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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佳木斯市生活饮用水进行卫生监测，可以及时了解
水质状况，确保居民饮用的水符合卫生标准，保障居民健
康。

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水质的监测和分析，可以为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科学依据。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
过对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测，可以推动佳木斯市生态文明
建设的深入开展。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目的和背景



监测范围
本次监测覆盖了佳木斯市所有区县的生活饮用水，包括自来水、井水、河水等不同来源的水。

监测方法
采用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生活饮用水的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毒理学指标等进

行全面监测。同时，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监测范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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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总体情况



监测点数和覆盖率

监测点数量

2018至2019年期间，佳木斯市共设

立了300个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点。

覆盖率

这些监测点覆盖了全市70%以上的供

水人口，确保了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和

广泛性。



VS
根据监测数据，佳木斯市生活饮用水总

体达标率为95%，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

准。

未达标指标

主要未达标的指标包括总大肠菌群、耐热

大肠菌群和余氯等少数指标，但超标情况

并不严重。

总体达标率

水质指标达标情况



佳木斯市生活饮用水主要来源于地下水和地

表水。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水质相对稳定，

达标率较高；而地表水受季节和气候变化影

响较大，水质波动较大。

针对不同水源类型，佳木斯市采用了多种水

处理工艺。监测结果表明，经过适当处理的

地表水和地下水均可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其中，采用活性炭吸附、超滤等先

进处理工艺的水厂出水水质更佳。

地下水与地表水比较 不同处理工艺比较

不同水源类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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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水质指标分析



反映水体清澈程度的指标，
监测结果显示佳木斯市饮
用水浑浊度较低，表明水
体清澈透明。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衡量水的颜色的指标，监
测结果表明佳木斯市饮用
水色度在正常范围内，水
色清澈。

反映水体是否存在异味的
指标，监测结果显示佳木
斯市饮用水无异味，符合
饮用水标准。

030201

物理指标



pH值

衡量水体酸碱度的指标，监测结

果显示佳木斯市饮用水pH值在适

宜范围内，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影响。

总硬度

反映水中钙、镁离子含量的指标，

监测结果表明佳木斯市饮用水总

硬度适中，不会对生活和工业生

产造成不良影响。

氨氮

衡量水中氨和铵离子含量的指标，

监测结果显示佳木斯市饮用水氨

氮含量较低，表明水体未受生活

污水和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

化学指标



微生物指标

反映水体受粪便污染程度的指标，监测结果表明佳木斯市

饮用水中总大肠菌群数量较低，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

耐热大肠菌群

指示水体可能存在的病原菌污染情况，监测结果显示佳木

斯市饮用水中耐热大肠菌群数量在正常范围内，不会对人

体健康构成威胁。
余氯

反映水体消毒效果的指标，监测结果表明佳木斯市饮用水

中余氯含量适宜，能够保证水体的消毒效果并防止微生物

的再次繁殖。

总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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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水质比较



水质指标
对各项水质指标进行监测，包括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
埃希氏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砷、镉、铬等重金属指标。

结果分析
比较市区和郊区的水质监测结果，分析差异及可能原因，如水源地
保护、供水设施管理等。

监测点分布
在市区和郊区分别设立多个监测点，覆盖不同水源和供水方式。

市区与郊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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