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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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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以下简称集中式供水单位）的卫生监督管理，

保证生活饮用水符合有关卫生要求，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规定了集中式供水单位的水源选择与卫生防护，生活饮用水生产和污染事件

报告处理、水质检验、从业人员等方面的卫生要求。

第三条 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含自建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遵守本规范。农村集中式供水

单位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监督本规范的实施。

第二章 水源选择和卫生防护

第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应设在城市

和工矿企业的上游。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工程的水源选择，应根据城市远期和近期规划、历年

来的水质、水文、水文地质、环境影响评价资料、取水点及附近地区的卫生状况和地方病

等因素，从卫生、环保、水资源、技术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水

源水质监测和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作为供水水源。

第七条 供水水源水质应符合有关国家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规定。当水质不符合国家生活

饮用水水源水质规定时，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若限于条件需加以利用时，应采用相

应的净化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规定，并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

第八条 生活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区应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和地质矿

产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要求，由环保、卫生、公安、

城建、水利、地矿等部门共同划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供

水单位应在防护地带设置固定的告示牌，落实相应的水源保护工作。

第九条 经有关流域、区域、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确定的跨地区的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和有关污染防治规划，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执行，各负其责。

第十条 地表水水源卫生防护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取水点周围半径 100 米的水域内，严禁捕捞、网箱养殖、停靠船只、游泳和从事其他

可能污染水源的任何活动。

二、取水点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水域不得排入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其沿岸防护范

围内不得堆放废渣，不得设立有毒、有害化学物品仓库、堆栈，不得设立装卸垃圾、粪便

和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的码头，不得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及施用难降解或剧毒的农

药，不得排放有毒气体、放射性物质，不得从事放牧等有可能污染该段水域水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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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河流为给水水源的集中式供水，由供水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会同卫生、环保、水利等

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可把取水点上游 1000 米以外的一定范围河段划为水源保护区，严格

控制上游污染物排放量。

四、受潮汐影响的河流，其生活饮用水取水点上下游及其沿岸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相应扩

大，其范围由供水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会同卫生、环保、水利等部门研究确定。

五、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的水库和湖泊，应根据不同情况，将取水点周围部分水域或整个

水域及其沿岸划为水源保护区，并按第一、二项的规定执行。

六、对生活饮用水水源的输水明渠、暗渠，应重点保护，严防污染和水量流失。

第十一条 地下水水源卫生防护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构筑物的防护范围及影响半径的范围，应根据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的数量、开采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由

供水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会同卫生、环保及规划设计、水文地质等部门研究确定。

二、在单井或井群的影响半径范围内，不得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和施用难降解或

剧毒的农药，不得修建渗水厕所、渗水坑，不得堆放废渣或铺设污水渠道，并不得从事破

坏深层土层的活动。

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严禁排入渗坑或渗井。

四、人工回灌的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第三章 生活饮用水生产的卫生要求和污染事件的报告处理

第十二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备有并遵守有关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的法规、标准和技术规

范。

第十三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有分管领导和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管理生活饮用水卫生工作。

第十五条 在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工程时，集中式供水单位需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申请进行预防性卫生监督。给水工程设计必须符合有关国家给水设计规范和标准。

第十六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配备的水净化处理设备、设施必须满足净水工艺要求，必须有消

毒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转。

第十七条 生活饮用水的输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应密封，严禁与排水设施及非生活饮用水

的管网相连接。

第十八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必须符合卫生安全和产品质量国

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并持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方

可在集中式供水单位中使用。

第十九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在购入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时，应索取产品的卫生许可批

准文件，并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待用，并按品种、批次分类贮存于原料库，

避免混杂，防止污染。

第二十条 自建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未经当地卫生、建设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与城市供水系

统连接。

第二十一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加强质量管理，建

立放水、清洗、消毒和检修制度及操作规程，保证供水水质。

第二十二条 各类贮水设备要定期清洗和消毒；管网末梢应定期放水清洗，防止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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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新建水处理设备、设施、管网投产前，及设备、设施、管网修复后，必须严格

冲洗、消毒，经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正式通水。

第二十四条 水处理剂和消毒剂的投加和贮存间应通风良好，防腐蚀、防潮，备有安全防范

和事故的应急处理设施，并有防止二次污染的措施。

第二十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不得将未经处理的污泥水直接排入地表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水域。

第二十六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划定生产区的范围。生产区外围 30 米范围内应保持良好的

卫生状况，不得设置生活居住区，不得修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

渣和铺设污水渠道。

第二十七条 单独设立的泵站、沉淀池和清水池的外围 30 米的范围内，其卫生要求与集中

式供水单位生产区相同。

第二十八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针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可能发生污染的环

节，制订和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检查，严防污染事件发生。

第二十九条 遇生活饮用水水质污染或不明原因水质突然恶化及水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时，集

中式供水单位须在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以最快的方式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建设行政部门。并及时进行水质检测，报送处理报告。

第四章 水质检验

第三十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建立水质检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

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负责检验水源水、净化构筑物出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

第三十一条 水质检验应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水质检验方法应采用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检验法。

第三十二条 采样点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应分别设在水源取水口、集中式供水单位出水口和居民经

常用水点处。管网水的采样点数，一般按供水人口每两万人设一个点计算，供水人口在 20

万以下、100 万以上时，可酌量增减。在全部采样点中，应有一定的点数选在水质易受污

染的地点和管网系统陈旧部位。具体采样点的选择，应由供水单位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根

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确定。

第三十三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按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进行生活饮用水检验，其测定

项目及检验频率至少应符合下列要求。（见附表）

当检测结果超出《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水质指标限值时，应予立即重

复测定，并增加监测频率。水质检验结果连续超标时，应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在选择水源时或水源情况有变化时，应检测《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表 1

中规定的全部常规检验项目及该水源可能受某种成份污染的有关项目。

第三十四条 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自建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委托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验机

构按上述要求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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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集中式供水单位水质测定项目及检验频率

*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如检出总大肠菌群，则需进一步检测粪大肠菌群。

在此表之外的有害物质的检验项目及检验频率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供水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三十五条 水质检验记录应当完整清晰，档案资料保存完好。

第三十六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建立水质检测资料的月报、年报、污染应急报告制度，水质

检测资料应按有关规定报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行政部门。水质检测资料月报于次月

10 日前报送，年报于次年 2 月 10 日前报送。

第五章 从业人员的卫生要求

第三十七条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

上岗工作。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

生活饮用水卫生的疾病或病源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

第三十八条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上岗前须进行卫生知识培训，上岗后每年进行一次

卫生知识培训，未经卫生知识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工作。

第三十九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应当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行为。不得在生产场

所吸烟，不得进行有碍生活饮用水卫生的活动。

水质

类型

测定项目

日供水能力（万立方米）

≥50 <50—≥10 <10

检验频率 检验频率 检验频率

水源

水

浑浊度、色度、肉眼可见物、CODMn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 每二周一次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中

表 1 全部常规检验项目及其表 2 非常规检

验项目、附录 A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半年一次

出厂

水

浑浊度、色度、肉眼可见物、CODMn、细

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游

离余氯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每日一次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中

表 1 全部常规检验项目及其表 2 非常规检

验项目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每月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半年一次

管网

末梢

水

浑浊度、色度、肉眼可见物、CODMn、细

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游

离余氯

每月二次 每月二次 每月二次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中

表 1 全部常规检验项目及其表 2 非常规检

验项目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每月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半年一次



46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规范所使用的用语含义如下

生活饮用水：由集中式供水单位直接供给居民作为饮水和生活用水，该水的水质必须

确保居民终生饮用安全。

城市：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集中式供水：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由输水管网送到用户的供

水方式。

自建集中式供水：除城建部门建设的各级自来水厂外，由各单位自建的集中式供水方

式。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指凡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的联接止

水材料、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管件、防护涂料、水处理剂、除垢剂、水质处理器及其它

新材料和化学物质。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从事净水、取样、化验、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及水池、水箱

清洗人员。

第四十一条 本规范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范自二ОО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