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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分區計量(DMA)在管網漏水控制得到不錯的成效，在

實務操作上，卻常有售水率與供水管網供給量之間存有落差

，探究原因，發現售水率調查之工法在操作上有以下問題導

致數據失準：水量計讀值單位過大(現以立方米為單位)、抄

表前後時間過久無法同步抄表、人工抄表數據錯誤等，針對

目前工法產生的問題，本研究將嘗試透過創新工法達到精簡

抄表成本及提升售水率數據準確度，以利更精準掌握小區間

的漏損狀況。                         

本研究將設計各種創新售水率調查工法，並驗證不同創

新工法之可行性與售水率達成度，選定特定區域進行工法試

煉，以確認實際可減少的人力時間及作業條件因子，創新工

法之設計包含應用智慧電子水表功能、使用無線讀表設備，

相較於目前工法作業的繁縟，運用水表內置每日定期流量紀

錄、每週流量紀錄、連續八個月之每月流量紀錄，搭配無線

讀表設備的自動化與即時性，輔助分區計量大數據之蒐集，

進一步分析原因並提高售水率，未來成熟運用後，可作為智

慧水網評估成效之一環，提供分區計量管網售水率調查更新

之工法，俾減少人力縮短工時，更快速取得有效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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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售水率是了解各個小區管網間，漏水嚴重度判讀的重要指標，查

目前售水率調查作業，可能存有抄表時間不一致、讀值單位等問題造

成數據失準。然而數據為管理基礎，若基礎數據不準確，則容易造成

後續管理失準。 

目前自來水事業單位雖逐步推動智慧水網，運用通訊技術完成遠

端抄表作業，以利迅速地獲取水表表值，然而在銜接至全面建置的這

段時間，本研究以智慧電子水表作為基礎，設計多種售水率調查工法

，期望以最低的成本，優化現行調查作業流程，協助自來水事業單位

可以快速地獲取精準售水數據。 

 



2.售水率調查 

 

2.1 售水率調查工法 

售水率調查作業多與分區計量管網建置、漏水調查作業同步進行

，作為檢視該區域檢漏、修漏的指標數據，按現行管網建置作業規範

，一般執行流程如圖1。 

 

 
圖1：售水率作業調查流程 

 

一、表位現場勘查作業 

用戶水表位置在建置初期，選擇於利於抄表、換表維護的位置

，然而隨著裝設時間久遠、空間環境變化，或用戶可能因環境美護

需求，導致表位被埋沒，需要花費時間找尋。為簡短實際抄錄表值

時間，在抄錄計量表前執行用戶表位之勘查作業，以利安排抄表路

順。 

 

二、計量表抄錄作業 

依據前項表位現場勘查作業結果抄錄用戶水表表值，應於8小時

內完成所有總表及直接表之抄錄作業，僅需抄錄立方公尺以上數值

。第一次抄錄作業完成後，再等10至14天後，於同時段再進行第二

次抄錄作業。 

 

三、未抄表度數推估 

若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完成抄錄作業，則可參考過去用水紀錄推

估用戶度數，惟推估的用戶數量不得超過區域內用戶的10%。 

 

四、售水率分析 

按兩次抄錄作業表值之差值，再除上該區支配水量，即可求得

售水率數據，完成售水率分析。若該區售水率過低，則視自來水事

業單位需求執行漏水調查作業。 

 

2.2 現行工法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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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計量失準 

一、抄表時間不一致 

目前用戶水表多為機械式水表，需人工判讀表值，無法同一時段

完成抄表。雖規定區域內水表應於8小時內完成，但區域多為中小區

戶數少，若觀看整個供水區域或大區，便產生抄表時間不一致問題，

造成整體售水率計算失準，影響後續管理決策。 

 

二、單位讀值過大 

目前抄錄表值僅需抄錄立方公尺以上數值。然家庭用戶每人每日

生活用水量為0.271立方公尺(台灣自來水公司，108)，即使隔上10至

14日再抄錄第二次表值，用戶平均也僅用上2.71至3.794立方公尺，

水量計轉動幅度小。 

若抄錄表值時遇數值進位或快進位，則差值誤差度增高，存有計

量的模糊地帶。 

 

三、人工抄錄錯誤 

抄錄作業仰賴人工進行判讀，可能因為疲勞或現場環境因素(光

線昏暗、水淹光線折射)等因素，造成判讀失誤，或是在抄寫時抄錄

錯誤，此種皆會造成數據失準。 

 

2.2.2 人員抄表問題 

一、不易抄表 

人員抄表時，需掀開水表箱蓋與水表表蓋方能判讀表值，實務上

卻可能因時空環境變化，難以進行抄錄作業(如圖2)，如水表裝設位

置變成家戶內，需用戶在家才能進行抄錄；或現場有車輛、動物壓住

水表箱蓋；或水表箱內有生物居住；或遇水表箱水淹等因素，造成抄

錄作業困難。 

 

   
圖2：實務上不易抄表之狀況(水淹、車輛阻隔、生物寄住) 



 

二、工安意外 

水表位置除了於一般地底下，亦會設於屋頂、管道間，需人員進

行攀爬動作，故時有抄表人員作業不慎墜落意外。每起意外皆為自來

水從業人員之殤，應竭力降低此意外發生風險，營造良善工作環境。 

 

 

3.現地實驗 

3.1 創新工法設計  

智慧電子水表具備下數優勢，以利優化售水率調查作業： 

 

1、內建萬年曆及近期積算日誌(日、周、月)，可依需求擷取特定

時段內的用水量數據，即使不同時段抄錄表值，亦可滿足同

步抄表之需求。 

2、水表最小讀值可至公升，符合用戶用量計算。 

3、具備數據傳輸功能，搭配通訊介面可完成自動讀表作業。 

 

另智慧電子水表內亦設有漏水天數(如圖3)、反向天數(如圖4)等

智慧功能，可協助發現用戶端是否有異常用水狀況。本研究以此作為

基礎，設計下列工法，解決計量失準問題，比較如表1。 

 

 
圖3：漏水天數顯示 圖4：反向天數顯示 

 

 

工法一、智慧電子水表 

國內現地用戶端水表仍多為機械式水表為主，機械水表僅顯示

積算值，故無法單獨擷取各個時段用水量，需透過兩次抄表作業方

能取得特定天數內之用量。 

運用智慧電子水表內建之積算日誌功能，即可獲得抄表當日及



前7日之用量數據，故僅需抄錄一次表值即可，減少人工作業時間。 

 

工法二、近端無線讀表 

智慧電子水表的積算日誌功能需透過磁鐵切換方能取得，為減

少作業時間，可運用無線讀表設備達到快速抄錄表值作業。 

執行抄錄表值作業時，於智慧電子水表後端裝上無線讀表設備

，再透過手持裝置無線連接，取得智慧電子水表內數據，完成近端

無線讀表。抄錄完成後，可再拔除無線讀表設備，接續下一家戶抄

錄作業。 

 

工法三、裝設無線紀錄器 

近端無線讀表方式能取得「當下」智慧電子水表內建所有數據

，但若是要進行更精細的用戶用水模式，或是探究用戶流量與管線

壓力關係，則可透過裝設無線紀錄器完成。 

故運用無線紀錄器，於智慧電子水表後端裝設並放置一段時間

，再進行無線抄錄作業，即可取得放置時的所有數據紀錄，如每分

鐘用量數據，以滿足大數據分析需求。 

 

工法四、自動讀表 

上述三種工法皆需人工至現場進行抄表，然而亦可透過通訊介

面，直接將數據回傳至遠端系統中完成自動讀表，此亦為國內外自

來水事業單位亟欲完成之目標。然而考量整體環境因素，目前國內

多僅有集中式用戶(如大樓用戶)或大用水量用戶建置，全區用戶裝

設自動讀表設備非近期即可完成。 

 

表一：各種工法比較 
 現行 

工法 

工法一： 

智慧電子水表

工法二： 

近端無線讀表

工法三： 

無線紀錄器 

工法四： 

自動讀表 

單位讀值 立方米 公升 公升 公升 公升 

售水率調查

需抄表次數 

2次 1次 1次 2(若長期裝設

僅需1次) 

無 

同步抄表 無 可 可 可 可 

抄表時可取

得的數據 

抄表時

累積值 

 月積算值 

 前7日積算

值 

 

 月積算值 

 前7日積算

值 

 

 月積算值 

 前7日積算

值 

 精細用水記

錄(每分鐘

記錄數據) 

依照通訊

介面記錄

頻率，取

得用戶用

量數據 

智慧管理 無 水表內建智慧管理資料，包含漏水、逆流等，抄表時即可

得知，可立即告知用戶 

優缺點 存有計  僅需抄表一  僅需抄表一  若長期裝設  自動讀



量失準

問題 

次，即可快

速取得區域

準確售水率

 需透過磁鐵

切換水表顯

示幕以查閱

資料 

次，即可快

速取得區域

準確售水率

 無須透過磁

鐵切換，即

可取得資料

，可無須掀

開水表箱蓋

，即可完成

抄表作業 

 可取得精細

用水記錄，

利於用戶用

水行為分析 

表，無

須人工

抄表作

業 

 

3.2 實驗方法及結果 

選擇一個封閉小區，抄錄小區內189個用戶數據資料，第一次抄

表與第二次抄表相隔12天，並比較小區進水表數據，分析售水率資料

，模擬現行工法抄錄與創新工法之差異。 

實驗結果後發現，若以現行工法抄錄，即僅抄立方米以上之數據

，售水率為87.18%，其中，將抄錄數值無條件進位，模擬人工抄表誤

差，則售水率則可高達92.33%；倘若以創新工法抄錄，即水表介面上

全部數值全都抄錄，則售水率為87.33%。 

單就單位讀表差異，兩種工法的售水率差距最高可達5%。在執行

時間上，現行工法與創新工法(工法一、二)皆需先開水表箱蓋抄讀水

表，但現行工法需至現場兩次，才能計算出售水率，創新工法則僅需

一次，可大幅降低人力成本，效益極佳。 

 

4.結論 

目前售水率調查作業以人工抄表作業為主，透過兩次抄表作業所

得之數據進行售水率分析，整體流程耗時費力，更存在抄表時間不一

致、單位讀表值過大等問題，仍須人員執行檢驗稽核確認。 

運用自動讀表雖然為快速取得售水率之方式，推行智慧水網亦為

近年國內外自來水事業單位積極推動的目標，然而全面用戶自動讀表

化，尚仍需要一段時間，故在銜接期間，建議可運用創新工法，以智

慧電子水表為基礎，透過近端無線讀表或裝設無線紀錄器，解決現行

計量失準問題，降低人力負擔，並快速取得售水率資料。 

除了取得售水數據，亦可將內建於智慧電子水表內之數據一併抄

錄，包含漏水天數、反向(逆流)天數等，協助即早發現用戶異常用水

行為，提高用戶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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