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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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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城镇供水涉及千家万户，是百姓安居乐业，城市正常生产运行的基本保障。“十一五”以来，我国
水源保护、水厂处理、管网输配及二次供水等供水全过程水质安全保障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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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建设技术序列

水
源
调
控
技
术

管
网
输
配
技
术

水厂净化处理技术

预处理
技术

强化常
规处理
技术

臭氧活
性炭处
理技术

膜法净
化处理
技术

“从书架到货架”材料设备制造技术序列

新型材料

“从中央到地方”多级协同管理技术序列

水
质
监
测
技
术

安
全
管
理
技
术

预警应急技术

风险评
价技术

标准制
定技术

预警预
报技术

应急处
理技术

仪器设备 集成装备

         2008年起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正式启动实施，饮用水主题历经三个五年持续研究开

发与示范建设，系统构建“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支撑体系。

来源：邵益生等，水专项饮用水主题《“从源头到龙头”饮用水安全多级屏障与全过程监管技术研究进展报告》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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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行业管理水平不高

行业外部条件复杂

行业公益定位不清

u风险管控机制不健全

u管理服务水平不高

u产业集中度低

u水源条件复杂

u设备材料存有安全隐患

u突发性事件频发

u政府投入不足

u企业政策性亏损

来源：高伟，章林伟等，浅析城市供水行业存在问题、发展趋势与立法建议，《给水排水》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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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对标GB5749-2006，为确保龙头水达标，部分省市相继出台配套管理办法

《浙江省城市供水现代化
水厂评价标准》
提出内控指标，且均严于现行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浙江 深圳

上海江苏

《深圳市生活饮用水水
质标准》

关键性指标的限值范围均低于《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

《江苏省城市自来水厂关
键水质指标控制标准》

明确提出水厂出厂水和工艺过程

水的关键水质指标内控要求、检

测频率及推荐方法

《上海市生活饮用水
水质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附录A中的2-

甲基异莰醇、土臭素、总有机碳（TOC）

等指标纳入了标准范围，要求非常规指

标的水质达标合格率≥95%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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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项目 GB 5749-1985 GB 5749-2006 GB 5749-
2022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
学指标

15 20 21

毒理指标无机化合
物

10 21 21

毒理指标有机化合
物

5 53 44

消毒剂 1 4 4
微生物 2 6 5
放射性 2 2 2
合计 35 106 97

l要求饮用水要经过消毒处理，游离氯上限值
从4 mg/L 调整为2mg/L
l部分有毒理学指标限值“加严”
l删除了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浑浊度在水

源、工艺等限制性条件下的限值放宽的规定
l新增土臭素、二甲基异莰醇等作为感官性状

控制性指标
l参考指标新增全氟化合物、农药、碘乙酸等

新污染物

1956年《饮用水
水质标准（草
案）》15项

1959年《生活饮
用水卫生规程》

17项

1976年《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试行，

TJ20-760）23项

侧重技术要求，未列为强制性标准

GB 5749-85
35 项

GB 5749-2022
97 项

GB 5749-2006
106项

国家强制标准，增加法律效力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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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城镇居民对自来水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高质量饮水需求日益迫切。龙头水的安全可靠达标，
已成为当前我国城镇供水行业头等大事

点多面广、技术繁杂，供水
系统间缺乏有机联系，全流
程协同管控理念尚未落实

输配水管网年久失修，维护
管理不力，易造成二次污染

水源水质复杂多变，突发性
污染风险依然存在

运行人员能力水平差异明显，
运行管理仍以经验为主，缺
乏系统化的管控标准

原水水质 工艺技术

设备设施

龙头水
稳定达标
难度大

从业人员

一.《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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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目前我国城镇供水规范标准以规划设计、给排水产品类为主，用于指导运行管理方面的规程

指南偏少，尤其是缺乏全流程水质监控标准。

在编/
已有标准

1

2

3

           《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2022）
                 全文强条，宏观指导，缺乏具体指导性规定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2009）
                              侧重水厂运行维护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207-2013）
侧重管网运行维护

4

5

《城镇供水原水工程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T/CUWA20051-2021）        侧重原水运行维护

《二次加压运行管理技术标准》（T/CUWA*****）
侧重二次供水运行维护

二.《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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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构建供水系统“从源头到龙头”全流程的水质管控技术标准

《城镇供水系统取水
工程运行维护及安全

技术规程》
T/CUWA20051

《城镇供水厂运行、
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58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
水质管控技术规程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
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207
《二次加压运行管

理技术标准》

水质检测 运行维护

二.《水质管控》标准编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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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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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十三五”国家水专项“城
镇供水系统运行管理关键技
术评估与标准化”研究成果

国内外广泛调查研究，总结
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

征求行业专家意见

《城镇供水系统全
过程水质管控技术

规程》

一.《水质管控》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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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一.《水质管控》标准框架
山东省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中心

科研院所（2家）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高校（4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山东建筑大学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设计单位 （1家）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供水企业（7家）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自来水公司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庆云县供水总公司

标准编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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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Ø借鉴HACCP先进技术方法和管理理念，结合我国城镇供水系统的运行管理现实需要，制定有针对

性地风险控制措施。

Ø通过对取水、输水、净水和配水供水系统的关键控制点及显著危害分析，进行供水水质全过程管控。

Ø通过定期分析、总结监控数据，发现各工艺生产数据运行规律，保障用户龙头水安全稳定达标。

一.《水质管控》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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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水质风险分析

5　原水水质管控

6　净水水质管控

7　配水水质管控

附录A　供水系统全过程关键水质风险分析表

附录B　城镇供水系统水质风险评估方法

一.《水质管控》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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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二.《水质管控》标准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一：“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工程协同管理技术集成

来源：国家水专项饮用水主题成果报告

p 针对我国重点流域和典型地区饮用水高效净化
处理难题，突破了饮用水源原位净化、臭氧活
性炭工艺次生风险控制、膜法净水组合工艺、
消毒副产物控制等技术瓶颈，集成应用了“从
源头到龙头”饮用水安全多级屏障工程设计、
建设、运行维护技术。

p 饮用水安全保障系统是一个开放或半开放的系
统，水源风险因子复杂，供水系统关键环节存
在安全隐患，各关键单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
理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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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坚持示范工程建设与运行维护评估相结合，在示范区建成100多项示范工程调研分析和监测
评估基础上，实现了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体系的推广应用。

技术创新：水厂多级屏障净化
p 受污染原水预处理
p 深度处理优化与次生风险控制
p 超滤膜组合处理
p 地下水特殊污染物处理

技术创新：水源修复调控
p 多水源水质水量调度
p 水源生物生态修复
p 城乡统筹供水

技术创新：管网优化运行
p 供水管网优化运行与调控
p 供水管网水质保持
p 供水管网漏损监测与控制
p 最后一公里“龙头水”水质保障

抗生素转化消毒副产物

来源：国家水专项饮用水主题成果报告

关键技术一：“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工程协同管理技术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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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来源：国家水专项饮用水主题成果报告，十三五水专项材料设备课题（ 2017ZX07501-003 ）

关键技术一：“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工程协同管理技术集成

饮用水
标准体

系

工程技
术标准

材料设
备标准

管理技
术标准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标准体系：标准内容覆盖“水源-水厂-管网”全流程和“规划-建设-管理”各
环节，更新并完善了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领域工程建设、管理技术与材料设备等标准。

关键材料设备技术标准体系n 支撑144项标准文件的制修订，其中60项已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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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HACCP体系构建

关键技术二：基于HACCP体系的供水系统水质风险点评估及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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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二：基于HACCP体系的供水系统水质风险点评估及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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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1 编制背景与意义

关键技术二：基于HACCP体系的供水系统水质风险点评估及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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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HACCP体系构建

关键技术二：基于HACCP体系的供水系统水质风险点评估及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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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2 框架及关键技术

济南凤凰路水厂CCP控制流程图

关键技术二：基于HACCP体系的供水系统水质风险点评估及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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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3 主要章节内容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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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一. 总则

条款号 概要 说明

1.0.1 目的 为规范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的水质管控，保障用户水质安全，做到

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易于管理，制定本规程。

1.0.2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供水系统从水源到用户各环节涉及水质问题的风

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1.0.3 其它管理要求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本章包含3条，规定了标准制订的目的、适用范围及其它要求。

《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指出，“给水厂出水水质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的有关规定，同时应留有必要的安全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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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二. 术语

本章包含9条，对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水质风险识别与评估等做出了规定。

条款号 概要 说明

2.0.1 供水系统全过程水
质管控

结合原水水质特征、出水水质目标、水厂净化工艺及管网特性，确定关键
水质控制指标、关键控制点及指标限值，对包括取水、输水、净水和配水
的供水系统全过程进行水质监测和调控。

2.0.2     
饮用水水质风险识

别、评估

饮用水水质风险 《风险管理 术语》GB/T23694-
20132.0.3 水质风险识别

2.0.4 水质风险评估
2.0.5 水质风险管控 减少或避免水质风险问题发生、降低风险影响的管理策略与控制措施。
2.0.6

关键指标
关键水质指标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食品生产企业通
用要求》GB/T 27341-2009

2.0.7 内控指标
2.0.8 关键控制点
2.0.9 工艺监控参数 为表征关键控制点的工作状态，需进行观测和调控的相关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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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三. 基本规定

3.0.1　城镇供水企业应结合原水特点及供水系统运行实际情况，开展全过程水质风险识别、评估与

控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控计划并执行。

本章包含7条，对管控计划、水质监测要求、管控方式、突发应急供水、消毒剂余量要求给出规定

p WHO标准《饮用水水质准则》(第四版)第四章水安全计划有关内容

p 国家标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指南》GB/T 19538-2004

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GB/T 2734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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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3.0.2　城镇供水企业应根据全流程风险评估结果、水源水质特点及供水系统现状，结合水质风险管

控要求，提出不同供水环节和工艺单元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水质指标和关键运行参数。

3.0.3　供水系统各工艺单元及重点环节应对关键水质指标按一定频次进行检测或设置水质在线监测

装置，并提出各环节和工艺段出水关键水质指标的控制限值。

p WHO标准《饮用水水质准则》(第四版)第四

章水安全计划有关内容

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

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GB/T 27341-2009

p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p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

p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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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三. 基本规定

3.0.4　供水系统各环节和工艺单元应监测关键运行参数，并通过优化运行将参数控制在合理范围，

应使重点环节的水质留有一定安全余量。

3.0.5　供水系统各环节和工艺单元内控指标及检测频率，宜根据需要或参照相似条件下已有的运行

管理经验确定。

3.0.6　供水系统各环节和工艺内控指标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调整工艺监控参数。

规定月度检测合格率不应低于95%。

《浙江省城市供水现代化水厂评价标准》 要求单次检测不合格值不应大于水厂内控标准的1.5倍；

《江苏省城市自来水厂关键水质指标控制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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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三. 基本规定

3.0.7  在突发应急供水时，应根据突发事件类型，开展水质监测与评估，并根据需要及时调整相应

的工艺参数。

WHO标准《饮用水水质准则》(第四版)第6章特殊情况下准则的应用有关内容

3.0.8  在应急供水过程中应进行消毒，消毒剂余量须满足GB 5749要求，必要时通过预处理尽可能

降低浑浊度。

消毒是确保饮用水供水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急供水首先要进行消毒处理，确保饮用水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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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四. 水质风险分析

Ø 本章包含7条，对水质管控计划、风险分析、水质风险分析及评估方法等要求给出规定。

n 水质管控计划 n 风险分析内容

1　评估供水系统；
2　水质风险的识别与评价；
3　控制措施的识别与评价；
4　确定关键控制点，并明确关键指标限

值、监控措施、纠偏措施等；
5　为正常运行情况建立纠偏行动方案；
6　建立完整的水质管控计划表；
7　文件记录与管理。

1　法律法规对饮用水及涉水材料的安全卫生要求；

2　产品、操作和环境；

3　本地或类似供水系统历史上水质事故案例；

4　科技文献，包括相关类别产品的风险控制指南；

5　运行管理经验。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指南》
GB/T 19538-2004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食品生产企业
通用要求》GB/T 27341-2009

国家水专项“运行管理”课题（2017ZX07501002）等研究成

果和深圳、济南、哈尔滨等地运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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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n 水质风险分析方法：识别供水系统各环节潜在风险及原因

•  参照GB5749-2006，吸收上海市、江苏、深圳等地标规
定形成“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风险分析表”
    增加亚硝基二甲胺、总有机碳、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等
指标及藻类、叶绿素a、贝类、摇蚊（幼虫）、微囊藻毒素- 
YR/ RR、嗅味物质等常见污染物；

• 汇总整理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危害分析表，各地供水企业
结合本地地域特征及供水系统工艺现状，参照上表分析供水
各环节主要水质危害。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宣
贯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附录B（以消毒工艺为例）：

n 水质风险评估方法：对供水系统进行风险识别后，应进行水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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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附录B（以消毒工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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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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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对消毒环节中涉及的原料及工艺步骤进行危害分析，得出消毒环节的危害主要为重金属超标、

消毒副产物超标、耐热大肠菌群超标、余氯不达标四个方面。其中，有一个风险分值达12分，判定

为潜在危害，再通过判断树原理，判断其为CCP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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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n 关键控制点：控制指标、限值、监测与控制措施

Ø 提出了应对水质危害进行重点关注，并确定为关

键控制点的控制方法及措施，并结合国内外供水

系统运行管理相关技术调研和国家水专项“城镇

供水系统运行管理关键技术评估验证及标准”课

题（2017ZX07501002）研究成果，在条文说明

表1列出了城镇供水系统常见水质危害及控制措施，

从各地供水企业在制定HACCP计划时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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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五. 原水水质管控

本章包含2小节7条，内容包括原水、输水水质管控要求。

n 原水 n 输水

p 监测项目及频次：符合《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
安全技术规程》CJJ 58的有关规定；

p 河流型水源：在汛期和台风影响期间，应加大原水
浑浊度的监测密度；感潮河段应根据潮汐涨落情况，
增加氯化物监测密度；

p 湖库型水源：当季节性藻类爆发时，应对藻类、嗅
味物质、微囊藻毒素等指标加强监测；当存在锰超
标风险时，应对锰等指标加强监测；

p 地下水源：铁、锰、砷、氟化物、硝酸盐、总硬度、
卤代烃；

p 水质监测预警措施：取水口、进厂原水。

p 明渠输水：应加强沿程污染的防控措施；

p 管道输水：可设置藻类控制设施和应急处置设施；

p 长距离输水：在取水口和进厂原水处设置水质监测

点，具体指标宜根据当地情况确定。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供水技术指导手册(试行)》

《城镇供水长距离输水管(渠)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193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 271的有关规定，设置常规五参数（pH值、电导率、溶解氧、浊度、温
度）、CODMn、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硝酸盐、综合毒性等在线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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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本章包含8小节43条，内容包括出厂水水质、预处理、混凝-沉淀/气浮、过滤、臭氧生物活性炭、
超滤、特殊水处理、消毒等。

章节号 概要 说明
6.1 出厂水水质 浊度、在线监测仪、余氯、水质稳定性、检测指标及频次
6.2 预处理 生物预处理、化学预处理、粉末活性炭、预沉淀
6.3 混凝-沉淀/气

浮
浑浊度、藻类计数、混凝工艺（混凝剂种类及投加量等）、气浮工艺（气
泡消失时间、溶气效率、气浮释放器等）

6.4 过滤 浑浊度、颗粒数、初滤水、过滤周期、滤料含泥量
6.5 臭氧生物活

性炭
臭氧投加量、换炭周期、溶解臭氧浓度、溴酸盐、活性炭指标

6.6 超滤 浑浊度、颗粒数、膜通量、跨膜压差、反冲周期、维护性及化学清洗
6.7 特殊水处理 铁、锰、氟、砷、硬度、卤代烃
6.8 消毒 消毒剂投加量及余量、微生物、消毒剂种类、消毒副产物、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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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6.1.1　出厂水水质控制应以龙头水水质GB 5749的有关
规定为目标，并应根据管网中水质变化留有余量。各地应
结合实际管网情况，确定出厂水质指标及控制限值。

指标 指导值
 微生物指标  
1 菌落总数/（MPN/mL或CFU/mL） 50
 毒理指标  
2 亚硝酸盐/（以N计，mg/L） 0.01（游离氯消毒）；0.03（氯胺消毒）
3 三氯甲烷/（mg/L） 0.05
4 溴酸盐（使用臭氧时）/（mg/L） 0.005
5 甲醛（使用臭氧时）/（mg/L） 0.5
6 亚氯酸盐（使用二氧化氯消毒时）/

（mg/L）
0.5

7 氯酸盐（使用复合二氧化氯和次氯
酸钠溶液消毒时）/（mg/L）

0.5

8 三卤甲烷（总量） 比值之和≤0.5

9 三氯乙醛/（mg/L） 0.008
10 亚硝基二甲胺（NDMA）/（mg/L） 0.0001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11 色度（铂钴色度单位） 10
12 浑浊度（散射浑浊度单位）/（NTU） 0.5
13 气味/（TON） 3
14 铝/（mg/L） 0.15
15 铁/（mg/L） 0.2
16 锰/（mg/L） 0.05
17 耗氧量（COD M n法，以O 2计）/

（mg/L）
2

18 土臭素/（mg/L） 0.00001
19 2-甲基异莰醇/（mg/L） 0.00001
 放射性指标  
20 总α放射性/（Bq/L） 0.5
 消毒剂指标  
21 氯 气 及 游 离 氯 制 剂 （ 游 离 氯 ）

（mg/L）
与水接触至少30min后，出厂水中余量

≥0.5，≤2
22 一氯胺（总氯）（mg/L） 与水接触至少120min后，出厂水中余

量≥0.5，≤2
23 臭氧（mg/L） 与水接触至少12min后，出厂水中余量

≤0.3
24 二氧化氯（mg/L） 与水接触至少30min后，出厂水中余量

≥0.1，≤0.8

参照江苏省地标DB32/T 3701-2019自来水厂出水关键水

质指标控制标准限值，删除总大肠菌群、臭和味、肉眼可

见物和pH与GB5749规定限值一致项目；

吸收上海地标DB31/T 1091-2-18和深圳地标DB4403/T 

60-2020，增加亚硝基二甲胺、气味、总α放射性、臭氧等

4项指标及其指导值，消毒剂指标增加出厂水上限值。

6.1  出厂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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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 浑浊度宜小于0.5NTU，并宜设置在线浑浊度仪进行实时监测。

浑浊度

• 应满足管网末梢要求，并应设置在线监测仪进行实时监测，出厂水余氯不宜大于2mg/L。
对于大型配水管网，宜采取氯胺消毒或中途补氯等方式。

消毒剂

• 应满足管网输配对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稳定性的要求。

水质稳定性

•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 206的有关规定，并应加测pH值和当地特
征污染物指标；其他常规项目应每月检测1次；非常规检测项目，地表水水厂应每半年1次，
地下水水厂应每年1次。

日检指标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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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日常运行时应对进出水的水温、溶解氧、浑浊度、电导率、pH值、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等常规指标进行管控，检测频次应至少为1次/d，有条件的可设置在线监测；

p 生物预处理出水的溶解氧宜管控在3.0mg/L以上，当后端为长距离管道或湖库等湿

地时，溶解氧应大于6.0mg/L；

p 当进水水温低于12℃且氨氮浓度高于0.5mg/L时，应延长水力停留时间。当冬季水

温低于4℃时，宜采取工艺措施或启动应急处理。

6.2 预处理

深圳水库生物硝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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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采用化学预氧化工艺时，投加点和加注量及接触时间应根据原水水质状况并结合试验确定，

应减少副产物的产生；

p 氯、次氯酸钠作为氧化剂时应管控游离氯和三卤甲烷等指标；臭氧作为氧化剂时应管控溴

酸盐、甲醛等指标；二氧化氯作为氧化剂时应管控余二氧化氯、氯酸盐、亚氯酸盐等水质

指标；

p 臭氧投加量宜为0.5mg/L～1.5mg/L，实际投加量可根据试验确定。接触池出水端应检测

水中臭氧浓度，宜小于或等于0.1mg/L；

p 高锰酸钾宜投加在混凝剂投加点前，投加量可根据试验确定，接触时间不应小于3min。高

锰酸钾配制浓度宜为1%～3%，应采用计量投加与待处理水充分混合。

6.2 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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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粉末活性炭投加点宜根据水处理工艺流程综合确定，宜加

于原水中，经过与水充分混合、接触不低于30min后，再投

加混凝剂或氯；

p 粉末活性炭的用量可根据试验确定。湿投的炭浆浓度可采

用5%～10%（按重量计）。

Ø 《城市供水系统应急供水技术指导手册(试行)》，短时间或季节性嗅味（土臭素、2-甲基异莰醇）、

特征有机物（农药等）。

6.2 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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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6.2 预处理

原水应加强浊度或含沙量的监测，当原水含沙量超过10kg/m3或浑浊度大于5000NTU时，

应计入含沙量对水泵特定的影响；

2　高浊度水沉淀处理混凝剂和絮凝剂的选用，应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并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3　混凝剂和絮凝剂应取得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采用铝系混凝剂时，出

水残余铝检测频率应每月不少于1次；采用聚丙烯酰胺时，丙烯酰胺单体检测频率应每月不少

于1次。

4　预沉淀处理出水应加强浑浊度监测，宜采用高量程在线浊度监测仪。

《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CJJ 4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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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沉淀出水浑浊度不宜大于3.0NTU；当沉淀池直接接入活性炭

滤池时，出水的浑浊度应管控在1.0NTU以内。

p 当原水低温低浊时，应采取优化混凝剂种类或投加助凝剂、

调节原水pH值等措施。

p 沉淀出水藻类计数不宜大于100万个cell/L。对于高藻原水应

采取预氯化、提高混凝剂投量等针对性措施，或增加气浮、

超滤等工艺单元。

p 使用铝盐混凝剂的水厂应控制混合进水的pH值。当原水pH

值大于8时，可通过加酸或二氧化碳降低pH值，或联合使用

铁盐混凝剂。

p 沉淀池出水宜设置加氯点。

6.3 混凝-沉淀/气浮

沉淀池

p 浊度、藻类计数、pH、加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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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气浮工艺出水浑浊度不宜大于3.0NTU，藻类计数不宜大于100万个
cell/L。

p 气浮工艺释放器的气泡消失时间和溶气罐的溶气效率检测频率每月
不少于1次；释放器释放的气泡消失时间不应小于4min，溶气罐的
溶气效率不应小于80%。

p 气浮浮渣厚度宜控制在5cm～10cm以内，排渣周期应视浮渣量而
定，宜为4h～6h。

p 当出水指标中出现浑浊度、藻类计数异常时，应检查并清理气浮池
释放器，或优化混凝运行参数、适当增加回流水量或溶气压力；当
达不到处理要求时，应开启预氧化、投加活性炭等预处理措施。

6.3 混凝-沉淀/气浮

气浮池

气泡消失时间、溶气效率检测方法参见现行团体标准《城镇给水气浮处理工程

技术规程》T/CECS 791

p 浊度、藻类计数
p 藻渣、回流水量、溶气压力
p 气泡消失时间、溶气效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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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6.4 过滤

滤池

p 滤后水浑浊度不宜大于0.3NTU。有条件时可增加颗粒计数，
粒径不小于2μm的颗粒数不宜大于200CNT/mL。

p 滤池出水浑浊度人工检测频次每班不应少于2次；有条件的可
设置在线浑浊度仪，并应对单格滤池进行巡回检测。 

p 应对单格滤间过滤过程中浑浊度变化的加强监测。
p 初滤水的排放时间宜控制在5min～15min。
p 应对砂滤层状况每年检测1次，及时补充滤砂。
p 对于沉淀或澄清出水浑浊度偏高的系统，在滤池前应设置助滤

剂投加和混合的设施。
p 滤池过滤周期不宜大于48h。
p 应检测滤池滤料含泥量，检测频率宜为每半年1次。当样品的

含泥量大于0.2%时，应对滤池进行清洗。
p 当滤池出现红虫等微型动物时，应对滤池进行清洗、消毒。

p 浊度、颗粒计数
p 初滤水、助滤剂、过滤周期
p 滤泥含沙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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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合理确定臭氧投加量和活性炭更换周期。
p 重点检测指标：臭氧接触池出水溶解臭氧浓度、臭氧化副产

物浓度、活性炭出水特征污染物的去除效能。检测频次不应
少于每月1次。

p 当原水溴离子浓度大于0.1mg/L时，可采取控制臭氧投加量、
优化投加点、控制pH值、在臭氧过程中投加过氧化氢或氨氮
等抑制溴酸盐产生的措施。

p 应对活性炭进行每年抽样检测1次，检测项目应包括特征污染
物去除效果、碘值、亚甲兰值、强度、粒径分布等，当活性
炭床对特征污染物的去除不能满足预定目标时，应进行换炭。

p 当炭池作为处理工艺的最后一个单元时，应管控出水浑浊度、
颗粒物、色度等指标及微型动物泄漏。

6.5 臭氧生物活性炭

臭氧生物活性炭

《生活饮用水净水厂用煤质活性炭》CJ/T 345-2018
《城镇给水厂活性炭应用技术规程》T/CAQI 147-2020

p 臭氧投加量、活性炭更换周期
p 溴酸盐
p 活性炭指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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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宜管控出水的浑浊度和颗粒数指标，有条件的可设置超低量程在线浑浊

度仪和激光颗粒计数仪。

p 应根据前处理工艺及水质变化情况，结合水厂实际情况，对超滤膜工艺

的膜通量、跨膜压差、反冲周期、维护性清洗及化学清洗周期、出水浑

浊度和颗粒物等参数进行管控，且以上参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给水膜处理技术规程》CJJ/T 251的有关规定。

p 应对每个膜组或膜池的出水浑浊度、颗粒数进行定期检测，检测频率为

每个膜池（组）每天不应少于1次；当浑浊度和颗粒数达不到内控指标限

值要求时，应进行膜完整性检测。

6.6 超滤

单次检测超标1.5倍或浑浊度、颗粒物合格率低于95%。

超滤

p 浑浊度、颗粒数
p 膜通量、跨膜压差、

反冲周期、维护性及
化学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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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当采用曝气溶氧工艺除铁、锰时，应监测出水溶解氧；采用化学药

剂氧化工艺时，应管控氧化剂余量及消毒副产物前体物等水质指标。

p 当采用活性氧化铝除氟工艺时，应管控溶解铝、pH值等水质指标。

p 当采用除砷工艺时，应管控砷、pH值等水质指标。

p 当采用诱导结晶软化法除硬时，应管控pH值、浑浊度、钠等水质

指标。

p 当采用曝气吹脱卤代烃工艺时，应管控pH值等指标。

6.7 特殊水处理

除硬工程

p铁、锰
p氟
p硬度
p卤代烃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 地 下 水 源 饮 用 水 卤 代 烃 及 硬 度 控 制 技 术 研 究 与 工 程 示 范 ” 课 题

（2015ZX0740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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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六. 净水水质管控
p 消毒工艺应对消毒剂投加量、消毒剂余量、微生物等指标进行管控，

出厂水应满足接触时间、出厂水消毒剂余量和管网末梢水消毒剂余

量的要求。清水池最低水位条件下，应满足消毒接触时间的要求。

    应建立清水池水位与消毒接触时间的关系，确保低水位时接触时间

满足消毒要求。

p 以氯为消毒剂时，应管控三氯甲烷和三卤甲烷总量等；以二氧化氯

为消毒剂时，应管控亚氯酸盐；以复合二氧化氯为消毒剂时，应管

控总氯、氯酸盐；以次氯酸钠溶液为消毒剂时，应管控氯酸盐和亚

氯酸盐。

p 当因原水氨氮较高，或其他原因导致出厂余氯主要为氯胺形式时，

应控制氯氨比，并应以一氯胺消毒为主。

6.8 消毒

消毒

p 消毒剂投加量及余量、
微生物

p 消毒副产物
p 消毒方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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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本章包含5小节20条，内容包括管网水质、外源污染防控、水龄优化、水源切换、二次加压与调蓄等。

章节号 概要 说明
7.1 管网水质 pH值、化学和生物稳定性、亚硝酸盐
7.2 外源污染防控 配水管道设备设施、外源污染源、运行方式、巡检和维护、管道冲

洗
7.3 水龄优化 水龄分布、水厂调度、二次消毒、分区管理
7.4 水源切换 水质评价、黄水预案
7.5 二次加压与调蓄 消毒剂余量、二次加压与调蓄方式、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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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p 　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加强管网水pH值监测，宜设定内控标准。

    管网水pH值不小于7.5内控标准。

p 应对管网水质的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稳定性进行评价，频次应根据各地情况确定；发现水质稳

定性风险时，应及时提出在水厂采取投加氢氧化钠或石灰等处置措施。

      化学稳定性评价指标及建议值为：总碱度80mg CaCO3/L以上，碳酸钙沉淀势3mg/L～

7mg/L，拉森指数0.5以下；生物可同化有机碳（AOC）100µg/L以下。

p 应加强管网末梢水中亚硝酸盐浓度监测，宜设定内控标准，检测频率每月不应少于1次。超出

内控标准时，应进行管网冲洗。

7.1 管网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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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p 应检查配水管道的管材、管件、阀门及计量、检测、测试、检漏等直接接触出厂水的设备设施，

是否满足卫生安全要求。当达不到卫生安全要求时，应立即采取措施。

p 供水单位应针对输配水管网水质风险开展排查，避免有毒有害污染物接触到管道，非公共供水

管网不得接入系统，并应随时排除外源污染源。

     对管网中探测到的漏点、跑、冒、滴、漏的管道及附件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防止外源污染。

p 运行过程管网应保持正压状态。管网中可采用安装稳压罐、规范泵站启停泵操作等措施减缓管

网中瞬间水压波动造成的低负压。管网不宜采用导致低负压产生的间歇运行等运行方式。

7.2 外源污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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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p 供水单位应按现行行标《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的有关规定进行管

网巡检和维护，对管网中探测到的漏点应按现行行标《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 

92的要求立即进行修复；对巡检发现有跑、冒、滴、漏的管道附件应随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p 供水单位应做好管网中倒流防止器的维护保养，发现问题随时更换，有效控制水质污染的影响

范围。

p 应开展管道冲洗，频次应根据各地情况确定。

p 阀门开启改变管道流向时，应缓慢渐进开启。

    阀门开启改变管道流向时，应缓慢渐进，避免流向突然改变或流速增速过大，以防止管道沉渣被

冲起，引起管网“黄水”。

7.2 外源污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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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p 应通过水力水质参数监测与计算，识别管网中水龄较长的区域，并应采取措施缩短管网水龄。

p 多水厂联合供水的管网，应通过优化各水厂的调度，使得管网平均水龄最短。多水厂联合调度

应根据管网拓扑结构、各水厂供水能力等因素确定。

p 针对供水路径较长致使局部区域水龄较长的管网，可采用中途二次消毒的方式保障管网水质。

消毒剂投量应根据水量、水龄、消毒剂衰减规律综合确定。

p 采用分区管理的管网，应明确分区末端管段，并应采取避免出现死水端的措施。

7.3 水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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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7.4.1　应加强对水源切换前后出厂水、管网水和末梢水的水质化学稳定性和生物稳定指标评价，

评价频率出厂水每周不应少于1次，管网水和末梢水每月不应少于2次；当切换前后拉森指数差值大

于0.2时，应注意“黄水”的发生。

7.4.2　当水源切换有大规模管网“黄水”风险时，应研究制定预案，综合采用管网水质敏感区识

别、分区供水调度、水质参数调节、新旧水源混合勾兑，或消毒剂/消毒工艺调节等措施。

南水北调受水区饮用水安全保障共性技术研究与示范（2009ZX07424-003）；南方大型输配管网

诊断改造优化与水质稳定技术集成与示范（2009ZX07423-004）；南水北调河南受水区饮用水安

全保障技术研究与示范（2012ZX07404-004）等水专项课题成果

7.4 水源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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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7.5.1　二次加压与调蓄入口消毒剂余量，应计入二次水箱和小区内管网消耗量。

实际经验表明水箱入口保障入水余氯不小于0.25mg/L。

7.5.2　各地应制定直供和无负压供水、水箱供水等不同类型二次供水方式的余氯内控标准。对于

个别不能达到内控标准的小区，可采取补氯等措施。

常州经验为控制直供和无负压供水的二次供水小区入口余氯浓度冬季不低于0.25 mg/L，夏季不低

于0.35 mg/L；采用水箱供水的二次供水小区入口余氯浓度冬季不低于0.35 mg/L，夏季不低于

0.45 mg/L。

7.5 二次加压与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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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七. 配水水质管控

7.5.3　水池（箱）的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应少于1次。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及其修订新标准（征求意见稿）

7.5.4　水池（箱）清洗消毒后应对水质进行检测，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色度、浑浊度、嗅和味、

肉眼可见物、pH值、菌落总数、总大肠杆菌群、消毒剂余量，检测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有关规定。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2018）

7.5 二次加压与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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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3 主要章节内容

Ø 原水水质水文特征

Ø 水厂处理工艺与管理水平

Ø 区域管网设计、材质、运维特点等

Ø 二次供水管理主体多元化

Ø 通过对全流程危害分析，获取相应CCP点，建立全流程HACCP控制体系，确保龙头水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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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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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p 案例1-山东省

Ø “全流程水质管控”理念已纳入山东省人民政府文件（鲁政字【2022】83号）《城市市政公用设

施网建设行动计划》要求：...供水系统全流程升级，出厂水浊度应按照0.5NTU以下设计；多屏障应

急，在水源、水厂、管网等设置关键指标在线检测，准确、实时、全面掌握水质水量情况，提升预

警预报和快速反应能力

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宣
贯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n  案例2-深圳市

供水系统
全流程梳理

基于关键点的
全流程控制

HACCP与智
慧水务技术支
撑精细化管理

水厂PMIS系统 管网外业系统

供水系统运行管理水平
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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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n 案例2-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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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n 案例2-深圳市

常态应用、动态调整、定期总结
n 水务人员水质管理意识明显提升

n 全流程预防性监控措施全面提升

n 生产全过程关键控制点清晰明确，从容应对风险

n 关注细节，促进生产更加稳定的运行

n 生产效率提高，为节能降耗带来更多的空间

n 生产管理活动的可追溯性加强，水质持续改进

n 建立健全水质管理制度

n 制定水质管理目标，实现目标管理，量化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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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n 案例3-济南市
Ø 济南市主城区应用供水系统全流程水质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体系，

逐步建立起了厂级全流程水质风险管控体系。以水厂为中心，上下
游联动，建立了相对独立供水区域的全流程水质风险管控体系，有
效提升了供水系统精细化管理水平。

Ø 2021年 4月 18日-19 日通过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组织的
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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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20054-2022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案例4-山东省庆云县

Ø 庆云县以双龙湖水厂为中心，建立起了厂级全流程水质风险管控体

系，实现了“原水-水厂-管网”上下游联动，有效提升了庆云县当

地的供水系统精细化管理水平。

风险指标：嗅和味、pH值、铝、浊度、耐
热大肠菌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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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p删除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的暂行规定

删除了GB 5749-2006 中表4“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因水源与

净水技术限制时对菌落总数、氟化物、硝酸盐和浑浊度等4项指标保留了过渡性要求。

p完善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要求

提出当水源水质不能满足相应要求，但“限于条件限制需加以利用，应采用相应的净化工艺

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应满足本文件要求”。

p删除涉及饮用水管理方面的内容

删除了行政管理相关要求，同时删除了GB 5749-2006 中“水质监测”的相关内容。

p保留了饮用水水质和卫生管理的要求

明确了集中式供水单位应符合《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规定

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p工作展望

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宣
贯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1
02

03

04

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卫生部行业规范）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6-2022）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城镇供水系统全过程水质管控技术规程（T/CUWA 20054-2022 ）

p 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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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标准宣贯系列
04 实际应用案例与展望

满足人民对
高品质饮用水

的向往

构建全流程、多维度
监测保障体系

提高水务行业
智能化水平

完善监测评估
标准化体系

提升检测监测
技术能力

p工作展望

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团
体
标
准
宣
贯



敬请批评指正！
欢迎提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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