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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村镇集中式供水工程是北京市村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规范我市辖区内村镇集中式供水

工程运行管理，提高供水工程管理和供水服务水平，确保安全、稳定、优质、高效供水，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万澎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孟、何浩、窦以松、赵福生、刘学功、杨进怀、张锦明、刘文朝、刘祥忠、

史海波、廖平安、李晓亮、白健、莫余诚、崔彩林、高福栋、王志丹、丁建新、张满富、蒙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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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集中式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村镇集中式供水工程水质检验、水源保护以及水厂、计量与监控设备的运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辖区内村镇日供水量大于等于200m
3
的集中式供水工程，日供水量小于200m

3
的

供水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98  氯气安全规程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CJ 3020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DL 408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DL/T 572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SL 308  村镇供水单位资质标准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255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DB11/T 289  农村机井水表安装维护规程 
DB11/T 341  村镇供水工程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告1997年第79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1989]环管字第201号）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质技监局锅发(1999)15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原水  raw water 
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 

3.2  

出厂水  product water 

经过水厂净水设施处理的成品水。 

3.3  

管网末梢水  outlet water of pipe system 

配水管网末端、用户给水龙头或集中给水点的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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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潜流  interception groundwater flow 

截取河床下层或古河道中的地下水。 

4 基本规定 

4.1 供水单位应落实管护责任，确定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和经营管理责任人。 

4.2 供水单位应建立卫生防护、水质检验、岗位责任、安全操作、维护保养、计量收费和财务等运行

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4.3 供水单位应合理设置岗位，配备运行管理人员。运行管理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持证上岗。 

4.4 供水单位应取得取水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运行管理人员应有有效的健康合格证。 

4.5 供水单位应认真填写运行管理日志和其他各项记录，做好供水档案管理，定期向主管部门上报供

水情况。 

4.6 供水单位应实行计量收费。 

4.7 供水工程卫生管理应符合《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1997

年第 79 号）的规定。 

4.8 村镇供水工程分类应符合 SL310 的规定；村镇供水单位分类应符合 SL308 的规定。 

4.9 供水单位临时停止供水时，应预先通告用户；发生水源水污染或水致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安全

事故时，供水单位应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查明原因，妥善处理。 

4.10 供水单位应定期听取用户意见，不断总结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4.11 供水单位应对用户进行饮用水卫生安全和节约用水的科普知识宣传。 

4.12 供水单位应做好职工技术培训教育和技术考核工作。 

5 水质检验 

5.1 水质标准与检验制度 

5.1.1 供水单位应根据工程供水规模建立包括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检验制度，实行水质

检验，并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监督。 

5.1.2 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 GB/T14848 的规定；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 GB3838 和 CJ3020 的规定。不满

足条件时，应采取相应的水处理措施，使处理后水源水质符合上述规定。 

5.1.3 供水水质应符合 GB5749 的规定。 

5.1.4 Ⅰ～Ⅲ类供水单位应建立水质化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及仪

器设备；Ⅳ类供水单位应创造条件逐步具备检验能力；Ⅴ类供水单位应有人负责水质检验工作，不具备

条件时，应委托具有水质检验资质的单位完成。全分析项目检验，可根据情况由供水单位自行完成或委

托具有水质检验资质的单位完成。 

5.1.5 原水采样点应布置在取水口附近；管网末梢水采样点，应设在水质不利的管网末梢。管网末梢

水采样点数量，应按供水人口每 2万人设 1 个；供水人口在 2 万人以下时，不应少于 1 个；向多村供水

时，每个村不应少于 1个。 

5.1.6 水样采集、保存和水质检验方法应符合 GB5750 的规定，也可采用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卫生部门

认可的简便方法和设备进行检验。检验设备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部门的规定。 

5.2 检验项目及频率 

5.2.1 水质检验项目及频率应根据原水水质、净水工艺和供水规模等确定，并不低于表 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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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质检验项目及频率                         单位：m
3
/d 

供水单位的实际平均日供水量W 

水样 检验项目 Ⅰ类 

W＞10000 

Ⅱ类 

10000≥W＞5000 

Ⅲ类 

5000≥W＞1000 

Ⅳ类 

1000≥W≥200 

感官性状指标、pH值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月2 次 

微生物指标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1 次 

特殊项目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月2 次 

地

下

水 
全分析 每季1 次 每年2 次 每年1 次 每年1 次 

感官性状指标、pH值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微生物指标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月2 次 每月1 次 

特殊项目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每周1 次 

原 

水 
地

表

水 
全分析 每月1 次 每季1 次 每年2 次 每年2 次 

感官性状指标、pH值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微生物指标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周1 次 

消毒控制指标 每班1 次 每班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特殊项目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每日1 次 

出厂水 

全分析 每月1 次 每季1 次 每年2 次 每年1 次 

感官性状指标、pH值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微生物指标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消毒控制指标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每月2 次 

管网末

梢水 

全分析 每季1 次 每年2 次 每年1 次 每年1 次 

注1：感官性状指标：包括浑浊度、肉眼可见物、色、嗅和味。 

注2：微生物指标：包括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和菌落总数。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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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耐热大肠菌群。水样

中检出大肠埃希氏菌或耐热大肠菌群表示该水体已受到人或动物粪便污染。 

注3：特殊项目：是指水源水中氟化物、砷、铁、锰、溶解性总固体、硝酸盐或CODＭｎ等超标且有净化要求的项目。管

网末梢水的CODＭｎ 一般不应超过3mg/L，特殊情况下不应超过5mg/L；硝酸盐（以N计）不得超过10mg/L，水源限

制时，可放宽至20mg/L。 

注4：本标准的全分析项目指GB5749中的水质常规指标，也可由供水单位与当地卫生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全分析每年2 

次时，应为丰、枯水期各1次；全分析每年１次时，应为枯水期1次。 

注5：水质变化较大时，应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检验项目和检验频率。 

5.2.2 水质检验记录应真实、完整、清晰，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存档。 

5.3 水质超标预警 

5.3.1 供水单位应建立水质超标预警机制，制定预警措施。 

5.3.2 当检验结果超出水质指标限值时，应立即重复测定，并增加检验频率。水质检验结果连续超标

时，应查明原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5.3.3 Ⅰ～Ⅲ类供水工程的出厂水余氯、浊度和 pH 值，应使用检测仪表自动连续采集和检测。出厂水

水质超标预警项目和水质检测仪表设置宜符合 DB11/T341 的规定。 

6 水源及取水构筑物运行维护 

6.1 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及管理 

6.1.1 供水单位应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1989]环管字第 201 号）设置生活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立明显标志。应定期巡视水源保护区，及时处理影响水源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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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地表水水源保护应符合 SL310 的规定。 

6.1.3 地下水水源保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 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应根据水源地所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开采方式、开采水量和污染源

分布等情况确定；且单井保护半径不宜小于 50m； 

· 水井保护半径范围内，不应开凿其他水井，不应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和施用持久性或

剧毒的农药，不应修建渗水厕所和污废水渗水坑、堆放废渣和垃圾或铺设污水渠道，不应从事

挖砂取土等破坏深层土层的活动； 

· 雨季应及时疏导地表积水，防止积水流入井内； 

· 截潜流、大口井等易受地表水影响的地下水源，其防护措施与地表水源保护要求相同。 

6.1.4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水源保护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6.2 取水构筑物管理 

6.2.1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管理应符合 SL310 的规定。 

6.2.2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定期观测水源井内的静水位、动水位；当出水量、含沙量出现异常时，应查明原因，并及时向

主管部门报告； 

· 暂时停用或备用的水源井，应每隔 15～20d 进行一次维护性抽水，每次运行时间不应少于 8h； 

· 管井出水量减少、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查明原因，并采取处理措施。 

7 水厂运行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供水单位应具有供水系统平面图、工艺流程图和输配水管网图。 

7.1.2 水厂运行人员应掌握水厂运行程序、方法和工艺流程，掌握构筑物、机电设备和仪器仪表的技

术参数，并能按设计要求或调整后的参数进行操作。 

7.1.3 水泵运行人员应熟悉水泵结构、工作原理和性能参数。 

7.1.4 水厂电气工作人员应掌握电气线路平面图、布置图、隐蔽工程竣工图以及一、二次系统图等有

关技术图纸，并应遵守 DL408 的规定。 

7.1.5 水厂应实行机电设备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修理三级维护检修制度。 

7.1.6 应定期检测构（建）筑物的冻涨、沉降、渗漏等情况，发现异常时，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7.1.7 供水单位应加强对供水系统巡视检查，根据整个供水系统运行情况进行预测判断，及时发现问

题，消除安全隐患。 

7.1.8 应加强生产区、生产构（建）筑物和设备的安全保卫措施。 

7.2 净水设施 

7.2.1 水厂生产区和单独设立的生产构（建）筑物卫生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 防护范围外围不小于 30m，并有明显标志； 

· 防护范围内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不应设置生活居住区、禽畜饲养场、渗水厕所、渗水坑、污

水管沟，不应堆放垃圾、粪便和废渣等废弃物；有条件时应进行绿化美化； 

· 各类生产构（建）筑物和设备保持清洁。 

7.2.2 药剂（絮凝剂、消毒剂）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 根据原水水质、净水工艺、有关试验数据和设计要求，合理选择药剂； 

· 药剂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并应具有产品卫生许可证、质量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 药剂应根据其特性和安全要求分类和妥善存放，实行专人管理，并作好入出库记录； 

· 药剂仓库和加药间保持清洁，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 药剂使用量应根据水质和水量等情况进行投加； 

· 每天记录各种药剂用量、配置浓度、投加量以及加药系统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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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剂管理人员应掌握药剂特性及其安全使用要求。 

7.2.3 净水构筑物和净水器，应按设计工况运行，严格控制运行水位（或水压），运行负荷不应超过

设计值的 1.15 倍，并应定时观测。 

7.3 消毒设备 

7.3.1 氯气使用、贮存、运输和泄漏抢救，应符合 GB1198 的规定。 

7.3.2 氯（氨）瓶使用管理，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质技监局锅发(1999)154 号）

的规定。 

7.3.3 消毒间应配备防毒面具，并置于明显、固定的位置。 

7.3.4 应监视加氯机、加氨机、次氯酸钠发生器、臭氧发生器和紫外线等消毒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做

好记录。 

7.3.5 每天应检查消毒设备与管道的接口、阀门等渗漏情况，定期更换易损部件，并应每年维护保养

1 次。 

7.3.6 消毒剂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消毒剂余量的情况，合理确定。 

7.3.7 供水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按照表 2 的规定采取适宜消毒措施。采用其他消毒措施时，应按设

计要求检验相应的消毒控制指标，保证消毒效果。 

表2 饮用水中消毒剂常规指标及要求                 单位：mg/L 

消毒剂名称 接触时间 
出厂水 
中限值 

出厂水 
中余量 

管网末梢水 
中余量 

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游离氯） 
与水接触至少 30min
出厂 

4 ≥0.3 ≥0.05 

氯胺（总氯） 
与 水 接 触 至 少

120min 出厂 
4 ≥0.5 ≥0.05 

臭氧（O3） 
与水接触至少 12min
出厂 

0.3  
0.02；如加氯， 
总氯≥0.05 

二氧化氯（ClO2） 
与水接触至少 30min
出厂 

0.8 ≥0.1 ≥0.02 

7.4 调节构筑物 

7.4.1 调节构筑物水位不应超过其上限或下限运行。 

7.4.2 清水池、高位水池和水塔水位应能连续监测。 

7.4.3 清水池、高位水池和水塔每年应排空清洗消毒 1 次，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再次蓄水运行。 

7.4.4 清水池和高位水池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水池检查孔、通气孔、人孔和溢流管均应设置卫生防护措施，防止水质污染； 

· 每月检修 1 次阀门和水位计，每季度对长期开启或关闭的阀门活动操作 1 次； 

· 清水池池顶不应有从事可能污染水质的活动，且不应堆放重物； 

· 保持清水池四周排水畅通，防止外水倒流或积水渗入水池； 

· 清水池大修后，应进行满水试验，经消毒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5 泵站 

7.5.1 泵站管理应符合 SL255 的规定。 

7.5.2 泵房应保持室内清洁、门窗明亮、通风和照明设施齐备，环境卫生良好。 

7.5.3 泵房内所有设施和设备应保持完好，并能随时启动、正常运行。 

7.5.4 水泵机组及其辅助设备每月应保养 1 次。停止工作的水泵机组，每月应试运转 1 次。 

7.5.5 环境温度不高于 0℃、水泵机组不工作时，应将水泵、管道及其附件内的存水排净。 

7.5.6 电动机在运行中自动跳闸，应及时查明原因。未查明原因前，不应重新启动。 

7.5.7 电动机应与水泵同时进行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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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电气设备 

7.6.1 电气设备操作和维护应符合 DL408 的规定。 

7.6.2 应保持配电装置区域内整洁和通风，定期清除积尘或污垢。 

7.6.3 电气设备每年应进行 1次检查、清扫、维修和测试。 

7.6.4 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完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进行维护检修。 

7.6.5 各类避雷器应根据其产品性能及时检查与清扫。避雷器有损伤时，应及时更换；避雷针和架构

应有除锈防腐措施。 

7.6.6 应保持各控制件、转换开关动作灵活、可靠，接触良好。 

7.6.7 变压器运行维护应符合 DL/T572 的规定。 

7.7 仪器仪表 

7.7.1 仪器仪表应按检定周期进行检定，发现计量不准时应立即送检或更换。 

7.7.2 国家强制检定的仪器仪表，应在检定周期内送往法定计量检测部门进行检定。 

7.7.3 自行检定的仪器仪表，应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后方可进行检定。 

7.7.4 仪器仪表应按相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和维护。 

7.7.5 仪器仪表使用时应保持各部件完整、清洁无锈蚀，玻璃透明，表盘标尺刻度清晰，铭牌、标记

和铅封完好。应定期更换防潮剂，保证电气线路元件完好无腐蚀。仪器仪表周围环境应清洁、无积水。 

7.7.6 仪器仪表日常维护，应由持有有效证件的计量人员或仪表工负责。 

7.7.7 水表维护保养应符合 DB11/T 289 的规定。 

7.7.8 电磁流量计每季度应检查转换器零点漂移情况 1 次；零点漂移时，应查明原因并修复正常。 

7.7.9 水质检测仪器维护、检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浊度仪每月标定 1 次，并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维护。 

· pH 检测仪每两个月标定 1 次，并按说明书要求清洗电极和去除附着物。 

· 余氯、余二氧化氯检测仪宜安装在防腐、防晒和干燥的房间，并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定期进行

维护和标定。 

· 电导率检测仪应定期清洗探头，经常检查零点和满度的漂移，超差时应调整和修理。 

· 各类仪器的外部镜片应定期擦拭，易损部件应及时更换，附属设备应定期除尘。 

7.8 计算机监控系统 

7.8.1 计算机监控系统日常维护主要包括定期清扫设备、检查防雷装置、回路测试、易损部件更换和

硬件、软件维护等。 

7.8.2 当计算机监控系统检修时，Ⅰ～Ⅲ类水厂现场设备、过程检测仪表可由自动位置切换到手动位

置运行。 

7.8.3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修。 

8 输配水管道维护 

8.1 管道巡视检漏 

8.1.1 供水单位应定期巡查输配水管道的泄漏、保温措施、被占压和附属设施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8.1.2 应根据原水含沙量和输水管运行情况，及时清淤、冲洗并消毒。 

8.1.3 每年对管道及附属设施检修 1 次，并对钢制外露部位涂刷防锈漆。 

8.1.4 管道漏水超过允许规定时，应查明原因；需要更换新管时，应进行冲洗和消毒。更新的管材、

内外防腐层和保温层等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8.1.5 供生活饮用水的配水管道，不应与非生活饮用水管网或自备供水系统相连接。 

8.1.6 未经供水单位同意，不应擅自从配水管网中接管。 

8.1.7 应定期观测配水管网中的测压点压力，每月至少 2 次。压力异常时，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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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管网漏失率应控制在 15%以下。 

8.2 阀门日常保养 

8.2.1 管线中的进气阀、排气阀、泄水阀和逆止阀等，每月至少检查维护 1 次。 

8.2.2 树枝状配水管网末梢的泄水阀，每月至少开启 1 次，排除滞水。冬季定时供水时，冻土层以上

的地埋管道或露天管道每天停止供水后，应打开泄水阀，排空管道。 

8.2.3 干管上的闸阀，每年至少启闭和维护 1 次；支管闸阀，至少 2 年启闭和维护 1 次；经常浸泡在

水中的闸阀，每年起闭次数不应少于 2 次。 

8.2.4 应定期检查消火栓，保持其完好。 

8.2.5 应定期检查减压阀的运行和振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 

9 突发事件处理 

9.1 供水单位应 24h 设专人值班，保持通讯畅通。 

9.2 供水单位应制定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并设专人负责，责任到人。 

9.3 供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 应急组织结构； 

· 预警监控机制； 

· 应急响应程序； 

· 应急处理措施； 

· 应急保障机制； 

· 应急终止程序。 

9.4 发生供水突发事件时，应及时逐级上报，并应立即通告用户，启动应急预案。 

9.5 供水单位应制定紧急情况下的水源储备、供水设施抢险、物资储备和调配方案，报区县水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9.6 供水突发事件处理后，恢复正常供水应遵循“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进行应急终止程序，并公

告于众。 

9.7 供水系统应急终止后 10d 内，供水单位应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并应包括下列主

要内容： 

· 事故原因及发展过程、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生命伤害和社会影响； 

· 分析、评价应急处理措施的有效性； 

· 经验教训和事故责任人处理结果； 

· 所有记录和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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