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著·

重庆市渝中区２０１１年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结果分析

林泺陶，刘建民，冯　篧（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局卫生监督局　４０００１０）

　　【摘要】　目的　通过了解渝中区二次供水水质的卫生状况，为加强辖区二次供水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按照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ＧＢ／Ｔ５７５０２００６）进行水样的采集和检测，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进行水样的评价。结果　２０１１年重庆市渝中区二次供水水质合格率为９２．７２％，其中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合格率

相对较低，分别为９７．５７％、９４．６６％。按不同类型单位分类，居民住宅楼的合格率较低，为８９．４３％，按不同材质的

二次供水设施类型分类，水泥型合格率为９２．６１％。结论　渝中区二次供水合格率较高，但仍存在污染风险，应继

续加强卫生监督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辖区二次供水水质卫生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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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摩天大厦

鳞次栉比，二次供水设施的使用也越发普遍，二次供水早已成

为城市供水的重要形式之一。相对于直接来自水厂的直供水

来说，二次供水的水质更易被污染，也更易造成饮水安全隐患。

水质的二次污染将直接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为了解渝中区

二次供水水质的卫生状况，为辖区二次供水管理提供依据，现

对２０１１年重庆市渝中区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结果作进行分析，

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　从２０１１年辖区内二次供水单位水质样品检

测结果报告中抽取下半年全区二次供水单位水质样品检测结

果报告分析。

１．２　检测项目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ｐＨ 值、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菌为８项必测项目，４项选测

项目：铁、铅、总硬度、锰。

１．３　检验方法和评价标准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ＧＢ／Ｔ５７５０２００６）进行水样的采集和检测，按照《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进行水样的评价。

２　结　　果

２．１　２０１１年下半年检测二次供水单位水样２０６份，覆盖率达

１００．００％，合格１９１份，合格率９２．７２％。不合格的１５家二次

供水单位在对水池重新清洗消毒后再次进行检测，水质均合

格。不同类型单位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居民住宅楼的

合格率较低，为８９．４３％，其次为商业办公楼，其合格率为

９６．０８％，公共场所的合格率达到１００．００％。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类型单位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结果

单位类型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居民住宅楼 １２３ １１０ ８９．４３

公共场所 ３２ ３２ １００．００

商业办公楼 ５１ ４９ ９６．０８

合计 ２０６ １９１ ９２．７２

２．２　检测项目中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合格率相对较低，分别

为９７．５７％、９４．６６％；色度、铅、总硬度、大肠埃希菌的合格率

均为１００．００％。见表２。

表２　二次供水检测项目合格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检测项目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色度 ２０６ 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 铅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００．００

浑浊度 ２０６ ２０４ ９９．０３ 总硬度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０１·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１０卷第９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０，Ｎｏ．９



续表２　二次供水检测项目合格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检测项目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臭和味 ２０６ ２０４ ９９．０３ 锰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０

肉眼可见物 ２０６ ２０４ ９９．０３ 菌落总数 ２０６ ２０１ ９７．５７

ｐＨ值 ２０６ 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 总大肠菌群 ２０６ １９５ ９４．６６

铁 １８６ １８５ ９９．４６ 大肠埃希菌 ２０６ ２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　不同材质的二次供水设施类型的二次供水水质监测结果

显示，水泥型的合格率为９２．６１％，不锈钢型的合格率为

９０．００％，玻璃钢型的合格率达到１００．００％。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设施类型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结果

设施类型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水泥 １７６ １６３ ９２．６１

不锈钢 ２０ １８ ９０．００

玻璃钢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６ １９１ ９２．７２

３　讨　　论

渝中区２０１１年二次供水水质合格率为９２．７２％，比杨

勇［１］对南昌市青云谱区２０１０年二次供水水质监测结果的分析

报道的８３．５％高，比何政
［２］对江阴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二次供水

监测结果分析报道的８６．２１％高，比樊磊等
［３］对２０１０年荥阳

市城区二次供水卫生状况调查报道的９５．１０％低。

根据渝中区２０１１年储水池入水口的市政管网水水质检测

结果，其结果均合格，表明不合格的二次供水单位的水质是在

二次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从不同类型单位二次供水水质监

测结果来看，居民住宅楼二次供水的水质相对较差，公共场所

和商业办公楼的二次供水水质好于居民住宅楼。在监督调查

中有９家（占全区二次供水单位的４．３７％）的单位无责任主

体，而这９家单位均为居民住宅楼。这些无物业管理的二次供

水卫生管理主体不明确的单位必然增加了卫生监督执法的难

度。除此之外，公共场所和商业办公楼用水量较大，储水池的

水处于循环状态，而一些居民住宅楼的水在水箱中停留时间过

长，形成死水，致使杂质沉淀，微生物繁殖，从而导致检测结果

不合格［４］。

二次供水不合格项目主要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其主

要一方面是设备老旧，管网老化，这也是使个别二次供水单位

的铁及肉眼可见物等指标不合格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于卫生管

理不规范，由于缺乏管理，各种记录不全，设施周围环境脏、乱、

差，涉水产品和消毒产品的索证资料不全。除此之外，个别二

次供水单位清洗或消毒工作不到位，致使水池中的泥沙、有机

物等微细悬浮物吸附细菌、病毒等，造成二次污染，也使浑浊度

增高［５］。同时，有些单位未开展日常自检，不能及时掌握水质

动态，也就不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从不同设施类型二次供水水质监测结果来看，水泥型储水

池的二次供水水质较差，这有可能是清洗消毒不彻底，水在水

箱里停留过久致微生物繁殖所致。

生活饮用水水质状况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也影响

着供水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此，针对二次供水单位的

现状，提出以下建议：（１）提高输水管网配水能力，减少二次供

水数量。引导供水企业合理规划供水系统，进一步改造老化管

网，配备加压泵站，提高管网水培水能力，均衡管网压力，减少

使用二次供水蓄水设施，更多地采用直接供水方式，从根本上

防止二次污染。（２）完善相关法规。①完善《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与居委会等相关单位、部门协调，明确二次供

水的责任主体。②加强预防性卫生审查，尤其是卫生监督员提

出意见之后，二次供水单位要加强落实，防止不合理因素对水

质的影响。水箱容积设计要依据每人日用水量１６０Ｌ考虑。

③修订相关规范，对水箱的定期清洗、卫生指标、日常监测等都

应有具体明确的指标要求。（３）更新二次供水方式。建议有关

部门继续推进二次供水方式和淘汰材质水箱的升级改造。储

水装置优先选用食品卫生级不锈钢或玻璃钢材料等［６］。（４）加

强卫生监督管理。①要求二次供水单位首先要配备专（兼）职

管理人员和必要的自检设备。加强日常自检，及时了解水质动

态变化。②要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完善设备运行中的各项记

录，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工作，加强对现有设施的管理，及时掌握

设施周围的污染状况，特别是责任单位的法律责任，推动二次

供水管理工作向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７］。③开展二次供

水宣教工作，定期公布水质监测结果，保证二次供水水的质量，

提高群众对二次供水的卫生认识和卫生意识，提高二次供水单

位的责任感。④积极推行二次供水公示制度
［８］。推行二次供

水公示制度不仅能约束物业管理公司自觉履行其职责，还能使

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使用户能明白、放心地使用。

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管理一直是卫生监督工作的重点，大

家应不断加强其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从规划设计、运行维护、清

洗消毒、应急处理等不断加强监督管理，促进二次供水监管工

作再上一个台阶，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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