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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论 

 

一、概述 

（一）饮用水的重要性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生活饮用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水是生命之源，水约占成年人体重64.7%，是维持正常生理机能所必需。 

水的生理功能：参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参与体内代谢及代谢产物的排泄；参与

体温调节；其他：保持关节、肌鞘器官润滑和柔和等。 

饮用水污染导致的疾病：介水肠道传染病；化学污染水致急慢性中毒；有机污染、

农药、藻毒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污染、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的污染，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对人类健康威胁。 

水与生活质量关系：充足的、安全卫生的供水用于沐浴、洗衣、清洗餐具、环境

清扫，提高个人卫生和生活环境质量，减少疾病传播。住宅内有上、下水卫生设施的

居民，其肠道传染病发病率是室外取水和用厕居民的 1/5。 

（二）饮用水卫生的严峻形势 

饮用水地表水水源 95% 受污染；自来水厂传统水处理工艺不能彻底去除新的有机

污染物和藻毒素、环境激素；管网污染：陈旧老化、渗漏率高，出厂水→用户自来水

龙头，水质不合格率增加 20% 左右；二次供水污染：高层水箱、蓄水池不清洗消毒，

水质安全得不到保证；桶装水、家用净水器管理不当致二次污染；管道分质直饮水尚

未规范化管理。 

鉴于饮用水如此重要，又面临饮用水卫生的严峻形势，更叠显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的重要性。 

二、饮用水的基本概念 

（一）生活饮用水（简称饮用水） 是指人们的饮水和生活用水，主要通过饮水

和食物经口摄入体内并可通过洗漱、洗涤物品、沐浴等生活饮用水接触皮肤或呼吸摄

入人体。饮用水与人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不亚于食品。包括集中式

供水（自来水、自备水源、分质供水）、二次供水、桶装饮用水、瓶装饮用水，其中

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按生活饮用水进行管理，桶装和瓶装饮用水按食品进行管理。 

（二）生活饮用水分类  按供水方式分：1、集中式供水（城市集中式供水、自

建设施供水、分质供水）；2、二次供水；3、分散式取水（井水及河水等）。按地区分：

1、城市供水；2、农村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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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式供水  自水源集中取水，通过输配水管网送到用户或者公共取水点

的供水方式包括自建设施供水。为用户提供日常饮用水的供水站和为公共场所、居民

社区提供的分质供水也属于集中式供水。 

（四）自备水源（自建设施供水） 是指使用井水或河水为水源，经简单净化消

毒处理的供水方式。 

（五）分质供水（管道直饮水） 是指利用过滤、吸附、氧化、消毒等装置对符

合卫生要求的源水作进一步的深度（特殊）处理，通过独立封闭的循环管道输送，供

直接饮用的水。 

《卫生部关于分质供水卫生许可证发放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发［2005］191 号：

“分质供水是集中式供水的一种形式，应当属于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范围”。 

（六）二次供水  集中式供水在入户之前经再度储存、加压和消毒或深度处理，

通过管道或容器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七）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  日供水在 1000m3以下（或供水人口在 1万人以下）

的农村集中式供水。 

（八）分散式供水  用户直接从水源取水，未经任何设施或仅有简易设施的供水

方式。 

（九）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  从事净水、取样、化验、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及

水池、水箱清洗人员。 

（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  凡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

的连接止水材料、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管件、防护涂料、水处理剂、除垢剂、水质

处理器及其他新材料和化学物质。 

（十一）供水单位  指集中式供水单位和二次供水单位，即市政自来水厂、单位

自建水厂、分质供水单位、自备水源单位、二次供水单位。（《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第二条） 

（十二）管道  利用过滤、吸附、氧化、消毒等装置对符合卫生要求的源水作进

一步的深度（特殊）处理。通过独立封闭的循环管道输送，供人直接饮用的水。  

（十三）介水传染病  介水传染病是通过饮用或接触受病原体污染的水而传播

的疾病，又称水性传染病。在我国的 37 种法定传染病中，法定的介水传染病有

8 种：霍乱、病毒性肝炎（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脊髓灰质炎、阿米巴痢疾、

伤寒和副伤寒、钩瑞螺旋体病、血吸虫病、感染性腹泻病。2006 年，介水传染

病占传染病总数 27.7%。 



 3 

饮用水卫生法律法规 

 

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200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2007 年 07 月 01 日起施行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200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1997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海南省城镇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1998 年 8 月 31 日起实施 

《海口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02 年 3 月 28 日起实施 

二、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

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第二款：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

查职责： 

第（四）项：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

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

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物品或

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

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第七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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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第（二）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第（三）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传染病防治法》赋予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与义务： 

（一）对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第29 条第 2 款）； 

（二）对供水单位和涉水产品监督检查（第53 条）； 

（三）对违法的供水单位、涉水产品生产或销售单位处罚（第73 条）； 

（四）发现被病原体污染的水源，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的临时控制措施（第

55 条）； 

（五）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不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其他失职、渎职行为，追究

卫生行政部门法律责任（第 66 条）。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饮用水行政规章，该《办法》基本上体现了供水各环节的一体化

法制管理，是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的主要法律依据。 

卫生行政部门是城市饮用水卫生监督机关；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饮用水管理机关。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和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监督。 

第四条：国家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卫生许可制度。 

第六条：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第七条：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的卫生许可证。 

第八条：供水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应当符合卫生

要求，选址和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九条：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

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条：第一款：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及必要的水质检

验仪器、设备和人员，对水质进行日常性检验，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检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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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

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和病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 

第十二条：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后，方可生产

和销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件的前款产品。 

第十三条：饮用水水源地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

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及一切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行为。 

◇ 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水源保护区红头文件： 

1、《海口市水源卫生防护管理暂行规定》（1992-09-12起实施） 

2、《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口市城市供水管理规定》（1996-12-23起实施） 

3、《关于印发海口市永庄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海

府办［2009］220 号） 

4、《关于印发海口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海办字［2009］84

号） 

第十四条  第一款：二次供水设施选址、设计、施工及所用材料，应保证不

使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并有利于清洗和消毒。各类蓄水设施要加强卫生防护，

定期清洗和消毒。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情况另行规

定。 

※ 《海南省城镇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一条“二次供水和自建设

施供水的蓄水设备清洗每年不得少于一次”、《海口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二次供水设施应每半年清洗消毒一次”、《二次供水设

施卫生规范》“管理单位每年应对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消毒”，因此建议每年

清洗 1-2次，要求学校每年清洗 2 次。 

第十四条  第二款：☆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取得当地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后，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作。从事二次供水清洗

消毒人员，必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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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许可”已经在 2004 年国务院清理行政许可项

目时被清理掉了，因此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不需要取得卫生行政

许可。 

第二十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本

办法第十六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有效期四年，每年复核一次。有效期满前六

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第二十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

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对供水单位

处以 2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三十七条：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得预防性健康体检

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 2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项：在饮有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

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的； 

第（二）项：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选

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水的； 

第（三）项：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 

第（四）项：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 

（★《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进，

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或处以 500 元以

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 

须取得卫生部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批件的有三类：①进口涉水产品；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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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质处理器和防护材料；③与饮用水接触的新材料和新化学物质。 

※ 水质处理器包括：吸附型净水器、过滤型净水器、饮用水 pH 调节器、

饮用水软化、除盐处理器、饮用水消毒设备等。防护材料包括环氧树脂涂料、

聚酯涂料、丙烯酸树脂涂料、聚氨酯涂料。 

须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批件的：用涉水产品分类目录

中列明材质制造的下列产品：国产输配水设备（管材、管件、蓄水容器等）、水处理

材料（吸附、过滤材料等）、化学处理剂（絮凝剂、助凝剂、pH 调节剂、灭藻剂、阻

垢剂、消毒剂）。 

※ 净水型饮水机：属于水质处理器，应取得卫生部批件，加温型饮水机属

于输配水设备，应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件。 

※ 活性炭净水器：属于水质处理器，应取得卫生部批件。 

活性炭（粉末、颗粒、烧结、载银活性炭、活性碳纤维等）：属于水处理材料，

应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件。 

不需获得卫生行政许可的涉水产品：矿化水器或矿化水剂；陶瓷、水泥类输配水

设备；氯（液氯、氯气）；石英砂；水泵、阀门、水表、水处理剂加入器等机械部件。

上述产品应索取检验合格证明或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注意：水杯、水壶、咖啡壶等食品容器不作为涉水产品监管。 

※ 蓄水容器 

不锈钢、玻璃钢类：须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陶瓷、水泥类：不需获得卫生行政许可，但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法对其产品进

行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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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卫生标准和规范 

 

一、《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一）该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具有法律属性，是通过法律、行政法规

等手段强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是饮用水卫生执法的重要执法依据。 

（二）标准规定了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要求、水源水质卫生要求、集中式供水单

位卫生要求、二次供水要求、涉水产品卫生要求、水质监测和水质检验方法。  

（三）适用范围：城乡各类集中式供水的生活饮用水，也适用于分散式供水的生

活饮用水。 

（四）共 106 项指标，包括微生物指标 6 项，毒理指标 74 项（其中，无机化合

物指标 21 项，有机化合物指标 53 项），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 20 项，消毒剂指标

4项，放射性指标 2项。 

（五）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或潜在威胁的指标占 80% 左右，属于影响水质感

官性状和一般理化指标占 20% 。 

（六）微生物指标：增加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贾第鞭

毛虫和隐孢子虫四项指标。 

（七）毒理指标：指标数近原标准的5倍，主要来源是农药、工业污染及藻类。 

二、《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 

范围：本规范适用于从事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生产、加工、施工、使用和

管理的单位。 

（一）设施的卫生要求 

1、设施周围应保持环境整洁，应有很好的排水条件，供水设施应运转正常。 

2、设施与饮水接触表面必须保证外观良好，光滑平整，不对饮水水质造成影响。 

3、通过设施所供给居民的饮水感官性状不应对人产生不良影响，不应含有危害

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不引起肠道传染病发生或流行。 

（二）设施设计的卫生要求 

1、设计水箱或蓄水池：饮用水箱或蓄水池应专用，不得渗漏，设置在建筑物内

的水箱其顶部与屋顶的距离应大于 80cm，水箱应有相应的透气管和罩，入孔位置和

大小要满足水箱内部清洗消毒工作的需要，入孔或水箱入口应有盖（或门），并高出

水箱面 5cm 以上，并有上锁装置，水箱内外应设有爬梯。水箱必须安装在有排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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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盘上，泄水管应设在水箱的底部，溢水管和泄水管均不得与下水管道直接连通，

水箱的材质和内壁涂料应无毒无害，不影响水的感官性状。水箱的容积设计不得超过

用户 48h 的用水量。 

2、设施不得与市政供水管道直接连通，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连通时必须设置不承

压水箱。设施管道不得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如必须连接时，应采取防污染的措施。

设施管道不得与大便口（槽）、小便斗直接连接，须用冲洗水箱或用空气隔断冲洗阀。 

3、设施须有安装消毒器的位置，有条件的单位设施应设有消毒器。 

4、设计中使用的过滤、软化、净化、消毒设备、防腐涂料，必须有省级以上（含

省级）卫生部门颁发的“产品卫生安全性评价报告”。 

5、蓄水池周围 10m 以内不得有渗水坑和堆放的垃圾等污染源。水箱周围 2m 内

不应有污水管线及污染物。  

（三）设施的水质指标 

必测项目：色度、浊度、嗅味及肉眼可见物、pH、大肠菌群、细菌总数、余氯。

选测项目：总硬度、氯化物、硝酸盐氮、挥发酚、氰化物、砷、六价铬、铁、锰、铅、

紫外线强度。增测项目：氨氮、亚硝酸盐氮、耗氧量。  

（四）预防性卫生监督 

卫生部门必须参加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和水质监测（按本规范全

项指标），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五）设施日常使用的卫生要求： 

1、设施的管理部门负责设施的日常运转、保养、清洗、消毒。 

2、管理单位对设施的卫生管理必须制定设施的卫生制度并予以实施，管理人员

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上岗。 

3、管理单位每年应对设施进行二次全面清洗，消毒并对水质进行检验，及时发

现和消除污染隐患，保证居民饮水的卫生安全。 

4、发生供水事故时，设施和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保证居民日常生

活用水，同时报告当地卫生部门并协助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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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单位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制管水人员必须取得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

和健康体检合格证明。 

二、健全卫生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卫生管理人员，按要求建立、健全卫生档案。 

三、水净化处理设备、设施必须满足净水工艺要求，必须有消毒设施，并保证正

常运转。 

四、输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应密封，严禁与排水及非生活饮用水的管网相连接。 

五、健全放水、清洗、消毒和检修制度及操作规程，贮水设备要定期清洗和消毒，

管网未稍应定期放水清洗。 

七、水处理设备、设施、管网投产前或者修复后，必须严格冲洗、消毒，经水质

卫生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水。 

八、必须设置水源卫生防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质卫生的设施

和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活动。 

九、生产区和单独设立的泵站、沉淀池和清水池外围 30 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生活

居住区，不得修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管道。 

十、必须配备相应的水质检测设备和人员，定期进行水质检测，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后方可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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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饮用水消毒的目的是什么？  

答：杀灭致病菌，防止发生肠道传染病。  

二、生活饮用水常用的消毒方法是什么？  

答：液氯、漂白粉、漂白粉精片、优氯净。  

三、如何用漂白粉、优氯净进行消毒？  

答：用漂白粉：若某水井蓄水 1立方米，漂白粉精片有效氯为 60% ，取 9.5克溶于适

量水中，取其上清液加入水井中，并充分搅拌均匀，半小时后井水即可取用；若漂白

粉有效氯含量为 25％，取 23.8克溶于适量水中，取其上清液加入水井中，并充分搅

拌均匀，半小时后井水即可取用。 

若用 40％优氯净消毒饮用水，则消毒每吨水投加量为12.5克。先将 12.5克优氯净用

清水溶解后加入水井中，并充分搅拌均匀，半小时后井水即可取用。 

四、测定饮用水中余氯的作用是什么？ 

答：确定饮用水的消毒效果及防止生活饮用水二次污染。 

五、消毒效果的常用指标是什么？ 

答：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余氯量。 

六、打井取水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要远离畜圈、垃圾点、粪坑 30 米以上；远离工业污染源。 

七、二次供水的储水设备（水箱）的溢水管为什么要有网罩？ 

答：防止病媒动物和昆虫进入水箱污染水质。 

八、二次供水水箱为什么要加盖加锁？ 

答：防止投毒，防止病媒动物和昆虫掉进水箱污染水质。 

九、二次供水的排水管为什么不能与下水道管直接连接？ 

答：防止因负压和虹吸，把下水道的污水吸入水箱；防止下水的废气通过排水管渗入

水箱。 

十、为什么要定期清洗二次供水水箱？ 

答：去除水箱壁及水箱底的附着物和沉淀物，防止水箱污染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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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水被微生物污染的特征：突发大量人群发病；人和动物粪便污染是引起介水传染

病发病的主要威胁。 

十二、什么叫介水传染病？ 

答：水源受病原体污染后，未经妥善处理和消毒即供居民饮用，或者是处理后的饮用

水重新被病原体污染。饮用水被病原微生物污染后，如病原微生物在水中存活时间长，

饮水人数又多，就会造成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十三、发生饮水污染事件如何处理？ 

答：立即停止饮用该水源，并立即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采取相应措施。 

十四、什么是集中式供水，有何优缺点？ 

答：集中式供水（又叫自来水）：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由输

水管网送到用户的供水形式。 

优点是可选择较好的水源，有利于进行水源卫生防护，防止水质污染，取水方便，也

便于实行卫生管理和监督。缺点是集中式给水如果设计和管理不当，水一旦受到污染，

就有可能引起大范围的疾病流行或中毒，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必

须搞好集中式的给水卫生，提供安全生活饮用水。 

十五、什么是二次供水，应注意哪些卫生学问題？ 

答：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前经过再次储存、加压和消毒或进一步处理，通过管道或

容器输送给用户的供水方式。二次供水必须注意防止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染，有相

应的消毒净化设施。有专人负责定期清洗消毒水池，定期检査水质。 

十六、供管水人员为什么要定期（每年一次）体检，并严格执行“五病”(痢疾、伤

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皮肤病)调离制度？ 

答：防止供管水人员将所患疾病经水传播给人群。 

十七、供管水人员为什么要定期进行卫生知识培训？ 

答：让供管水人员熟悉有关的法律、行政规章、饮水卫生标准，掌握相应的卫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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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参考 ）

为加强对我单位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及对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的

统一领导，实施应急处理，成立我单位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和污染事故

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各负其责，各尽其能。 

1、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组  长：  物业总经理 /或经理    杨**  

副组长：  物业经理/或主任       王** 

成  员：  水电工/或管理人员     陈**  、林**、 李**  

2、组长主要职责 

负责对供水总体方案的组织落实，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供水系统突发

时间专题分析会，每季组织检查各个供水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当出现突发

时间，全权指挥，协调好与其他各个部门的关系，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3、组员主要职责 

每天按照运行值班制度，严格检查供水设备，水池上锁情况，做记录；

发现异常情况，要立即报告。主要接受本单位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应急处

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部署，积极配合各个相关部门对生活饮用水污染

事故开展的各项调查、处理、救援等工作。 

              

 

**************（加盖单位公章）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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