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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5月30日至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水与卫生顾问委会员第八次会议暨亚洲地区对话会在我国上海
市召开，会议发表的材料表明，全球有26亿人未能喝上安全饮用水，26亿人缺乏必要的用水卫生设施
，每年有500万人、包括180万儿童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尚不能保障水环境得以实现应有的良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水污染尤其是饮水不安全问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困扰人们的身心健康。
据我国水利部统计，全国现阶段有3.2亿人饮水不安全、400多座城市缺水、1／3的饮用水水源不达标
，可以说饮水安全问题十分严竣。
饮用安全和卫生的水，是每一个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和渴望。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指出：“获得安全的水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因此是一项基本人权。
不洁的水危害所有人的身体健康，也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
这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
”我国饮用水水质的进一步改善同样十分迫切。
那么，什么样的水才算是安全和卫生的饮用水呢？
从概念上讲，它应该是在满足人体基本生理功能和维持生命基本需要的基础上，长期饮用可以改善和
促进人体的生理功能、有利于增强人体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
在实际生活中，其属性又往往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相适
应，一般是通过水质标准来进行衡量和判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水质标准是15项，改革开放之初增至35项，到2007年猛增至106项，这充分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饮水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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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章，分别为绪论、水质常规指标(上、下)、饮用水中消毒剂常规指标、水质非常规指标、
饮用水常规处理技术、饮用水深度处理技术、管道分质供水、应急安全供水、饮用水源保护等。
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了各类饮用水源水的性质与测定、处理技术，既注重新成果的应用，更注
重突出实用性，相信对新标准颁布实施后的水处理工程建设与管理，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与健
康饮水能够起到应有的借鉴与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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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质的策源地和场所称为水体污染源。
水体污染物大体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过程（例如大气降落物、岩石风化、有机污染物自然降解
等）产生。
例如河流上游的某些矿床、岩石和土壤中的有害物质通过地面径流和雨水淋洗进入水体，这种自然污
染源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但一般认为这种缓慢自然过程产生的污染只能算是水体中的沾染物。
二是水在应用过程中，如工农业生产等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废水以及生活污水、城市污水等。
当前，对天然水造成较大危害的是第二种污染源，即人为污染源。
全世界每年排放的污水达4260亿m3，造成河流稳定流量的40％左右和55000亿m3水体被污染（据另一
统计资料，全世界每年排入水体的污水量达7000亿m3，被污染的水量达85000亿m3）。
我国2000年排放的污水总量约为620亿m3（20世纪80年代年均为310亿m3、90年代年均为435亿m3），
造成近40％的河段水质达不到Ⅲ类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90％的城市水域环境污染严重、50％以上的
重点城镇水源地不符合饮用水质量标准，其污染源主要是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其严
重恶果就是造成区域性的水质型缺水（水质型缺水指因水源的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
而造成的缺水）。
1.3.1.1工业废水污染源各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生产废水、生产污水、生产废液等统称为工
业废水。
工业废水是当前人为污染源的头号策源地，其毒性和危害最为严重，且在水中不易被净化。
工业废水往往所含成分十分复杂，一般很难对其作出明确的分类。
表1-2按废水中所含污染物种类列举了与其相应的各种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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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致疾病风险与饮水安全技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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