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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供水的提出

“5·12” 汶川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

失， 也使灾区的供水设施遭到损坏。 由于净水厂的

建 ［构］ 筑物大量受损， 城市管网大范围震裂， 造

成灾区许多城市大面积停水， 供水受灾人口达 1000
万以上。 水是人民生活必需之物， 给灾区人民提供

应急供水， 对抗震救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水

源地遭受破坏或供水设施及城市管网严重受损， 在

灾后一段时间内不能靠现有供水设施提供符合卫生

安全的饮用水的局面称为应急供水。 汶川 “5·12”
地震后， 灾区供水企业在社会各界及同行的大力支

持下， 为灾区实施应急供水。
2 应急供水的种类

2.1 供水设施损坏情况下的应急供水

（1） 这次大地震使北川县城及 131 个乡镇的供

水设施遭到损坏， 地震后的初期， 不少城镇供水设

施在因损坏或外部电网故障而停电， 现有供水设施

无法运 行 的 情 况 下， 紧 急 调 集 大 量 矿 泉 水、 瓶 装

水、 桶装水到灾区， 或用送水车、 消防车等一切可

用的送水工具向灾区临时供水。
（2） 在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敷设临时供水管道从

外地调水， 或从未受损的自备水源向城镇灾民供水。
（3） 近年国内外供水设备生产厂商研制了大量

不同型号的净水设备， 通过捐赠和调集国内外的净

水设备到灾区应急供水， 包括日本、 美国、 法国等

国设备制造商提供的净水设备。 净水设备可在较长

时间内解决灾区的临时供水。 如图 1。

（4）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寻找可用水源， 就近

取材， 利用明矾、 漂白精等处理临时供水。
（5） 日本水道协会及部分城市向灾区捐赠不同

规 格 尺 寸 的、 便 于 携 带 的 盛 水 袋， 有 手 提 的、 背

的、 两人抬的等等， 方便灾民用水。 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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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汶川 “5·12” 地震灾区在大量供水设施受损或损坏情况下， 采取应急

供水及其措施， 并特别介绍保障应急供水水质安全的经验教训， 对增强应急供水保障能力

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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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供水设施受损的应急供水

这次大地震使 21 个县 （市） 的供水设施严重

受损， 其应急供水：
（1） 对受损害建 （构） 筑物进行应急危险度评

估， 评 估 结 果 可 分 为 三 等： 危 险、 警 告、 可 继 续

使用。
（2） 及时对水源进行水质检测并评估， 为恢复

供水和水质安全提供保证。
（3） 及时组织力量对造成停水的关键设备如水

泵电机、 加药设备、 消毒设备、 变配电及化验设备

进行抢修， 尽快恢复城镇供水。 安县安昌镇经抢修

后应急供水， 如图 3。

（4） 应尽快查明 输配水管 网 漏 损 点， 组 织 抢

修。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管段应及时关断。
（5） 对城市管网损坏严重的城区， 可敷设临时

供水管道为灾民供水。
（6） 政府为倒塌或危房灾民建临时安置点及过

渡 板 房 ， 敷 设 临 时 供 水 管 道 或 选 用 净 水 设 备 为

灾民集中供水。 北川县擂鼓镇安置点集中供水情况

如图 4。

（7） 震后恢复供 水前， 应 对 管 网 进 行 消 毒 处

理， 确保饮用水质安全。
2.3 备用水源的启用

鉴 于 地 震 及 次 生 灾 害 对 水 源 污 染 的 可 能 性 ，
已经 建有备用水 源或双水 源 的 城 市， 应 加 强 对 备

用 水源 水 质 检 测， 确 保 备 用 水 源 能 作 为 城 市 饮 用

水源使用。 加 强 对 备 用 水 源 设 备 的 检 查， 进 行 必

要的维护和 保 养， 需 要 时 能 立 即 投 入 运 行。 在 唐

家 山 堰 塞 湖 泄 洪 期 间 ， 绵 阳 市 启 动 备 用 地 下 水

源， 保证了全市 60 万市民人 均 60 升/日的基 本生

活用水。
无备用水源的城镇， 要寻找临时水源进行应急

供水。 临时水源包括地面水、 浅层地下水、 农灌机

井等。 临时水源应水量充沛， 水质良好， 并且便于

水源保护。 临时水源的水质应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

准》 CJ3020 的要求， 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应按照 《饮

用水水源保护划分技术规范》 HJ/T338 进行。
3 应急供水的水质安全保障

汶川大地震除了直接造成供水设施震损外， 对

供水水质安全的潜在威胁在于原水水质的恶化。 水

源可能受物理、 生化、 化学方面的污染， 以及供水

管网破损引起污染， 为此， 灾区供水企业为保障供

水水质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1） 根据城市供水水源水质可能受污染的种类

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应立即对已制订的应急预案进

行针对性的检查并完善。 绵阳市自来水总公司震后

即邀请中国水协、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
重庆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研究制订针对地震后安全

供水的应急预案。 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根据

当地水源情况相应地制订了安全供水的应急预案。
6 月 10 日， 涪江上游的堰塞湖泄洪， 公司及时启动

预案， 从容应对， 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
（2） 加强对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监管， 由于震

后应急供水的特殊性和现行管理体制， 对城市应急

供水应实行统一部署、 统一指挥、 统一调度、 统一

对外宣传。
（3） 水源地上游存在由于毁灭性的灾害， 巨大

人员 伤 亡 和 大 量 的 医 药 废 弃 物、 生 活 污 水、 消 毒

剂、 杀虫剂， 以及因工厂、 仓库震损造成危险品泄

漏等等， 由此可能导致原水水质出现前所未有的水

质次生污染， 应根据上游环境状况迅速开展对微生

物风险、 毒理性指标风险、 感观指标风险、 放射性

指标风险进行评估工作。 根据评估结果做好相应的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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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 包括药品的储备， 投加试验及其它准备

工作。 成都、 绵阳、 德阳等自来水公司为此做了大

量工作。 成都市自来水总公司根据地震灾害期间的

水处理应急预案， 不惜代价紧急购置粉末活性炭、
高锰酸钾、 氢氧化钠、 次氯酸钠等应急制水材料及

投加设备， 并实现了应急药剂的生产性投加， 从技

术手段上构筑了强有力的水质安全屏障。 该公司还

强化水处理工艺， 降低出厂水浊度， 要求各水厂将

沉淀水 浊度由平时 的 1-4NTU 调 整 为≤1NTU， 出

厂水浊度由 0.5NTU 降低为≤0.2NTU。
（4） 地震造成灾区大范围的山体滑坡、 地层扰

动， 使地面水和地下水浊度升高， 特别是灾后大暴

雨， 灾区及下游江河往往出现高浊度。 涪江上游属

极重灾区， 2008 年 9 月 24 日-27 日下大暴雨， 涪

江 绵 阳 段 出 现 10000NTU 以 上 高 浊 度 ， 沿 江 的 绵

阳、 三台、 遂宁等自来水公司水处理困难。 绵阳市

自来水公司三水厂采用两级沉淀， 通过加强排泥、
增加药剂投量等措施保障了出厂水水质。 三台县自

来水公司将平时并联运行的两组沉淀池临时改为串

联运行， 变为两级沉淀， 以保证出厂水水质达标。
成都地震后水源浊度也出现大幅上升的情况。

（5） 以地下 水 为 水 源 的 水 厂， 震 后 应 进 行 洗

井操 作， 建 有 过 滤 设 施 的 应 马 上 投 入 运 行 并 加 强

消毒处理， 出厂水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才能供水。
应加强对过滤设施的维护， 保持设施随时投入正常

运行。
（6） 应急供水期间， 除了强化水处理工艺外，

应强化消毒环节控制， 提高出厂水余氯水平， 增加

供水管网水质检测次数， 确保饮用水质安全。 出厂

水余氯含量不低于 0.7 毫克/升。 成都市自来水公司

要求各水厂将出厂水余氯控制标准由 0.3-0.7 毫克/
升提高到 0.8-1.2 毫克/升。

（7） 地震造成大量水厂的化验设备、 器皿、 药

品受损， 致使不能正常开展化验工作， 因此， 需要

水质监测车、 化验车协助开展化验工作， 卫生、 环

保部门以及省内外同行给予大力支持， 确保供水水

质安全。
（8） 建立在政府领导下， 建设、 环保、 卫生、

水利等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加强相互间的信息交

流、 信息共享， 共同分析水源污染的潜在风险， 加

强水源监测， 加强水源含临时水源的保护， 加强对

杀虫剂、 防疫药剂、 生活垃圾和震后清场废弃物的

管理， 防止新的污染。 成都、 绵阳自来水公司将原

水的 采 样 点 分 别 向 上 游 延 伸 30-70 公 里， 并 增 加

检测 指 标 和 检 测 次 数， 为 应 急 预 案 的 顺 利 实 施 提

供保证。
（9） 应急供水期间应加强公共舆论宣传， 使人

们认识饮水卫生的重要性，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供

水水质信息公开， 避免传谣信谣。 成都自来水公司

通过新闻媒体每 6 小时滚动播出出厂水质最新检测

结果， 让广大市民放心饮用自来水。
4 问题与建议

（1） 汶川 “5·12” 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

响范围最宽、 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灾区大多数

供水企业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突发事故， 在应急

供水方面卓有成效， 建立的应急预案发挥了作用。
我国是多地震、 多自然灾害的国家， 近年也发生多

起水源被污染的事故， 各供水企业应建立应对可能

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 以保障供水安全。 四

川省水协已安排全省供水企业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的标准化工作。
（2） 应加强对突发事故情况下应急供水特点及

技术、 标准、 设备、 器材的研究， 并借鉴日本等国

外经验， 提高应急供水的水平。
（3） 严格执行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

2006 关于水厂供电负荷等级标准， 在一、 二类城市

应考虑备用电源， 以增强突发紧急情况下城市供水

安全 的 保 障 能 力。 绵 阳 市 自 来 水 公 司 在 灾 后 重 建

时， 为三个水厂添置了智能型发电机组， 以保证水

厂在停电时氯库安全及漏氯回收装置的正常运行。
（4） 震后通讯畅通对抗震救灾至关重要， 各城

市应建立应急通讯指挥系统， 城市供水企业应纳入

城市应急通讯指挥系统， 以保障城市应急供水。
（5） 由于震后水源水质突发性事故的可能性增

大， 各级政府应建立可能对水源水质带来影响的信

息通报、 汇商机制。 涪江流域部分自来水公司总结

地震经验， 正酝酿建立流域水质信息互通机制。
大地震后灾区的应急供水值得研究， 本文抛砖

引玉，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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