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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 
潘道勇 

淮安区水利局，江苏 淮安 223200 

 

[摘要]随着江苏省地方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规范》DB32/T4030-2021 的发布，给我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管理与保护提出新的要求，文章分析了水源地管理现状，并就如何贯彻标准，提高水源地管理与保护水平进行梳理，为水源

地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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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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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local standard of Jiangsu Province, Code for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s (DB32 / T4030-2021), new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centralized drinking 

water sourc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source management, and combs how to 

implement the standard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water 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water 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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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现状 

1.1 水环境的安全隐患依旧明显 

首先是农村面污染情况比较严重，农村饮用水集中分布在乡间耕地和林地中，农村种植农作物使用化学肥料、农

药量也非常大，水源地水体容易直接或间接受到周边面源污染影响。目前我国耕地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面污染源已

经成为比较棘手的问题，对农村的水源水质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周边农村地区建立了农

村污水处理系统，我国的大部分农村仍然将污水随处排放，生活污水和垃圾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临近河流和小溪中，

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垃圾渗滤液也随之排入河流之中，对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造成严重威胁。

目前很多工业厂房向农村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也将污染带入了农村。 

1.2 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不够 

一些农村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虽然政府做了很多水源地安全的工作，但是

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污染防治的设施比较落后。对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导致污染

防治工程建设比较落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了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开展了达标建

设工程，根据水源地的有关管理办法建立隔离防护设施和有关标志标牌。成立了水源地专职管护机构，但是有的地区

管理机构处于空白状态，有的地区虽然建立水源地专职管护机构，但是，运转不够规范。 

2 规范化管理措施 

2.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划与选址 

2.1.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划 

（1）水源地规划应分别以省、设区市、县（市、区）级行政区为单位制定，评价水源地的安全状况，明确水源地

和应急水源地布局、工程建设、保护范围、调（输）水工程、监测监控、应急预案、管理措施等内容。根据供水变化

情况，每 5 年到 10 年对规划进行修编。规划由相应层级的发展与改革部门牵头制定。（2）按照水源地规划不断优化布

局，实现相对集中、集约保护、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2.1.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选址 

（1）水源地选址应符合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布局和水源地保护区管理相关要求，按照“水量保证、水质达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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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运行可靠、监控到位、信息共享、应急保障”的要求，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体系，确保饮用水源

水质优良、水量充足、水生态良好，实现“一个保障”、“两个达标”、“三个没有”、“四个到位”。“一个保障”，即：保

障水源地安全供水，正常情况下水源地安全供水，突发事件情况下保证应急供水。“两个达标”，即：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供水保证率达 97%以上。“三个没有”，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没有与供水设施

无关的设施和活动；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没有排放污染物的设施或开发活动；准保护区范围内没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

设项目、设施或开发活动。“四个到位”，即：水源地保护机构和人员到位；警示标牌、分界牌和隔离措施到位；备用

水源地和应急管理预案到位；水质在线监测和共享机制建立到位。以降低成本和减少工作量为原则，选择位置适中，

拆迁量小的水源。（2）地表水水源地应选择岸线和水域开发利用程度低、涵养条件好、便于保护的水源，地下水水源

地应选择补给条件好、便于保护和开采的水源。（3）新建（改扩建）水源地应开展水资源论证，按照取水许可制度规

定，申请取得取水许可证。（4）地表水水源地取水口附近岸线及河势应保持稳定，避免滑坡、塌陷及洪涝等影响；地

下水水源地取水井附近地势应保持稳定，取水不易受到干扰。（5）水源地水量、水质得不到有效保障，无法整治达标

或整治达标代价过大，经评估不能保障供水安全的水源地，应选址建设替代水源地，并限期关闭。 

2.2 水量与水质 

（1）按年度开展水量保障程度评价，地表水水源地所在水体流量（水量）或水位应满足取水要求，地下水水源地

水位应满足取水要求、取水量小于允许开采量。（2）水源地供水保证率应达到 97%以上，并明确水源地安全保障流量或

水位。（3）流域和区域供水调度应优先满足饮用水供给，并保障相应保证率下取水工程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和水位。（4）

地表水水源地水质应符合 GB3838要求，湖库型水源地综合营养状态指标应不大于 60。地下水水源地水质应符合 GB/T14848

要求。（5）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应优先保障水源地水质。（6）按月开展水源地水文、水质等信息评估，并公布
[3]
。 

2.3 环境要求 

（1）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应符合 HJ338 要求，依法批准、公布和保护。（2）水源地保护区应明确矢量范围、拐点坐

标，符合 HJ773 要求。（3）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应没有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和设施，无工业、生活

排污口和畜禽养殖、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HJ773 要求。（4）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应没有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设施，无工业、生活排污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HJ773 要求。（5）

水源地准保护区内应没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和设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HJ773 要求。（6）穿越二级保护区

和准保护区的道路、桥梁应建设有雨水收集处置、防撞护栏、事故导流槽和应急池等设施。（7）穿越二级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的输油、输气管道应采取防泄漏措施，必要时设置事故导流槽。（8）穿越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危险化学品

运输采取限制运载重量和物资种类、限定行驶路线、GPS 实时监控路径等管理措施，并完善应急处置设施。（9）加强水

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和水源涵养，保护区内适宜绿化的陆域，植被覆盖率应达到 80%以上。 

2.4 监测与监控 

（1）水源地水质例行监测与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①地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的采样布点，应符合地表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的要求；②地表水水源地监测与评价的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应符合 GB3838规定，每月至少监测 1 次；③地表

水水源地监测与评价的特定项目应符合 GB3838 规定，每年至少进行 1 次排查性监测；d)地下水水源地监测与评价应符

合 SL183 和 GB/T14848 规定，每月至少监测 1 次。（2）地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应符合以下要求：①应在水源地取

水口建设水质自动监测设施；②监测项目应包括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总有机碳、氨氮

等，湖泊、水库型水源地还应包括总氮、总磷，以及藻密度等“水华”监测项目；③监测频次一般每 4 小时一次，按

0:00、4:00、8:00、12:00、16:00、20:00 整点启动监测，水质变化较频繁的，监测频次应加密到每 2 小时一次。（3）

地表水水源地应建设水质预警自动监测设施，符合 HJ773 有关规定。（4）水源地水文常规监测应符合以下要求：①地

表水水源地应在取水口附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水文站，按照 GB/T50138 开展水位实时监测，按照 GB/T50179 开展流量

监测。无水文站的水源地应在取水口附近建设相应的监测设施；②地下水水源地应符合 SL183 有关规定，对水位和采

补量进行定期监测，每月至少监测 1 次。（5）水源地应根据确定的安全保障流量或水位、水源地供水特征，研究确定

其预警指标、等级和阈值范围，并开展预警。（6）地表水水源地应在取水口、一级保护区、重要供水工程设施和交通

穿越区域安装 24 小时视频监控设施。（7）地下水水源地应在取水井和一级保护区区域安装 24 小时视频监控设施
[4]
。 

2.5 应急保障 

（1）饮用水水源单一地区应建设应急（备用）水源地及其配套供水设施。（2）应急（备用）水源地应满足以下要

求：①应与水源地位于相对独立的不同水系，或者相互之间没有直接水力联系；②水源地位于长江干流的地区，应急

水源地在应急情况下应满足 3 天以上居民生活用水需求；③其他地区的应急水源地在应急情况下应满足 5 天以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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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水需求；④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应按不小于近 5 年年平均日综合生活用水量的 70%测算。（3）建立应急水源地运行

维护管理制度，定期开展通水调试，启用时间应在 2 小时以内。水库型应急水源地应保持合理的换水周期。（4）应急

水源地在以下情况时启用：①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日常水源地停止供水时；②发生自然灾害或遇特殊干旱情况，

日常水源地停止供水或供水量不足时；③取水设施、浑水管网发生故障，导致供水中断或供水量不足时；④需对应急

水源地进行维护性取水时。（5）应每年开展水源地安全隐患与环境风险排查。（6）以行政区域或单个水源地为单元制

定专项应急预案或部门预案，符合 SL459 等要求。（7）编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建立应急专家库，具备应急情况下加

密监测和增加监测项目的水文、水质应急监测能力。（8）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预案修订，每年至少演练 1 次。（9）

水源地周边高风险区域应建设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及事故应急池等应急防护工程，上游连接水体应设有节制闸、

拦污坝、导流渠、调水沟渠等防护工程设施
[5]
。 

2.6 评估与改进 

（1）水源地管理与保护机构每年应进行一次水源地管理与保护状况评估，宜以日历年为一个评估周期。（2）水源

地管理与保护评估工作应填写水源地年度基本信息表。（3）水源地管理与保护状况年度评估采用逐项指标赋分制，对

评估内容逐项量化并设定分值，总分 100 分。（4）评估所需数据应优先采集自主管部门发布或认可的公报、公文、报

告数据或监测统计资料。（5）如需通过现状调查、监测获取评估资料，其调查、监测的方法和结果应依据国家相关规

范或得到主管部门的认可。（6）评估结果划分为“优”“良”“中”“差”共 4 级。 

表 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评估等级表 

 

2.7 档案管理 

（1）水源地管理与保护单位应建立水源地档案资料管理制度，应由熟悉了解水源地管理与保护、掌握档案管理知识

并经专门培训的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档案，档案设施齐全、整洁、完好。（2）水源地管理与保护单位应及时对水源地管

理与保护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整编。对运行情况变化频繁的水源地，档案整编宜每季度进行 1 次；对运行情况较稳定

的水源地，档案整编每年至少 1 次。（3）资料收集、整理与整编应包括水源地建设、管理与保护过程中的行政文件、报

告文本、静态数字图像、音视频、数据资料等。（4）档案资料整理与整编成果应符合以下要求：①考证清楚、项目齐全、

数据可靠、方法合理、图表完整、说明完备；②图形比例尺满足精度要求，图面线条清晰，标注整洁。（5）技术档案包

括以文字、图表等纸质件及音像、电子文档等磁介质、光介质等形式存在的各类资料，推行档案管理电子化。（6）各类

水源工程、保护工程、相关设备和监测设施均建档立卡，文字、图表等资料应规范齐全，分类清楚、存放有序，按时归

档。（7）水源地规划与建设资料档案按永久期保存。水源地达标建设、管理和保护资料按长期保存，并及时更新。（8）

严格执行保管、借阅制度，做到收借有手续，按时归还。（9）档案管理人员工作变动时，应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
[1]
。 

3 结语 

本文分析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问题的现状，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规范，系统地阐述了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与保护的措施，是有效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水源地污染问题等的重要手段。相关管

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充分理解和认识到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中的环境管理问题，根据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规范，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环境的监管、做好水源污染的防治工作，

并不断加强当地的生态建设。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有效提升水源地环境的保护力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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