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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供水水质现状

1.1  在总结《城市供水行业200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实施基础上，2005年

发布实施《城市供水行业201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

1.2  2007年修订《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城市供水水质数据报告管理

办法》；

1.3  总结2001年以来的研究试点经验，2007年把城市供水水质督察列为专项

工作；

1.4  2003年以来，完成供水管网改造 8.55万公里；

1.5  每2年举办1次全国城市供水行业水质实验室质控考核工作，今年正在组

织开展第10次；

1.6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系统建成运行，对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国家站所

在40个城市，目前已经实现水质数据的远程上报和信息户管理；

1.7  2007年，国家发布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标准的指标体系和限

值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1．主要工作



一、城市供水水质现状

2.1 重点城市供水水质明显提高，2007年以来，35个城市出厂水浑浊度平均

下降到约0.3NTU。

2.2 重点城市每日检测的“出厂水9项”指标合格率均达到95%以上。

2.3 除少数城市个别水厂出现臭和味、锰、总硬度、铝不达标问题外，重点

城市绝大多数水厂每月监测的出厂水42项常规指标全部达标。

2.4 但是，城市供水水质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

（1）应急能力滞后；

（2）管网水质下降；

（3）少数指标不能稳定达标；

（4）部分城市水质明显下降；

（5）自备井、二次供水的水质存在很大隐患。

2．水质情况



一、城市供水水质现状

3.1 水环境污染发展趋势没有根本改变，水源水质下降。

3.2 净水工艺不能适应水源水质下降和饮用水标准提高的双重压力。

3.3 供水管网改造以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目前仍有大量管网存在老化、腐

蚀、材质低劣等严重影响管网水质稳定的问题。

3.4 全行业水质监测能力建设整体上滞后，一些城市不重视水质安全管理。

3．主要原因

水源保护区划定情况

7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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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水设施改造技术策略

1.1 在重点完善水厂净水设施、强化混凝沉淀和过滤、提升净水工艺的同

时，对于严重影响供水水质的老化、腐蚀和材质低劣的供水管网进行

改造。

1.2 实施管网改造，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配水系统中影响供水水质的有关建（构）筑物进行同步改造；

（2）结合以公共供水逐步替代自建设施供水的发展需要，并兼顾二次

供水设施的整合和“城中村”的改造，发挥综合效益；

（3）县城或规模较小的独立供水区，应将枝状管网改造成环状管网。

1.3 统筹考虑应急供水能力建设，优先采用联网调度等措施，必要时建设

应急处理设施。

1．系统改造



二、供水设施改造技术策略

2.1 因水厂工艺或设施原因造成供水水质的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等）、

消毒剂指标（余氯等）和感官性状指标（浑浊度等）不能达标的，应

完善常规工艺设施或进行设施改造。

2.2 水源为存在有机物轻微污染问题，一般应采用强化常规工艺。

2.3 水源污染较重，出厂水有机物、嗅味等水质指标不能达标的，应增设

预处理或深度处理工艺。

2.4 水源藻类含量高时，宜采用化学预氧化、生态调控等措施，并增设气

浮强化措施。

2.5 水源泥砂含量高、浊度波动大，宜增加预沉池。

2.6 水源存在大量浮游动物的，宜采取化学预氧化、生态调控等措施。

2．因地制宜



二、供水设施改造技术策略

2.7 水源氨氮含量持续较高，宜增加生物预处理 。

2.8 水源溴离子含量偏高时，应慎重采用臭氧消毒工艺，或合理确定臭氧

投加量、投加方式，严格控制溴酸盐指标。

2.9 地下水源铁锰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水体的水厂，应设置或完

善除铁除锰设施。

2.10 水源氯化物、总硬度、硝酸盐、硫酸盐超标时，宜优先用替代水源方

案，或经综合比较采取特殊处理措施。

2．因地制宜



二、供水设施改造技术策略

3.1 供水厂应当完善日检指标的监测能力，包括浑浊度、色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游离氯（总氯、臭氧、二氧化氯）、菌落总数、总大肠

菌群、耐热大肠菌群、耗氧量、氨氮等10项指标，以及已经发现的其

他超标指标。

3.2 地级以上城市，供水企业应当具备对42项常规指标的监测能力，并能

够检测已经发现的其他超标指标。

3.3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个监测站，应全部满足检测106项水质指标的

能力。

3.4 各省、自治区，应按照有效覆盖、资源优化的原则，并考虑水质监测

样品有效保存期、城市供水应急监测援助等需要，合理布局建设3-5个

具备106项水质指标监测能力的监测机构。

3.5 根据具体条件，建设对出厂水浊度、余氯及部分原水指标在线检测。

3．加强监测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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