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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用水源保护与
监测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编制现状

李仰斌 ,张国华 ,谢崇宝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北京 100054)

　　摘 　要 :分别总结了与饮用水源保护及饮用水源监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 ,这些法规及标准主要是针对

城市。针对目前农村饮水安全的严峻形势 ,指出了编制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初步提出

了编制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应该包括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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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饮用水源保护问题是关系我国饮用水安全的核心问题之

一 ,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与监测 ,是确保供水系统安全的关键

环节。据统计 ,我国现有各类饮用水源地 3 100 个 ,相应划定了

5 716 个饮用水源保护区。为了保证饮用水源地安全 ,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

理规定》、《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等。全国各地也依据《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分技术规范》,针对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划分了一级、二级保护

区和准保护区的范围 ,颁布了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农村或

村镇供水一般是参照执行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农村饮用水源保

护与监测的规范标准。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大力推进 ,实

践中迫切需要制定《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标准。

2 　饮用水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

目前 ,我国与饮用水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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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

《地下水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城市供水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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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等 ,这些标准基本都涉及到饮用水源保护的相关内容。

2 . 1 　相关的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第二十条规定“兴建水工程或者其他建设项目 ,对原有

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或者航道水量有不利影响的 ,建设单位应

当采取补救或者予以补偿。”而 2002 年颁布的修订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除了包含上述条款外 ,还专门列出了针对饮用

水源保护的 3 个条款 :“第三十三条 　国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并采取措施 ,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 ,保证城乡居民

饮用水安全。”“第三十四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

排污口。”和“第六十七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 ;逾期不

拆除、不恢复原状的 ,强行拆除、恢复原状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农业环境的保护 ,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

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

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推广植物病虫害的

综合防治 ,合理利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96 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共有 5 个条款与饮用水源保护有

关 ,即“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

和第四十九条”,主要内容为 :“第四条”明确了相关政府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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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保护的职能 ;“第十九条”规定了城市污水应当集中处

理 ,把保护城市饮用水源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第二十条”要求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 ,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

区 ,并列出了在饮用水源保护内的几种禁止行为 ;“第二十一

条”提出了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 ;“第

二十七条”规定了在饮用水源保护区不得设置排污口 ;“第四十

九条”明确了违反以上相应条款的法律责任。

(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1989 年颁布

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是主要针对集中式

供水的饮用水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 ,分六章、二十七条 :“第一

章 　总则”、“第二章 　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和防护”、

“第三章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和防护”、“第四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第五章 　奖励与惩

罚”、“第六章 　附则”。主要内容为 :规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般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必要时可增设准保护

区 ,各级保护区应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提出了各级保护区划分

的方法和保护内的水质标准以及必须遵守的规定 ;制定了饮用

水源保护区的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和监督管理措施以及应对突

发性事故的措施 ;根据执行本规定的情况 ,提出了相应的奖励

和惩罚措施。

(5)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7 年颁布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饮用水水源地必须

设置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

卫生的设施及一切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行为”;第十七条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 ,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

的水源水质监督监测和评价。”

2 . 2 　相关的技术标准
(1)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1993 年实施的《生活饮用

水水源水质标准》主要内容为 : ①提出了生活饮用水水源的水

质指标、水质分级、标准限值、水质检验以及标准的监督执行 ;

②说明了此标准适用于城乡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水源水质 (包

括各单位自备生活饮用水的水源) ,分散式生活饮用水水源的

水质参照使用此标准。此标准将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分为二

级 ,规定了两级标准的限值。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相比有

4 点不同 : ①没有将饮用水水源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分别进行

规定 ; ②没有将水质指标分为基本项目、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 ;

③限值标准等于或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相应级别的限

制标准 ; ④水质检验方法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2001 年卫生部颁布执行的《生活饮用水卫

生规范》中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其编制说明实质是

对 1985 年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的修订 ,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未予承认 ,目前仅仅是在卫生系统内部

通用。与 1985 年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 ,《生活饮用水

卫生规范》规定了法定的饮用水水源的水质“法定的量的限值”

共 122 项 ,新增水源水有害物质检测项目 64 项 ,标准限值要求

有所提高。

2007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作为替代

1985 年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此标准涉及到对饮用水

水源水质的规定有 :“5. 1 　采用地表水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时应

符合 GB3838 要求。”、“5. 2 　采用地下水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时

应符合 GB/ T14848 要求。”,依据此标准的适用范围 ,农村饮用

水水源水质也应执行此规定。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002 年实施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规定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

级保护区要分别达到其规定的 Ⅱ类和 Ⅲ类水质标准 ,并且将水

质指标分为基本项目、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三大类及规定了相

应指标的检验方法。除此之外 ,还规定了如果集中式饮用水地

表水源地水质超标 ,则经自来水净化处理后 ,必须达到《生活饮

用水卫生规范》的要求。为了标准能够更好的执行 ,《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对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质评价的项目作了

灵活规定 ,即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为必检项目 ,特定项目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1994 年实施的《地下水质量标准》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

据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水源至少应满足其规定的 Ⅲ

类水质标准。

(3)城市供水水质标准。2005 年实施的《城市供水水质标

准》涉及到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规定 :“5. 1 　选用地表水作为

供水水源时 ,应符合 GB3838 的要求。选用地下水作为供水出

源时 ,应符合 GB/ T14848 的要求。”、“5. 2 　水源水质的放射性

指标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5. 3 　当水源水质不符合要求时 ,

不宜作为供水水源。若限于条件需加以利用时 ,水源水质超标

项目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后 ,应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2007 年实施的《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 ,保证饮用水安全 ,制订

的标准。此标准适用于集中式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包括备用和规划水源地)的划分 ,农村及分散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的划分可参照此标准执行。此标准主要内容有 :规范的

适用范围、编制依据、术语与定义、水源地划分的基本要求、河

流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法、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保护区定界原则及编写保护区划分技术文件的基本要求和计

算可参考选用的水质模型等。

2 . 3 　已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特点分析
总结上述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目前已有成果的特点

为 : ①明确了有关政府部门在饮用水源保护中的职能 ; ②规定

了各级保护区的水质标准 ; ③制定了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

法 ; ④制定了各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措施。

根据目前有关饮用水源保护的法律法规现状和实际执行

效果 ,总体看来 ,与农村饮用水源的稀缺性、污染的严重性和保

护的迫切性相比 ,仍显得十分不足 ,为使我国农村饮用水源安

全保护达到国际标准 ,必须加强我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法律

调控 ;同时 ,针对缺乏分散式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标准和农村

饮用水源保护大多还只是参照现有标准中个别条款来执行的

现状 ,为了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安全 ,急需加强对农村饮用水

源地保护 ,并制定专门针对农村的饮用水源地保护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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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饮用水源监测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目前 ,我国与饮用水源监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活

饮用水卫生规范》、《地下水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水环境监测规范》、《农用水源环境

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地下水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这些标准都或多或少涉及到饮用水源

监测的相关内容。

3 . 1 　相关的法律法规
2002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

当对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 ,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超过控制指标的 ,或者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

水质的要求的 ,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 ,并

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

度 ,制定监测规范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 ,加强对环境监

测的管理。”

3 . 2 　相关的技术标准
(1)水环境监测规范。1998 年实施的《水环境监测规范》中

涉及到与生活饮用水源相关的内容有 : ①地表供水水源地、水

源型地方病发病区和城市主要地表供水水源地上游 1 000 m

处应布设断面 ; ②地表供水水源地采样频次每年不得少于 12

次 ,采样时间根据具体要求确定 ; ③地下水供水水源地区和饮

水型地方病 (如高氟病) 高发地区应布设采样井 ; ④平原 (含盆

地)地区地下水采样井布设密度一般为 1 眼/ (200 km2 ) ,重要

水源地或污染严重地区可适当加密 ; ⑤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区每

月采样一次 ; ⑥水源保护区应布设生物监测的采样垂线 (点) 。

(2)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2000 年实施的《农用

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

监测采样技术、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项目及分析方法、农用水

源环境质量监测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农用水源环

境质量监测数理统计、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和资料

整编等。由于在该标准中将农用水源定义为“用江河、湖泊、运

河、渠道、水库、排污、沟渠等 ,对农田进行灌溉的地表水源和地

下水源及农村畜禽饮用水源和农村水产养殖用水水源”,因此该

标准中并无直接针对农村生活饮用水源的监测方法。

(3)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2003 年实施的《地表水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地表水监测的布点与采

样、污水监测的布点与采样、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流域监测、

建设项目污水处理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急监测、监

测数据整理、处理与上报、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和资料整

编等。其中 ,专门针对饮用水源的规定有 : ①饮用水源地的监

测断面每月至少采样一次 ; ②饮用水源保护区或饮用水源的江

河除监测常规项目 (该标准中的表 6 - 1) 外 ,必须注意剧毒和

“三致”有毒化学品的监测 ; ③规定了洪水期和退水期要对饮用

水源地的水质进行监测及其具体的监测方法。

(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2004 年实施的《地下水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 :地下水监测点网设计、地下

水样品的采集和现场监测、样品管理、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实

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和资料整编等。其中 ,专门针对生活饮用

水源 ,还规定了特殊选测项目应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中的规定的项目选取。

(5)其他相关的技术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中 6. 1

- 6. 5 规定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监测项目、监测点的设置及

检验方法 ;《地下水质量标准》要求各地区应在不同质量类别的

地下水域设立监测点进行水质监测 ,监测频率不得少于每年 2

次 (丰、苦水期) ,水质项目分析方法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标准 ,同时还规定了监测项目和反映本地区主要水质问

题的其它项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了地表水水质监测

的采样点、监测频率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

求 ,还规定了水质项目的分析方法优先选用该标准列出的方

法 ,也可采用 ISO 方法体系等其它等效分析方法 ,但须进行适

用性检验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规定 : ①地表水水源水质监测

应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地下水水源水质监

测应按《地下水质量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 ②规定了水源水的采

样点布置、监测项目和监测频率 ; ③规定了水质的检验方法应

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等标准执行 ,也可采用其他等效

分析方法 ,但应进行适用性检验。

3 . 3 　已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特点分析
总结上述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目前主要成果包括 : ①要求

相关部门应加强饮用水源地监测 ,建立监测制度 ,制定监测规

范 ; ②提出了饮用水源地监测断面的布设方法和监测频率 ; ③

规定了饮用水源地的监测项目及其分析方法 ; ④提出了样品的

采集技术。

由此可知 ,一方面我国目前与饮用水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相当缺乏 ,仅有的也只是从政策层面上作了宏观的规定 ;另一方

面 ,针对饮用水源地的监测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且现有的针

对饮用水源地的监测技术也不够全面和具体 ,分散式及农村饮用

水源地的监测标准还是空白。因此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饮用水

安全 ,加强对饮用水源地监测 ,考虑到农村饮用水源地的特殊性 ,

应制定专门针对农村的饮用水源地监测技术标准。

4 　结 　语

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基本解决了农村群众喝水难的问题 ,

但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过去在农村几乎不

存在的水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已严重威胁到广大农民

群众的饮水安全 [1～4 ] 。目前 ,农村饮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

水和水质污染程度严重。据《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

规划》显示 ,到 2005 年底我国农村有 3. 2 亿人饮水不安全 ,其

中水质不达标人数高达 2. 27 亿人。因此 ,为了加强农村饮用

水源的保护与监测、保障农村你饮水安全 ,编制《农村饮用水源

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标准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生

活排水处理技术研究”已将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

的编制列为课题需要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农村饮用水源保

护与监测技术规程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两方面 :农村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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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j =
0 . 5 0 0 0 1

0. 67 0. 67 0 0 . 33 1
R2×5 (14)

2 . 4 　目标层及系统层各评价因子权重计算
(1)目标层权重计算 (见表 3) 。

表 3 　目标层权重计算表

方案 A T E R

A 1 1 . 1 1 . 5 1 . 5

T 1/ 1 . 1 1 1 . 8 1 . 8

E 1/ 1 . 5 1/ 1 . 8 1 1

R 1/ 1. 5 1/ 1. 8 1 1

　　据矩阵 : W A = 0. 31 , W T = 0. 29 , W E = 0 . 2 , W R = 0. 2。

(2)系统层权重计算 (见表 4 和表 5) 。

表 4 　A 系统权重计算表

方案 A 1 A 2 A 3

A 1 1 1 . 3 1 . 2

A 2 1/ 1 . 3 1 0 . 9

A 3 1/ 1. 2 1/ 0. 9 1

　　据矩阵 : W A1 = 0 . 39 , W A2 = 0 . 28 , W A3 = 0. 33。

表 5 　T系统权重计算表

方案 T1 T2 T3 T4 T5

T1 1 1 . 1 1 . 4 1 . 6 1 . 8

T2 1/ 1 . 1 1 1 . 3 1 . 5 1 . 7

T3 1/ 1 . 4 1/ 1 . 3 1 1 . 1 1 . 1

T4 1/ 1 . 6 1/ 1 . 5 1/ 1 . 1 1 1

T5 1/ 1. 8 1/ 1. 7 1/ 1. 1 1 1

　　据矩阵 : W T1 = 0. 26 , W T2 = 0. 25 , W T3 = 0. 18 , W T4 =

0. 16 , W T5 = 0 . 15。

E及 R 系统权重计算如下 :

W E1 = W E2 = 0 . 5

W R1 = W R2 = 0 . 5

2 . 5 　各方案综合评判值 M

据公式 (6)和 (7) , M 值计算矩阵如下 :

(0. 31 　0. 29 　0 . 2 　0 . 2)

0 . 53 0. 28 0. 42 0 . 67 0 . 40

0 . 71 0. 64 0. 88 0 0 . 98

1 . 00 0. 44 0. 44 0 0 . 25

0 . 56 0. 34 0 0 . 16 1

　　根据矩阵有 :

黄前水库 M1 = 0 . 67 ;彩山水库 M2 = 0. 43 ;埠洋庄水源地

M3 = 0 . 47。

南水北调水源 (东平湖) M4 = 0 . 24 ;污水回用 M5 = 0. 71。

各类型水源排队次序应是 : ①污水回用 ; ②黄前水库 ; ③埠

洋庄水源地 ; ④彩山水库 ; ⑤南水北调水源 (东平湖) 。

3 　结 　语

通过建立 A HP 数学模型对城市多类型供水水源优化选择

的结果可以看出 ,在进行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及缓解水资源供求

矛盾等问题必需合理兼顾 ,优化处理以下各种关系 : ①地表水

源与地下水源开发利用关系 ; ②当地径流与跨流域调水开发利

用关系 ; ③供水量与相应保证率的关系 ; ④水量与水质的关系 ;

⑤工程与经济指标的关系 ; ⑥现有水源持续利用与新水源开发

的关系 ; ⑦水源地保护与相关流域的治理的关系 ; ⑧“以需定

供”与“以供定需”的关系 ; ⑨“保水”、“蓄水”、“调水”、“节水”四

水关系 ; ⑩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法制等多种手段的关系。只

有这样方能保证多类型方案优化选择、合理排队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 ,从而取得最大供水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 ,使城市供水

紧张局面逐步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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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技术和农村饮用水源地监测技术。农村饮用水源地保

护技术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的基本原则、保

护区域的划分、保护措施、保护区域的监督管理和相应的法律

责任 ;农村饮用水源地监测技术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水量监测技

术和水质监测技术两方面 ,其中水量监测技术包括监测断面的

布设、监测频次、取水量、水量的量测、水量的划分和计算等 ,水

质监测技术包括监测断面的布设、监测项目及其分析方法、样

品的采集技术、样品的编号、样品的运输和保存等。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应从源头抓起 ,重视饮用水源地

的监测与保护 ,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程 ,从制度上建立保证农

村饮水安全的长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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