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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饮用水源现状
及相关保护对策建议

李仰斌 ,张国华 ,谢崇宝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北京 100054)

　　摘 　要 :保障饮水安全是当前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 ,而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核心。通过调查对

我国农村饮用水源类型进行了分类 ,阐述了各类水源的特点 ;在论述农村饮用水源与其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

剖析了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的主要成因 ;提出了保护农村饮用水水源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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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Proposals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ource in China
L I Yang2bin , ZHANG Guo2hua , XIE Chong2bao

(China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Development Center , Beijing 100054 , China)

Abstract : Ensuring rural drinking water security is the principal task of water conservancy , and that rural drinking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is the

core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ecurity. According as survey , the type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ource is classifie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expoun2
ded. Based on discuss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ource and protection , primary reasons of polluted rural

drinking waterhead region are anatomied , and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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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农村饮用水源保

护问题。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投资

力度 ,采取了一系列工程和管理措施 ,解决了一些农民的饮水

问题。但农村饮水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 ,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

发展 ,广大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又由于经济

发展和资源过度开发 ,导致了农村饮用水源污染和水资源枯竭

问题 ,这些问题正日益威胁到农民的饮水健康。因此 ,加强农

村饮用水源保护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3 ] 。

1 　农村饮用水源的类型

通过对农村饮用水源类型的调查 [4 ] ,将其大致分为 2 类 :

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 ,其中地表水源包括河流水、湖泊水、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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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溪沟水和坑塘水 ;地下水源包括潜水、承压水和泉水。在缺

水地区 ,降水 (雨)也可积蓄起来作为饮用水 ;在黄土高原地区 ,

窑窖水通常也被用作农村饮用水源。

降水 (雨) :水量取决于当地的降雨量、降雨强度及集水面

积 ;水质与集水方法、当地大气污染情况有关。

河流水 :一般流量较大 ,但受季节和降水的影响较大。水

的浑浊度和细菌含量较高 ,水质季节性变化明显 ,且易受工业

废水及生活污水的污染 ,与海邻近的河流还受潮汐影响 ,使得

盐类含量升高。

湖泊水 :水位变化小 ,流速缓慢 ,水量、水质较稳定 ;浑浊度

较低 ,但易繁殖藻类 ,致使色度增高。

水库水 :与湖泊水有相似的特点 ,但其水位一般较高 ,变化

较大。

溪沟水 :丘陵区、山区的溪沟往往地势较高 ,水量季节性差

异明显 ;除洪水季节的浑浊度较大外 ,一般情况下水质都较好。

平原水网地区的溪沟水 ,一般水流较缓 ,流量、水位均较稳定。

水体一般受季节性的农药、化肥等的污染比较严重 ,有的还受

乡镇企业废水的污染 ,所以水质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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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塘水 :水量一般较少 ,有机污染严重 ,一般不宜作为饮用

水源。

潜水 :指埋藏在地表以下 ,第一个隔水层以上的含水层。

其特点是 :补给水源较近 ,补给区与排泄区相同 ,可由河流、降

水渗透补给 ;水位、水量随季节或抽水量的大小而变化较大 ;水

质易受地表或地下污染物污染 ,与周围环境有密切关系 ;浑浊

度较低 ,一般无色 ;部分地区的铁、锰、氟或砷含量较高或超过

卫生标淮。

承压水 :指在第一个隔水层以下的含水层 ,具有一定的压

力水头 ,有自流 (压力水头高出地表) 和非自流 2 种。其特点

是 :补给水源一般较远 ,补给区与排泄区不一致 ,水量充沛且动

态稳定。由于含水层边界有不透水层的保护 ,所以不易受污

染 ,水质一般较好 ,无色透明 ,细菌含量通常符合卫生标准要

求 ,是最理想的水源地。部分地区的铁、锰、氟或砷含量较高或

超过卫生标准。

泉水 :不论是断层泉、裂隙泉、上升泉和下降泉等 ,都是地

下水的天然露头 ,其特点是 :流量大小、动态情况因地质条件不

同而有很大差异 ,但一般较稳定 ;水质一般较好 ,大多数可直接

饮用 ;地势高的泉水还可自流供水 ,是一种较好的农村饮用

水源。

窑窖水 :我国黄土高原缺水﹑苦水 (水质苦涩) 地区 ,通过

窑窖存蓄的雨水﹑雪水。水质受降水影响较大。

目前 ,我国北方地区多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 ,南方部分地

区以河流水和湖泊水为主。

2 　农村饮用水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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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我国农村仍有 3. 12 亿人饮水不安全 ,其中水质不达标人

数高达 2. 20 亿 ,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群众长期饮用不符合饮用

水标准的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高铁锰水、污染水等 ,同时因

设备简陋、干旱引起的季节性缺水问题依然存在 [1～3 ] 。如果按

城市水质标准进行评估 ,我国饮水不安全人数还将更多。农村

饮用水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 1 　水量不足
在西北、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 ,年降雨 200～600 mm ,十

年九旱 ,多年干旱 ,造成这些地区长年缺水。西南、华南和华中

的部分地区 ,年降雨虽在 1 000 mm 以上 ,但由于地形、地貌和

地质条件复杂 ,山高坡陡 ,沟谷深切 ,蓄水工程设施不足 ,有水

蓄不住。“人在山上走 ,水在山下流 ,听水响 ,看水流 ,山上用水

贵如油”是这些地方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水资源的需求大幅度

增加 ,造成地下水的严重超采 ,造成单井涌水量的急剧减少 ,使

得水源保证率、生活用水量及用水方便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严重

问题。在我国农村 ,引起饮用水量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 ①一些

地区虽然饮水不是特别困难 ,但由于供水设施简陋或根本没有

供水设施 ,直接从河道、坑塘、山泉、浅井取水饮用 ,水源保证率

低 ,季节性缺水严重 ,干旱季节缺水时仍需远距离拉水或买水 ;

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养殖

业、种植业的发展也加大了用水量的需求 ,特别是近年来气候

变化大 ,干旱严重 ,河水减少甚至断流 ,地下水位下降 ,泉水枯

竭 ,使一些地区农村生活饮用水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 ③大量工

业、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域 ,致使大面积水域受到污染 ,一些水

源被迫停用。资源性缺水和干旱缺水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

发展。

2 . 2 　污染严重
目前 ,我国大部分农村水源地没有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与

水质预警实时监测体系 ,受到了生活污水、化肥、农药、养殖畜

禽粪便、工业废水等的污染 ,水源水质越来越差 ,许多地区出现

了水质性缺水。调查资料表明 ,农村 60 %的水源周围存在污染

源。有的坑、塘、河、溪人畜共用 ,甚至既排污又供饮用 ,缺乏卫

生防护。生活饮用水水质主要受水源水质、水处理工艺和配水

系统制约 ,需要有与水源水质相匹配的合理水处理工艺、卫生

的供水系统 (配水管网和调节构筑物) 以及有效的检测手段才

能保证饮用水安全。目前 ,农村供水普遍缺乏必要的水处理设

施、消毒设施和水质检测设备 ,即使有水处理设施的 ,多数还存

在种种问题 ;分散式供水、小规模集中式供水的农村几乎无水

处理设施 ,直接饮用水源水 ,造成饮用水中细菌学指标、污染

物、有害矿物成分超标问题严重 ,因此加强对农村饮用水源地

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饮用污染地表水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 ,饮用污染地

下水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南、华北地区。饮用水源污染 ,造成

水中致病微生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 ,易导致疾病流

行 ,有的地方还因此暴发伤寒、副伤寒以及霍乱等重大传染病 ,

个别地区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

2 . 3 　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问题
目前 ,2. 20 亿水质不安全的农村人口中 ,饮用水氟砷含量

超标的有 4 595 万人、砷含量超标的有 228 万人 ,饮用苦咸水的

有 3 744 万人 ,其他饮水水质超标问题涉及 14 224 万人。

高氟水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和黄淮海平原地区 ;高

砷水主要分布在新疆、宁夏、内蒙古、山西和吉林等地 ;苦咸水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西北、华北、华东等地区。长期饮用高

氟水 ,轻者形成氟斑牙 ,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 ,甚至瘫痪 ,

丧失劳动能力 ;长期饮用砷超标的水 ,造成砷中毒 ,导致皮肤癌

和多种内脏器官癌变 ;长期饮用苦咸水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免

疫力低下 ,诱发和加重心脑血管疾病。

2 . 4 　血吸虫病问题
目前血吸虫病尚未得到控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

的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 7 省的 110 个县

(市、区) ,生活在病区的人口约 6 000 万人 ;重病区主要是鄱阳

湖区、洞庭湖区、江汉平原、沿长江的江滩地区以及云南、四川

的部分山区 ,血吸虫病区约有 1 100 多万人饮水不安全 ,其中急

需新建或改造饮水工程的人口有 220 多万人。血吸虫病近几

年来呈增长趋势 ,有些地区与饮用水水源有关 [5 ] 。

3 　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保护农村饮用水源、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是农村水环境保

护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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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全国大多数城市对饮用水源保护区作了划分 ,建立

了一大批水源保护区 ,并积极开展了水源地的污染防治工作 ,

制订了一系列饮用水源保护的法规和条例。但目前缺乏专门

针对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法律法规 ,还没有针对农村饮用水源

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虽有的地方在城市饮用水源保护法律法规

中也涉及到部分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相关内容 ,但对因农村饮

用水源变化引起保护区范围变化的科学论证工作相对滞后 ;对

饮用水源如何保护缺少相应的规划和科学研究 ;对水源地源头

周围污染源情况掌握和管理有滞后现象 ,缺少水源地日常动态

管理系统、污染源动态档案系统和应急处理系统。

我国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对我国农村饮用水源的保护而言

难以发挥其优势。其时弊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6 ] :

首先 ,从法律调控重心立法现状的角度看 ,我国环境法律

制度历来突出于对城镇居民有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 ,对农村地

区关注较少。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在法律规范中一笔带过 ,其保

护管理的控制体系、手段和形式在法律文件中不仅不突出 ,有

的甚至一片空白。

其次 ,从法律调控的权力运行角度看 ,我国对于农村地区

水环境保护而言 ,存在政府环境监督管理体制上的困境。农村

水源主要为散置在村落或村落间的水体 ,而政府控制的组织依

托在于行政机构 ,乡镇为最低级别 ,即所谓“王权止于县政”,使

得政府组织建构不符合农村饮用水源的自然属性 ,以致相关管

理措施难以长期稳定地延伸到乡镇以下的农村地区 ,水源基层

管理责任难以落实。

再次 ,从法律调控的内容角度看 ,对农村饮用水源的法律

调控存在具体制度上的缺失。我国现行水源保护的三大主要

制度为 :水源保护区制度 ,水质标准制度和水质监测制度。我

国许多农村地区居民无法享受到管网供水 ,只能直接从江河等

地表水源取水或者依靠收集的雨水、井水为生。

4 　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成因剖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 ,一方面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饮用水资源

保证率低、污染源量多面广 ,没有合理的规划布局 ,不易控制和

管理 ,传统环境保护的控制调控机制与农村饮用水源保护需要

难以契合 ,现有的法律资源对其保护缺乏专门的制度和组织保

障 ;另一方面 ,水质性缺水归根到底也是水源性缺水 ,在这些地

区 ,由于不能得到清洁干净的饮用水 ,当地人民不得已才饮用 ,

而即便过去满足饮用要求的饮用水源 ,由于保护不当 ,水源逐

步受到污染而丧失了饮用的条件 ,更进一步加剧了解决饮水安

全的难度。造成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

(1)水土流失。由于不适当的人为开发 ,引起了生态环境

改变和自然环境的退化 ,使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部分草原退化、

植被稀疏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每年有大量泥沙及腐植质进

入地表水体在底部淤积 ,形成了地表水体的内污染源。

(2)农村面源污染。人们在从事农业耕作活动时 ,由于使

用化肥、农药等 ,使有害物进入河流、湖泊、水库等 ,造成农村地

表饮用水源的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中的主要污染物质是氮、磷

营养元素 :一方面 ,我国农田的氮肥使用量居世界首位 ,但其利

用率却很低 ,过量的氮肥随降雨径流和渗漏排入水体而引起水

源污染 ;另一方面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993 年统计 ,我国农田

磷素进入水体的数量为 19. 5 kg/ hm2 ,比美国高 8 倍。过量使

用化肥已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的原因 ,这类污染是水源保

护工作中不易控制的因素。

(3)人畜粪便等生活污水的排放。农村地区由于对水源地

缺乏管理引起的水源污染现象比较普遍 :生活污水直接进入饮

用水源、牲畜直接在水源地饮水以及牲畜的粪便也被带入到水

中。如果饮用水源流动缓慢 ,将使藻类及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

使水体呈现绿色 ,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4)农村工业的废弃物。乡镇采矿和冶金工业的尾矿、炉

渣乱堆乱放在小河沟旁 ,造成河道淤积、水体受污染 ;采用落后

工艺技术的乡镇企业对自然资源地掠夺式利用对周围环境造

成污染 ;工业生产过程中时有泄漏事故发生 ,对周围环境污染

严重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饮用水源的水质。对农村工业污染

源的调查表明 ,有工业污染源的水源所占百分比较有生活污染

源的水源所占百分比低得多 ,一般低于 50 % ,这与我国大部分

农村地区工业发展尚比较落后有关。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工业污染源污染饮用水水源的问题会日益严重 [7 ] 。

(5)地下水位下降 [7 ] 。因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过量 ,致

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浓度增大 ,地下水源受到污染。研究表

明 ,尽管种类繁多的污染物可通过多种途径污染地下水 ,但是

构成地下水广域性和持久性污染的并不是潜在有危害的重金

属污染物 ,也不是有毒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而是存在于地质

构造、成为天然水基本溶质成分的主要离子 (Cl - , SO4 -
2 、Ca2 +

等)和生物中的成份物质 (N H +
4 、NO -

3 等) ,这是因为地下水含

水层比地表水有更强的净化能力 ,以及这些化合物自身的化学

性质和在含水层中的化学行为。Cl - ,SO4 -
2 、Ca2 + 、N H +

4 、NO -
3

等离子的大量存在 ,使地下水变苦、变涩 ,尤其是 NO -
2 及 NO -

3

浓度增大和由 Ca2 + 、Mg2 + 等形成的水体硬度增加 ,是当前地下

水污染中的突出问题。

5 　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对策建议

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 ,保障农民用上足量安全的水 ,其

根本措施就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供水工程、控制和治理环境污

染。对于农村地区 ,要合理开发、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 ,加快以

雨水集蓄利用为重点的微型蓄水工程建设。污染一般是由人

类活动带来的 ,对于农村饮用水源来说 ,主要是生活废弃物和

工业“三废”引起的污染。这其中既有管理不善的问题 ,也有目

前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的问题 ,还包括生活习惯不良等因素。造

成饮用水源污染的因素很复杂 ,防治污染、保护饮用水源的对

策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 ,由于土壤岩性、生活垃圾、卫生条

件、农药化肥和工业废水肆意排放等因素造成了饮用水源地污

染。针对于此 ,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保障饮用水源地安

全的对策与措施。主要包括 [8～11 ] : ①选择不易污染的水源。水

源的选择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

到工业废水、农灌尾水不同程度的污染 ,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

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 ,地下水源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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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 ,易于防护 ,卫生条件好 ,宜优先选择水质符合要求的地

下水。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

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

地表水。②严把水源工程关。确保水源水质符合国家饮水卫

生标准 ,应建立坚持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

度 ,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 ,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③

加强水源卫生防护。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 ,应设置卫生防护

地带 ,划分不同的水源保护区 ,并规定相应的保护措施。④强

化水质监测 ,加强对供水水源地的监测工作。为了防止水的污

染 ,建立健全严格的水质检验制度。水源水质监测的目的是为

了及时全面掌握水源水质的动态变化特征 ,为水源水质的准确

评价和水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水源污染防治提供准确可靠

的数据依据。水源水质监测与评价应包括监测点的布置 ,监测

项目、监测时间、监测频率的确定 ,监测方法的选择和水质评价

等内容。其中具体监测项目可针对不同水源 ,按水源环境质量

标准及水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

除了以上所述的保护农村饮用水源的对策措施外 ,还应着

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对农村饮用水源地的保护。

(1)制订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专门法规。目前我国专门的

农村饮用水源地管理法规还是空白 ,1989 年颁布的《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已不能满足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的要求 ,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饮用水源安全保护专门条例或饮用

水源安全保护法规。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加强制度建设 ,提高政府对涉水

事务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应总结国内外的饮用水源地管

理经验 ,抓紧编制出台《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管理条例》,颁布不

同类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和管理办法、水源地监测信息管理和

发布规定 ,分层次建立保障农村饮用水源地安全的法制监管体

系。通过建立和完善地方农村饮用水源地法规体系 ,为保护和

合理开发利用农村饮用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提供法律保障。

(2)制订科学合理的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规划。社会和经济

发展与饮用水源保护关系密切 ,良好的环境和水源是经济发展

的必要条件 ,社会和经济发展又能为环境和水源保护提供条

件。所以在制订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农村饮

用水源保护规划 ,最好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使农村

饮用水源保护规划与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 ,促进经

济发展。制订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规划 ,首先需完善本地区的水

域功能区划分 ,并在同一流域内或相邻地区间予以协调 ,其次

进行水污染防治规划 ,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3)研究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安全的生物防控工程技术体系 ,

构建生态保护屏障。大力开展生态恢复工程 ,水库上游流域内

封山造林 ,保护植被 ;无法退耕还林的农田应实行生态农业、绿

色农业 ,少用或禁用化肥农药 ;治理水库上游沙金矿 ,退耕还林 ,

实现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所有耕地全部退耕还林。

针对农村饮用水源污染的威胁 ,结合当地水文气象和地形

特点 ,调查农村饮用水源和植被分布格局及污染源空间分布 ,

建立生态防控技术体系模拟分析系统 ,研究农村饮用水源生态

防控机理 ,确定农村饮用水源地点源和面源污染的生物防控措

施 ,设计农村水源地的生态屏障 ,同时进行生态防控措施的相

关配套政策研究 ,建立农村水源地污染生物防控示范点 ,取得

实践经验 ,为全国农村水源地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以流域为单元并考虑水文循环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研

究如何利用植被缓冲带等生态防控措施来保护水源地的水质

安全是保障饮水安全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4)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源地应急保障体系。在坚持常规水

源和储备水源相结合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水源地战略储备体系和

特枯或连续干旱年以及水质受到污染情况下的应急供水体系。

各地要针对每个集中式供水的农村饮用水源地 ,就可能发

生的突发性事件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遵循预防为

主、常备不懈的方针 ,在以属地管理为主、各级政府对管辖范围

内的农村饮用水源污染事故负总责的前提下 ,贯彻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加强合作的原则 ,规范和强化

本地区应对农村应用水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形成和完善

防范有力、指挥有序、快速高效和协调一致的农村饮用水源污

染事故应急处置体系。

(5)构建农村饮用水源地水质预警实时监测体系。分类分

级建立监测水源地水质预警实时监测体系 ,加强饮用水源地监

控系统和监管能力建设 ,建设包括常规监测、移动监测、动态预

警监测三位一体的监测网络 ,实时掌握水源地水量水质状况。

针对不同类型农村饮用水源地 ,结合当地水源地的水质特

点建立适宜的饮用水源地监测技术体系 ;通过数据分析建立不

同地区常规水质监测指标体系 ,提出不同地区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与监测技术规程 ;筛选自动化程度高、简单、快捷、灵敏

度高的水质监测方法和设备 ,并实现自动控制和预警。

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饮用水源地水量水质状况

报告 ,维护公众知情权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饮用水水源管

理的积极性势在必行。通过发布饮用水水源地水量水质状况

公报 ,为政府管理好当地水源地 ,防治水污染、预防突发性水污

染事故、切实进行水源地保护及污染治理提供可靠依据 ;通过

监测信息的发布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水源地水量水质的知

情权 ,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因素 ,促进农村饮用水源地管理工作

的深入发展。

(6)制订农村饮用水源的水质监测技术规程。水源水质的

监测指标主要包括感官性状、化学、毒理学、微生物学等四大类

指标 ,对于这些指标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都规定了具

体监测方法 ,而且根据监测条件与设备的不同 ,每种监测指标

通常会对应一种以上的监测方法。目前 ,虽然中国饮用水源地

相关水质标准中规定的监测指标很多 ,水质监测方法也比较完

善 ,但是农村地区监测水平与经济能力有限 ,不可能每次都监

测所有指标。而且 ,不同地区的农村饮用水源地水质特点不

同 ,水质监测的硬件设施也不同 ,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村饮

用水源地 ,建立实用性强、经济、高效的水质监测技术规程 ,开

发和筛选适用于农村饮用水源地监测的技术与设备仍是现今

亟待解决的问题。

(7)建立科技进步创新体系 ,加强与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有

关的科学研究。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促进农村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和综合治理 ,加强劣质水、微污染水处理技术研究 ,加

(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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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1. 3 ,说明蓄水设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其中 ,永登县蓄

水设施的复蓄指数只有 0. 38 ,榆中县也只有 0. 60 ,规划工程的

蓄水设施长年处于闲置状态 ;而临夏县、积石山县蓄水设施的

复蓄指数分别达到了 1. 67 和 1. 63 ,处于“有水无窖蓄”的状态。

2 . 4 　水量保障系数
水量保障是实现工程保障供水的前提 ,只有当水量保障系

数大于 1 ,才有可能实现规划工程的保障供水。当可集水量大

于规划需水量时 ,虽然工程的匹配程度较差 ,但由于规划水窖

的容积满足规划需水过程的调蓄要求 ,也有可能实现保障供

水 ;但当水量保障程度较低时 (小于 1)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实

现保障供水。从表 1 可以看出 ,规划工程的全省平均供水保障

系数为 0. 872。也就是说 ,在规划解决的 125. 5 万人口 ,只有

109. 4 万人能够实现保障供水 ,而其他的 16. 1 万人的饮水仍然

不能得到保障供给。

从各县 (区) 计算结果来看 ,秦安、甘谷、崆峒、庄浪 4 县水

量保障系数大于 1 ,设施匹配系数大于 1 ,供水完全有保障。而

广河、陇西、渭源、临洮、清水、武山等县虽然设施匹配系数小于

1 ,但由于水量保障系数较大 ,而使得规划工程的总体供水具有

保障。其他各县由于水量保障程度不够 ,或工程不配套 ,均或

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问题 ,不是“有水无窖蓄”,就是“有窖无水

蓄”,或者干脆既无集流面也无蓄水设施。这其中 ,古浪、榆中、

平川供水保障程度较低 ,主要是集流面数量不足 ,而靖远、会宁

和天祝 3 县 ,不仅缺少集流面 ,而且对现有集流面上的集水也

无法进行有效调蓄 ,存在的问题最为严重。另一方面 ,永登、静

宁 2 县工程设施之间的匹配性最差 ,是典型的“有窖无水蓄”,

而临夏州以及定西市除安定区外均为“有水无窖蓄”。

3 　工程规划的科学性评价

从前述的分析可以知道 ,只有当可集水量对人畜饮水的保

障程度越接近 1 ,离差比越接近 0 ,才说明工程的规划比较科学

合理。据此判断 ,对“121”雨水集流工程规划来说 ,甘谷、秦安

设计最为科学合理 ,水量有保障 ,在解决人畜用水的同时 ,可以

有多余的水量发展庭院经济。而永登、静宁和榆中 3 县匹配程

度较差 ,不能实现保障供水 ;崆峒区、庄浪县虽然工程设施之间

的匹配程度较差 ,但却能够实现保障供水 ;镇原县和安定区虽

然工程的匹配程度最好 ,但在保障供水上略有不足。

4 　结 　语

规划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对工程实施过程进行具体指

导的有效性文件。本文提出的雨水利用人畜饮水工程科学性

评价方法 ,不仅可以据此对已建工程进行科学性评价 ,而且通

过对甘肃省“121”雨水集流工程规划的科学性评价 ,发现了工

程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对提高雨水利用人畜饮水工程的

规划、设计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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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高效消毒技术研究 ,加强农村饮用水卫生标准制订工

作 ,加强制水工艺的改造和研究 ,加强流域水环境保护、纳污能

力及污染总量分配技术与管理体系研究 ,依靠科技手段防控突

发性水环境污染事件 ,实现防控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8)建立宣传教育体系 ,鼓励公众参与。保障农村饮用水

源地安全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参与。要加强农村饮用水源地

保护规划的宣传和引导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等媒体 ,加大农村水资源保护工作宣传力度 ,以提高农民对

加快农村水源地建设的认同程度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和支持农

村水源地建设规划的实施 ,使规划实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

形成农民关心、支持和参与的良好局面。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工

程的建设与管理运行 ,广泛听取农民意见 ,充分反映农民意愿 ,

建立农村水源地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提高农民对加快水源地保

护的认同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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