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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水质及供水人口 10 年来的演变趋势 ,为修订有关管理

法规提供依据。方法 :对比分析 1997 年、2005 年镇江市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水质、供水人口调查

及水质检测结果。结果 :近 10 年来 ,二次供水设施总数量在减少 ,居民小区分散式二次供水演变

为集中式。二次供水总体管理水平还存在一定不足 ,水箱加盖、加锁率为 74. 35 % ,消毒率为

55. 42 % ,抽检水样合格率为 55. 48 % ,其中玻璃钢材料水箱的水质合格率较其它材料的高。结

论 :制定相应的二次供水管理法规及配套措施 ,加强对城市集中式、分散式二次供水的综合管理 ,

对保障城镇居民饮用水卫生安全、控制介水疾病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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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二次供水是指用水单位将来自城市集中式

供水系统的生活饮用水经贮存、加压或再处理 (如过

滤、软化、消毒等) 后 ,经管道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

式[1 ] 。镇江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西端 ,丘陵地貌 ,城区

海拔变化大。近 10 年来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

和高层建筑、规模居民区的涌现 ,二次供水逐渐演变

为城市居民的主要供水方式 ,其卫生问题为人们所关

注。由于水的贮存、再运输易造成污染 ,加上物业管

理发展滞后于住房制度的改革 ,给二次供水的卫生管

理带来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近 10 年来镇江市二次

供水设施、水质的变化趋势分析 ,探索镇江市二次供

水卫生监管的关键控制点 ,为保障居民饮水卫生安

全、预防控制介水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997 年和 2005 年对镇江市二次供水设

施构成、分布以及水质进行的调查资料。

1. 2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 ,对调查人员统一培训。依据江苏省高、低位饮

用水水箱 (池) 卫生档案 ,对居民楼、单位办公楼及公

共场所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分类建档。水质的采样、

检测由国家认可实验室 ,按照 GB5750 - 85、GB5749 -

85 标准检验和评价。

1. 3 　资料分析　资料采用 Epi1Info 2000 录入 ,建立数

据库 ,用 SPSS 1010 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1 　二次供水设施情况 　1997 年镇江市二次供水设

施2 245只 ,其中居民楼2 158只、单位办公楼 57 只、公

共场所 30 只。总体加盖加锁率为 52. 35 % ,消毒率为

25. 26 % ,供水人口 713 万。2005 年镇江市二次供水设

施减少到 493 只 ,其中居民楼 323 只、单位办公楼 127

只、公共场所 43 只。总体加盖加锁率为 74. 35 % ,消

毒率为 55. 42 % ,供水人口 1010 万。两年度加盖加锁

率、消毒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4117、80149 , P <

0101) 。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1997 年镇江市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情况统计

产权单位
数量
(只)

二次供水设施材料 (只)

水泥 铁质 玻璃钢
加盖加锁率

( %)
消毒率

( %)
供水人口

(万)

居民楼 2 158 2 056 50 52 51112 24136 610

单位办公楼 57 50 2 5 70124 10113 018

公共场所 30 26 1 3 86113 68152 015

合计 2 245 2 132 53 60 52135 25126 713

表 2 　2005 年镇江市城市二次供水设施情况统计

产权单位
数量
(只)

二次供水设施材料 (只)

水泥 铁质 玻璃钢
加盖加锁率

( %)
消毒率

( %)
供水人口

(万)

居民楼 323 311 9 3 81111 58141 810

单位办公楼 127 100 2 25 85124 42121 112

公共场所 43 32 5 6 93123 90123 018

合计 493 443 16 34 74135 55142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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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二次供水水质抽检情况 　1997 年抽样检测总合

格率 21173 % ,2005 年抽样检测总合格率 55148 % ,两

年度水质抽样检测总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116135 , P < 0101) 。结果见表 3。

213 不同设施材料的二次供水水质抽检合格率　1997

年 ,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分水泥、铁质、玻璃钢 ,其水

质抽检合格率分别是 35144 %、40127 %、52134 %。

2005 年其水质抽检合格率分别是 60135 %、65162 %、

78173 %。3 种质材的水箱水质抽样检测总合格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27136 , P < 0. 01) ,玻璃钢质材

水箱水质合格率较好 ,玻璃钢与水泥、玻璃钢与铁质

质材水箱比较 ,水质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6131、5134 , P < 0105) 。结果见表 4。
表 3 　镇江市城市二次供水水质抽检情况

产权单位
1997 年

数量 (只) 合格率 ( %)

2005 年

数量 (只) 合格率 ( %)

居民楼 2 158 20125 323 56131

单位办公楼 57 32161 127 40153

公共场所 30 64131 43 85137

合计 2 245 21173 493 55148

表 4 　不同设施材料的二次供水水质抽检合格率 ( %)

设施材料
1997 年

居民楼 办公楼 公共场所 合计

2005 年

居民楼 办公楼 公共场所 合计

水泥 28131 26127 63129 35144 42128 50125 85134 60135

铁质 10126 34139 58143 40127 40137 63137 90182 65162

玻璃钢 26134 41172 76191 52134 58181 78129 82193 78173

3 　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二次供水设施的总体数量在大幅

度减少 ,其中居民楼减少更明显 ;居民楼的单个水箱

大量减少 ,而集中的小区水池在增加。这与镇江市自

来水公司近几年来不断扩展供水规模、大量推广一户

一表制 ,以及市政府近几年来利用土地市场运作机

制 ,不断开发规模居民居住小区有关。近 10 年来 ,随

着城市的发展 ,单位办公楼及公共场所的二次供水设

施 ,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供水人口的增加也提示

这个结果。居民楼、单位办公楼及公共场所的二次供

水设施所用的材料无明显的变化 ,仍然以水泥材料为

主。二次供水设施的加盖加锁率和消毒率 ,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 ,这与近 10 年来 ,市政府通过创建卫生城

市活动 ,强化对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 ,以及加大执法

力度有关。

二次供水水质也有所变化。居民楼的二次供水

抽检合格率明显提高 ,单位办公楼及公共场所的二次

供水抽检合格率亦有上升。但从总体上看 ,合格率仍

然不高 ,这与城市的二次供水卫生管理机制有关。目

前国家对二次供水的管理虽然有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

缺乏可操作性。尤其是居民楼的二次供水设施 ,产权

不一 ,部门不同 ,有人用水、无人出管理费 ,集中居民

小区二次供水卫生管理更是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和

卫生管理人员 ,使管理存在明显隐患。

二次供水设施所用材料中 ,玻璃钢材料水质抽检

合格率较其他材料的高 ,这与其便于清洗消毒有关 ;

铁质材料的抽检合格率 ,居民楼、单位办公楼及公共

场所均有提高 ,这与部分单位在铁质材料设施内衬不

锈钢材料 ,便于清洗消毒有关 ;水泥材料其水质抽检

合格率较低。

4 　建议
城市二次供水是集中供水的延伸 ,其水质卫生 ,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建议采取控制措施如下 :

(1)应根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2 ] ,制定地

方性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在办法中明确各部

门的职责 ,并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其可操作性要强 ,在

总体上给二次供水的管理提供法律保障。
(2) 依法强化对二次供水的卫生管理。一是对有

设施的单位 ,要求配备相应专业的专职管理员 ,进行

自身的管理 ;二是建立健全二次供水的基本档案 ,做

到一个设施一个档案 ,加强监督执法管理[3 ] ,确保二

次供水的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通过指

导扶持二次供水清洗消毒企业[4 ] ,提高水平 ,切实做

好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与长效管理工作 ,确保每

年由专业消毒队伍对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 1 次[5 ] 。
(3)对新建、改建、扩建的二次供水设施要从源头

把关[6 ] ,确保二次供水设施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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