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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为加强雄安新区供水水质管理，进一步规范高品质供水全过程水质监测，保证雄安新区供水安全，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水质监测点设置；水质监督；

企业自检；质量控制；应急监测；信息公开。

本文件由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和交通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雄安集团水务有限公司、

雄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鹏飞、赵欣、姜蕾、杨松、李帅、张永亮、柯雄峰、果靖、陈秀竹、李欢、

付晓丽、张东、田园、胡涛、张艳磊、吴海春、李源、温今甫、曹海龙、刘甜、尹建达、王帅、杨坤、

严棋、黄昀瑾、庞愉文、刘辛悦、袁展、张飞。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王如华、冯谦诚、任海静、张立尖、强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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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质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水水质监测的总体要求、水质监测点设置、水质监督、企业自检、质量控制、应急

监测、信息公开等。

本文件适用于雄安新区内的水源、水厂、管网、二次供水及末梢水等供水全过程的水质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

GB/T 32063 城镇供水服务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雄安规建办[2019] 126 号 河北雄安新区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建议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水 raw water

供给集中式供水单位作为饮用水净化原材料的水。

3.2

出厂水 finished water

集中式供水单位完成处理工艺流程后即将进入输配水管网的水。

3.3

管网水 drinking water in the pipe distribution network

公共输配管网中的生活饮用水。

3.4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集中式供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或消毒等，通过管道或容器输送给用户的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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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水 tap water

出厂水经输配水管网输送至用户水龙头的水。

4 总体要求

4.1 供水水质监测应覆盖自来水生产与输配的全过程，包括水源、水厂、管网、二次供水和末梢水。

4.2 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3838的要求，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 GB/T 14848的要求，生活饮用水水质

应符合 GB 5749和《河北雄安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建议稿）》（雄安规建办 [2019] 126号）

的要求。水源水质不能满足 GB 3838 要求，但限于条件限制需加以利用时，应采用相应的净水工艺进

行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应满足 GB 5749的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4.3 雄安新区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和行政监督结合的制度。

4.4 供水水质监测方式包括实验室检测、在线监测和现场快速检测。

5 水质监测点设置

5.1 基本要求

5.1.1 供水水质监测点包括水质采样点和在线监测点。

5.1.2 供水水质监测点的设置应具有水质代表性，应综合考虑原水特征、水厂工艺、管网布局、用水人

口分布、水质最不利点、运维管理等影响因素。

5.2 水质采样点

5.2.1 应在水源地、原水泵站等设置原水水质采样点。

5.2.2 应对进厂原水、各净水工艺段出水、出厂水进行水质采样，加强净水工艺过程的水质监测。

5.2.3 管网水质采样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输配管网应按每 2 万供水人口设置 1 个水质采样点，20 万人以下及 100 万人以上的酌情增减

采样点；

b） 管网水质采样点设置应均匀分布，涵盖一般用户、重点用户和管网最不利点。每个水厂应监测

不少于 1个管网最不利点。

5.2.4 二次供水水质采样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供水区域居民小区现状、供水方式、小区入住率等情况，合理设置二次供水水质采样点。

b) 每个居民小区应设置至少 1 个二次供水水质采样点，规模小于 2000 人口的小区可合并设置。

5.3 在线监测点

5.3.1 供水企业应在水源、水厂、管网、二次供水等供水环节设置水质在线监测仪表，加强供水水质的

实时监控。

5.3.2 供水企业应对在原水泵站、调蓄水库进水口和出水口等点位设置原水水质在线监测点，原水在线

监测指标参考附录 A。

5.3.3 应根据水厂净水工艺加强水质在线监测，在线监测指标应根据净水工艺特点和工艺管控要求合理

设置，水厂在线监测点及指标设置参考附录 A。

5.3.4 管网在线监测点数量可根据人口密度、重点区域、输配管网布局等特点确定。按照每 10 万人口

设置 1 个在线监测点，20 万以下或 100 万以上可以酌量增减。管网在线监测点宜安装在压力稳定、管

径相对较大的位置，管网在线监测指标参考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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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二次供水在线监测点应设置在居民小区及人口密集公共场所，宜在每个居住组团设置一个二次供

水在线水质监测点，二次供水在线监测指标参考附录 A。

6 水质监督

6.1 基本要求

6.1.1 雄安新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雄安新区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的监督工作。

6.1.2 雄安新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定点与不定点等多种方式，对供水水质进行监

督性监测。

6.1.3 供水水质监督性监测可委托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2 水质监测要求

6.2.1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性水质监测按照 GB 5749、《河北雄安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建

议稿）》（雄安规建办[2019]126 号）要求进行。

6.2.2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性水质监测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1。

表 1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性水质监测项目与频次

供水环节 监测频次 监测项目

水源水 每月一次 GB 3838 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 29项指标

出厂水
每月一次 GB 5749 常规指标 43 项指标

每年一次 GB 5749 全部 97项指标

管网水 每月一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量、肉眼可见物、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高锰酸盐指数，共计 9项指标

末梢水 每月一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量、肉眼可见物、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pH，共计 8项指标

7 企业自检

7.1 基本要求

7.1.1 供水企业应建立覆盖供水全过程的水质检测制度，制定水质考核目标和工作计划，落实水质检测

工作任务。

7.1.2 供水企业应建立水质化验室，开展水质检测能力建设，应至少具备 GB 3838 中基本项目和补充项

目 29 项指标、GB 5749 常规项目 43 项指标、《河北雄安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建议稿）》常规

指标 50 项指标、藻类以及嗅味物质的检测能力。

7.1.3 供水企业应配合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质监督工作。

7.2 水质检测要求

7.2.1 水源水质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源水质检测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2 要求。

b） 当原水藻类检出达到 10
7
个/L 时，应增加原水 pH、总磷、高锰酸盐指数、藻类计数、叶绿素 a、

2-甲基异崁醇、土臭素等水质指标的检测频次，每周检测不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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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宜对原水配备生物毒性预警监测设备设施，开展生物毒性预警监测。

7.2.2 水厂水质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对水厂进厂原水、工艺过程水和出厂水进行水质检测。

b） 水厂水质检测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2 要求。

c） 当进厂原水水质大幅度波动时，应根据原水水质特征加强工艺过程水和出厂水水质检测。

d） 当进厂原水 pH 高于 8.5 时，应加强出厂水铝的检测。

e） 当原水藻类检出达到 10
7
个/L 时，应增加出厂水 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的检测频次，每周不

少于 1 次。

f) 通过在线监测仪表结合人工检测，每小时一次对出厂水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进行监测。

7.2.3 管网水质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供水企业应对管网及管网最不利点开展水质检测，检测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2 要求。

b） 供水企业应编制管网水采样计划，采样时间和供水区域采样点分布均衡。

c） 管网阀门操作时，应选取采样点进行水质检测，加强操作过程中管网水浑浊度、消毒剂余量指

标的检测。

7.2.4 二次供水和末梢水水质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对二次供水开展水质检测，检测项目和频次应符合表 2 要求。

b） 二次供水水池（箱）清洗后，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对水池（箱）水质进行检测。

c）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对末梢水开展水质检测，每月选取 10 户（包含）以上的用户进行末

梢水水质检测，检测项目详见表 2。

表 2 供水水质检测项目与频次

供水环节 检测频次 检测项目 说明

水源水

每 8小时 1次 浑浊度、pH、臭和味

每日 1次

水温、溶解氧、浑浊度、色度、pH、

臭和味、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

数、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

大肠菌群、氨氮，共计 12项指标

每月 1次
GB 3838 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

29 项指标

当原水藻类检出达到 10^7 个

/L 时，增加 pH、总磷、藻类计

数、叶绿素 a、2-甲基异莰醇、

土臭素、高锰酸盐指数的检测

频次，每周不少于 1次

每半年 1次 GB3838 特定项目 80 项指标

出厂水

每小时 1次 浑浊度和消毒剂余量

每 8小时 1次 臭和味、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每日 1次

水温、pH、浑浊度、色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消毒

剂余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大肠埃希氏菌、铁、锰、铝、总硬

度、总溶解性固体，共计 16项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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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环节 检测频次 检测项目 说明

每周 1次 三卤甲烷

当原水藻类检出达到 10^7 个

/L 时，增加 2-甲基异莰醇、土

臭素的检测频次，每周不少于

1 次

每月 1次 GB 5749 常规项目 43 项指标

每半年 1次 GB 5749 全部 97项指标

管网水
每月不少于 2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

量、肉眼可见物、菌落总数、总大

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高锰酸盐

指数，共计 9项指标

每月不少于 1次 GB 5749 常规项目 43 项指标 管网最不利点

二次供水

每季度 1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消毒剂余量、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共计 8项指标

每年 1次 GB 5749 常规项目 43 项指标 代表性采样点抽检 20%

末梢水 每月 1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消毒剂余

量、肉眼可见物、pH、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共计 8项指标

每月 10 户（包含）以上

7.2.5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处理生活饮用水采用的絮凝、助凝、消毒、吸附等化学处理剂应符合 GB/T 17218 和 GB/T 17219

的要求。

b） 供水企业应每季度抽检 1 次饮用水化学处理剂，结果有异常时，应提高检测频次。

8 质量控制

8.1 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实验室检测工作制度，确保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8.2 样品采集和保存应遵照 GB/T5750.2 的规定执行。

8.3 实验室水质检测活动应遵照 GB/T5750.3 的规定开展。

8.4 直接从事水质采样、检验等相关工作的人员，上岗前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上岗证。

8.5 供水企业应当参照 CJJ/T271 等有关规定，对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检查、校准和更新维护。

9 应急监测

9.1 供水企业应当具备应急水质检测能力，发生突发水质污染时，应根据需要开展供水水质检测，确定

检测项目和检测频次。

9.2 原水受到污染后，应增加原水水质指标检测频次，连续监测直至与污染前水质状况接近时可减少监

测频次或停止监测。

9.3 出厂水、管网水以及二次供水发生水质异常时，应增加水质指标检测频次，直至水质异常事件消除，

水质稳定达标。

9.4 供水企业应根据应急监测工作需求，合理配置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包括便携式浊度仪、便携式余氯

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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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供水范围内管网爆管、二次供水设施故障等抢修工程通水前，应加强水质检测与管理。

9.6 实验室发现水质检测数据异常时，应立即予以复核，排除采样或者检测过程中的差错。

9.7 供水企业应当对公众通过供水服务热线等渠道反映的水质问题进行查实，如情况属实时，应采取措

施消除水质问题。

9.8 应加强南水北调上游来水以及供水上下游水质信息共享，当发生影响供水水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时，

供水企业应立即报告政府相关部门。

10 信息公开

10.1 雄安新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雄安新区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工作。

10.2 应按照 GB/T 32063 等有关规定，建立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制度。

10.3 应通过企业网站、政府网站或选择其他方式和渠道公布水质信息，水质信息应选择合理途径予以

公布，以便于公众查看获取。

10.4 公布的水质信息应当真实、准确、有效。向社会公布的水质数据，应当由取得省级以上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水质检测机构提供。



DB1331/T XX—XXXX

7

附录 A

（资料性）

在线监测点位和监测项目

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点位和监测项目见表 A。

表 A 在线监测点位和监测项目

供水环节 在线监测点位 在线监测项目

水源水 原水在线监测点
浑浊度、pH、水温、溶解氧、电导率、氨氮、高锰酸盐

指数、总磷、总氮、叶绿素 a、藻密度

水厂

进厂原水 水温、浑浊度、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沉淀池出水 浑浊度

砂滤池出水 浑浊度

气浮池出水 浑浊度

臭氧接触池出水 浑浊度、臭氧

炭滤池出水 浑浊度、高锰酸盐指数

膜单元出水 浑浊度、颗粒度

出厂水 浑浊度、pH、水温、消毒剂余量、高锰酸盐指数

管网水 管网在线监测点 浑浊度、消毒剂余量

二次供水
居民小区及人口密集的公共

场所在线监测点
水温、浑浊度、消毒剂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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