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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邑县农村供水水质提升对策及建议

文润龙Ǔ孙建龙
旬邑县水利局Ǔ陕西Ǔ咸阳Ǔ711302

摘Ȟ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供水水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针对旬邑县农村供

水水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影响水质的因素，提出一系列提升农村供水水质的对策及建议，旨在改善农村居民用

水质量，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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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旬邑县位于陕西省中部偏西，咸阳辖境的北端，地

处关中平原的北界，陕北高原的南限，境内地形东北

高、西南低，呈东北向西南倾斜。地貌类型为土石山区

和黄土高原沟壑区。受自然因素的制约，我县水资源开

发困难，利用率低，区域调水难度大，为进一步提升农

村供水水质，完善农村供水水质保障长效机制，对标当

地县城供水水质水平，以农村供水工程为对象，全面摸

排问题，合理制定方案，改善水源水质，强化水源保

护，消毒净化设施应配尽配，加强检测监测，建立风险

防控机制，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百人以上供水工程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率100%并落实保护措施；千人以
上供水工程按要求全面配套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农村集

中供水工程实现水质巡检全覆盖，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

管理管护水平不断完善。全面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障能

力，到2025年底，农村供水水质水质达标率基本达到县
城供水水质水平。

1��农村供水工程现状

旬邑县现有92个百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其中城镇
供水工程1个，为县城供水工程，覆盖人口7760人；万人
工程3个，分别是职田供水工程、土桥供水工程和底庙供
水工程，覆盖人口152045人；千人工程39个，分别是清
塬供水工程、金盆供水工程、石门供水工程及36个单村
供水工程，覆盖人口59489人；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49
个，均为单村供水工程，覆盖人口26465人。
“十三五”期间，旬邑县水利局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建管并重、全面覆盖”的原则，紧紧围绕脱贫

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四项标准”要求，完成村级饮水安

全工程187处，解决了10.59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其
中，解决和改善15244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标准偏低、条
件困难、水质不达标和保证率不高的问题。实现了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全覆盖。

截止到2020年底，全县农村总人口25.88万人，其中
饮用集中供水自来水人口25.15万人，饮用分散式自来水
人口0.73万人，全县自来水普及率97.12%。
2��农村供水水质现状

我县92处水源，经省环保厅批复水源地保护区5处，
其中千吨万人供水工程4处，千人供水工程1处，其余工
程水源地保护区还未进行划分。

柏岭寺水源地主要的为县城供水工程和职田塬区供

水工程水源，水源水质较好，水源地保护区已划分。县

城供水工程水处理工艺采用常规处理，消毒设备为二氧

化氯消毒器，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运行正常，水厂配备

水质检测实验室和水质检测设备，信息自动化系统较为

完善；职田塬区供水工程水处理工艺采用常规处理，消

毒方式为次氯酸钠，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运行正常，水

厂配备水质检测实验室和水质检测设备。

石沟水源地主要为土桥塬区供水工程及石门供水工

程水源，水源水质较好，水源地保护区已划分，水处理

工艺均采用常规处理，消毒方式均为二氧化氯消毒器，

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运行正常，水厂配备水质检测实验

室和水质检测设备[1]。

底庙塬区供水工程水源地为旬邑县支党河，水源水

质浊度不达标，每逢下雨，河道水浑浊不堪，饮水水质

无法保证，偶尔也会发生水量不足情况。水源地保护区

已划分，水处理工艺采用常规处理，消毒方式为次氯酸

钠，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运行正常，水厂配备水质检测

实验室和水质检测设备。

金盆供水工程水源地为大口井，水源水质较好，水

源地保护区还未划分，水处理工艺采用一体化净水设

备，消毒设备为二氧化氯消毒器，净化设施和消毒设备

运行正常，水厂配备水质检测实验室和水质检测设备。

85个单村供水工程中，以水源工程为机井的有52
个，以泉水或大口井为水源的有33个，水源水质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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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源区保护区未划分，所有工程未配备净化设施，

配备消毒设备的有64个，其中二氧化氯消毒器7个，次氯
酸钙消毒器45个，紫外线消毒器9个，其他消毒器3个。
没有消毒器的单村供水工程均采用悬挂次氯酸钙片进行

消毒。

农村供水水源水质调查对象为旬邑县正常运行供水

的8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每个水源地在取水口设一个监
测点。分析方法均按国家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GB/T5750-2006）执行，各水源地水质常见指标
监测结果见表1。

表1��旬邑县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

序

号

水源地

名称

色度 浊度
肉眼可

见物
臭和味 pH

挥发

性酚
铁 氨氮

5日生化
需氧量

锰
氯化

物

硫酸

盐
硒 F- 砷 Cr6+

硝酸

盐氮

耐热

大肠

菌群

备注

NTU 有/无 异味 苯酚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个/ml

0
水环境

标准
≤ 15 ≤ 1 无 无 6-9 ≤ 0.002 0.3 0.5 3 0.1 250 250 ≤ 0.01 1 0.01 0.05 10 2000

Ⅱ类

标准值

0
水环境

标准
≤ 15 ≤ 1 无 无 6-9 ≤ 0.005 0.3 1.0 4 0.1 250 250 ≤ 0.01 1 0.01 0.05 10 10000

Ⅲ类

标准值

1
石沟

水库
< 5 1.5 无 无 7.21 < 0.001 0.07 < 0.02 0.1 0.07 26 80 < 0.001 0.26 < 0.01 0.05 1.6 5625

2
桥沟

水库
< 5 13.8 无 微腥 8.46 < 0.001 0.20 0.12 1.2 0.07 8 46 < 0.001 0.27 < 0.01 0.019 0.9 5236

3
潭沟

水库
< 5 1.6 无 无 7.21 < 0.001 < 0.05 0.26 0.1 0.09 26 80 < 0.001 0.26 < 0.01 0.05 1.6 5246

4 三水河 < 5 22.7 无 无 8.03 < 0.002 < 0.05 0.13 0.40 0.09 29 198 < 0.005 0.1 < 0.01 < 0.005 0.21 6345

5
苍儿沟

水库
< 6 3.8 无 无 7.86 < 0.002 < 0.05 0.03 0.6 < 0.05 18 86 < 0.001 0.6 < 0.01 0.011 0.81 6325

6 支党河 < 5
浑浊、

发黄
无 8.22 < 0.001 < 0.3 < 0.03 2.13 0.05 29 79 < 0.002 0.6 < 0.01 0.027 0.56 6214

注：三水河水源涉及职田塬区供水工程、马栏引水工程、县城供水工程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的Ⅱ类标准评价：8个水源地中的粪大肠菌类、支党河
监测肉眼可见物这两种指标超出标准限值，其余监测指

标符合Ⅱ类标准限值。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III类标准评价：支党河监测肉眼可
见物超标，其余监测指标符合Ⅲ类标准限值。

按照计划全年共计完成水样检测1406个，其中完成
五大塬区供水工程51项全分析检测1批13个水样；完成六
大塬区供水工程和自备井32项分析检测3批102个水样，
完成六大塬区供水工程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月检21
项检测任务和纯净水月检测共58个水样；完成原底社区
上堡村40项全分析检测应急临检水样8个、郑家镇曹家村
17项常规检测应急临检水样1个；完成纯净水出厂监督检
测10项204批1224个水样；完成三水河断面水21项专项监
督检测点共48个水样。
在各供水单位33个全分析检测点中，合格水样为22

个，合格率为66%。其中，3个点肉眼可见物超标，8个
点浑浊度超标；在21个泉水检测点中，仅2个点浑浊度超
标，浑浊度达标率达到90%以上；53个地下水检测点中，
13个点浑浊度超标，49个点微生物指标超标。

3��农村供水水质原因分析

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和旬邑县城乡供水水质检测中心水质巡检、市生态环境

旬邑分局饮用水水源水环境质量监测、旬邑县疾控中心

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和乡村振兴主管部门防止返贫监测

户、脱贫户等有关信息，旬邑县供水工程水质整体情况

基本良好，但由于农村地理环境、水资源现状的制约，

决定了农村供水水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复性、动态

性特征，保障农村供水水质安全将是一项长期、复杂、

艰巨的职责和任务[2]。

（1）底庙供水工程水源水质不稳定。底庙塬区供水
工程取水水源为支党河河流水，在支党河主河道修建滚

水坝1座，配套输水渠道和取水设施取水。支党河水源水
质不稳定，泥沙含量大，每逢下雨，河水浑浊不堪，需

经长时间沉淀再进行处理，严重影响群众饮水安全。滚

水坝几乎每年清淤一次，运行成本极大。

（2）工程设施老化失修。旬邑县塬区供水工程主要
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运行了二三十年，供水管
道严重渗漏，管网水压、水量、水质均不符合设计要

求；虽然陆续对破损严重的部分管网进行了修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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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但也仅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3）水源保护不到位。全县自备水源供水工程水源
地未进行保护区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措施不足，群众对

水源保护意识不强，水源地周边垃圾、违章建筑及污水排

放等现象普遍存在，对水源构成潜在威胁，影响水质。

（4）工程运行管护需要进一步提升。供水工程智能
化水平还不高，无法及时有效地监测和控制水位、水量

和水质的变化。

4��农村供水水质提升对策建议

（1）改善水源水质
要改善水源水质，首先要彻底查清污染源头，组织

人员仔细排查水源地周边污水以及工矿企业的分布情况

和数量，从而对这些污染源进行治理和监管，对排出物

的总量和有害物质进行控制，并加强排放的污染物的过

滤清洁处理。其次要严格限制富含磷、氮的化学物质的使

用，包括农药、化肥等。设定固定的垃圾处理地点，采取

乱丢垃圾罚款措施，并派专门人员监督，及时处理生活垃

圾，防止降雨、强风等自然现象将垃圾带入水源。

针对底庙供水水源水质不稳定原因，首先采用工程

加生态修复的方式，修建多处透水式固床坝，达到拦泥

作用，再以水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以提高河道水质。其次规划在支党河修建水库对现有水

源进行置换，或扩大职田供水管网覆盖面，以柏岭寺水

库水为水源，从湫坡头支线管道分口对职田供水管网进

行延伸对底庙供水水源进行置换。

（2）强化水源保护
以水源地能力建设为基础，落实水源地保护工作机

制，加强水源地上游水源生态治理修复工程及面源污染

防治工作，提高水源涵养能力。积极争取水源地保护项

目资金，在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明确的地理界

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及防护设施。加强水源地保护知识宣

传，提高公众对水源地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会同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经常性开展水源地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3）加强净化消毒
目前，我县集中式供水工程水处理工艺健全，并配

备了消毒设备。单村供水工程有64个供水工程配备了消
毒设备，设备完好；其余单村供水工程采取悬挂次氯

酸钙片进行消毒，消毒设施设备全覆盖，加强我县水质

净化消毒能力要从日常运行，人员培训方面来提高。为

此我们要求县水质检测中心对七大塬区集中供水工程的

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末梢水每月进行一次常规检

测，每季度进行一次全分析检测；对自备水源供水工

程，每月常规检测抽检30%以上，每年进行一次全分析检
测。千吨万人供水工程每天对水厂出厂水进行日常规检

测，指导水厂日常生产。并对照水源不同水质情况，做

好絮凝剂、消毒药品量化分析，改变以经验加药制水的

传统做法；同时，加强制水过程管理，按时做好出厂水

常规检测和制水过程的流程记录，定期开展业务人员专

业技术培训，不断健全水质安全质量控制体系。

（4）加强水质检测监管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通过配套水质检测设备、建设水

质化验室等方式，全面开展水质日常检测工作。开展农

村供水工程标准化水质巡检，加强对农村供水单位水质

检测人员的技术培训，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托县水质

检测中心，完善供水水质巡检制度。水行政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农村供水水质的抽验和监管，建立健全水质检测

监测结果共享和问题通报机制，对发现的水质检测监测

结果和水质问题，及时向供水单位反馈，共同做好提高

水质保障水平的指导工作[3]。

（5）建立水质风险防控机制
饮用水水质风险防控的预防工作应着眼于当前、做

长远考虑，依托现有的监测、监控设施，做好饮用水水

质风险防控的预防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预警监测与监

控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水质风险源的预警体系，加强对

水质的监管。要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基础信息、水质状况、污染源情况、

管理状况等主要环境信息调查及动态更新工作。县级人

民政府要健全完善应急供水预案、配备应急物资，守住

供水水质安全底线。

结语

总之，提升农村供水水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提供优质供水服务是我们水利管理人员毕生的追

求。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水源水质、完善水质检测监测体

系、强化水源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关注新兴水处理技术

的推广应用，以及如何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水质管理的

效率和效果，以确保农村居民能够用上安全、优质的饮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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