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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的《城市供水水质标准》(简称“标准..)从2005年6月1日起实施，与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生活饮

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相比，该“标准”对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标准”针对工业

废水排放和农药污染加剧的趋势，增加了对有机污染物和农药的检测项目，针对水处理中消毒剂的使用，增加了

对消毒副产物的检测项目，此外还增加了蓝氏贾第鞭毛虫、隐抱子虫等检测项目。“标准”现有常规检验42项，

非常规检验59项，共101项检测项目。就此简要介绍了“标准”制订的思路，并针对目前提高供水水质尚存在的

的问题，提出尽快修订国家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 )，以及建立各级政府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将供

水者与监督者分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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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城镇供水协会汇集了我国广大水司技术与管理人员智慧和辛勤劳动制定的《城市供水

水质标准》(CJ/T206-2005，以下简称“标准”)业经建设部批准定于2005年6月1日起执行。这
是继卫生部2001年颁布《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简称“规范，’)以来给水界的又一重要举措，

旨在保证居民喝上干净的水。现就制定过程中的几点体会叙述于下。

1 “标准”的制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原设想按GDP划分大、中、小城市，分别执行不同的标准。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一律平等，有权喝符合标准的安全的水，应执行相同的标

准。只是平时有条件的供水企业可以多做几项非常规检验项目，暂时没条件的企业可少做，但每

年必须全面进行两次测定，只要有不合格的项目，就要重视、跟踪测定，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2 与“规范”相比增加了一些水质枪验项目同时可操作性更强

    “标准”参考了最新的(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日

本等)制定的水质标准，本着行业标准应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原则，较之“规范”增加了一些水

质检验项目并尽量与“规范”相协调，包括一些用语，以方便读者与执行者。

      (1)“标准”中表1为常规检验42项，表2为非常规检验59项，共101项。表1微生物学

指标中增列了二氧化氯，毒理学指标中增列了敌敌畏、林丹、滴滴涕、丙烯酞胺 (使用聚丙烯酞

胺时测定)、亚氯酸盐 (使用C102时测定)、澳酸盐与甲醛 (使用03时测定)。亚氯酸盐为使用

C102时产生的消毒副产物，“规范”中规定限值为0.2mg/L，是根据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限值定的，
现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改为0.7mg/L，且据我国要用C102消毒的水厂反映，0.2mg/L的要
求很难达到，故将其定为0.7mg/Lo“规范”中没有列入澳酸盐，现将其列入“标准”中，限值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为O.Olmg/L.

    (2)表2中列入了“规范”中没有的蓝氏贾第鞭毛虫、隐抱子虫检测项目，每IOL中小于1

个，卤乙酸 (总量)根据美国1998年消毒剂和消毒副产物最终规定:五种卤代乙酸的总量为

0.06mgAL而定。鉴于以上3个项目与微囊藻毒素一LR的分析测定有难度，“标准”中规定推迟于

2006年6月起检验。

    (3)在“规范”的水质监测中，对于62项非常规检验项目，“可根据当地水质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在必要时具体确定检验项目和频率”，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不予检验，形同虚设，没有得到

落实。“标准”中规定:出厂水应检验表2全部非常规检验项目，检验频率为:以地表水为水源每

半年一次，以地下水为水源每一年一次，显然“标准”更严于“规范"e

    (4)在表1微生物学指标余氯项目中，不仅规定了“与水接触30min后出厂游离氯,>0.3mg/L ",
还考虑到原水中常有氨氮存在，加氯后首先成为化合氯 (氯胺)，如要具有游离氯则加氯量很大

(lmgAL氨氮约需8m叭 氯)，会形成含量高的消毒副产物，对人体有害，因此也可用总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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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与水接触120min后出厂总氯)0.5mg/L，对于管网末梢水总氯30.05mg/L"。对二氧化氯消
毒规定了“与水接触30min后出厂游离氯>0.1m叭，管网末梢总氯>,0.05mg/L或二氧化氯余量
>0.02mgAL"，这是考虑到有的药剂并非是纯的二氧化氯以及与二氧化氯较难测定的情况。这些规
定都是结合我国国情，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更有利于执行者操作。

      (5)在感官性状臭和味项目中规定了“无异臭、异味，用户可以接受”。对于臭和味的检测，

由于人的主观因素支配的感觉强度无法定量，产生臭、味物质的闺值浓度因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因此很难准确定量。2004年日本除对臭与味规定“没有异常”外，还对藻类致臭物质土臭素与2-

甲基异获醇(2-MIB)均规定小于0.00001 mg/L。世界卫生组织对臭、味没有规定，但指出“应可
被使用者接受”;欧盟规定臭和味“用户可以接受且无异味”。可以理解为水中臭与味不致直接影

响健康，只要用户心理上能接受就行。除了无机盐导致臭、味外，臭与味主要是由于水中微生物

  (藻类、放线菌、真菌)与挥发性有机物 (包括藻类分泌物、工业有机污染物等)所致，加上消

毒投加的氯，综合产生种种异臭、异味。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水源遭受种种污染，致臭物质增多，

同时居民生活得到改善，对臭、味的要求提高了。居民对供水水质没有检验手段，唯能对水安全

性的检查就是依靠感官性的项目:浑浊度、色度与臭、味，水有否异臭、异味是能直接感觉到的，

如有异臭、异味就对水质发生怀疑，就认为是不安全的水，就不能接受，居民就可反映与投诉，

供水企业就有责任改进与提高水质，向居民供给口感满意的干净水，因此 “用户可以接受”就成

为广大居民应有的监督城市供水水质的权利，而是否有异臭、异味就不能由供水企业一家作论断.

3 对关键项目的特殊情况作了科学的界定
      (1)浑浊度的特殊情况指“水源水质和净水技术限制等”，并由“规范”的5NTU提高至3NTUo

      (2)耗氧量是有机物的综合性指标 (其中有可被还原的无机物)，是常规检验的一个重要项

目，虽然不如TOC能准确地代表所有有机物，但因其可操作性强，仍不失为一个能代表有机物的

指标。耗氧量特殊情况续5mg/L,“规范”指出“特殊情况包括水源限制等情况”，含义比较模糊，
而“标准”明确特殊情况指“水源水质超过III类，即耗氧量>6mgAL"。我国水源水质大多在III类
内，供水水质都应达到耗氧量,<3mg/L的规定，只有水源水耗氧量>6mg/L时才能放宽，因此比
“规范”更明确、更严格。

    (3)硝酸盐“规范”为20mgAL,“标准”限值定为10mg/L，与国际上水质标准相同。特殊

情况指“水源限制，如采取地下水等”才放宽至20mgAL o
以上3种特殊情况是考虑到全国范围内供水单位的水源、技术等各种因素可能造成的供水水质差

别，是结合国情的，但凡不是特殊情况的都应严格执行限值。

4 关于水质检脸项目、频率与合格率
    建设部公报全国主要城市管网水水质合格率主要取浑浊度、余氯、细菌总数和总大肠杆菌4

个项目，合格率常常达到%%以上，但这4个项目正好回避了居民特别关心的臭和味、色度与有

机物，显然已不适应当前水源水中有机污染物增多的状况。

    水质是否合格，首先是控制水致传染病的微生物污染，然后应尽量控制对健康有潜在危害的

微量有机物污染，同时必须兼顾到居民最敏感的臭、味与色度。“标准”对管网水的检验项目除上

述4项外还规定了色度、臭和味、CODMn(考虑到CODMn测定的可操作性，只测定管网末梢点)。

水质的综合合格率按加权平均进行统计 (对管网水7项进行加权)。“标准”规定表2全部项目也

应检测(如前所述)。由于增加了监测项目，因此将出厂水、管网水、表1项目、表2项目与综合

合格率都适当放宽至95%.

5 存在的问题与今后应做的工作
      (1)加强对水质中有机物综合性指标CODMn与总有机碳TOC相关性的统计，并研究TOC

的合理限值(日本2004年已规定TOC限值为5m叭)，以便在条件成熟时，用TOC代替CODMno
      (2)应跟踪世界卫生组织与发达国家对水质标准的研究与修订，同时必须落实与开展结合我‘

国国情的水质对健康影响的基础性工作的研究，为确保人民健康，为今后修订水质标准作准备。



全国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2005年年会

    (3)建议国家技术监督与检验总局、卫生部、建设部在“规范”执行了4年的基础上，结合

建设部“标准”，尽快修订20年前制订的，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质标准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简称“国标")，否则执行者面对“国标”、“规范”、“标准”这3个文件，遇到的不尽相

同的水质项目与限值时将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4)逐步设立各级政府的具有先进仪器设备的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使其成为代表居民利益的，

行使监督供水水质的政府权力部门，真正对供水企业进行督察和帮助，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

原则，确保供水水质安全。现在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准入制度决定了今后供水企业将改变以往的

国营性质，必然是多元经济成分，因此不能由企业同时担任又是供水者又是监督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