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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厂运营效率的提升已成为水资源管理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水厂运营现状的

详尽分析，构建了一个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并识别了影响运营效率的核心因素。在内部管理和外部环

境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影响效率的因素。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包括对流

程的优化方案和运用技术创新以提高效率。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这些策略实施，可以有效提升水厂的运

营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水厂运营效率提升策略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实践中的效率提升提供了具

体的参考和指导，对水厂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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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enhanc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has become a key aspect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
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operational status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estab-
lishes a scientif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identifies the core factors influencing op-
erational efficiency. It discus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efficiency in detail from both internal man-
a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includ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pla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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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improve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implementing 
these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This 
study not only fills the gap in the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but also provides concrete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al effi-
ciency enhancement, holding significant relev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for water treatment 
pla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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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厂的运营效率直接影响水资源的配置和供应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厂面临着日益增加

的负荷压力和资源短缺问题。因此，提升水厂的运营效率显得尤为重要。文献研究表明，采用绩效管理、

现代化技术、节能减排和强化员工培训等策略，有助于提高水厂的整体运营效率[1]。 
绩效管理的实施可以通过建立关键绩效指标(KPI)，如水处理量、能耗指标、出水水质等，进行科学

评估。针对不同的水厂类型，常用的水处理量目标为每日 5000 立方米。能耗控制方面，水厂需设定单位

生产能耗在每立方米水小于 0.5 千瓦时。出水水质方面，需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尤其是对氨氮、浊度等

指标设定严格的限制，确保水质安全。 
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如智能化水务管理系统和在线监测设备，是提升运营效率的重要工具。通过物

联网(IoT)技术实现对水质、水量和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可以将故障反应时间缩短至 2 小时以内，大幅

度减少设备的停机时间。数据分析在用水高峰预测及洪水预警中，能够提高水厂的应急响应能力，确保

供水的稳定性。 
节能减排方面[1]，采用能效优化技术如变频驱动(VFD)和高效泵站设计，可以实现在资料收集与处

理阶段降低 10%~30%的能耗。同时，推行污泥干化及资源化利用，实现污泥减少率达到 30%以上，有效

降低处理成本。常用的污泥处理技术如厌氧消化，也有助于能源自给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员工培训与激励机制相辅相成，综合管理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实施定期培训，覆盖

操作规程、设备维护和应急处理等，可以减少操作失误，使异常整改率提升至 80%以上。此外，通过绩

效考核与激励制度，使员工更有动力去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提出改进建议，为水厂的持续改进提供支持。 
水厂运营效率提升需从多维度入手，通过指标体系构建、现代化技术应用、节能降耗策略以及员工

培训与激励，这将有效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益和环境的可持续性[2]。 

2. 水厂运营现状分析 

在分析水厂的运营效率，本研究围绕“资产运营效率指标演变”展开讨论，采用了定量化的评估模

型，通过对历年来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分析，以期揭示水厂运营效率的提升趋势与潜

在瓶颈。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随机森林算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研究不仅仔细考察了

单项指标的变化趋势，还重点关注多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综合效应。绩效评价指标表中提到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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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量、能耗、化学品使用量等指标均作为关键变量纳入模型中，评估其对整体运营效率的影响力度

[2]。 
在这项研究中，依托 2022 年至 2024 年的历史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处理水量逐年递增并逼近目标值，

表明水厂处理能力稳步提升；同时，能耗持续下降但与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提示了节能空间的存在。此外，

通过对比分析，即便化学品使用量逐年下降，进一步的节约优化仍是提升效率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成本管控方面，虽然人工成本和维护费用展现出下降趋势，依据表 1 绩效指标表的差异分析，尚未达

到设定的预算控制目标，提示在人力资源管理和维护流程优化方面仍需施策。此处提到的废水回用率的提高

及运营成本的整体下降则体现了管理层面上的改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达到目标值的可行性与挑战[2]。 
在技术创新和系统升级方面，系统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显示了水厂在逐步推进智能化改造的过程中

取得的显著成就。再结合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率的持续增长，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是加快水厂运营

效率提升的重要推手。 
本研究还注重客户服务维度，通过追踪客户服务满意度指标，探讨了顾客反馈与运营效率之间的关

联性。客户服务的提升不仅直接体现了服务品质的改善，还间接推动了运营效率的提高。通过员工培训

满意度的跟踪，进一步识别了培训体系的改进点，这不仅能提升员工专业素养，也将成为提高整体运营

效能的基石。 
水厂运营效率的提升不是单一维度的增长，而是通过系统性的策略规划，全面审视各关键指标的演

变，找出增效施策的最优路径。通过深度数据分析与目标导向的综合评估，实现对水厂运营的精细化管

理及效率最大化[3]。 
 
Table 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表 1. 绩效评价指标表 

绩效评价指标 单位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目标值 差异分析 

处理水量 万吨 6575.0 7032.2 7450.3 7600.0 处理能力稳步提升，

接近目标水平 

能耗 kWh/万吨 450.3 425.8 410.6 400.0 能耗逐年下降，距目

标值仍有差距 

化学品使用量 吨/万吨 3.2 2.9 2.7 2.5 化学品使用趋于节

约，但需进一步优化 

人工成本 元/万吨 85.0 78.5 74.9 70.0 
人工成本持续控制，

未达预定目标 

维护费用 万元 320.0 305.0 290.0 280.0 持续性维护降低费

用，但尚有提升空间 

废水回用率 % 72.0 75.5 78.3 80.0 回用率提高，接近目

标值 

处理效能提升 % 82.0 84.0 85.5 88.0 运营效率稳步提升，

但增长空间较小 

泥饼产出量 吨/万吨 50.3 48.1 47.0 45.0 
泥饼产出逐年减少，

但降速放缓 

水质合格率 % 98.0 98.5 99.0 99.5 水质保持高合格率，

仍需持续优化 

运营成本 万元 1860.0 1795.0 1725.0 1700.0 成本控制有效，但需

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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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员工培训满意度 % 85.0 87.0 89.0 92.0 存在提升空间，需加

强员工培训 

系统自动化程度 % 65.0 70.0 73.0 78.0 自动化改进显著，要

实现全面智能化 

应急处理案例 件 5 4 3 1 应急处理能力得到加

强，案例减少 

客户服务满意度 % 90.0 91.0 93.0 95.0 满意度逐年提升，但

尚未达最高标准 

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率 % 70.0 75.0 80.0 85.0 信息系统应用推广进

度良好 

 
在探讨水厂运营效率的现状时，引入了多变量次序统计模型(Multivariate Sequence Statistics Model, 

MSSM)以准确量化不同运营指标间的相关性。利用时序数据分析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识

别出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例如，每立方米水处理成本、电耗、药剂使用量、员工生产率等指标被综合

考量，其相互关系透过 MSSM 揭示。事实上，过程优化和成本控制对运营效率的影响显著，这一点通过

协整测试(Cointegration Test)得到了统计上的证实[3]。 
本研究侧重于精细化管理的运营效率提升方法。通过实施先进的监测与调控系统，结合机器学习算

法，建立了动态优化模型(Dynamic Optimization Model, DOM)，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实时优化。DOM 模型

利用增强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算法，实时调整水厂的操作参数，以最小化成本函数。训练该

模型时，设置了不同的奖赏机制，以确保模型偏向于推广最选择节能且可持续的操作[3]。 
在数据处理方面，选取了连续三年的内部数据，且采用了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s)进行概率推

断，以信赖度分析确定数据的可靠性水平。精确识别出数据中的噪声和异常值，并应用稳健的数据清洗

算法和插值方法进行调整，确保了后续分析的准确性。进一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
sion, MLR)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与评估，以探求运营

效率提升的潜在路径。 
针对实证分析，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运营效率比较，更通过构建 DEA 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各水厂之间的效率差异，及其随时间的动态演变。关键性能指标(Key Per-
formance Indicators, KPIs)经由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进一步剖析，筛选出对运营效率具有决定性

影响的 KPIs。 
在视觉呈现上，研究设计了专门的效率仪表板(Efficiency Dashboard)，采用可视化方法使得效率变化

一目了然，方便管理层进行决策支持。图注：运营效率，调整后的数据源流入该仪表板，运用图形和色

彩进行编码，实时反映水厂的运营状态[4] [5]。 
本研究在水厂运营效率的现状分析上，不仅展示了方法论的严谨性和数据处理的高标准，而且通过

跨学科的方法论安排，进一步推动了运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这些创新的策略与方法的

应用，可以为水厂运营效率的持续提升提供有益的参考。 

3. 影响运营效率因素 

针对水厂内部管理因素对运营效率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本研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

涉及决策效率、员工培训满意度等关键指标。通过实证分析，优化了对应的评价指标，例如，决策效率

的评估不仅仅关注决策的速度，更重视决策的质量和执行力。研究中引用的表 2 内部管理因素分析表显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5.141007


付秀秀 
 

 

DOI: 10.12677/fia.2025.141007 56 国际会计前沿 

 

示，决策效率从 2022 年的 78%提升至 2024 年的 79%，这意味着决策的时间和资源利用率已经得到了某

种程度的改善。然而，相较于行业优秀企业的 85%以上的平均效率，仍有明显的提升空间[4]。 
在提升策略方面，本研究团队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影响运营效率的各个管

理因素变化趋势与相关影响。例如，通过引入决策支持系统，预计可有效提升未来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

从而直接增强运营效率。理论上，通过这样的系统化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可以对决策进行量化评估，实

现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化。 
进一步地，本研究将员工技能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流程优化与流程效率的关联、组织沟通有效性

对团队合作的影响、技术革新对运营效率的促进作用等多个维度纳入考量范围，并采取多元统计分析，

揭示了各因素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在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运用了 SPSS 和 R 等统计软件，确保

了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深度[5]。例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员工培训满意度和技术革新周期短缩与

运营成本控制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了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周详的分析流程，不仅仅着眼于表 2 内部管理因素的单项

改进，而是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水厂运营效率的策略。通过绩效改进措施，

预期将会在各项关键指标上显示出积极效果，对于实现水厂的整体运营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Table 2. Internal management factors analysis table 
表 2. 内部管理因素分析表 

管理因素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改进措施 预期效果 

决策效率 78% 81% 79% 引入决策支持系统 提升决策速度和 
准确性 

员工培训满意度 68% 70% 72% 增加实操培训，定期考核 提高员工技能和 
工作满意度 

流程优化率 45% 50% 55% 实施精细化管理 提高流程效率 

组织沟通有效性 60% 65% 68% 优化内部沟通渠道 增强团队合作 

领导力评分 7.6 7.8 8.0 开展领导力提升培训 强化领导层影响力 

技术革新周期(月) 18 16 14 研发周期缩短，引进先进技术 加快技术革新速度 

运营成本控制能力(万元) 320 310 295 引入成本控制系统 降低运营成本 

客户满意度(百分比) 82% 85% 88% 客户反馈快速响应机制 提升客户忠诚度 

风险管理成熟度 中级 中上级 高级 强化风险评估与防控 减少运营风险 

资源配置效能 75% 77% 80% 优化资源调配策略 提升资产使用效率 

信息系统集成度 60% 70% 75% 提高信息化水平 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环境与社会责任履行 85% 88% 90% 推广节能减排措施 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能效比(吨水/千瓦时) 4.5 4.8 5.0 节能技术改造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针对水厂运营效率提升的多方面研究中，本研究细分析了导致效率波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策略。为系统评估环境因素对水厂日常运作的影响，通过设置具体描述和影响程度评分体系，

建立了表 3 外部环境因素分析表。在表中，诸如水源质量、环境法规和技术进步等关键因素均被列举并

加以量化和专业的评估。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选取的评分量表范围设定为 1
到 5，5 代表最高影响程度，反映了各因素的重要性[6]。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分析过程中运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层次分析法(AHP)和敏感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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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这些方法均匀分布在各环节，用于敏锐捕捉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最终运营效率的影响。

在评估水源质量时，例如，本文针对不同的水源地进行了案例研究，运用先进的水质检测技术和数据处

理手段，确保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和解读的深度。此外，在分析政府政策和客户需求的过程中，深入理

解了政策背后的经济动因以及潜在的市场需求，为水厂提供了精准的运营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应用外部环境因素分析表，本研究特别关注了环境法规的合规性和技术进步的

应用潜力。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合规性对水厂运营效率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建议水厂应定期进行政策审查

与更新，以符合最新的环保标准。技术进步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提升效率因素，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

可显著提升处理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6] [7]。 
在实地研究中，通过对比不同水厂的运营数据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表的结果，研究观察到改进建议

的实施程度与效率提升成果呈正相关。这一发现强调了向高效运营迈进的水厂，必须关注外部环境变化，

并将其视为维持竞争力和效率的充分条件[7]。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提供了一个评估外部环境影响的详细框架，更为水

厂运营管理提供了一系列科学的改进建议和决策支持，是提升水厂运营效率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Table 3.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alysis table 
表 3. 外部环境因素分析表 

外部环境因素 描述 影响程度(1 - 5, 5 为最高) 改进建议 

水源质量 水源地污染程度、有机物含量等 4 加强水源保护，采用先进处理

技术降低污染物质。 

环境法规 排放标准、水质要求等 5 
严格遵守环境法规，定期对水

厂环境政策进行审查和更新。 

政府政策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 3 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利用政策

优势提高运营效率。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 GDP、工业化水平等 2 根据经济发展调整运营策略，

优化资源分配。 

客户需求 水量需求、水质需求等 4 研究客户需求趋势，提供差异

化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 

竞争与市场 竞争水厂数量和服务水平 3 
进行市场分析，提高服务质量

和效率构建竞争优势。 

技术进步 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情况 5 实施技术升级和革新，提升处

理效率和降低成本。 

灾害与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准备程度 4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增强水

厂抵御灾害的能力。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环保意识、社会责任观念 4 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宣传，推广

环保技术和可持续策略。 

地理和气候条件 气候变化、地形特征等 3 
考虑地理气候因素对水厂运

营的影响，并作出相应调整。 

4. 提升策略探讨 

4.1. 流程优化方案 

在深入分析现有水厂的运行流程后，明确了流程优化的关键目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处理效率及

出水质量。为实现这些目标，本研究先后采用了多项措施。首先，通过调研和研究现代流程自动化技术，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5.141007


付秀秀 
 

 

DOI: 10.12677/fia.2025.141007 58 国际会计前沿 

 

对水厂原有的监控系统和操作流程进行了升级，引入了基于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智能监控技

术。通过传感器实时收集处理环节的关键数据，并运用机器学习算法优化石灰投加量、混凝剂选择及加

药比例，实现自动调节，从而提升了运营效率[6]。 
并行地，本研究聚焦运营管理的前沿发展，吸纳了国内外多家优秀水厂的管理经验。引入先进的运

营管理方法，如精益管理和六西格玛(Six Sigma)管理方法，图 1 将之融入到水厂的日常运维活动中。通

过改善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操作环节，强化质量管控，使得整个水处理过程更为高效、稳定[7]。 
对水厂现有的设备进行了全面评估。在依据性能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对那些效率低下、耗能高的设

备和环节进行了改造或替换。针对关键设备，如泵和管线，增加了智能监测模块，实行预测性维护策略，

极大减少了突发性设备故障对运营的影响[8]。 
综上所述策略形成了图 1“水厂运营流程优化图”中所展示的整体优化方案。在方案实施阶段，研究

采取了小范围试点、逐步推广的策略，以确保每一步优化都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调整。实施后阶段，开

展了详尽的效果评估，采集了大量运营数据，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进行深度分析，并与优化前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 
在图 2“三种策略的效率变化曲线”图标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实施优化策略后，水厂的能源利用效率

显著提高，运营成本有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在自动化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双重作用下，运维人员的工

作强度大幅减轻，同时运维质量和可靠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基于这些成果，进一步优化了整个运营流程，

形成了可以复制推广的成熟模式，为其他水厂提供了可借鉴的优化示例[8] [9]。 
 

 
Figure 1. Optimization diagram of water plant operation process 
图 1. 水厂运营流程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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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fficiency change curves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图 2. 三种策略的效率变化曲线 

4.2. 技术创新应用 

在水厂运营效率提升的研究中，技术创新作为推进水处理工艺进步和提升水质效能的关键，受到广

泛关注。通过采用先进的微生物菌种优化技术、高效的曝气系统以及智能化监控系统等多元化的技术创

新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处理效率并降低运行成本。在深入分析现有的处理工艺基础上，本研究对比了图

2 各种技术应用的实验数据，并通过多维度评估其优越性，进一步得出创新技术对于提升处理效能的实

际效果[9]。 
针对曝气系统的优化，研究采用了不同曝气策略，并系统性地比较了出水中总氮(TN)的处理效果。

实验结果展示了不同曝气条件下，氮去除率有显著差异，这为进一步调控曝气策略和优化水处理工艺提

供了依据。同时，对于提高有机物去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的微生物菌种优化技术，实验采用优化后稳态

菌群，显著提升了生物降解速率，降低了污泥产量，并减少了后续处理费用[9] [10]。 
为了定量呈现技术创新应用的效果，构建了表 4“技术创新应用对比表”，该表格汇总了各项技术应

用的关键参数和效能比较。例如，生物接触氧化法作为二级处理工艺的优化手段，将 COD 去除率从原有

的 85%提高至 92%，显示了 8.24%的提升比例。同样，纳米气泡系统的引入，不仅增强了溶解氧的传递

效率，而且提升了出水质量[10]。 
在经济成本分析方面，每项技术创新引入的实施成本均由详细计算得出，确保了成本效益最大化。

以微孔曝气技术为例，该技术通过提高氧利用率至 30%的策略，将处理效率从 80%提升至 95%，与相对

较低的实施成本 900 万元相比，其带来的节能减排和效率提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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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显著提升的处理效率外，这些技术创新还引入了额外效益，如 Fenton 反应技术在提升难降解有

机物处理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能耗的降低和设备使用寿命的延长。此外，智能化监控系统实现了污水

处理过程中的数据实时分析和运行参数的优化调节，为提升操作灵活性和响应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 
总体而言，通过多方面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本研究详尽而科学地映射了水厂运营效率的提升途径，

并通过定量化的数据支持其实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水处理行业提供了可操作的策

略和技术路线图，而且对于推广绿色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0]。 
 
Table 4. Efficiency change curves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表 4. 技术创新应用对比表 

提升策略 应用技术 技术参数 旧处理

效率(%) 
新处理

效率(%) 
提升比

例(%) 
实施成本

(万元) 其他效益 

微生物菌

种优化 
生物降解

加速技术 
微生物种群：优化后

稳态菌群 85 92 8.24 1200 降低污泥产量，减少后

续处理费用 

高级氧化

过程 
Fenton 反

应技术 
H2O2 用量：150 mg/L, 

Fe2+：50 mg/L 70 95 35.71 1800 增强难降解有机物处理

能力 

纳米技术

应用 
纳米气泡

系统 
纳米气泡尺寸：20~50 

nm 60 88 46.67 2200 提升溶解氧传递效率 

能量回收

利用 双膜法 膜孔径：0.01 μm 80 94 17.5 1400 提高清水回收率，降低

能耗 

智能化监

控系统 
在线监测

装置 监测精度：± 2% - - - 500 实现实时数据分析与优

化运行参数 

膜生物反

应器 MBR 技术 膜通量：25~35 L/m2.h 75 93 24 1600 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出

水水质 

催化剂添

加 
协同催化

系统 催化剂浓度：2 g/L 65 89 36.92 1100 增强污水中难降解物质

的处理效率 

曝气系统

优化 
微孔曝气

技术 氧利用率：30% 80 95 18.75 900 减少能耗，提高污水处

理效率 

溶解气浮

改进 
微流控技

术 气浮时间：15 min 60 82 36.67 700 提高分离效率，降低污

染物负荷 

进水预处

理系统 
旋流分离

技术 分离效率：90% - - - 400 减少后续处理负担，延

长膜及填料寿命 

生物膜系

统改进 
动态生物

膜 
生物膜厚度：
500~1000 μm 70 84 20 950 增加生物膜活性，提高

处理效率 

能效优化 变频调速

技术 节能率：15~30% - - - 300 智能调节功率，根据处

理需求优化能源消耗 

二级处理

工艺优化 
生物接触

氧化法 COD 去除率：85% 85 92 8.24 980 提高有机物去除效率，

减少化学需氧量 

5. 结论 

水厂运营效率提升主要在于实施智能管理系统、优化工艺流程、降低能耗及加强人员培训。通过引

入基于物联网的监控技术，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以减少故障停机时间。在具体方案中，采用 SCADA
系统，能够在运转高峰时段(如日间 7~9 时)实时监控水质参数，确保水质稳定。另外，优化混合澄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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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将絮凝剂 PAX-18 的投加量由常规的 40 mg/L 调整至 30 mg/L，提升沉降速度，减少沉淀池停留时间

20%以上，从而提高处理效率[11]。 
在能耗控制方面，实施变频器(VFD)对泵的调速控制，降低大流量情况下的能耗，预计年均节能率达

15%。通过对泵的流量进行精确控制，确立流量与能耗之比的优化标准。此外，雨水回收系统的引入，使

得总水源利用率提升 8%，有效降低了取水成本[12]。 
人员培训专项计划以提高操作效率与安全意识为目标，通过模拟演练与理论学习的结合，员工的操

作失误率在培训后降低了 25%。实施定期考核机制，确保技能掌握情况，促进员工持续专业发展[13]。 
在绩效评估环节，引入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主要指标包括处理水量、能耗、化学药剂使用量及

应急响应时间。以水量为基准，设定 5700 立方米/日为目标，通过月度数据分析与反馈，实现对各项指标

的动态监控[14]。 
最后，制定绩效激励措施，对于超额完成指标的员工给予奖励，激发团队积极性，提升整体工作效

率。结合以上多项措施，水厂整体运营效率提升预计达 30%，为水厂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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