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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之二

石家庄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分析

陈凤格,王生平, 范尉尉,白萍, 赵伟

摘 要: 目的 了解和掌握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村饮水安全水质卫生状况及其变化, 为农村改水工作和政府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 2008- 2009年,对河北省石家庄市 17个涉农县 (市 )进行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调

查; 对监测点枯水期 ( 3- 5月 )和丰水期 ( 7- 9月 )水质进行采样、检测和评价。结果 在所调查的 330个饮水工程

中, 具备完全水处理工艺的工程占 6 06% , 无消毒设备的工程高达 87 27% ; 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合格率分别为

80 61%和 80 00% ; 水质感官和一般化学指标、毒理学指标合格率均 > 95% , 但微生物指标超标严重。结论 石家庄

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处理功能不完善,微生物污染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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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ink ing water quality after im p lem en tation of rura l dr ink ing water safety projec t in Sh ijiazhuang city CHEN Feng

ge, WANG Sheng ping, FAN W ei w e,i et a .l Depa r tm en t o f Public H ea lth M onito r ing and Assse ssm ent, Sh ijia zhuang

M un icipa l C en ter fo r D isea se Contro l and P revention, H ebei P rov ince ( Sh injia zhang 050011,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drink ing w a ter qua lity after the im p lem en tation o f rura l drink ing w a ter safety

pro ject in Sh ijiazhuang c ity and to prov ide sc ientific ev idence fo rm ak ing decision.M ethods D rinking w ater sam p le sw ere

co llected and te sted in 17 countie sw ith drinking w ater supp ly sy stem o f rura l drinking w ater safety pro ject in 2008- 2009 in

Sh ijiazhuang c ity. The sam pling and te sting w ere conducted in dry season ( M arch to M ay ) and w e t per iod ( Ju ly to

Septem ber). R esults Am ong 330 rura l dr ink ing w a ter supp ly sy stem s inve stig ated, only 6 06% had qua lified w a ter

treatm en t equipm ent and 87 27% had no d isinfec tion equipm en.t The hyg ien ic qua lif ica tion rate w a s 80 61% and 80 00%

fo r out w ater o f the w a ter plan ts and tap w ater. The qualifica tion ra tes o f the w ater sam p les w ere m o re than 95% fo r

phy sica ,l chem ica,l and tox ico log ic ind ica to rs. Bu t them icro lia l indicato rs w as unde r the na tional standard. Conclusion The

rural drinking w a ter treatm en t w o rks in Sh ijiazhuang c ity need to be im proved, especially fo r d isinfec tion facility.

K ey words: rural area; drink ing w a ter safety pro jec;t w ater qua lity

为了解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村饮水卫生状况, 石家庄市县

2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据 河北省执行中央 2007 /2008年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和水质卫生检测培训项目技

术方案 的要求, 进行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工

作, 于 2008- 2009年对 17个涉农县的 330处农村集中式饮

水安全工程进行基本情况调查和监测,为今后政府制定农村

改水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监测点选择 2008年石家庄市参加农村饮水工程水质

监测的 13个项目县,分别为井陉县、鹿泉市、正定县、栾城县、

赵县、无极县、元氏县、赞皇县、灵寿县、藁城市、晋州市、平山

县、辛集市,除辛集市设置 18个监测点外,其余均为 20个, 共

计 258个。2009年石家庄市参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

测的项目县为 4个, 分别为行唐县、高邑县、深泽县、新乐市,

每个项目县设置 18个监测点, 共计 72个。 2008- 2009年石

家庄市农村饮水工程水质监测的项目县涵盖了石家庄所有涉

农县, 监测点共计 330个。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内容 包括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建成时间、正式

投入运营时间、资金投入等 )、水源类型、供水方式、水样类

型、消毒方式、消毒设备使用情况、供水能力、供水范围及其覆

盖人口等。根据调查内容设计相应的调查表格,采取查阅水

利等相关部门的资料、通过现场调查等方式进行填报。监测

指标共 20项, 包括: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铁、锰、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氨氮、

砷、氟化物、硝酸盐 (以 N计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

肠菌群、游离余氯等。

1 2 2 水样的采集、保存及检测方法 分别于 2008年、2009

年枯水期 ( 3 - 5月 )和丰水期 ( 7- 9月 ), 按照 GB /T5750 -

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1 对监测点的出厂水

和末梢水进行采样、保存和检测。

1 2 3 水质检测评价方法 水质检测结果按照 GB 5749 -

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2进行评价, 在水质监测指标中

有 1项或 > 1项超标者均为不合格。

1 3 统计分析 通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子系统

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信息系统 的农村饮水监测数据管理系

统进行数据录入并审核, 并对导出的数据进行数据整理,采用

Exce l 2003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2 1 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的 330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

投资 5 53亿元,其中中央投资 1 97亿元,地方配套或农民集

资约 3 56 亿元。 65 34% 的工程是 2005 年之前建成,

34 66%的工程为 2005年之后建成。工程分布于石家庄的 17

个县 (市 ),覆盖人口 664 714人。

2 1 2 水源类型及其覆盖人口 330个监测点水源中深水

井 290个,占 87 88% , 覆盖人口 621 314人; 浅水井 35个, 占

10 61% ,覆盖人口 39 848人;泉水 5个, 占 1 52% , 覆盖人口

3 552人。

2 1 3 工程消毒设备使用情况 在调查的工程中, 有消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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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能经常使用的 2个, 占 0 61% ; 有消毒设备不使用的 24

个, 占 7 27% ; 无消毒设备的 288个 ,占 87 27%。说明石家

庄市绝大多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未配备必要的消毒设备。

2 1 4 工程水质消毒情况 在调查的饮水工程中,仅有元氏

县和行唐县的 2个工程采取消毒处理, 处理方式分别为漂白

粉消毒和二氧化氯消毒,其他 328个工程均未消毒处理, 实行

消毒的仅占 0 61%。

2 1 5 供水规模及其覆盖人口 供水规模 > 1 000 t/d的饮

水安全工程覆盖人口 95 271人;供水规模在 500 ~ 999 t /d的

饮水安全工程覆盖人口 18 188人;供水规模在 100 ~ 499 t/d

的饮水安全工程覆盖人口 242 970人; 供水规模在 50~ 99 t/ d

的饮水安全工程覆盖人口 84 805人; 供水规模在 5~ 49 t/d

的饮水安全工程覆盖人口 223 477人。

2 1 6 供水工程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查询工程立项时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相关资料发现, 330个工程中 273个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缺水问题, 占 82 73% , 解决水

污染问题的 21个, 占 6 36% , 解决高氟水问题的 5个, 占

1 52% , 解决其他问题的 31个, 占 9 39%。

2 2 工程水质卫生状况

2 2 1 水质综合评价 (表 1) 2008- 2009年共采集 1 320份

水样,合格 1 060份,合格率 80 30%。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在

枯、丰水期的合格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表 1 2008- 2009年石家庄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合格情况

水 样
枯水期

水样数 (份 ) 合格数 (份 ) 合格率 (% )

丰水期

水样数 (份 ) 合格数 (份 ) 合格率 (% )

合计

水样数 (份 ) 合格数 (份 ) 合格率 (% )

出厂水

末梢水

合计

332 269 81 02 328 263 82 97 660 532 80 61

333 271 81 38 327 257 78 59 660 528 80 00

665 540 81 20 655 520 79 39 1 320 1 060 80 30

2 2 2 各项检测指标合格情况 在检测的 20项指标中, 色

度、pH值、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溶解性总固体、氨氮、游离余

氯 7项指标均合格; 浑浊度、铁、锰、氯化物、耗氧量、砷、氟化

物 7项指标合格率较高, 均 > 99% ; 总硬度、硫酸盐、硝酸盐 3

项指标合格率均 > 97% ; 而微生物指标合格率较低,枯水期出

厂水中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耐热大肠菌群合格率分别为

85 50%、96 07%、96 37% , 末梢 水 则 分别 为 84 94%、

96 01%、96 02% ; 丰水期出厂水中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耐

热大肠菌群的合格率分别为 85 63%、89 60%、91 13% , 末梢

水则分别为 84 24% 、89 50%、90 51%。

2 2 3 消毒设备使用情况与水质合格率的关系 有消毒设

备并能经常使用的饮水工程, 其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合格率

分别为 85 71%和 81 82% ; 不使用或无消毒设备的饮水工

程, 其出厂水水质合格率分别为 81 82% 和 76 83% , 末梢水

水质合格率分别为 81 25%和 79 79%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2 4 不同供水规模水质合格率评价 (表 2) 日供水量

500 t规模的工程水质合格率最高, 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合格

率分别均达到 100 00%, 其他规模工程的合格率均随着规模的

减小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表明工程规模越

大,其水质合格率越高。

表 2 2008- 2009年石家庄市不同供水规模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水质合格情况

供水规模 ( t /d)

出厂水

水样数 (份 ) 合格数 (份 ) 合格率 (% )

末梢水

水样数 (份 ) 合格数 (份 ) 合格率 (% )

> 1 000

500~ 999

100~ 499

50~ 99

5~ 49

合计

4 4 100 00 4 4 100 00

4 4 100 00 4 4 100 00

105 96 91 43 105 96 91 43

71 58 81 69 71 58 81 69

219 169 77 17 221 167 75 57

403 329 81 64 405 329 81 23

3 讨 论

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高氟、高砷、苦

咸水。本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饮水安全工作总体合格率

80 30% ,个别工程依然存在高氟和苦咸水,可能导致较为严重

的饮水安全问题。

石家庄市农村饮水工程微生物指标超标严重,是影响水质

合格率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 ( 1)饮水工程规模普遍较小、

工程水质净化和消毒设施缺乏或不完善、绝大多数监测点均未

进行消毒或有效消毒处理, 同时无消毒设备的工程普遍存

在 3 ; ( 2)水厂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供管水人员的管理和技

术水平有限、缺乏检验人员和设备,水质监测无法落实; ( 3)绝

大多数不能实现 24 h供水 4 ,农户建有自己的水窖, 而农户对

水窖既不懂得卫生防护,又不定时清洗, 导致饮用水二次污染,

也是造成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有些农村饮

水工程水样中大肠菌群超标甚至耐热大肠菌群超标 ( > 200

MPN /100 mL ),需要增加消毒设备和规范消毒措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规划主要为解决缺水问题, 这是

导致工程分散、规模小的主要原因, 这与福建省报道一致 5。

农村工程水处理工艺和消毒技术以及日常管理还存在比较严

重的问题, 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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