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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州水务控股有限公司、河南省城乡水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张南、申晨亮、周涛、帖靖玺、李培校、闫洪涛、陈超、王宏伟、段江舟、 

陈润锋、刘国启、张思源、安婷、李连香、周娃妮、刘昆鹏、王雪莹、曲钧浦、闻童、王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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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乡供水一体化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基本规定、组织管理、工程运行管理、水质管 

理、供水信息系统管理、运营管理、安全与节能管理、应急管理、环境与卫生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的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CJJ 92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GA 151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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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乡供水一体化

实施城乡供水资源整合，对城市和农村供水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实 

现城乡供水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

3.2

农村供水工程

向村镇居民和单位供应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不包括灌溉用水）的工程。

[来源： SL 310—201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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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从水源集中取水，视必要经净化和消毒后，通过配水管网输送到用户或集中供水点，且设计供水 

规模大于等于10 m³/d或设计供水人口大于等于100人的供水工程。

[来源： SL 310—2019, 2.0.3]

4  基本规定

4.1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应满足 SL 310、GB 50013 的要求，具备正常运行条件。

4.2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应明确供水管护单位，推进县域或片区内统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维护， 

提高专业化管护水平。

4.3  设计供水规模 1000 m3/d 及以上供水工程应按规定取得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

4.4  供水单位应对饮用水生产全过程各个环节进行危害分析，确立关键控制点，实施有效预防和监 

控，确保供水水质符合 GB 5749 规定的要求。

4.5  与水直接接触的材料、药剂、设备、产品等，均应具有有效的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产品合 

格证及检验报告；采购、储存和使用应符合相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不得投入使用。

4.6  因施工、维修等原因临时停止供水时，应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有效途径，提前通告用户；发 

生水污染等事件，供水单位应立即启动供水应急预案，并及时向政府和主管部门报告，查明原因，妥  

善处理。

4.7  供水单位应逐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建立服务电话，并保持通信畅通。应对用水户宣传饮用水 

卫生安全、节约用水和用水缴费等知识。

4.8  供水单位应建立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修理三级维护检修制度，并按计划及时开展维修养护工 

作，做好相关记录。

5  组织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供水单位应强化内部管理，接受各级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和社会监督，听取用水户意 

见，提高服务质量。

5.1.2  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生产运行、水质检验、计量收费、维修养护、安全生产和卫生防护等各项 

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运行管护人员应按规定填写运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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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供水单位应依据本标准并结合工程实际，制订和完善运行管理手册，梳理管理事项，明确工作 

标准、工作流程及工作台账等要求，并贯彻执行。

5.2  管理机构

5.2.1  鼓励各地成立县级或区域供水公司，承担供水工程统一管理工作。

5.2.2  管理责任主体、供水单位和管理责任人名单应进行公示，接受用水户及社会监督。

5.3  岗位管理

5.3.1  供水单位应按照因事设岗、以岗定员、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择优配 

备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管理岗位设置可参见附录 A.1，配置人数可参见附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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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县级或区域统管的农村供水工程，除关键岗位外，其余岗位人员可适当兼岗。信息化程度高的 

供水工程，在满足工程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岗位人数可适当减配。

5.3.3  设计供水规模 1000 m3/d 及以上供水工程制水、检测等关键岗位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5.3.4  直接从事制水、水质检测、管网维护的管理人员应持有健康合格证，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传 

染病患者或病原携带者均不得直接从事供水生产和运行管理。

5.3.5  管理人员应具有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和自身岗位职责 

要求，持证上岗。

5.3.6  供水单位应加强职工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制订职工年度培训教育计划。教育培训内容应包括 

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规程规范、岗位技能等。

5.3.7  管理人员每年应进行不少于 1 次的安全生产培训。

5.3.8  供水单位应加强对运行管理人员应急处置业务培训。

5.3.9  新进人员、转岗人员、离岗 1 年以上重新上岗者，应进行全面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5.4  管理制度

5.4.1  供水单位应根据工程运行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5.4.2  管理制度应包括岗位责任、运行操作、安全生产、水源保护、水质检测、维修养护、应急管 

理、计量收费、财务管理、培训考核等规章制度。

5.4.3  各项制度应结合水源情况、净水工艺、消毒工艺、输配水设施等工程实际，内容完整、要求明 

确，具有可操作性。

5.4.4  运行管理图表、操作流程及相关制度应醒目地悬挂在工作场所。

6  工程运行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供水单位应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后划定工程管理和防护范围。

6.1.2  水厂应进行封闭式管理。防护范围内不应设置居住区（值班人员居住区域除外）、渗水坑，不 

得堆放垃圾或铺设污水管道，宜进行绿化美化。

6.1.3  新接入或更新、检修的输配水管道通水前，应先检查所有空气阀是否完好有效，并进行水压试 

验，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投入运行。

6.1.4  净水构筑物（或净水装置）不应超负荷运行。

6.1.5  工程投产前或制水设施设备修复改造后，应进行冲洗、消毒，供水水质指标经检验合格后方可 

正式供水。

6.1.6  供水单位应保存完整的输配水管网图，供水规模 1000 m3/d 及以上供水工程应保存电子版输配 

水管网图，详细注明管道和各类阀井的位置，并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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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源与取水构筑物管理

6.2.1  供水工程应按规定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边界设立地理界标、警示标识或宣传牌，相关要 

求应符合 HJ 338、HJ/T 433 规定。由村级管理的单村供水工程宜将水源保护要求纳入村规民约。

6.2.2  在取水口附近适当地段应安装明显的标志牌。取水构筑物及取水口周边环境应定期进行巡查， 

汛期和冰冻期应加密巡查频次，观测水量变化情况，当发现水源水量或工程取水量不足时，应及时分 

析原因，采取措施。

6.2.3  取水构筑物应及时清除杂物，定期清洗和消毒，保持取水口周边水流通畅，环境卫生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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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以地表水作为水源的城乡供水工程取水口应设置格栅或格网。取水构筑物的构件、格栅、格 

网、钢筋混泥土构筑物等应每年检修 1 次，修补易损构件，对金属结构进行除锈处理。

6.3  净化消毒设施设备管理

6.3.1  净化

6.3.1.1  制水构筑物（或制水装置）设置的水质控制点出水浊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查明原因，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

6.3.1.2  药剂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情况、相似条件下的运行经验和混凝烧杯实验确定。混凝烧杯实 

验每周应至少开展一次），原水切换、原水水质波动期间，应根据需要增加烧杯实验频次。

6.3.1.3  混合设施，每半年检查 1 次，每年检修 1 次，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

6.3.1.4  各净水构筑物日常巡查中应及时清除淤积泥沙。

6.3.1.5  根据水源变化，定期对净水构筑物进行冲洗与反冲洗。

6.3.1.6  沉淀池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控制运行水位，防止沉淀池出水淹没出水槽的情况发生；

b)  根据原水浑浊度实时调整排泥周期；

c)  出水浑浊度应控制在 3 NTU 以下；

d)  启用或停运时，操作宜缓慢进行；

e)  平流沉淀池，每年清洗 1 次～2 次，有刮泥机的，可适当减少清洗频次；斜管沉淀池，每 3 

月～6 月清洗 1 次；

f)  平流沉淀池和斜管沉淀池，每年排空检修 1 次。

6.3.1.7  一体化净水装置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滤料更换或补充应满足设计要求；

b)  按产品说明书或相关标准的要求，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应检测装置的进出水水质，根据水 

质情况调整混凝剂、消毒剂的投加量；

c)  装置停用期间，应关闭加药装置、控制柜、进水阀，保持所有反冲洗排水阀、排气阀处于关 

闭状态；

d)  每年不少于 1 次防腐防锈处理。

6.3.2  消毒

6.3.2.1  生活饮用水应消毒。城乡供水工程应根据供水规模、管网情况、经济条件等综合因素，合理 

配备消毒设施。

6.3.2.2  城乡供水工程应根据原水水质、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消毒剂余量合理确定消毒剂投加量，并 

按时记录各种药剂的用量、配制浓度、投加量及处理水量。消毒剂的运输、储存、使用等操作应符合  

SL 310 要求。

6.3.1.1
6.3.1.2
6.3.1.3
6.3.1.4
6.3.1.5
6.3.1.6
6.3.1.7
6.3.2.1
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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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消毒剂投加点宜设在清水池、高位水池或水塔的进水口处；无调节构筑物时，可在泵前或泵 

后管道中投加。当原水中有机物和藻类较多时，可在混凝沉淀前和滤后分别投加，但应防止副产物超  

标；管线过长时，应在管网中途添加消毒剂，以确保管网边远地区的余氯量，防止细菌繁殖。

6.3.2.4  消毒剂与水应充分混合，与水的接触时间的限值为：当采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消毒时，应充 

分混合，与水体有效接触时间应不小于 30 min；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中消毒剂余量应符合 GB 5749 的 

规定。

6.3.2.5  饮用水消毒设施及消毒间的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按时记录各种药剂的用量、配制浓度、投加量及处理水量；

6.3.2.3
6.3.2.4
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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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操作规程要求巡查消毒设备与管道的接口、阀门等渗漏情况，及时更换易损部件，每半年 

维护保养 1 次。

6.3.2.6  用二氧化氯消毒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原料氯酸钠、亚氯酸钠和盐酸、硫酸等严禁相互接触，应分类贮存；

b)  二氧化氯发生器的原料需要人工配制或稀释时，应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操作，同时操作人员 

应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c)  二氧化氯发生器长期不用时，应彻底排空，清洗原料桶、计量泵和反应器后存放。

6.3.3  管理要求

6.3.3.1  药剂溶液应按规定的浓度用清水配置，并根据原水水质和流量确定加药量、药剂浓度、投加 

量及加药系统运行状况应每日记录。

6.3.3.2  絮凝剂、消毒剂等药剂应根据其特性和安全要求分类妥善存放，实行专人管理，并做好出入 

库记录。各药剂仓库和加药间，根据需要应备有防毒面具、抢救材料和工具箱，设立安全防护措施，

定期检修和防腐处理。

6.3.3.3  消毒间应保持干燥、清洁，宜具有良好的通风换气设施，备有防毒面具、抢救材料和工具箱

等。

6.3.3.4  有条件的供水单位宜根据原水水质及水质变化的实际情况，配备多种净水药剂，如混凝剂、 

助凝剂、 pH 值调节剂、氧化剂等，并开展相关净水工艺试验研究。

6.4  过程控制

6.4.1  设计日供水规模 1000  m³及以上供水工程宜结合水源水质及处理工艺的特点，在关键控制点确 

定合适的水质指标及限值，过程水检测指标超过限制时，应及时结合风险体系查找、分析原因，优化  

调整工艺运行，确保出厂水达标。关键控制点要求如下：

a)  沉淀池的出水口应设置水质控制点，平流沉淀池集水区水体清澈，斜管沉淀池内水体清澈、 

斜管清晰可见，浑浊度指标一般控制在 3NTU 以下，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5.0 NTU；

b)  滤池出口应设置水质控制点，滤后水浑浊度应小于 0.5 NTU，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1 NTU。

6.4.2  制水构筑物（或制水装置）设置的水质控制点出水浑浊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查明原因，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

6.4.3  配水管网过长时，应在管网中途添加消毒剂，以提高管网边远地区的消毒剂余量，防止细菌繁

殖。

6.5  泵房与输配水管网管理

6.5.1  泵站管理应符合 GB∕T 30948 的规定。泵房设备的流量、扬程、轴功率等技术参数符合工艺要 

求，泵铭牌效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6.5.2  水泵工作时，吸水池（或井）水位不应低于最低设计水位。环境温度低于 0  ℃、水泵不工作

时，应将水泵、管道及其附件内的存水排净。

6.3.2.6
6.3.3.1
6.3.3.2
6.3.3.3
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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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供水单位应及时更新输配水管网图，详细注明管道和各类阀井的位置。有条件的宜将供水管网 

的管理纳入运行管理平台。

6.5.4  输配水管网管理按照 CJJ 207 进行，管网漏损率符合 CJJ 92 要求。

6.6  调蓄构筑物管理

6.6.1  清水池（高位水池、水塔）应设置水位计，并能连续监测。不得超上限或下限水位运行。

6.6.2  清水池顶不应从事有可能影响水质和影响结构安全的活动，清水池四周应保持排水通畅，防止



6

DB41/T XXXX—XXXX

污水倒流和渗漏。

6.6.3  检测孔、通气孔和人孔宜加强防护措施。

6.7  机电设备管理

6.7.1  机电设备应保持运转正常、平稳、无异常噪音；设备及附属装置完好无损；阀门启动灵活，保 

护装置可靠，接地符合要求。

6.7.2  设备应做好防冻、防腐、防盗等措施。裸露在室外的金属设备及附属装置无腐蚀，基础牢固。

6.7.3  仪器仪表应按规定标准和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仪器仪表使用时应保持各部件完整、清洁无 

锈蚀，玻璃透明。表盘标尺刻度清晰，铭牌、标记和铅封完好。仪器仪表周围环境应清洁、无积水。

6.8  自动化系统和设备管理

6.8.1  系统软件和设备应定期巡视、检查、测试、校准和记录。每年应对自动化监控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发现系统监测数据与实际不符等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

6.8.2  自动化系统维护或检修时，不得影响正常供水，并应将控制装置由自动档切换到手动档。

6.8.3  视频安防系统应连续运行，图像存储设备应满足各监控点 1 个月的存储容量，关键部位宜连续 

录像，摄像头、云平台应定期进行清洁、除垢，及时清理障碍物。

6.9  厂区管理

6.9.1  厂区及周边环境保持整洁。水厂生产区应与办公区隔离，并设置警示标志，未经许可非生产人 

员禁止进入生产区。

6.9.2  厂区应根据巡查要求，合理设置巡查路线与巡查点，并设置标识牌。巡查点应设置在制水工艺 

关键环节，巡查线路应串联各巡查点，并保证线路顺畅，避免出现巡查不到位的情况。

6.9.3  各类生产构（建）筑物应保持卫生整洁，排水通畅，通风和照明设施齐备。

6.9.4  厂区内应配备防火、防汛、备用电源等应急器具和物资。

6.9.5  厂房内设备和工器具及有关材料应设置专区，堆放合理，摆放整齐。

6.9.6  厂房内走台、坑、池、配电间、加药间等安全隐患处要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和保护措施。

6.10  工程巡查与维修养护

6.10.1  供水工程应制定相应的运行维护操作规程，定期对制水生产的主要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6.10.2  日常检（巡）查、安全检查、定时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6.10.3  增加或更新设备设施符合卫生许可或卫生评价报告、设计饮用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的要求。

6.10.4  供水单位应定期分析供水管网漏损率，漏损率大幅升高时应及时查找并解决漏水问题。

6.10.5  工程检查

6.10.5.1  工作人员当班期间，应按规定的巡查路线和检查要求进行工作，巡查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 

当班负责人汇报，及时处理并详细记录。必要时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汇报。

6.10.5.2  水源地保护范围应定期开展巡查，巡查频次每月不应少于 1 次。

6.10.5.1
6.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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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3  供水单位应日常巡查水源水量变化情况，每日 1 次以上。取水构筑物及取水口周边环境应 

定期进行巡查，巡查频次每天不应少于 1 次。汛期和冰冻期应加密巡查频次，如取水构筑物及取水口 

安装视频监控，则可降低巡查频次，每周不应少于 1 次。

6.10.5.4  厂区应定时巡查，巡查频次每天不少于 3 次；如厂区安装视频监控，则可降低巡查频次， 

但每天不应少于 1 次。汛期应加密巡查频次，每日 5 次以上。巡查内容增加制水设备设施四周是否排 

水通畅，防止污水倒流和渗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

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17035161043006056

6.10.5.3
6.10.5.4
https://d.book118.com/617035161043006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