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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急体系的重要性

近几年对城市供水水质的法

律颁布越来越多，2005年松花江

特大污染事故后，各地各行业对

城市供水应急问题越来越重视。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供水水

源水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根据

统计数据，去年全国286个地级

城市水源地饮用水水质检测的情

况，根据第二级标准对水源水质

进行了评价，总体上水源超标率

超过了一半，有的指标超标还相

当严重，其中十几项指标超标十

几倍，水源的突发性污染也越来

越多，城市供水应急能力问题还

不仅仅是水质问题，还包括供水

安全、连续供水、水压的有效服

务等等。每年发生在城市的水污

染事故有一千起左右，以下对事

件成因、表现形式、供水的安全

影响进行了总结。

我国的水源水质论、水源污

染、水环境污染由来已久，最近

十多年以来是污染的爆发期，水

源发展趋势主要有：

1、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工业

布局，特别是化工石化企业布局

不合理，众多工业企业分布在江

河湖库附近，造成水源水污染事

故隐患难以根除。

2、据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

调查，全国总投资近10152亿元

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

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

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

风险源。

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

镇化加快的阶段，尽管全国COD
排放量已经在“十一五”末进入

下降通道，但河流水体污染依然

严重。在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

下，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仍然在发

展。

4、《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

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水源地面临的环

境压力显著增大，饮用水水源水

质总体呈下降趋势。”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各地的污

染事件：

1、2001年到2004年间发生

水污染事故3988件。

2001年：广东汕头7名学生

中毒，水受污染。广西河池受污

染影响的达200多人，轻度砷中

毒80人，水源受到砷污染。深圳

一村庄50余人上吐下泻，污水灌

到井中导致井水污染。

2002年：广东阳江市126人
中毒，头晕呕吐，饮用水中含有

亚硝酸盐成份致使人中毒。湖南

衡阳100多人呕吐，心烧、手脚

麻木、红肿并脱皮，眼睛结膜充

血，流泪不止，砷中毒。

2、环保总局：松花江重大

污染事故以后，报经国家环保部

处理的严重的水污染事故有150
起左右，也就是说，水污染事故

平均两至三天发生一起（中国教

育电视台2006年9月12日）。

2005年：河北围场县近20
万人中毒，氟斑牙，中毒后的中

年人还会发生氟骨症，出现骨质

疏松、骨骼弯曲变形而且神经系

统也会受损。湖南新化县数百人

中毒，其中包括400余名中小学

生肚胀、腹泻，水质受到污染。

陕西榆林师范学校230名师生呕

吐、腹痛、腹泻，自备饮用井里

的水被污染。吉林石化分公司双

苯厂爆炸造成松花江重大水环境

污染事件，哈尔滨市被迫停水4
天，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产和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

2006年：甘肃天水市50名
孩子集体铅中毒，污染还威胁

到数十万居民的生活用水，脸

色发黄、厌食。广东吴川市大量

鱼虾死亡，近4万群众饮用水安

全受影响，企业非法排污所致。

河北临西 1人死亡、40余人入院

抢救，嘴唇发紫、呼吸困难等症

状，水里含有大量亚硝酸盐。湘

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江段发生镉

重大污染事件，湘潭、长沙两市

水厂取水水源受到不同程度污

染。

2007年：宁夏固原7万多人

身体出现病变，发生氟斑牙、

氟骨症等疾病，牙齿黄褐色甚

至是黑色，严重的还有身体出现

残疾，甚至终年卧病在床，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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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因河流污染，连云港、宿迁

发生城市供水危机。无锡因藻

类爆发和其他不明污染，导致

全城停水。在武汉，上游5艘运

输甲醛的船只发生交通事故，

威胁了宗观水厂的正常供水。

2007年1月3日，株州二、三水厂

原水氨氮严重超标。2007年1月
16日晚，湘江原水挥发酚严重超

标。2007年2月13日，株州二、

三水厂原水挥发酚超标。2007年
3月18日，二、三水厂原水氨氮

超标，挥发酚过量。2007年4月9
日，二水厂取水头部上游的采砂

场排污，造成二水厂原水石油类

严重超标。2007年6月26日，水

中氨氮、1,1,2-三氯乙烷超标。

2007年9月10日，二、三水厂原

水三氯甲烷超标。2007年11月24
日，三水厂取水头部有大量白色

漂浮物，引起三水厂原水浊度上

升，pH值下降。

3、2008年，经环保部直接

调度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达135
起，其中威胁群众饮用水源安全

的有46起：盐城自来水水源酚污

染导致近20万民众断水两天。广

东韶关水源水华暴发事件。华能

公司所属铜头、雨城电站检修需

放空水库蓄水，造成大量泥沙进

入青衣江，自来水公司不能正常

制水，造成中断供水，城区13万
人口均受影响。广州钟落潭41人
中毒呕吐、胸闷、手指发黑及抽

筋等中毒症状，饮用水受到工业

污染导致亚硝酸盐超标造成。贵

州都柳江17人轻度砷中毒，沿河

约2万人生活用水困难，企业违

法排污。湖南辰溪县65人中毒，

头晕、胸闷、呼吸不畅、四肢无

力，硫酸厂排污，污染地下水

所引发。辽宁阜新涉及2636户居

民，1139人到医院治疗，59人住

院，头晕、腹胀、呕吐、腹泻等

症状，自来水总公司有关人员工

作疏忽致污水污染生活饮用水。

2008年3月16日，湘江水面形成

二三十米宽的黑色污水带。白石

港港口水的水质各项指标中铁、

锰、铅、镉、CODcr、耗氧量、

三氯甲烷、二氯甲烷、氨氮、挥

发酚都远远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中三类地表水标准，其中

镉是标准的8倍多、CODcr是标

准的5倍多、耗氧量是标准的6倍
多。2008年5月8日，株洲二、三

水厂原水砷严重超标。2008年5
月8日，白石港港口排出黑水，

在湘江形成一条黑色污染带，挥

发酚、CODcr、铅、铁、砷严重

超标。

二、应急体系建设现状及问

题

水源水质与老百姓息息相

关，关系到生命安全、生活稳

定。城市供水安全是支撑经济

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的一项重要基础保障。十七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把

“饮用水不安全”问题公诸于

世，要求“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

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十一五”期间，供水设施建

设稳步推进。截止2009年底，新

增供水设施能力3240万立方米

/日，服务覆盖人口增加6300多
万人，长期以来供水能力滞后于

城市发展带来的用水供需矛盾得

到初步缓解。“十二五”期间，

要努力实现城市供水由主要满足

水量需求向更加注重水质保障的

战略性转变。当前，城市供水水

质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

是应对水源变化、突发性污染、

重大自然灾害、极端气候事件

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十分脆弱。总

之，城市供水对于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的基础保障能力依然不足。

城市供水应急体系是国家应急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城市供

水应急体系是《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

发〔2006〕24号）提出的一项重

要任务，对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作用。全面提高城市供水应急

能力，防范供水事件引发重大公

共危机，为重大自然灾害的抢险

救灾提供应急供水保障，也是对

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三、“十二五”应急体系建

设规划框架

我国城市供水应急预案制

度初步建立，主要包括：水厂应

急净化处理预案、供水企业应急

调度预案、城市主管部门或城市

应急处置预案、省级政府主管部

门预案、国务院主管部门预案。

十一五启动了加强应急预案的

一些研究，主要包括：《供水应

急预案编制指南》、《城市供水

系统应急净水技术指导手册》、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预警系统技

术平台》。

1、应急供水取得实际成效

主要表现在：

(1) 各供水企业在应对水源

水质变化的日常应急中发挥了基

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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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7年成功应对了无锡

蓝藻危机，五天内恢复供水。

(3) 为“5.12”汶川特大地

震、玉树特大地震、舟曲特大山

洪泥石流等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

工作提供了应急供水保障。

2、目前我国应急体系建设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相对于突发

污染事故、自然灾害的频发性及

高度不确定性，应急能力依然十

分薄弱。主要表现在：

(1) 应急责任不明确。

(2) 预案制度不完善。

(3) 缺乏应急信息支持系统、

应急监测援助系统、应急物资储

备系统、应急设施保障系统、应

急供水大型装备和专业化应急队

伍，达不到快速响应和迅速供水

的应急需求。

3、完善与应急相适应的工

程设施保障体系建设：

(1) 满足日常运行与采取临

时应急措施相结合，全面推动工

艺落后水厂的升级改造。

(2) 保障管网水质稳定性与

增强供水系统应急调度能力相结

合，加快严重老化供水管网的更

新改造。

(3) 引导各地根据水源污染

的风险情况，因地制宜建设应急

净化处理设施。

4、落实应急措施的管理机

制保障体系建设：

(1) 按照应急事因的性质、

应急处理所需资源的调用权限、

事故影响的范围，建立责任体

系，完善预案制度，健全应急机

制。

(2) 日常水质监测管理与应

急监测援助相结合，完善水质监

测体系：

①加强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

测网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各国家

站监测指标达到106项，配置1个
移动式应急监测实验室，建设1
套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及应急支持

系统，能够对全国城市供水水质

每年进行一次106项指标的监督

检查。对突发性水质事故，可实

现4小时内应急监测、12小时内

提供应急信息支持。

②推进地方城市供水水质监

测网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各地方

站监测能力覆盖42项常规水质指

标，并具备对辖区内检出的非常

规指标进行监测的能力，能够对

辖区内城市供水水质每季度进行

一次42项指标的监督检查。

③各水厂具备日常质量控制

的10项指标检测能力，以及对本

水厂检出、需要加强控制的其他

指标进行监测的能力。

四、城市供水平台建设

为了使读者能更清楚、直观

地了解城市供水应急体系建设，

我们以济南市为例，向大家阐述

一下城市供水平台建设的情况。

表1是济南市从1950年—2006年
水质情况的各项指标。

1、供水现状

济南市建成区面积171平方

公里，城市人口300万人，目前

建有水厂7个，供水设计能力137
万m3/日，供水水源计有引黄水

库2座、南部山区水库3座、地下

水源2个。表2为济南市各水厂的

基本情况。

2、济南市城市供水安全面

临的主要问题

(1) 水源污染：有机质污染

指标情况 1950 1955 1959 1976 1985 2001 2005 2006

指标总数 16 16 17 23 35 96 103 106

感观及化学指标 11 9 10 12 15 19 21 20

毒理学指标 2 4 4 8 15 71 72 74

细菌学指标 3 3 3 3 3 4 8 6

放射性指标 -- -- -- -- 2 2 2 2

饮用水消毒剂 -- -- -- -- -- -- 4

表1

水厂名称 水源 输水方式 设计能力（万m3/日）

玉清水厂 玉清湖（引黄） 6.3km管道 40

鹊华水厂 鹊山水库（引黄） 10km管道 40

南郊水厂 卧虎山水库（南部山区） 14.5km渠道 5

分水岭水厂 锦绣川水库（南部山区） 31.5km渠道 5

东区水厂 狼猫山水库（南部山区） 13.5km渠道 7

东郊水厂 地下水 20

西郊水厂 地下水 20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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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Mn经常超标，平均值5-6mg/
L，有时接近10mg/L；检出有毒

有机污染物，Ames致突变试验

为弱阳性。

(2) 藻类爆发：水库总氮普

遍超标，氮磷比具备藻类爆发的

营养条件，优势种群为绿藻和蓝

藻。

(3) 输水污染：原水输送距

离6.3-31.5km，面临沿途污染风

险，尤其是以南部山区三个水库

为水源的原水，因采用盖板渠道

输水方式，交通运输事故导致的

突发性污染时有发生，微生物污

染问题也较为严重。

(4) 工艺落后：水厂净水采

用常规处理工艺，有机污染物去

除效果差，难以稳定控制藻类污

染，饮用水臭和味问题比较突

出。

(5) 二次污染：管网老化，

饮用水浊度升高，尤其是多水源

切换时极易导致垢膜脱落，引发

饮用水色度、浊度指标超标和微

生物风险。

上述问题，在山东省其他15
个省辖城市普遍存在，在全国城

市供水行业中也具有代表性。

3、平台建设“十一五”内

容

初步建成了山东省济南市城

市供水水质监测预警系统技术平

台。

(1) 平台在“十一五”期间

的建设内容

①  建设水质信息采集与传

输网络，实现从水源到龙头的全

流程水质监测，实时监控水源、

进厂原水、出厂水、管网水和二

次供水的主要水质指标。

②  建设水质信息管理与可

视平台，对水厂、供水企业实验

室日常检测、市供排水水质监测

中心监督检查、在线监测、流动

监测等水质数据进行动态更新与

集中管理。

③  建设水质安全评价与预

警系统，利用动态更新的水质数

据对饮用水水质安全状态及时进

行评价，对CODMn、综合毒性、

藻类爆发等重点污染物或事件进

行预警。

④  建设水质业务管理与支

撑体系，对报表制作、投诉处

理、信息提炼等城市供水水质的

日常行政管理及相关问题的专题

分析提供业务化技术支撑。

(2) 平台的各主要功能。

      平台总体结构（图1）

     平台功能分述（图2）
①  基础信息：录有有关水

厂设计能力、净水工艺、供水

量、用水量、水质检测能力、应

急供水设施等城市供水系统的基

础信息。

②  水质信息：是对供水系

统全流程水质数据进行采集、集

中管理、可视化查询的系统。

“十一五”期间，重点实现

对水源及原水CODMn、藻类、石

油类、综合毒性和氨氮、总磷、

总氮等特别关注污染情况的监

测。

根据控制微生物风险和监控

综合性指标的需要，对出厂水、

管网水、二次供水的浑浊度和余

氯进行在线监测（图3）。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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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供水水质数据报

告管理办法》，系统自动完成供

水企业、水厂水质数据的接收，

并结合监督检查情况形成全方位

的水质信息（图4）。

利用可视化展示功能，可为

管理人员提供直观、方便的可视

化工具，提高监控的有效性和持

续性，也方便各级管理人员更加

快速地从水质数据获取有用信息

（图5）。

③  水质预警：以出厂水和

管网水为重点，对饮用水水质安

全状态作出及时评价；根据数据

统计分析、事件生成机理、净水

工艺特点、在线监测数据等，结

合各级预案，对水源污染以及供

水设施事故引发的出厂水和管网

水重大水质问题进行预警，包

括水源和原水预警、出厂水和管

网水报警，结合水厂应急处理预

案、供水系统应急调度预案和城

市应急处置预案，为饮用水安全

建立多层防护屏障。

a、信息警示（Ⅲ级）：出

现水质数据异常信息，系统发出

异常警示，监测中心启动相应程

序，加强监测、排查异常。

b、信息通报（Ⅱ级）：确

定水质异常，但在供水企业或供

水厂预案可控范围内，由预警系

统向相关单位通报水质污染事

件。

c、警情上报（Ⅰ级）：水

质异常，并超出供水企业或供水

厂预案可控范围，上报主管部

门，根据水质评价提供事件可能

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

间等基本情况，为主管部门启动

应急处理程序提供决策支持。

比如，利用机理模型模拟

藻类爆发条件，根据气温、日照

等气象信息和水位观测，以及总

磷、总氮等相关监测数据，对水

库藻类爆发进行预警。

“十一五”期间，重点实

现对氨氮、CODMn、石油类、藻

类、综合毒性、余氯、浊度、锰

等8项水质指标或指数的报警预

警。

④  日常管理：为支持城市

供水行业管理日常工作，系统提

供了业务报表生成、重要新闻提

炼、上报数据催报、投诉信息管

理等功能。

平台发展目标（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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