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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保护水源地和建立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应急系统的重要性出发，综述了国内外在水源地保护立

法、管理体制、水源地保护现状和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应急系统建设方面的研究与实施进展。提出了从加

强立法、规划，严控污染源，强化流域管理，鼓励公众参与，对水源地进行经济补偿，采用先进技术，加强水源

地保护教育等方面加强水源地保护工作以及加强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的预警体系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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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ater source areas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and early warning for em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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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ent
pollution accidents, the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ve system, protection of water source二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arning system for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reviewed.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source二 pro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wereput forward, such as the legislation and planning,
controlling pollution. ，strengthening watershed management,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enhanc吨
compensation,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inculcat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etc.

Key words: water source area conservation; emergent accidents;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early warning system;

    水源地的保护事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

健康。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广东北江锡污染事件发

生后，水源地保护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各地都在制

订水源地保护及水污染事件预警应急预案。国外在

这方面的工作进行较早，尤其是莱茵河流域管理体

制、多瑙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系统和美国在

"9.11”事件后所做的工作可为我国在水源地保护工

作提供借鉴。

1 国外相关研究与实施进展

1.1 水源地保护立法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较完备的水源地保护法律体

系。德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水源地的国家，先后

制定了《水法》[’〕、《地下水水源保护区条例》(2)《水
库水水源保护区条例》(3〕及《湖水水源保护区条
例》(4)。美国可用于水源地管理的联邦法案是清洁
水法和生活饮用水安全法[(5)。日本用于统一协调水
源地管理的法律基础是《河川法》、《公害对策基本

法》、《水源地域对策特别措施法》、《湖泊水质保全特

别措施法》和《水污染防止法》等〔6-7]。在水源地保护
立法方面，有的国家没有河流水水源保护条例，如德

国〔1]。一些国家除了国家立法，各地也分别针对各
自水源地情况制订水源保护法规，如美国纽约的“纽

约水源地备忘录”[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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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外水源地保护管理体制

    发达国家的地表饮用水源管理强调流域管理、地

表饮用水源保护和净水处理三者的有机结合，比较成

功的典型是“美国流域计划管理机构”[91。欧盟于
2000年制定了《水资源管理框架指导方针》[101，提出
了“基于流域管理的水资源政策”;美国的清洁水法改

变了以往的从项目到项目、污染源到污染源、污染物

到污染物的管理模式，采用更为整体性的、基于流域

的管理模式。英、法两国建立了以流域为单位的跨辖

区管理体制，而德国则为跨辖区的水资源管理设立了

专门的机构，但三国水资源管理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它们对流域的水量、水质以及水利等方面的

管理都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相应的权力〔川。
    作为国际流域管理典范的莱茵河，早在1950年

7月就成立了旨在全面处理莱茵河流域保护问题并

寻求解决方案的“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 IKSR) .
最高决策机构为每年召开一次的流域各国部长参加

的全体会议。欧洲莱茵河流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尽

管不同，但实施莱茵河流域可持续管理的认识是相

同的，无论是上游国家还是下游国家都把对流域治

理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12-1310
    由于流域管理的广泛性和社会性，国外还相当重

视公众参与，并将其作为流域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如

法国的流域委员会采取“三三制”的组织形式〔141。为了
促进公众参与，欧盟1998年和2003年分别制定了《奥

尔胡斯协定》〔司和《关于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指导方
针》[161，美国2003年制定了《公众参与政策》[171a
1.3 国外水源地保护现状
    世界各国水源地保护大多采用分级分区保护的

制度。德国尽可能争取将取水口所在流域区全区划

定为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至少要包括流域区内取

水口上游区;水源保护区内部分级划出2到3个分

区，分级保护。水源保护区面积大小的确定要综合考
虑水质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两者不可兼得时应

坚持饮用水水源保护优先于发展经济〔’〕。而美国纽
约州在水源地保护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采用防护区

(Setback)和缓冲区(Buffer zone)将水源与潜在污染源

隔离，这是“纽约水源地备忘录”的一个重要举措[8l0
    在污染物控制方面，发达国家在加强控制点源

污染的同时，也很重视控制面源污染，在面源污染的

管理和控制方面以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最具代表

性，美国国家环保局、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及各州级政
府相应机构都有“最佳管理措施”实施细则和办法，

提倡运用非生物工程[181、生物工程措施〔191削减非
点源，并在部分工程措施设计标准[刘、效果评价「川
和经济效益分析[221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在与面源
管理有关的水质检测方面，美国国家环保局设置了土

地利用与水源水质监测参考项目表。在应用地理信

息系统方面，达喜斯土地利用卫星为美国14 820 kn12土

地的9个流域的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信息[2330
    水源地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源地地区的

经济发展，因此国外比较重视对水源地的经济补偿，

如美国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居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

积极性，采用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德国生态补偿主

要是靠州际间横向转移支付;瑞典、比利时等国家也
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

境进行补偿〔gal。在水源地保护资金投人方面，美国
国家环保局设专款支持州和地方政府提出水源保护

项目，企业、财团也提供经济支持[251,
1.4 国外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鳌系统建设

    在‘̀9.11”后，美国强调“水系统单元的脆弱性”这

种概念，亦即水系统的潜在危险「261。美国国家环保
局评价了水系统单元的脆弱性和各种相关因子，向供
水企业提供危险评价的方法以及以往安全隐患的目

录，修改应急对策规划的导则和技术支持，并对供水

企业进行培训;建立了水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2230
    预警系统应有必要的组织制度保证，俄亥俄河

水卫生委员会(ORSANCO ) [281设立中心办公室管理
数据和交流情报，向各用水户通报各种水污染事故

和水质变化。在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系统建设

中，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

系统中，俄亥俄河水卫生委员会购买和维护分析仪

器，供水企业则为监测站提供工作人员和工作地点，

但是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资金却很不足。

    一般预警系统包括实时监测系统，分析工具和

数据库，快速通信系统和应急预案组成。实时监测

系统提供实时水质资料，如俄亥俄河突发性水污染

事件预警系统〔别包括巧个拥有气相色谱仪的监测
站监测有机物质污染;分析工具和数据库包括各种

污染物质资料库和能够模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模

型，俄亥俄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系统利用污染

物迁移转化模型和数据分析系统为各供水企业提供

河流中化学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空间分布情况;快

速通信系统要能够满足信息快速交流的需求，如多

瑙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警系统〔划装备了和当地
计算机网络相连接的卫星通信装置;应急预案包括
各种可能出现的污染物质应急方案，如多瑙河突发

性水污染事件预警系统有国际操作指南为每个国家

提供标准操作技巧[划。

2 国内水源地保护和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

急体系现状及问题

2.1 水源地保护立法情况

    在我国，可作为水源地保护的法规有:《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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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等，水利部发布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管理办法》、《人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和《水功能

区管理办法》。我国各地还制定了一些地方法规，如
北京市制订的《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和京密引水渠水

源保护管理条例》[311、辽宁省的《大伙房水库水源保

护管理暂行条例》(3210
    我国水源地保护立法体系和国外相比，关键的

问题是缺乏体系、可操作性差，例如现有法律规定了

水源保护区内排污总量不得增加，却缺乏削减排污

量的实质和程序条款。我国饮用水源保护法律制度

大多仅限于各种禁止、限制性规定，鼓励性规定很

少。目前，我国对面源污染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予

以规定，极不利于对水源地的保护〔3310
2.2 水源地保护管理体制

    我国水源地保护大概涉及水利、环保等抖个部

门，难以制定统一、规范、配套的管理法规和政策，而

我国饮用水多取自地表水(水库、湖泊和河流)，水源

地的保护又必须以流域整体的综合防治规划为基

础〔川，目前政府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多头管理的模式

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3510
    我国虽然也实行流域管理制度，但流域管理制

度只是水量管理，很少涉及水质管理〔周。我国的流
域管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流域机构没有独立

的管理职责，缺乏权力，二是地方保护严重，因而水

资源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流域统一管理[刘。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参与水源地保护还很不

足，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经济政治体制及其惯性的影

响、公众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储备不足、公众经济基础

薄弱及参与机制的缺陷〔381，为此，我国出台了《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正在草拟《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办法》[刘。
2.3 水源地保护现状
    在水源保护区划分上，我国也采取了分区分级

保护制度，但没有像德国一样争取将取水口所在流

域区全区划定为水源保护区，更没有像美国一样设

立防护区和缓冲区，这使得我国的水源保护区远没

有达到应有的作用。

    在水源地保护中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划而不

保的间题，中小点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面源污染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历史遗留的包袱和城市规

划安排不当，目前不少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布局不

合理，加剧了水源地的水污染，增加了水源保护的难

度。由于许多河流具有多项功能，如旅游，码头，有
些自来水厂的取水口被城市工厂的排污口包围，其

饮用水水质某些指标超标，不符合国家对饮用水源

水质的要求〔划。水源监侧、管理手段落后，有很多

部门进行水质检测，造成了重复浪费，与此同时，有

些水质项目没有得到检测[[4110
    我国多数流域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

立，少数流域建立的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

政府补偿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以财政转移支付

为主的政府补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大，补偿数量

小且具有不确定性[川。
    在水源地保护资金投人方面，由于长期计划经

济的影响，我国主要还是依赖于国家拨款，很少有企

业、财团提供经济支持。

2.4 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预畜应急体系建设现状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我国加强了水源地突发

性水污染事件预警与应急方面的工作，出台了《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应急预案，这些应

急预案都是从组织管理上进行规定。目前，针对突

发性水污染事件尚没有建立详细的应急技术导则，

这对供水企业水质保障的具体实施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也已建立了一些水源地水质预警系统，如天津

自来水公司原水预警系统〔421和汉江武汉段水质预
警系统〔431，主要是用于藻类水华爆发预测。
    与国外相比，我国预警系统在快速通信系统建设

方面并不逊色，如天津自来水公司使用了GPRS通讯

系统〔441。目前我国专门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预
警系统还很少，这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宜于突发性水污

染事件预警的监测系统，如欧洲运用较多的生物监

测.其有效性已被广泛证实，很适合我国使用。

3 几点建议

3.1 加强立法和规划.严控污染源

    在立法上，应采取一些鼓励性条文和实质性、程

序性条文，增加面源污染控制方面的条文。应加强
水源地的规划，规划时应坚持“饮用水水源保护优先

于发展经济”的思想。加强污染源控制，加大执法力

度，将水源地保护落到实处。

3.2 强化流域管理，鼓励公众参与

    切实发挥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作用，实现水利

部与环保局间沟通与交流，由水保局来承担流域水

环境保护与管理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部门职

能、政策分歧，推动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协同

管理。在水源地管理中，公众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应该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法规，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鼓

励公众参与。

3.3 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水源地保护水平

    我国应尽快建立水源地水质模型、设计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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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技术(地理信息技术GIS，遥感RS，全球大地定

位GPS)的水源地决策支持系统;尽快建立水质预测

预警系统，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原水水质变化对饮用

水出厂水水质的影响;在水质监测方面，应该对水质

监测统一管理，完善配套的标准分析方法，制定统一

的国家层次的水环境监测规范，大力开展水环境优

先监测研究，加强监测仪器的研发，逐步开展自动监

测和生物监测。

3.4 加强水源地保护教育，对水源地进行经济补偿

    由于水源地保护与水源地经济发展存在矛盾，

牵扯到的利益方较多，因此必须大力进行水源地保

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关于水源地保护的知

识，协调各方利益，鼓励财团、个人对水源地保护进

行资金资助。同时，应对水源地地区进行税收等经

济政策上的调控，用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

机制对水源地进行经济补偿。

3.5 加强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的预鳌体
系建设

    加强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的预警体系

建设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加强立法，在立法

中强制要求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在预警应急预

案中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有关饮用

水源地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事故调查、监测、处理、报

告和通报及应急措施进行规定;实行抢险救灾强制应

急制度;同时规定强制应急的善后工作的指导原则。

    我国有关部门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水污染事故

进行分类，提出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并为供水部门提

供培训，使其能够对自己供水系统的供水安全性和

可靠性进行评价，并掌握各种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建

立应急反应预案。协调各方利益，多方筹措资金，考

虑多方需求，按分阶段建设的原则尽快建设水源地

预警应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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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工农业发展依赖于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

节水，大力造林育草，水土保持，治理荒漠，改善生态

环境，走水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再造秀美山川

的目的。

3.3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耗水产业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鸣沙山

月牙泉与著名的莫高窟艺术融为一体，成为敦煌市

一脉相连的两大奇迹，正如国外友人所赞誉的:“千

佛洞是人的奇迹，月牙泉是神的造化”，堪称塞外风

光之一绝。改革开放以来，前往观光的中外游人每

日俱增，发展旅游业是敦煌的优势所在。尽管农业

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单位

水资源的产出统计，农业的产出效率处于一种较低

的水平。由于水资源严重缺乏，敦煌市应以旅游业

带动农业生产结构、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压缩

高耗水、低产出的农业，增加生态用水，积极扶持低

耗水、高产出的旅游产业，促进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

3.4 实施引哈济党工程，调控水资源
    尽快实施引哈济党工程，将哈尔腾河水引人党

河，从根本上解决中下游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哈尔

腾河集水面积5 9671Qn2，年径流量3.14亿扩。建设

该工程共需投资14.51亿元，规划建设期为8a。工

程建成投人运行后，可每年从大哈尔腾河向党河引

水1.57亿衬，每年向阿克塞县城及其郊区供水

0.12亿矽，向肃北县配水0.24亿扩，为敦煌年增加
用水量0.84亿一1亿扩，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和人民

群众生存条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旅游业步伐，促

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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