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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水质预警系统与保障

针对饮用水安全隐患，围绕履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能，课题

开展了城市供水水质安全评价体系、城市供水水质督察方案和城市

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平台三方面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供水水质

预警应急系统。

城市供水水质安全评价体系研究
1、水质安全指标体系

在综合考虑污染物影响范围、影响时间、影响程度、水中存在

水平、感官影响等多个量化因素的基础上，将水质指标从高到低分

为 5 级（类）。

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由 125 个指标构成，基本涵括了已有的国

内城市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指标；考虑到水质检测水平的提高，以及

综合性指标所能揭示的水质问题，在指标体系中纳入了Ames 实验、

AOC、UV254 三个指标。

水源水水质指标体系由 130 个指标构成，基本涵括了已有的国

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的指标 ；结合饮用水水质

标准中污染物的危害性和它的去除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4 年全

国重点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结果与 2005 年全国重点城市饮用水中

有机污染物专项调查结果，从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取了 17个检测项目。

2、水质预警评价模型

基于对目前已有的水质评价方法的研究（指数评价法、分级评

分法、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法），和多年来全国重点城市供水水质

监测数据，建立了水质评价模型。模型的构成要素有：评价指数计

算式、水质指标体系（包括指标构成、指标危害系数或指标权重）、

水质标准值、评价分级。

3、水质预警分级与水质事件应急管理

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9项事

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当

时正在制定的 《国家城市供水重大事故应急预案》以及重庆、南宁、

天津等地的《城市供水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等，进行水质警级的划分：

根据水源水、饮用水水质评价模型的警级分级区间，由突发事

件监测的水质数据，评价事件的级别——特别严重（Ⅰ级）、严重（Ⅱ

级）、中度（Ⅲ级）、轻度（Ⅳ级），同时结合水质事件可能造成的影

响范围、危害程度和紧迫性，将水质预警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重

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需要指出的是，水质警级将根据事件的影

响范围，进行升级或降级（见图 1）。

城市供水水质督察方案研究
1、城市供水水质督察方式

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督察的工作方式为：以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

测中心为基础，组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方机构——国家城市

供水水质督察机构。该机构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事

业单位，受主管部门委托实施督察工作。

地方水质督察可参考三种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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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模式：政府委托新组建的与供水企业无关的专门检测机

构实施督察；第二种模式：监测站与供水企业脱钩，受政府委托对

供水企业实施督察；第三种模式：政府通过招标选择监测机构，对

供水企业实施督察。

2、城市供水水质督察的技术方法与规程

主要内容应包括：水质督察规划、计划等文件的主要内容；督

察方案与实施要求；督察方式、技术方法要点、抽查频率要求；抽样

与采样原则、检测项目选定原则、检测依据和评价准则的有关规定；

技术报告的规范样本；督察处理意见书、督察报告的主要内容；督

察的检测机构要求和督察员要求等。

3、城市供水水质督察结果的处理程序

包括：水质检测的结果判定与检测报告要求、处理意见书、编

制督察报告。

4、城市供水水质督察报告

水质督察相关报告，可分为全国性报告和区域性报告。全国性

报告一般由国家水质督察机构起草，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视情况发布。区域性报告一般应由地方水质督察机构起草，地方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视情况发布。

5、水质督察档案的保存

水质督察机构督察过程中形成的档案，由督察机构根据档案的

性质，分类、分级规定相应的保存期限存档备查。

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平台
《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平台》的研发目的是为建立国家城市供

水水质信息网络和数据库系统提供技术平台，进而为城市供水水质安

全保障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平台》的第一用户定位在国家层面，

即为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职能提供技

术平台。

《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平台》由两个业务系统构成：《城市供

水水质信息管理系统》和《城市供水水质预警与应急管理系统》。

在国家层面上，供水水质预警的重点是把握整体，掌握全国城市

供水水源、供水水质现状，对未来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因此，侧重将

课题理论研究的水质安全级别评价、水质评价、超标项目评价等方法

以分析工具的形式进行开发建设，满足点上和空间上的水质趋势预警

需求。

平台的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基础信息、水质监测数据、法律法规

标准、水质安全体系（指标体系、水质预警应急案例、城市供水应急

预案、专业资料、水质评价方法）、水质预警（水质标准、警示指标、

预警指标、指标项目译义表）等。

具体项目特点
研究成果主要特点是体现了理论探索、方法创新和应用实践的

紧密结合：

1、首次在国内对水源水和饮用水中常见的污染物指标按对人体

健康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类， 解决了以往评价方法过于简单，不能反映

污染物危害性的缺陷，将饮用水水质的安全性级别划分为 5 级。

2、首次将水质评价结果与污染事件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和紧

迫性相结合，将水质安全警级分为 4 级，解决了以往水质评价结果无

法对非传统因素引发的水质事件进行预警的问题。

3、首次在国内构建了“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管理平台”，为国家

提供了城市供水水质数据上报平台及编写城市供水水质年（月）报的

统计汇总工具；并纳入了已有的水源水、饮用水水质评价方法及水质

预警评价模型，提供了水质变化趋势预警的分析平台。

4、在联合国技援项目“中国城市供水水质督察体系”研究中创

新提出水质督察建议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城市供水水质督察的技术

方案，为开展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督察工作奠定了基础。

结论
本项目通过研究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指标体系、评价模型、评价

方法、预警分级与响应、督察方案和水质信息管理预警平台开发等工

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框架，既有理论方法的探讨，又

有应用实践的检验，在经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化以后，课题成果可用于

日常城市供水水质信息管理，指导饮用水水质安全应急工作和水质安

全督察实践。

图1  预警分级与水质事件影响程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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