Ｊ＝｛［ｍａｘ
Ω
（ｍａｘ
ｊ∈Ｚｋ
｜ｐｊ－ｐｃｋ｜）］＋

Ｗ·１０００·Ｎｃ｝．
约束条件为

Ｎ≤Ｎｐ，ｊ∈｛Ｎ１，Ｎ２，…，Ｎｎ｝，Ｑｍｉｎ≤Ｑｊ≤Ｑｍａｘ．

式中：Ｗ为权系数；Ｚｋ为第 ｋ个测压点所代表区
域；Ω为Ｚｋ的集合；Ｎｐ为允许布置的最大测压点
数目；ｐｃｋ为第ｋ个中心点的水压；ｐｊ为第ｊ个节点
的水压．

通过对所构建的水力分析模型进行灵敏度分

析，在供水管网仿真模拟实验平台中优化布设１３
个压力监测点，进而建立实验平台在线监控网络．
２２　漏失点定位及漏失量优化分析模型的建立

通过对管网漏失量与压力变化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所建立的微观模型为基础水力分析模型，

以漏失点所在管网中的位置及漏失点相应的漏失

水量为变量，以漏失发生时管网压力监测点的监

测值与模拟值的差值最小为目标，结合１１节中
的水力瞬变流反问题分析方法，构建供水管网漏

失定位反问题优化计算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Ｆ＝∑
Ｍ

ｉ＝１
（｜ＨＭｉ－ＨＪｉ１｜·ΔＷｉ）／ＨＪｉ１，

ΔＷｉ＝｜ＨＪｉ１－ＨＪｉ０｜．
　　约束条件为

ｊ∈｛Ｎ１，Ｎ２，…，Ｎｎ｝，
Ｑｍｉｎ≤Ｑｊ≤Ｑｍａｘ．

式中：ΔＷｉ为管网中各压力监测点的权重函数，由
发生漏失前后监测点压力变化值确定；ＨＭｉ为漏
失时，第ｉ个测压点的模拟计算水头，ｍ；ＨＪｉ１为漏
失时，第ｉ个测压点的监测水头，ｍ；ＨＪｉ０为未漏失
时，第ｉ个测压点的监测水头，ｍ；Ｑｊ为漏失点ｊ的
漏失量，ｍ３／ｈ；Ｍ为压力监测点个数，对于１２节
中所构建的微观水力模型，Ｍ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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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遗传算法求解
遗传算法是基于自然选择和基因遗传学原理

的随机优化搜索算法，适合于处理传统算法无法

解决的复杂非线性问题，且可直接用于离散变量

的计算．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变量既包括离散
变量（漏失点位置），同时也包括连续变量（漏失

点相应的漏失量），是一个混合变量的复杂非线

性求解问题［１０］，因此本文可采用改进的智能化遗

传算法对漏失点定位及漏失量优化分析模型进行

求解，实现流程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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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供水管网反问题漏失定位求解实现流程

　　采用混合编码方法对漏失点位置及相应的漏
失量进行编码，结合最优保存策略，采用 ＢＰ人工
神经网络计算确定遗传算法的各算子分别为：种

群大小ＭＭ ＝５０，进化代数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为６００，交
叉概率Ｐｃ＝０９８，变异概率Ｐｍ ＝０９５．

３　单点与两点漏失模拟计算
在图１所示的供水管网仿真模拟实验平台上

进行３种漏失工况仿真模拟实验：１）单节点 ＪＤ２
漏失；２）单节点ＪＤ２７漏失；３）双节点 ＪＤ２、ＪＤ４漏
失．各种漏失模拟工况下的管网节点基础流量、漏
失点的漏失量及１３个压力监测点的压力值，均可
由实验平台中的在线监控网络实时获取．
３１　单节点ＪＤ２漏失模拟

通过开启控制阀门使节点ＪＤ２发生漏失．采用
２２节所构建的供水管网漏失定位反问题优化计
算模型，进行漏失定位计算，测压点的实测值与计

算值见表２．节点ＪＤ２发生漏失时，通过漏失定位
反问题优化计算所得到的漏失点为ＪＤ４，在模拟实
验平台中，两节点间距离为０３ｍ，漏失量的实测
值为１７５１ｍ３／ｈ，优化计算值为１７２８３ｍ３／ｈ，相对
误差为１３％．

表２　节点ＪＤ２漏失优化计算结果

测压点
实测水头／

ｍ

优化计算

水头／ｍ

压力优化

误差／％

ＹＬ１ １９５ １９６６ ０８４
ＹＬ２ １９６ １９６２ ０１２
ＹＬ３ １９７ １９６２ ０４１
ＹＬ４ １９７ １９６９ ００４
ＹＬ９ ４３５ ４３５３ ００６
ＹＬ１０ ４３６ ４３５０ ０２３
ＹＬ１１ ４３５ ４３５７ ０１７
ＹＬＸ１ ２８１ ２８２２ ０４１
ＹＬＸ２ ３６４ ３６４１ ００３
ＹＬＸ３ ３６２ ３６４２ ０６１
ＹＬＸ４ １９６ １９６１ ００４
ＹＬＸ５ ４３７ ４３５６ ０３１
ＹＬＸ６ ２８１ ２８０２ ０２７

３２　单节点ＪＤ２７漏失模拟
通过开启控制阀门使节点ＪＤ２７发生漏失．采

用２２节所构建的供水管网漏失定位反问题优化
计算模型，进行漏失定位计算，测压点的实测值与

计算值见表３．
表３　节点ＪＤ２７漏失优化计算结果

测压点
实测水头／

ｍ

优化计算

水头／ｍ

压力优化

误差／％

ＹＬ１ １９４ １９４７ ０３５
ＹＬ２ １９６ １９７５ ０７７
ＹＬ３ １９８ １９８３ ０１４
ＹＬ４ １９８ １９８９ ０４６
ＹＬ９ ４４３ ４３８７ ０９６
ＹＬ１０ ４４２ ４３８６ ０７６
ＹＬ１１ ４４２ ４３８５ ０７９
ＹＬＸ１ ２８０ ２８１５ ０５２
ＹＬＸ２ ３７０ ３６６６ ０９１
ＹＬＸ３ ３７１ ３６７８ ０８６
ＹＬＸ４ ２０４ ２０３０ ０４９
ＹＬＸ５ ４４４ ４４１７ ０５２
ＹＬＸ６ ２８３ ２８２３ ０２５

　　节点ＪＤ２７发生漏失时，通过漏失定位反问题
优化计算所得到的漏失点为ＵＳ１９，在模拟实验平
台中，两节点间距离为４３５ｍ，两节点位于管网
的同一个环内．漏失量的实测值为１７４９ｍ３／ｈ，
优化计算值为１７７６１ｍ３／ｈ，相对误差为１５５％．
３３　双节点ＪＤ２、ＪＤ４漏失模拟

通过开启控制阀门使节点 ＪＤ２、ＪＤ４同时发
生漏失．采用２２节所构建的供水管网漏失定位
反问题优化计算模型，进行漏失定位计算，漏失量

与测压点的实测值与计算值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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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双节点漏失时的优化计算结果

测压点
实测水头／

ｍ

优化计算

水头／ｍ

压力优化

误差／％

ＹＬ１ １１６ １１６１ ０１０
ＹＬ２ １１７ １１７０ ０００
ＹＬ３ １１８ １１７１ ０７３
ＹＬ４ １１８ １１８０ ０００
ＹＬ９ ３５６ ３５６９ ０２７
ＹＬ１０ ３５３ ３５３３ ００９
ＹＬ１１ ３５４ ３５４１ ００２
ＹＬＸ１ ２０３ ２０３０ ００１
ＹＬＸ２ ２８５ ２８６４ ０４８
ＹＬＸ３ ２８５ ２８７４ ０８４
ＹＬＸ４ １３０ １２９５ ０３６
ＹＬＸ５ ３５６ ３５６６ ０１８
ＹＬＸ６ ２０３ ２０１４ ０７９

　　节点ＪＤ２、ＪＤ４同时发生漏失时，通过漏失定
位反问题优化计算所得到的漏失点为 ＪＤ９和
ＵＳ８，ＪＤ２与 ＪＤ９距离为２３ｍ，两点在管网的同
一个环上，ＪＤ４与ＵＳ８两节点距离为０３５ｍ．

ＪＤ２的漏失量实测值为１０４２ｍ３／ｈ，优化计
算值为１０５７２ｍ３／ｈ，相对误差为１４６％．ＪＤ４的
漏失量实测值为 ７９４ｍ３／ｈ，优化计算值为
７８５３ｍ３／ｈ，相对误差为１１０％．
　　通过以上３种模拟漏失工况的反问题优化计
算，可知此模型能够较准确地将计算漏失点锁定

在模拟漏失发生点的相邻节点或同一环内的漏失

点附近节点上，从而有效地缩小了漏失点的排查

范围，与此同时，漏失量的优化计算误差均能够控

制在２％以下．由此可见，所构建的供水管网反问
题漏失定位模型精度较高．

４　结　论
１）通过３种漏失工况下的模拟漏失实验与

相应的反问题优化计算，表明漏失点定位及漏失

量优化分析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将漏失点锁定在

实际漏失点附近或同一环内的漏失点相邻节点

上，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缩短了管网漏失探测与定

位的时间，与此同时，漏失量的优化计算误差均能

够控制在２％以下，模型精度较高，根据供水管网
中压力监测数据的瞬态变化，可以有效地定位漏

失点并优化预测漏失水量．
２）基于ＧＡ的反问题漏失定位方法依赖于

管网压力、流量等在线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基础

水力分析模型的精度，因此，通过对管网压力、流

量等监测点进行优化布置，提高在线监测网络的

准确性，并通过灵敏度分析、智能优化算法等校核

提高水力模型的精度，可有效提高供水管网反问

题漏失定位的精准度．
３）通过实验验证了所构建的反问题漏失定

位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可应用于城

市供水管网漏失诊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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