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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目标要求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2011 年，水利部印发了《关于

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的通知》（水资源

[2016]329 号），随文提出了《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

达标建设目标要求》（试行）。按照《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45号）等有关文件

最新精神，水利部会同住建部对《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

障达标建设目标要求》（试行）做了修改完善，形成本要求。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水量保证，

水质合格，监控完备，制度健全。具体目标要求如下： 

一、水量保证 

(一) 饮用水水源地供水保证率达到 95%以上。 

(二) 流域和区域调度中，应有优先满足饮用水供水要求的

调度配置方案，确保相应保证率下取水工程正常运行的水量和水

位。 

(三) 供水设施完好，取水和输水工程运行安全；取水口处

河势稳定；地下水水源地采补基本平衡，长期开采不产生明显的

地质和生态环境问题。 

(四) 建立重要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地，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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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制订特殊情况下的区域水资源配置和供水

联合调度方案；备用水源能够满足特殊情况下一定时间内生活用

水需求，并具有完备的接入自来水厂的供水配套设施。 

二、水质保护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建设目标包括水质保护和区域综合

治理两类。 

(一) 水质保护 

1、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供水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按基本项目评价）及补

充项目与特定项目要求。 

2、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供水水质达到或优于《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1993）Ⅲ类标准。 

(二) 区域综合治理 

1、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有条件的应实行封闭管理，

保护区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取水口和取

水设施周边设有明显的具有保护性功能的隔离防护设施。 

2、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没有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业种植和经济林，没

有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设置油

库，没有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

用水水体等一切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行为或活动；二级保护区

内，无入河排污口，无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无污染饮用水水

体的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无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所，禁止

使用含磷洗涤剂、农药和化肥；准保护区内，没有对水体产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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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的建设项目，没有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堆放场所和处置场

所。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有公路、铁路通过的，交通设

施应建设和完善桥面雨水收集处置设施与事故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在进入保护区之前应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确保水源不被污

染。 

4、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适宜绿化的陆域，植被覆盖率

应达到 80%以上，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适宜绿化的陆域，植

被覆盖率应逐步提高。 

三、安全监控 

(一) 实现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全方位监控 

1、管理部门建立自动在线监控设施，对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口及重要供水工程设施实现 24小时自动视频监控。 

2、建立巡查制度，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实行逐日巡查，

二级保护区实行不定期巡查，做好巡查记录。 

(二) 常规性监测和排查性监测相结合，形成较为完善的监测

机制。 

1、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指标定期监测，监测项目为《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规定的基本项目和补充监测

项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域每月至少监测 2次，取水口附近水

域实施必要的在线监测。 

2、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规定的特定

项目，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年至少进行 1次定期排查性监测。 

3、湖库型饮用水水源地，除按照以上要求开展相关监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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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按照《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规定

的项目开展营养状况监测。 

4、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按照《地下水监测规范》

（SL183-2005）和《地下水质量标堆》（GB/T14848-1993）有关

规定，对水位、水质和采补量进行定期监测。 

(三) 具备一定的信息管理和应急监测能力 

具备水量、水质，水位、流速等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采集，

传输和分析处理能力，建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水量安全管理信息

系统；加强针对突发污染事件及藻华等水质异常现象的应急监测

能力建设，具备预警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加密监测和增加监测项

目的应急监测能力；合理配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坚强现场监督

和快速应急检测能力建设。 

四、管理要求 

(一) 地方政府负责辖区内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

作，水利、城建、环保、卫生计生等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饮

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的相关工作。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和保

护应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落实工作经费。 

(二) 建立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部门联动机制，实行

资源信息共享和重大事项会商制度。 

(三) 完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设立水源地边界、

保护区边界警示标志。 

(四) 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相关规章或办法，建立稳定

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资金投入机制；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监测设

施，提高监测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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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制定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洪水和干旱等特殊条件下

供水安全保障的应急预案；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员、物资储备

机制和技术保障体系；实行定期演练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预警

机制等。 

(六) 建立健全基层监督队伍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信息

公开工作，确保公布的信息科学、准确、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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