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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性研究

上官跃伟
临沂市泓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Ǔ山东Ǔ临沂Ǔ276000

摘Ȟ要：水是生命之源，生活饮用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生活品质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水源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使得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愈发凸显其关键地位。本文详细阐

述了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水质检测，探讨了当前水质检测面临的诸多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

解决对策，旨在强调保障生活饮用水安全的紧迫性，为提升水质检测水平、守护公众饮水健康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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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质，在日

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饮用、烹饪到洗

漱、清洁，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饮用水的

质量优劣，直接决定了人们能否摄取到充足、洁净的水

源，进而深刻影响着人体健康、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生态

环境的平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发的水污染事件，如

化学物质泄漏、微生物超标引发的疫情等，为人们敲响了

警钟，使得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成为保障公众用水安全、

防范健康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重要性

1.1  保障人体健康
人体约70%由水组成，饮用水是维持生命活动、新

陈代谢的关键物质。若饮用水中含有病原体，如细菌、

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传染性疾病。

例如，被霍乱弧菌污染的水源，人们饮用后可能感染霍

乱，出现剧烈腹泻、脱水甚至危及生命；隐孢子虫等寄

生虫污染的水，可导致人体出现持续性腹泻、腹痛，严

重削弱身体机能，尤其对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

儿童、孕妇和病患，更是雪上加霜。同时，水中过量的

重金属元素，如铅、汞、镉、铬等，具有很强的生物毒

性，会在人体内蓄积，损害神经系统、肾脏、肝脏等重

要器官，引发智力下降、发育迟缓、癌症等慢性疾病，

对健康造成长期、隐匿的危害。

1.2  提升生活品质
优质的饮用水不仅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还为人们

带来愉悦的感官体验，提升生活品质。清澈透明、无异

味、口感良好的饮用水，让烹饪出的食物更加美味，泡

茶、冲咖啡时能充分展现饮品的香气与风味，为日常饮

食增添乐趣。相反，若水中含有过量的溶解性固体、氯

气味浓重或有浑浊、异色现象，不仅会影响食物口感，

还可能使衣物在洗涤后泛黄、变硬，缩短其使用寿命；

长期使用这样的水洗漱，还会导致皮肤干燥、头发毛

糙，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降低生活满意度。

1.3  维护社会稳定
生活饮用水的供应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关

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紧密相连。一旦发

生大面积的饮用水水质恶化事件，如水源地遭受严重

污染导致供水不合格，将引发公众恐慌，社会秩序可能

陷入混乱。在停水期间，居民的日常生活受阻，商业活

动、工业生产也因缺水或水质不达标而被迫中断，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1]。

2��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的主要内容

2.1  微生物指标
（1）细菌总数。细菌总数反映了水中微生物的总体

含量水平，是衡量饮用水微生物安全性的基础指标。水

中细菌数量过多，表明水源可能受到污染，存在致病微

生物滋生的风险。按照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中细菌总

数不得超过100CFU/mL。若超出这一限值，需进一步排
查污染源，如是否存在污水管网渗漏、水体自净能力不

足等问题，并及时采取消毒、净化等处理措施，防止细

菌大量繁殖引发群体性感染事件。（2）总大肠菌群、耐
热大肠菌群与大肠埃希氏菌。这三类菌群是粪便污染的

指示菌，它们的存在意味着水源受到了人畜粪便污染，

水中极有可能携带肠道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

等，具有极高的健康风险。

2.2  化学物质指标
（1）重金属含量。如前文所述，铅、汞、镉、铬等

重金属对人体危害极大。以铅为例，长期饮用含铅超标

的水，即使微量，也可能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迟缓、注意

力不集中，成人则易出现高血压、贫血等症状。生活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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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对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的限值要求，如铅的含量不

得超过0.01mg/L，汞不得超过0.001mg/L等。检测过程需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高精

度仪器分析方法，确保精准测定水中重金属浓度，一旦

超标，立即切断污染源，采取吸附、离子交换等深度处

理技术去除重金属。（2）氟化物、氯化物等无机物。
适量的氟化物有助于预防龋齿，但过量摄入会引发氟斑

牙、氟骨症等疾病，生活饮用水中氟化物含量一般应控

制在0.5-1.5mg/L范围内。氯化物含量过高则可能使水产
生咸味，腐蚀管道，其限值通常为250mg/L。（3）农
药、兽药残留。随着农业、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农药、

兽药使用广泛，部分残留通过地表径流、土壤渗透等途

径进入水源。

2.3  感官性状指标
（1）色度。清澈透明是优质饮用水的直观特征，色

度反映了水中溶解性和悬浮性物质对光线的吸收和散射

程度。天然水因含有腐殖质、泥沙、藻类等可能呈现一

定色度，若超过15度（铂钴色度标准），水会明显发
黄、发绿或浑浊，不仅影响视觉感受，还可能掩盖水中

其他污染物，提示水源可能受到污染或水处理工艺不完

善，需加强过滤、沉淀等净化环节。（2）浑浊度。浑浊
度衡量水中悬浮颗粒的含量，是反映水质清澈程度的关

键指标，通常要求生活饮用水浑浊度不超过1NTU（散射
浊度单位）。高浑浊度的水不仅外观不佳，还为微生物

滋生提供温床，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卵等病原

体，同时影响消毒效果，增加消毒剂用量，产生有害副

产物。通过砂滤、超滤等多级过滤工艺，可有效降低浑

浊度，确保水质澄清。（3）臭和味。正常饮用水应无异
味、无异臭，若水中出现霉味、土腥味、氯臭味或其他

刺鼻气味，往往预示着水质出现问题。藻类大量繁殖会

释放土腥味物质，如2-甲基异茨醇、土臭素等；消毒过程
若控制不当，氯与水中有机物反应生成三卤甲烷等具有

特殊气味的消毒副产物。

3��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面临的挑战

3.1  水源污染复杂
（1）工业污染。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

含有重金属、有机物、酸碱等各类污染物，未经达标处

理直接排放，对地表水、地下水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2）农业面源污染。农业活动中广泛使用的化肥、农
药、除草剂，随着雨水冲刷、灌溉渗流进入水体，造成

水源富营养化，藻类疯长，不仅破坏水生态平衡，还使

水中溶解氧降低，产生异味物质，增加水质净化难度。

（3）生活污水排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活污水排

放量急剧增加，而部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管网

老化、渗漏现象普遍，导致大量未经充分处理的生活污

水混入水源。

3.2  检测技术有待提升
（1）痕量物质检测。随着人们对饮用水安全要求的

提高，对水中痕量有害物质，如内分泌干扰物、新型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纳米材料等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然

而，这些物质在水中浓度极低，往往处于纳克/升甚至皮
克/升级别，传统检测方法灵敏度不足，难以准确测定
其含量。（2）快速检测技术。在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
或现场水质初步筛查时，需要快速、便捷的检测方法，

能够在短时间内判断水质大致状况，为应急决策提供依

据。但目前大多数水质检测技术仍依赖实验室大型仪器

分析，样品采集、运输、前处理及检测流程繁琐，耗时

较长，难以满足现场快速检测需求。（3）多指标同步检
测。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涉及微生物、化学物质、感官

性状等众多指标，传统检测方法通常针对单个或少数几

个指标逐一检测，效率低下，且多次采样、处理过程易

引入误差。

3.3  检测标准更新滞后
（1）新兴污染物关注不足。随着科技发展与新的生

产生活方式出现，不断涌现出新型污染物，如微塑料、

药物及个人护理品残留、全氟化合物等，这些物质在环

境中的迁移转化、生态毒性逐渐被揭示，但现行生活饮

用水检测标准中对其涉及较少或尚未纳入，导致无法有

效监管饮用水中此类污染物水平，公众健康面临潜在风

险。（2）标准修订周期长。生活饮用水检测标准的修订
需要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实验验证、专家论证以及复杂

的审批流程，耗时费力。而在此期间，水源污染状况、

水处理技术、毒理学研究成果等可能已发生显著变化，

使得标准难以及时反映最新的水质安全需求，跟不上实

际发展形势，无法为水质检测与保障提供有力的依据[2]。

4��应对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挑战的对策

4.1  加强水源保护
（1）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力度，

对工业企业废水排放实施严格的总量控制与达标管理，

提高排污许可门槛，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

促使企业升级改造废水处理设施，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建立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

厂，对入园企业废水进行统一收集、深度处理，确保达

标排放，防止工业废水对水源造成污染。（2）削减农
业面源污染。推广生态农业模式，鼓励农民合理使用化

肥、农药，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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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化学药剂使用量；发展有机农业，降低农业面源污

染负荷。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推进规模化养殖场粪

便、污水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建设沼气池、生物

处理池等设施，将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与有机肥料，

避免直排入水，保护水源周边生态环境。（3）完善生活
污水治理。加大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更新改造

老旧管网，提高污水收集率与处理能力，推广污水深度

处理技术。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

设施。

4.2  研发创新检测技术
（1）攻克痕量物质检测难题。鼓励高校、科研机构

与企业联合攻关，加大对痕量物质检测技术研发投入，

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吸引优秀人才投身该领域研究。加

强国际合作交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理念，结合国

内实际需求，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灵敏度检测方

法与仪器设备，实现对痕量污染物的精准捕捉与信号放

大，填补国内在痕量物质检测领域的技术空白。（2）推
广快速检测技术应用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快速检测技术

研发企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扶持措施，

加速便携式检测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程。组织开展快

速检测技术培训与推广活动，提高基层水质检测人员操

作技能，使其能够熟练运用快速检测设备在现场快速判

断水质状况，为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争取时间。（3）推动
多指标同步检测技术发展。整合跨学科科研力量，涉及

化学、生物学、材料学、电子信息学等领域，协同开展

多指标同步检测技术研究。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集中攻关微阵列芯片、高通量测

序等关键技术，优化检测流程，提高数据处理与分析能

力，实现一次采样即可同步获得微生物、化学物质、感

官性状等多维度水质信息，大幅提升水质检测效率，降

低检测成本，满足日益增长的饮用水水质检测需求[3]。

4.3  及时更新完善检测标准
（1）关注新兴污染物监测。组织专家团队，密切跟

踪国际前沿研究成果，及时了解新兴污染物对人体健

康、生态环境的影响，结合国内饮用水水源污染实际情

况，筛选出具有潜在风险的新兴污染物纳入优先监测范

畴。开展专项研究，建立针对新兴污染物的采样、分

析、评价方法，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撑，逐步将微塑

料、药物及个人护理品残留等新兴污染物检测指标纳入

生活饮用水检测标准体系，填补监管空白，保障公众健

康。（2）优化标准修订机制。建立科学高效的检测标
准修订机制，缩短修订周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

通，包括卫生健康、生态环境、水利、市场监管等部

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标准修订工作。充分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时收集水源水质数据、

水处理技术进展、毒理学研究成果等信息，为标准修订

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依据，确保生活饮用水检测标准

与时俱进，切实保障饮用水水质安全。

结论：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作为守护公众健康、提

升生活品质、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环节，肩负着重大使

命。面对水源污染复杂、检测技术有待提升、检测标

准更新滞后等诸多挑战，通过加强水源保护、研发创新

检测技术、及时更新完善检测标准等一系列强有力的对

策，能够有效提升水质检测水平，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

可靠。在未来发展中，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社会对饮用水

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将向着

更加精准、快速、全面的方向发展，为人们的美好生活

筑牢坚实的饮水安全屏障，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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