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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实施的解析

鄂学礼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我 们 生 活 的 环 境 中 问 题 很 多 ， 如 噪 声 、 饮 水 、 空

气、拥挤、城市交通等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

么人们对这些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是哪个呢？调查表

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饮水安全问题，占到“市民最关

心的环境问题”调查人数的35％。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的基本组成材料之一。每个

成年人每天需要约2500mL水。包括饮用水、饮料、以及

其他液体都应算在内，食品里的水和自己体内生成的水

也应该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合起来总量约为2500mL。

水进入身体并不是留存在体内。水是通过肾脏、尿液、

出汗等方式排出体外，排出体外的水也应该是2500mL。

从而达到平衡。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将“饮水”定义为人类营养

物质之一。根据其重要性将水放在了营养物质中的最基

本物质。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这些都是人类

生存生长所必需的。那么饮水应该是最基础的，因为水

在人体中的功能就是将营养物质溶解 并输送到各器官，

并将体内的废弃物排除体外，即新陈代谢。因此，对饮

水的安全性是最为基本的。

“水安全”一词是在2 0 0 0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水

讨论会上提出的，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全新概念。但

到目前为止，“水安全”尚无普遍公认的定义。一种较

为准确的解释为：“在一定流域或区域内，以可预见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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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

则，水资源、洪水和水环境能够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规模、能够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状态即为水安

全。”即水安全是一个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对饮用水安全有着十分明确的定义，

即“一个人终身饮用，也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的饮

用水。”所谓终身饮用是按人均寿命70岁为基数，以每

天每人2升饮水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对此，应首先保证

流行病学安全，即饮用水中不得有致病微生物；再者要

保证水中的化学组分对人体无害；另外也要保证水的感

官性状良好。

“安全”一词本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汽

车可能会撞人，可能会出事故，如果没有汽车是绝对安

全的，但从社会发展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将

汽车使用的危险程度加以控制，通过建立法律法规，形

成良好的秩序，将开汽车的风险降低到一定范围内，使

其达到“安全”。

为了保证饮水安全，必需有一个标准进行评判，了

解供水 水质的安全性。我国于2006年完成了《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并发布实施，用以评价供水

水质的安全性。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规

定了饮用水卫生要求，水质检验要求等。水质指标包括

感官和一般理化指标19项、金属致病18项、农药指标19

项、有机污染物指标24项、消毒剂及其副产物指标18

项、微生物指标6项、放射性指标2项，共计106项指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为强

制性标准。我国标准化法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

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属

于强制性标准。饮水直接关系民众健康，因此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在我国对强制性标准的定义

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

以实施的标准。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属性的特点，属于

技术法规。一经颁布，必需贯彻执行。否则对造成恶劣

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要受到经济制裁 或承担

法律责任。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实施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我国饮水安全的评价评估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标准发布以来，我国发生的水污

染突发事件中，都是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作为应

急处置评判依据，且所发生的突发水污染事件中的污染

物指标，均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列出的指标中，表明

该标准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我国水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是不争的事实。水源

不好导致自来水厂水处理力不从心。虽然许多自来水公

司，特别是大城市自来水公司声称供水达到饮水标准的

要求，请市民放心饮用，但民众仍持怀疑态势。如南方

网2011年3月15日的报到：广州自来水公司称其水质达欧

美标准遭质疑。居民希望得到自我保护的市场需求，使

之家用净水器行业快速发展。

由于家用净水器的质量关系到使用者的健康，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和《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我

国采取市场准入制方式进行管理，由卫生部负责对家用

净水器的审批工作。其技术文件包括：

截至2011年底，卫生部共计批准并发放卫生许可批

件2967份。如图1所示，2000年至2008年卫生部审批的

家用净水器逐年稳步增加，而2008年后的几年中，卫

我国涉水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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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卫生部发放家用净水器卫生许可批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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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审批的家用净水器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趋势。表

明家用净水器是居民饮水安全保障重要补充，更多的企

业认为家用净水器是一个朝阳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并纷纷加入了这一行业。

有文章指出，对我国饮水而言，五六十年代主要是

微生物污染问题，七八十年代主要是重金属污染问题，

现阶段则是有机污染物问题。但纵观近年来在我国发生

的饮用水突发污染事件，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如“内蒙

古赤峰市水污染事件”是由于微生物污染造成，导致近

5000人到医院就医。根据调查，供水合格率比较低指标

之一是消毒剂余量，特别是农村供水。消毒剂余量是指

消毒剂加入水中后剩余的含量，如余氯、二氧化氯等，

其表明持续杀灭微生物的作用。因此，消毒剂余量是保

证微生物安全的重要指标，若其不能满足要求，表明存

在微生物污染的潜在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任

何时间都不能放松微生物安全性的问题。

近 几 年 ， 我 国 一 些 地 区 重 金 属 污 染 事 件 频 发 。 如

2008年云南阳宗海砷 污染、2010年广东省韶关冶炼厂铊

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镉污染等。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

事件以来，我国有机污染物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2007

年江苏省盐城的酚类污染，2012年江苏镇江的苯酚污染

等。由于饮水感官指标不能使人接受导致停水事件也有

发生。如2007年太湖藻类污染引发的无锡供水嗅味问

题，2009年北京黄水事件等。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饮

水安全这根弦绝不能放松。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自发布以来，对我国饮水安全

起到了“引导”与“促进”作用。饮水标准提出的是要

求，引导供水企业积极努力达到标准的要求，同时促进

了监管部门管理能力的建设与提高。

饮水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监管部门的一致性与协

调性十分重要。因此，与饮水安全相关标准正在进一步

完善。如目前我国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评价饮水水

源的状况，由于该标准注重保护水环境生态安全，因此

无法直接评价饮水水源状况。如为了控制水体富营养

化，必需控制总磷、总氮、叶 绿素等指标。而人对总

磷、总氮等指标的耐受能力要比水生生物大的多。另外

有些与饮水安全有关的标准需要修订。目前，建设部组

织制修订生活饮用水水源水标准，环保部计划修订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卫生部已完

成二次供水卫生标准、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

规范、涉水产品卫生规范等。

饮水安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健康，是全社会关注的

问题。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标准中的“全部指标

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因此，全面实施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提高安全供水水平，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督

力度，保障百姓健康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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