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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卫发〔2022〕45 号

重庆市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潼南区 2022年城乡饮用水

水质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水利局、区疾控中心、区卫生

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饮水安全”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结

合我区实际，区卫生健康委制定了《潼南区 2022 年城乡饮用水水

质监测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主动公开）

重庆市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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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区 2022年城乡饮用水
水质监测工作方案

一、监测目的

通过对监测点开展丰水期和枯水期水质卫生监测，掌握我区

饮用水供水基本状况、饮用水水质安全情况，为加强和改善供水

单位运行管理、提高城乡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

依据。

二、监测任务

（一）城乡饮用水基本状况

调查全区城乡饮用水基本状况，填报附件 1。

（二）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

1.监测范围和内容

全区所有乡镇均纳入监测范围，监测内容包括：

（1）农村供水基本情况：收集水源类型、供水类型、供水单

位水处理工艺等基本信息，填报附件 2。

（2）在掌握农村供水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技术原则

确定监测点。

（3）对监测点进行现场调查、采集水样、检验，填报附件 3

和附件 4。

（4）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2. 监测点和采样点



- 3 -

（1）监测点的选择

农村饮用水监测点分为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和农村学校供

水设施，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选择监测点。

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应优先选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数量不足的可选择其他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共计 30

个工程。

选择 4所农村学校作为农村学校饮用水水质监测点。其中，

至少 1所应为使用自建设施供水的学校，其余 3所为农村集中式

供水工程（优先选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覆盖的学校，且该供水

工程未纳入农村集中式供水监测范围。

（2）采样点的设置

每个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应设置出厂水采样点和末梢水采

样点各 1个。

出厂水采样点应设在清水池、高位水池或二级泵房的出水管

处，无法在出水管处采样的应在距清水池、高位水池或二级泵房

最近的水龙头或用户处采样。

末梢水采样点应覆盖机关、学校、幼儿活动场所、医疗机构

和居民等用户类型，其中，居民用户应不少于 30%。末梢水采样

点的布点除考虑上述原则外，还应尽量设在供水管网的远端。

每所农村学校至少设 1个末梢水采样点，末梢水采样点设在

学校内常设的用水龙头处。

3.监测频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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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饮用水监测应在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各开展 1

次，枯水期为 12 月～次年 2 月，丰水期为 5～9 月，水期时间可

结合我区水文情况做适当调整。

（2）监测指标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中常规指标和氨氮指标执行。使用二氧化氯消毒的，须

检测亚氯酸盐和氯酸盐，同时，消毒剂余量增测游离余氯；使用

臭氧消毒的，须检测溴酸盐和甲醛。常规指标中的放射性指标不

做要求。除上述根据工艺不同可选测的指标外，其余指标不得缺

项。

（3）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有特征性的高风险指标进行监

测。

（三）城市饮用水水质监测

1.监测内容

（1）对监测点进行现场调查、采集水样、检验，填报附件 3

和附件 4。

（2）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2.监测点和采样点

（1）监测点设置。城市饮用水监测点为城区市政供水单位、

自建供水设施和水箱式二次供水设施。

（2）采样点设置。每个市政供水单位和自建供水设施设 1

个出厂水采样点，根据水厂服务人口数，市政供水单位选择 19

个末梢水采样点。每个二次供水设施设 1个用户末梢水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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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频率和指标

（1）城市饮用水监测应在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各开展 1

次，枯水期为 12 月～次年 2 月，丰水期为 5～9 月，水期时间可

结合水文情况做适当调整。

（2）应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

常规指标和氨氮指标进行监测。相关要求同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

（3）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特征性的高风险指标进行监测。

（四）水质监测能力调查

对区疾控中心水质检验人员、仪器设备、试剂和认证情况进

行核实，填报附件 5。

三、水质评价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将监测的

全部水质指标纳入评价，单项指标不合格即判断为水样不合格。

可酌情对各项指标的超标率和超标倍数进行分析，掌握饮用水的

主要水质风险指标和风险度。

四、结果报告

（一）2022年枯水期和丰水期水质监测应分别于水期内完成

采样工作，4月底和 11 月底前完成全部指标的检测、数据网络直

报和本级审核。

（三）于 2022 年 5月底和 12 月底前形成枯水期和丰水期饮

用水水质监测报告，并通报相关部门。

五、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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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样采集、运输和检验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检验方法》（GB/T 5750-2006）相关要求，详见附件 6。

（二）监测数据应在录入前进行逻辑校核，严格本级审核。

（三）按照数据资料保存年限相关规定妥善保存原始资料，

归档备查。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是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通过实施生活饮用水水

质监测有效掌握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减少介水疾病的发生，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生

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确保监测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强部门配合。城乡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点数量多、

覆盖面广、任务繁重，各镇街、各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区疾控中

心开展城乡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各镇街、区水利局要通过

监测结果加强集中供水企业管理，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要加强供水企业卫生监督检查，督促供水单位改进生活饮用水制

水工艺，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做好水质净化消毒处理，

确保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用上卫生安全的生活饮

用水。

（三）规范信息公开。每季度的最后月 20 日前在区政府网站

公开本季度末梢水监测结果信息，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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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城乡饮用水基本情况报告表

2．饮用水水源类型及供水方式调查表（农村）

3．集中式供水工程基本情况调查表

4．饮用水水质检测结果报告表

5．饮用水水质监测能力报告表

6．水样的采集与保存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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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乡饮用水基本情况报告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区县（市、

旗、林区、特区）

地区编码 □□□□□□

全县总人口数： 人，其中城区人口数： 人，

农村人口数 人（如有农村人口，则填表中内容）

城区城市公共供水（市政供水）单位数量: 个，城区自建设施供水单

位数量： 个，城区二次供水单位数量： 个

农村中、小学校数： 个，其中饮用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的学校数 个，

自建设施供水的学校数 个。

备注：如某乡镇饮用水来自其他乡镇的集中供水工程，则填写供应人口数，但不计工程
个数。

报告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报告人: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
人口数

（人）

集中式供水水厂
分散式供水

地表水 地下水

个数
供水人
口数

（人）
个数

供水人口
数（人）

村数
饮用人口
数（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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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饮用水水源类型及供水方式调查表

（农村）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区县（市、旗、林区、特区）地区编码 □□□□□□

水源类型
集中式供水 分散式供水

水厂数
（个）

覆盖人口
（人） 数量（个） 饮用人口（人）

地表水合计

其中： － － － －
江 河

湖 泊

水 库

沟 塘

溪 水

其 他

地下水合计
其中： － － － －

深 井

泉 水

浅 井

其 他

集中式供水工程合计 － －

其中： － － － －
常规处理（含混凝、

沉淀、过滤、消毒) － －

部分处理 － －

其中： － － － －

沉淀过滤 － －

仅消毒 － －

未处理 － －
分散式供水合计 － －

其中： － － － －
机器取水 － －

手压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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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取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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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集中式供水工程基本情况调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区县（市、旗、林区、特区）

工程

名称
乡镇

详

细

地

点

水

源

类

型

供

水

方

式

供水

覆盖

人口

（人

）

消

毒

方

式

消毒

设备

使用

情况

建成

时间

（年

月）

正式

运营

时间

（年

月）

总投

资

（万

元）

其中

中央

投资

（万

元）

设计

供水

能力

（吨/
日）

实际

供水

能力

（吨/
日）

监

测

点

类

型

供水工

程解决

的主要

问题

卫生

许可

情况

工

程

编

码

备注：1.详细地点：注明所在村名或其他信息。
2.水源类型：江河填 1，湖泊填 2，水库填 3，沟塘填 4，溪水填 5，深井填 6，泉水填 7，浅井填 8，其他（地表水）

填 9,其它（地下水）填 10。
3.供水方式：常规处理（含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填 1，沉淀过滤填 2，仅消毒填 3，未处理填 0，深度处理填 4，

特殊处理填 5。
4.消毒方式：不消毒填 1，液氯填 2，漂白粉填 3，高纯二氧化氯（以亚氯酸盐为原料）填 4，臭氧填 5，紫外线填 6，

复合二氧化氯（以氯酸盐为原料）填 7，一氯胺填 8，其它填 9，次氯酸钠填 10。
5.消毒设备使用情况：偶尔使用填 1，按要求使用填 2，无消毒设备填 3，不使用填 4。
6.监测点类型(单选)：农村非饮水安全工程填 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填 2 省级监测点或常规工作填 3，其他填 4，农村

学校供水填 5，城市市政供水填 6，城市自建设施供水填 7。
7.供水工程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多选）：高氟填 1，高砷填 2，苦咸水填 3，缺水填 4，污染水填 5，其他填 6。
8.卫生许可情况：有卫生许可填 1，无卫生许可填 2。
9.工程编码：前 6 位为县行政区划代码，后 3 位为各县工程顺序码。由县级统一编码，如全县供水工程超过一千个，

顺序码可多加 1 位。
报告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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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饮用水水质检测结果报告表

水样类型： □出厂水 □末梢水 □二次供水

采样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区

县（市、旗、林区、特区） 乡镇（街道） 村

水厂、分散式供水点编码 □□□□□□□□□（该编码与表 3编码相同）

监测类型（必填）： □城市市政供水 □城市自建设施供水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农村非饮水安全工程 □农村学校供水 □省

级监测点或常规工作 □其他

一、水厂基本信息

1.水厂名称：

水厂地址： 省（区、市） 市 县 乡镇 村

2．水源水类型：

地表水：□江河 □湖泊 □水库 □沟塘 □溪水 □其他

地下水：□深井 □泉水 □浅井 □其它

3．供水方式：（必填）

集中式供水：

□常规处理（含混凝、沉淀、过滤、消毒）

□沉淀过滤

□仅消毒

□不处理

分散式供水：□机器取水 □手压泵 □人力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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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制水工艺：

深度处理（臭氧活性炭、膜工艺等） 有□ 无□

特殊处理（除氟、除砷、除铁、除锰等）有□ 无□

其他

4. 消毒方式（必填）：□液氯 □漂白粉 □高纯二氧化氯（以亚氯酸

盐为原料） □复合二氧化氯（以氯酸盐为原料） □臭氧 □紫外

线 □一氯胺 □次氯酸钠 □其它 □不消毒

5. 消毒设施使用情况：□无消毒设备 □按要求使用 □偶尔使用

□不使用

6．卫生许可情况（必填）： □有卫生许可 □无卫生许可

7．水厂信息

建成时间： 年 月 正式运营时间： 年 月

总投资（万元）： 其中中央投资（万元）：

供水覆盖人口数： 人

水厂水质检验室配置情况（必填）：□有检验室 □无检验室

（水质检测能力： □□□ 项）

设计供水能力（吨/日）： 实际供水能力（吨/日）：

供水工程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多选）：

□高氟 □高砷 □苦咸水 □缺水 □污染水（主要污染物 ___）

8. 农村学校基本情况（仅学校填写）：

学校名称：

工程类型：□饮水安全工程 □自建设施供水

学校类别（可多选）：□小学 □初中 □高中 □高中以上

办学性质： □公办 □民办 □其他

学生总数： 人，住宿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数： 人

二、水质检测结果



- 14 -

水期类型：□丰水期 □枯水期

检测类型：□常规指标和氨氮 □常规指标、氨氮和高风险指标分析

□全分析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检测指标 检测结果

1 总大肠菌群/(MPN/100mL 或 CFU/100mL)

2 耐热大肠菌群/(MPN/100mL或 CFU/100mL)

3 大肠埃希氏菌/(MPN/100mL或 CFU/100mL)

…… …… ……

106 钠/(mg/L)

注：当水样中总大肠菌群检测值超过 GB5749-2006 限值要求时，应进一步检验大肠埃
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不必检验大肠埃希氏菌及耐热大肠菌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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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饮用水水质监测能力报告表

单位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

（市、旗、林区、特区）/区疾病预防中心

级别：□省级疾控中心 □省会城市疾控中心

□地级市疾控中心 □县区级疾控中心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指标

是否具

备检测

能力

是否计

量认证

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原因（是—1，否—0，可

多项选择）

是—1

否—0

是—1

否—0

无

设备

有设备

无标

准品

无试

剂

无检测

人员

其他(请

文字说

明)

1 总大肠菌群

2 耐热大肠菌群

3 大肠埃希氏菌

... ……

106 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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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要求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保存方法 采样容器 保存温度 检测时限

pH ------ ------ ------ 现场测定
游离氯 ------ ------ ------ 现场测定
一氯胺 ------ ------ ------ 现场测定
臭氧 ------ ------ ------ 现场测定

二氧化氯 ------ ------ ------ 现场测定
浑浊度 无 G或 P 冷藏 12h
色度 无 G或 P 冷藏 12h

肉眼可见物 无 G或 P 冷藏 12h
臭和味 无 G或 P 冷藏 12h
氯化物 无 G或 P 0~4℃避光保存 28d
硫酸盐 无 G或 P 0~4℃避光保存 28d
氟化物 无 P 0~4℃避光保存 14d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无 G或 P 无要求 无
溶解性总固体 无 G或 P 无要求 尽快测定

总硬度 无 G或 P 无要求 28d
硝酸盐（以 N计） 无 G或 P 0~4℃避光保存 24h

耗氧量 无 G或 P 无要求 24h
铬（六价） 调节 pH7~9 G或 P 无要求 尽快测定

铝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铁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锰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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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保存方法 采样容器 保存温度 检测时限

铜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锌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镉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铅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硒 硝酸调节 pH≤2 P 无要求 14d
汞 硝酸（1+9，含重铬酸钾 50g/L）至 pH≤2 G或 P 无要求 30d
砷 硫酸调节 pH≤2 G或 P 无要求 7d

氨氮 每升水加入 0.8mL浓硫酸 G或 P 0~4℃避光保存 24h
甲醛（使用臭氧消毒时） 每升水样加入 1mL浓硫酸 G 0~4℃避光保存 24h

溴酸盐（使用臭氧消毒时）
加入乙二胺至水样中浓度为 50mg/L G或 P 冷藏 28d

不加入保存剂 G或 P 冷藏 7d
氯酸盐（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 满瓶采样，加入乙二胺 G 0~4℃避光保存 24h
亚氯酸盐（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 满瓶采样，加入乙二胺 G 0~4℃避光保存 24h

氰化物 氢氧化钠调节 pH≥12，如有余氯加入亚砷酸钠除去 G 0~4℃避光保存 24h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氢氧化钠调节 pH≥12，如有余氯加入亚砷酸钠除去 G 0~4℃避光保存 24h

三氯甲烷 每 40mL 加入 25mg抗坏血酸，装满不留气泡 棕色 G 0~4℃避光保存 12h
四氯化碳 每 40mL 加入 25mg抗坏血酸，装满不留气泡 棕色 G 0~4℃避光保存 12h

总大肠菌群 每125mL水样加入0.1mg硫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 G（灭菌） 0~4℃避光保存 4h
耐热大肠菌群 每125mL水样加入0.1mg硫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 G（灭菌） 0~4℃避光保存 4h
大肠埃希氏菌 每125mL水样加入0.1mg硫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 G（灭菌） 0~4℃避光保存 4h

菌落总数 每125mL水样加入0.1mg硫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 G（灭菌） 0~4℃避光保存 4h
总α、总β放射性 浓硝酸，按 2%体积比添加 P 常温 30d

注：1、G为硬质玻璃瓶，P为聚乙烯瓶（桶）
2、样品采集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 5750.2-2006）执行。
3、保存剂可预先加入采样容器中，也可在采样后立即加入。易变质的保存剂不能预先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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