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国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报告 

摘要 

1：2017 年全国公开了 2056 个水源地的水质，比 2016 年增加 54.2%，但仍需加强县级水源

地水质公开 

2：2017 年全国共有 147 个水源地水质出现过超标，占比 7.1%，与 2016 年基本持平；但水

源地的平均超标次数增加 15.1%，总体来看全国水源水质呈下降趋势 

3：2017 年黑龙江、内蒙古和湖南的累计超标次数全国最多，广东、重庆、海南、西藏水源

水质达标率 100% 

4：2017 年 35 个水源地全年超标，51 个水源地遭受浓度较高或具毒理性的污染物影响，分

别比 2016 年增加 119%和 240% 

5：2017 年 9 个城市的自来水水质超标时间和超标因子与水源超标情况吻合，水源水质关乎

公众饮水安全 

6：2017 年水源污染物类型比 2016 年明显增加，表明污染源头和污染成因更加多样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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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从 2016 年开始发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信息，2017 年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2017 年全国 31 个省及直辖市的环保厅（局）网站上按月份发布所在省（市）的地市级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2017 年全国进行水质监测并发布监测信息的水源地数量为

2056 个，其中，市级和县级水源地分别为 943 和 1113 个，各占比 46%和 54%。公布的水源

地总数比 2016 年增加 723 个，增长率为 54.2%。 

 

 

图 1 2016、2017 年各省水源地公开数量对比 

图 1 中箭头表示该省 2017 年新增发布水质监测信息，新增发布水源地以县级为主。2017

年，有 15 个环保厅（局）网站按季度发布了所在省县级集中式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对比

2016 年的发布情况新增了 10 个。根据环保部办公厅印发的《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

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中对水源地监测信息的公开要求，2017 年底所有县级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需要进行监测并在政府网站进行试公开，2018 年第一季度所有的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必须公开。目前我国县级水源地的水质公开情况仍未达到《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

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的要求，建议环保部督促未公开县级水源地水质监测信息的省份进行

公开。 



 

 

ԑ 2017 Ὴ ᵩ ‟ 

2.1 2017 年全国水源水质总体下降 

2017 年，全国各省共有 147 个水源地水质出现过超标，占水源地总数的 7.1%，与 2016

年的比例（7.4%）基本持平。然而，这 147 个水源地累计超标达到 890 次，平均每个水源地

超标 6.1 次，占了市级水源地一年 12 次监测的一半以上（县级水源地一年只监测 4 次）。

相比较而言，2016 年 98 个超标水源地的平均超标次数为 5.3 次，在平均超标次数上 2017

年比 2016 年多出 15.1%。 

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虽然超标水源地占比基本持平，但水源地的平均超标次数所反

映的平均超标时间却在明显增加，从总体来看，全国水源水质呈下降趋势。 

 

 
图 2 2016 与 2017 年超标水源地平均超标次数对比 

2.2 水源地水质恶化情况集中，部分省份水源地水质不容乐观 

图 3 通过统计全国不同省份累计超标次数，反映各省的水源地污染严重情况，颜色越深

的省份累计超标次数越多。累计超标次数最多的三个省为黑龙江、内蒙古和湖南，其分别为

141 次、101 次和 91 次。 



 

 

 
图 3 2017 年全国各省水源地累计超标次数 

 

各省编制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方案》中设定了 2020 年水源地的达标率目标，从 2017

年的水源地水质情况来看，还有 19 个省份及直辖市达标率未达到 2020 年目标。表 1 中填充

红色的省份 2017 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未达到 2020 计划目标，排名越靠前，2017 年达标率

与 2020 年目标达标率差距越大；标蓝部分省份 2017 年水源地达标率达到或超过 2020 年计

划目标，排名靠前说明达标率已经超过设定的 2020 年达标率目标。表中标示下降的省份 2017

年的达标率明显低于 2016 年，可以发现，大部分达标率降低的省份分布在低于 2020 年水源

地达标率目标的区间，这意味着要完成这些省份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必须在有限的

时间内扭转水源地达标率按年下降的局面。 

 

表 1 全国各省水源地达标情况对照表 

排名 省 
是否公开 

县级水源地 

2016 年 

达标率 

2017 年 

达标率 
2020 年目标 

1 吉林 否 88.9% 58.3% ↓ 100%（市级） 

2 上海 是 75.0% 50.0↓ 75.00% 

3 天津 是 66.7% 75.0% 100% 

4 北京 是 100% 80.0% 100% 

5 黑龙江 否 68.6% 62.9% ↓ 77.10%（市级）） 

6 陕西 是 91.9% 88.0% ↓ 100% 

7 宁夏 否 68.4% 61.9% ↓ 72.70%（市级） 

8 安徽 是 94.9% 85.0% ↓ 94.60% 

9 江西 否 96.9% 90.9% ↓ 100%（市级） 

10 河北 否 94.9% 92.3% ↓ 100%（市级） 

11 辽宁 否 79.4% 88.9% 96.20%（市级） 

12 河南 否 89.3% 87.8% ↓ 95.00%（市级） 

13 甘肃 是 93.9% 90.4% ↓ 96.85% 



 

 

14 四川 是 96.7% 91.9% ↓ 97.60% 

15 湖南 是 96.2% 93.1% ↓ 96.40% 

16 青海 否 100% 92.9% ↓ 95.00%（市级） 

17 贵州 是 97.5% 97.6% 100% 

18 山东 否 96.4% 96.4% 98.00%（市级） 

19 广西 否 未发布 90.0% 91.90%（市级） 

20 江苏 是 94.5% 96.3% 98.00% 

21 湖北 是 97.2% 99.2% 100% 

22 新疆 否 100% 95.2% ↓ 87.10%（市级） 

23 重庆 是 100% 100% 93.00% 

24 福建 是 96.6% 99.2% 95.00% 

25 浙江 是 91.3% 93.8% 90.10% 

26 山西 否 92.6% 92.6% 90.00%（市级） 

27 内蒙古 否 82.8% 82.8% 81.00%（市级） 

28 广东 是 99.4% 100% 100% 

29 海南 否 96.4% 100% 100%（市级） 

30 西藏 否 100% 100% 100%（市级） 

31 云南 否 94.9% 95.7% 逐年改善 

 

在 2017 年水源地水质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黑龙江、内蒙古、湖南、安徽、甘肃、吉

林六个省的水源地超标累计次数总数已经达到了 496 次，占全国累计超标总次数的 56%，体

现出我国目前水质较差的水源地在区域上有一定的集中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省份的这些

水质超标记录也集中在几个水质污染情况严重的城市（表 2）。 

 

表 2 水质恶化严重城市及污染因子 

省份 主要超标城市 超标污染物 

黑龙江 齐齐哈尔、大庆、佳木斯 铁、锰、氨氮 

内蒙古 呼伦贝尔、通辽、锡林郭勒盟 铁、锰、氨氮、氟化物、硫酸盐 

甘肃 张掖、庆阳、天水、酒泉、定西 硫酸盐、硝酸盐、氯化物、总硬度 

湖南 邵阳、益阳、永州 锑 

安徽 亳州、阜阳、淮南 氟化物，总磷 

吉林 松原、吉林 铁、锰、总磷、挥发酚 

 

2.3 35个水源地水质全年超标 

2016 年有 16 个水源地水质全年超标，而这一数量在 2017 年增加至 35 个，其中更是有

12 个水源地连续两年持续超标！水源地的全年超标，证明了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饮用水

功能区的功能，理论上应该停止取水并切换至水质合格的水源。 

为了反映一个城市的总体水源水质状况，我们引入了城市水源总合格率的概念，即公开

的一个城市所有水源的总达标次数与总水质发布次数的比值。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部分，部分

城市的总合格率极低，甚至为 0%。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水厂无法通过更换水源地的方式



 

 

进行供水，要供应合格的饮用水，必须具备针对水源地污染物的净化工艺。如辽宁省葫芦岛

市的自来水厂，在其水源地乌金塘水库受到上游钼矿开采废水污染的情况下，于 2009 年建

成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套除钼净水设备1。 

 

表 4 全年超标水源地所在城市水源地总体情况 

省 市 
2016 年全年超标 

水源地名称 

2017 年全年超标 

水源地名称 

城市水源 

总合格率

（%） 

污染因子 

黑龙

江 
佳木斯 无 八水源 0.0% 铁，锰 

山西 阳泉 东水源 东水源 0.0% 
总硬度 

硫酸盐 

辽宁 葫芦岛 乌金塘水库2 乌金塘水库 0.0% 钼 

内蒙

古 

呼伦 

贝尔 

黑羊站水厂 

满洲里市二水源 

黑羊站水厂 

满洲里市二水源 
0.0% 

铁，锰 

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内蒙

古 

锡林郭

勒盟 
无 一棵树 12.5% 

铁，锰 

氟化物 

高锰酸盐 

a 放射性 

浑浊度 

黑龙

江 
绥化 无 第一水源地 16.7% 

铁，锰 

氨氮 

黑龙

江 

齐齐 

哈尔 
无 

建华水源 

龙沙水源 

铁峰水源 

铁西水源 

23.6% 
铁，锰 

氨氮 

内蒙

古 
通辽 

南水源地南水厂 

西水源地河西水厂 

通新净水厂 

南水源地南水厂 

西水源地河西水厂 

西水源地西水厂 

西水源地北水厂 

26.7% 
铁，锰 

氨氮 

安徽 亳州 
亳州三水厂 

涡北水厂 

亳州三水厂 

涡北水厂 
50.0% 氟化物 

广西 北海 无 
北郊水厂 

牛尾岭水库 
41.7% PH，总磷 

黑龙

江 
大庆 无 

前进水源 

西水源 

杏二水源 

43.8% 
铁，锰 

氨氮 

湖南 益阳 无 

桃花江镇一水厂 

南县自来水公司三水厂 

南县自来水公司振兴水厂 

46.9% 锑 

                                                             
1 http://news.lnd.com.cn/htm/2009-11/09/content_902525.htm 
2 标红色的为连续两年持续超标的水源地 



 

 

辽宁 辽阳 无全年超标水源 首山水源大赵台水厂 50.0% 锰 

山西 临汾 龙祠水源地 龙祠水源地 50.0% 硫酸盐 

内蒙

古 

巴彦淖

尔 

临河区第一自来水

厂水源地 

临河区第一自来水厂水源

地 
54.2% 

铁，锰，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山东 枣庄 丁庄水源 丁庄水源 54.2% 
总硬度 

硫酸盐 

上海 奉贤区 无 黄浦江-奉贤第三水厂 75% 

五日生化需氧

量 

溶解氧 

辽宁 鞍山 首山 首山 80.0% 锰 

陕西 宝鸡 冯家山水库 冯家山水库 82.1% 总氮 1 

宁夏 石嘴山 无 石嘴山市第四水源地 84.7% 
总硬度 

硫酸盐 

湖南 永州 无 东安县水厂、新屋 85.8% 锑 

湖南 邵阳 无 龙潭水厂 92.2% 锑 

 

2.4 51 个水源地遭受浓度较高或具毒理性的污染物影响 

如果说水源地水质长时间超标为水厂带来了净水负担，那么水源水含有浓度较高或具毒

理性的污染物则增加了水厂净化污染物的工作负荷，当水厂缺乏有效的净水工艺和净化能

力，就会引起供水安全的风险。 

2016 年全国有 15 个水源地污染情况突出，原因是这些水源地水质恶化至地表水水质劣

Ⅴ类、地下水水质Ⅴ类（污染物浓度较高）以及有重金属浓度超标（污染物具毒理性）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的水体，不仅不能作为水源地，更是被认为是不适于人体直接接触，游泳、

洗手都不合适。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受污染物浓度较高或具毒理性影响的水源地在 2017 年竟然陡增至

51 个（附表 1）！污染情况突出的水源地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反映出了部分地区水源安全存

在极大的风险。表 5 中水源地于 2017 年中出现了毒理性超标，其中，湖南益阳市及辽宁葫

芦岛市从 2016 年开始水源地中重金属浓度持续超标，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及陕西西安的水源

地出现则在 2017 年首次出现的总α放射性超标，湖南湘潭于2017 年 8 月突发发生水源地铊

污染。 

 

表 5 2017 年水源地发生毒理性和放射性物质浓度超标记录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一棵树 7 月 
总α放射性

(2.7） 
地下水 Ⅴ 

湖南 益阳市 龙山港 
1,2,4,6,7,9, 

10,11,12 月 
锑(0.46) 河流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湖南 邵阳市 龙潭水厂 第一至四季度 锑(7.76) 河流  

湖南 永州市 东安县水厂 第一至四季度 锑(4.00) 河流  

湖南 永州市 新屋 第一至四季度 锑(0.64) 河流  

湖南 益阳市 
桃花江镇一水

厂 
第一至四季度 锑(0.22) 河流  

湖南 益阳市 
安化县城北水

厂 
第一至四季度 锑(0.34) 河流  

辽宁 葫芦岛市 乌金塘水库 1-12 月 钼（9.0） 湖库  

湖南 湘潭市 湘潭一水厂 8 月 铊（0.23） 河流  

陕西 西安市 灞浐河水源地 6 月 
总α放射性 

(1.6 倍) 
地下水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锑、铊、钼等重金属还是铁、硼以及总α放射性，在《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中都有严格的浓度上限规定（表 6）。直接饮用这些物质浓度超标的水，

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毒害，而对于这些物质的净化处理技术在水厂中并不常见。因此，能否

精确地找到这些物质的污染源头，阻止污染的持续发生，将会关系到这些污染发生所在地区

的供水安全。 

 

表 6 部分污染因子的超标情况及标准限值 

污染物种类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mg/L） 

集中水饮用水源地质

量标准（mg/L） 

2017 年污染水源地

最高超标倍数 

铁 0.3 0.3 4.73 

锑 0.005 0.005 8.96 

铊 0.0001 0.0001 0.23 

钼 0.07 0.07 9.0 

硼 0.5 0.5 0.1 

总α放射性 0.5(Bq／L ) 0.5(Bq／L ) 2.7 

 

2.5 部分省份县级及乡镇级水源地水质情况令人担忧 

在已经发布县级水源地（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区级水源地水质信息未在市级环保局网

站发布，在对应区级环保局网站收录汇总）的省及直辖市中，湖南、安徽、上海、北京水源

地水质超标累计次数上升幅度较大（图 4）。 



 

 

 
图 4 全国县级水源地与市级水源地超标比例对比 

 

目前，全国共有 15 个省份发布了县级水源地水质状况并被纳入统计，尚有 16 个省份未

进行发布，导致目前对于水源地水质现状的评估仍不全面。根据江苏、贵州、湖南、北京、

上海发布的县（区）水源地水质的情况来看，不排除目前全国县级以上水源地实际水质情况

更差的可能性。另外，陕西省酒泉市及四川省遂宁市，以年报形式公布所辖区乡镇级饮用水

源地达标率，其中酒泉市 2017 年共监测 112 个乡镇型饮用水源，结果发现乡镇级水源地 2017

年达标率仅为 70.2%，其中瓜州县的 14 个乡镇级仅有 1 个达标，达标率为 7.1%；遂宁市则

公布 2016 年乡镇级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50%。从这两个尝试进行乡镇级水源地监测并

发布的城市看，乡镇级水源地的水质状况堪忧，亟待监测及信息公开，以保障公众健康及环

境知情权。县级及乡镇级饮用水源地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分布广，影响人群范围广，通过目

前不全面的监测及公开信息来看，这两级的水源地水质令阳人担忧，建议各环境保护政府部

门重点关注并及时出台政策保护县级及乡镇级饮用水源地。 



 

 

Ҏ 2017 Ὴ ‟ⅎ  

3.1 地下水水源呈区域性恶化 

相对于地表水源地来说，地下水源地的总体超标比例更高，并且一年当中水质不达标的

时间也更长（图 5），这个情况在 2016 年时就出现了，而在 2017 年，地下水源地的总体超

标比例进一步提高，累计时长也有所增加。 

 

 

图 5 2016 年与 2017 年不同类型水源地超标情况对比 

 

2017 年公布监测地下水源地 430 个，地表水 1636 个。2017 全国水质超标的水源地中，

地下水源地超标个数为 74 个，占地下水源地总数 17.2%，累计超标 526 次，平均超标 7.1



 

 

次；地表水源地超标 72 个，占地表水源地总数 4.4%，累计超标 354 次，平均超标 4.9 次。

对比 2016 年，2017 年地下水超标比例、地下水及地表水的超标累计时长都显著上升，仅地

表水超标比例基本持平。 

由于地下水超标水源地空间分布集中，我们发现 2017 年地下水源地水质超标主要集中

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三片城市群（图 6），这三片城市群占地下水超标城市的主要部分。从

表 7 可以看出，三片城市群所在地区的地下水源地超标累计次数占比高，且污染因子接近。

与 2016 年相比，片区 2 的累计超标次数基本持平，但是污染类型更加复杂，锡林郭勒盟的

污染因子中氟化物、总硬度出现频率提升，片区 1 与片区 3 污染因子未变，但是累计超标次

数明显上升。总体来说，2017 年我国地下水源地水质呈恶化的状态，这种恶化情况主要集

中在三片城市群。 

 

 

图 6 地下水超标水源地所在城市全国分布状况 

 

表 7 地下水源地超标片区 2016 至 2017 年水质超标情况 

序号 包含省份 包含城市 

2016 年该片

区累计超标

次数 

2017 年该

片区累计超

标次数 

2016 年主

要污染因子 

2017 年主

要污染因子 

1 
内蒙古 

黑龙江 

齐齐哈尔 

大庆 

呼伦贝尔 

绥化 

佳木斯 

87 164 

铁 

锰 

氨氮 

铁 

锰 

氨氮 

2 
内蒙古 

辽宁 

锡林郭勒盟 

通辽 

辽阳 

鞍山 

沈阳 

93 85 

铁 

锰 

氨氮 

铁 

锰 

氨氮 

氟化物 

总硬度 

片区 1 

片区 2 

片区 3 



 

 

序号 包含省份 包含城市 

2016 年该片

区累计超标

次数 

2017 年该

片区累计超

标次数 

2016 年主

要污染因子 

2017 年主

要污染因子 

3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陕西 

阿拉善盟 

巴彦淖尔 

石嘴山 

固原、天水 

张掖、庆阳 

平凉、酒泉 

定西、西安 

咸阳、榆林 

69 101 

铁 

锰 

硫酸盐 

氯化物 

总硬度 

铁 

锰 

硫酸盐 

氯化物 

总硬度 

 

我国的地下水源为深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流动性低，受到污染后水质较难恢复，地下

水源地受到污染后难以期待其水质恢复至达标的状态，从而面临着更换水源地的问题。然而，

由于地下水水体呈片区型连通，地下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往往意味着较大区域的地下水都有着

相同污染因子的污染。当一个地区多个地下水源同时超标，说明该地区的有较大面积的深层

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如果该地区同时缺乏地表水资源以供切换，那么该地区的供水系统将

会长期面临着水源地水质不达标的压力，使得当地公众长期面临着由水源地水质引起的供水

安全问题。 

3.2 超标污染物类型更加复杂 

与 2016 年地下水污染因子构成（图 8）相比，地下水水源地与地表水水源地的污染因

子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地下水源地的主要污染因子中（图 7），总硬度、氟化物占

比显著上升，污染因子种类增多，部分城市首次出现了硝酸盐、浑浊度及总α放射性浓度超

标的情况。 

 

 
图 7 2017 年地下水污染因子构成 



 

 

 

 

图 8 2016 年地下水污染因子构成 

 

相比 2016 年的地表水污染因子构成（图 10），2017 年地表水源地铁超标比例大幅上升

（图 9），氨氮及石油类的超标比例显著下降，总磷比例小幅度上升同时，出现了锑、铊、

钼等重金属及硼的浓度超标现象。 

 

 
图 9 2017 年地表水污染因子构成 



 

 

 

图 10  2016 年地表水污染因子构成 

 

 

从整体来看，无论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的污染因子构成 2017 年都变得复杂，意味着有

更多类型污染源对地表水产生了污染。铁、锑、氟化物、硫酸盐超标比例的显著提升，可能

来源于矿产开采、冶炼等生产活动所造成局部地区水环境污染。 



 

 

  

由于水源地超标时长的大幅增加及部分水源地污染情况的加剧，我们对这些水源地所在

城市的供水水质情况进行了汇总。结果发现，部分水源地总合格率低且污染情况突出的城市，

水厂供应的自来水中含有与水源地污染因子对应的超标物质，对应情况见下表（表 8）。 

 

表 8 水源地超标城市供水水质超标对应情况3 

省 市 超标水源地 
超标 

月份 

污染 

因子 

超标供

水环节 

超标 

因子 

超标 

时间 

安徽 亳州市 
涡北水厂水源地 

亳州三水厂水源地 
1-12 月 氟化物 

水龙头

水 

氟化物 

钠 
一季度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 
太和县水厂水源地 4,5,6 月 氟化物 出厂水 氟化物 

一、四 

季度 

安徽 
阜阳市

界首市 
界首市水厂水源地 4,5,6 月 氟化物 出厂水 氟化物 

3,4,5, 

6,7 月 

甘肃 
庆阳市

宁县 

城区水源 

城区水源城乡供水井 

1,2,3,7, 

8,9 月 

硫酸盐 

总硬度 

氯化物 

出厂水 
硫酸盐 

总硬度 
1,2,3 月 

甘肃 
天水市

秦安县 
叶家堡水源 

4,5,6,7, 

8,9 月 

硫酸盐

总硬度 

出厂水 

末梢水 

总硬度

硫酸盐

溶解性

总固体 

三、四 

季度 

黑龙江 
齐齐 

哈尔 

建华水源 

龙沙水源 

南三水源 

铁锋水源 

铁西水厂 

1-12 月 
铁、锰、

氨氮 

龙沙水

厂出厂

水 

锰 一季度 

黑龙江 佳木斯 八水源 1-12 月 铁、锰 
出厂水 

末梢水 
锰 1-12 月 

内蒙古 
呼伦 

贝尔 
黑羊站水厂 1-12 月 

铁、锰、

氨氮 

出厂水 

末梢水 

铁、锰 

耗氧量 

肉眼可

见物 

二、三 

季度 

吉林 吉林市 

一水厂水源 

二水厂水源 

三水厂水源 

四水厂水源 

2,3,8,9, 

10,11,12

月 

铁、锰 末梢水 锰 一季度 

 

表中的标红部分为该城市的水源地-供水水质在 2016 年出现了同样的水质超标对应关

系。其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水源地超标引起的供水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计划

通过兴建地下水厂替代原有水厂，进行水源地迁移。通过城市的水源地污染情况及供水水质

                                                             
3 自来水水质数据来自各地市市政府、自来水公司、水务局、住建委或者卫计委 



 

 

的对应情况。我们发现，所有水源地超标与供水水质超标对应程度高的城市都在表中出现，

意味着水源地污染情况严重的地区确实容易会出现水厂无法处理的情况，产生供水水质超标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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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内蒙古煤炭行业产业的发展给水源地环境带来威胁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及阿拉善盟部分水源地 2016 年未展开水质监测，2017 年的内蒙古发

布完整的水源地水质监测情况后发现，除了铁、锰、氨氮等污染物污染内蒙古地下水外，锡

林郭勒盟及阿拉善盟部分地区主要污染物为氟化物、硫酸盐及氯化物，锡林郭勒盟一棵树水

源地于 2017 年 7 月甚至出现一次总α放射性超标，这一类污染物超标的饮用水对于人体健

康影响巨大。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报

告》中明确指出，内蒙古地下水环境受煤化工行业工矿企业影响巨大，原因在于煤化工行业

耗水量巨大，造成的水资源消耗量大，也不能忽略大量开采加工煤炭外排的废水及造成的地

质改变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通过绿网数据库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煤炭行业的分布情况

看（图 11），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行业有 380 个，占全国总数 13%且分布集中。 

从内蒙古公布的地市级饮用水源地集中式污染状况可以看出，内蒙古地下水资源污染情

况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煤炭行业分布密集区的饮用水源风险更高，因此尤其需要关注地下

水污染情况严重片区县级及乡镇级水源地的受污染情况及饮用水风险。 

 

 

图 11 内蒙古区煤炭行业建设项目分布热力图 



 

 

5.2 湖南涉重金属尾矿库影响资江流域水源水质 

湖南省 2017 年公开县级饮用水源水质后水源地超标记录大幅上升，主要超标污染物为

重金属锑。锑污染的水源地分布在资江下游（益阳段），位于资江下游益阳段的 3 个县级以

上水源地锑全年超标，该区域与涉锑尾矿库密集片区重合度高（资江益阳段涉锑尾矿库 18

个），从这三个水源地锑超标的情况来看，附近区域可能存在地表水锑含量超标情况，该片

区乡镇一级水源地、分散式取水及灌溉用水水质需要关注(图 12，图中水源地标蓝，尾矿库

标红）。 

 

图 12 资江益阳段涉锑尾矿库与水源地分布图 

5.3 乌江上游区域磷石膏开采影响铜仁市水源地水质 

2017 年铜仁市思南县、沿河县水源地超标次数对比 2016 年上升了 150%，都是总磷超

标。2017 年铜仁市思南县环保局对其 4 个水源地的超标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该市的

水源地都设在乌江河段，受到上游乌江来水总磷浓度较高影响，导致该市水源地都发生了总

磷超标。由于思南县、沿河县位于铜仁市西部，主要水源地集中在乌江。根据绿网数据 库

的尾矿库数据发现，乌江上游磷石膏类尾矿集中分布于贵阳，遵义及黔南，判断这些尾矿对

于乌江磷污染的影响增加，需要关注下游水源地可能由磷引起的供水风险（图 13，图中热

力情况反映磷石膏类尾矿库的聚集度）。 



 

 

 

图 13 贵州乌江流域磷石膏项目分布热力图 

5.4 重金属超标再次影响四川省广元市水源地供水安全 

2017 年 5 月 5 日 18 时，广元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发现嘉陵江入川断面水质异常，西

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元素超标 4.6 倍（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为 0.0001 ㎎/L）。西湾水厂

停止供水直到 5 月 7 月部分恢复正常供水。初步判定污染源为川陕界上游输入型、一次性污

染团，后查明为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燕子砭镇汉中锌业铜矿有限责任公司违法排污。这次因

为嘉陵江污染造成广元市大面积停止供水为近年来第二次，两次情况对比见下表4。 

 

表 9 两次四川省广元市西湾水厂水源地重金属污染事件对比 

事件 
嘉陵江广元段第一次水污染

事件 

嘉陵江广元段第二次水污染

事件 

时间 2015 年 11 月 23 日 2017 年 5 月 5 日 18 时 

受影响城市及水厂 四川广元市西湾水厂 四川广元市西湾水厂 

污染因子 锑 铊 

污染来源 

甘肃省陇星锑业有限责任公

司尾矿库发生尾砂泄漏，造成

嘉陵江及其一级支流西汉水

数百公里河段 锑浓度超标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燕子砭

镇汉中锌业铜矿有限责任公

司违规排污，造成嘉陵江铊

超标 

 

2017 年四川广元西湾水厂水源地再次因为所处于的嘉陵江重金属超标影响供水安全，

并且本次事件紧急停水两天。尽管这两次的污染成因不同，污染因子不同，但是都是对供水

安全影响较大的毒理性物质浓度超标，值得引起重视。通过这两次事件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两个问题： 

 

                                                             
4 http://www.zhb.gov.cn/gkml/hbb/bgth/201707/t20170717_417946.htm 



 

 

1. 这两次的污染源都不位于广元市西湾爱心水厂水源地保护区的一级、二级及准保护

区内，却因为尾矿库泄露及排污造成如此长距离的，持续的影响，说明广元市西湾爱心水厂

对于保护区的划定无法形成对于其上游位于嘉陵江流域的污染风险源进行有效管控。而水源

地所处于的嘉陵江流域广泛、支流众多，仅控制保护区内的污染源显然无法对可能污染水源

地的风险源进行管控。根据本文统计，在我国，与广元市西湾水源地水文条件类似的，容易

受到流域或区域整体影响的水源地不在少数，这一类水源地所面临的污染风险是开放的，不

局限在划定的保护区范围内。针对这一类型的水源地，建立污染风险源数据库，制定针对性

的工作方法及法律法规对污染风险源进行管控的工作迫在眉睫。 

2. 尽管广元市西湾水厂水源地于 2017 年 5 月发生水质超标的情况，该市及四川省发

布的 2017 年 5 月份水源地水质情况5却无任何超标记录，让我们对四川省及广元市所发布的

水源地监测月报产生怀疑，但是无法判断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水源地监测月报无法反映实际发

生的水源地污染物浓度超标的情况，这反映了在已经污染因子的情况下，环境监测部门对于

公众需要了解的环境状况监测或信息发布不足。希望监测部门能够在已经污染物的情况下，

通过报告等途径向公众提供水环境质量的实际情况，保障环境信息的知情权。 

  

                                                             
5 http://www.gyshb.gov.cn/gyshb/article.html?id=13503 
http://www.schj.gov.cn/hjgl/hjjcydc/hjzlgg/jzsshyyssydszzk/201706/t20170621_243323.html 

http://www.gyshb.gov.cn/gyshb/article.html?id=13503


 

 

 

附表 1 2017 年水质超标情况突出水源地及水质污染状况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安徽 亳州市 
利辛县自来水公

司 
第二季度 氟化物（2.28 倍） 地下水 Ⅴ 

安徽 阜阳市 太和县水厂 第二季度 氟化物（1.12 倍） 地下水 Ⅴ 

甘肃 定西市 香泉水源 11 月 

总硬度(1.113) 

硫酸盐(0.892) 

氯化物(0.672) 

地下水 Ⅴ 

甘肃 定西市 内官水源 3 月 硫酸盐（0.568） 地下水 Ⅴ 

甘肃 平凉市 五台山水源 
县级 

第一季度 
总硬度(0.460) 地下水 Ⅴ 

甘肃 庆阳市 城区水源 
县级 

第一季度 

总硬度(0.387) 

硫酸盐(7.960) 

氯化物(2.624) 

地下水 Ⅴ 

甘肃 天水市 甘谷县城区水源 
县级 

第二季度 

硫酸盐(0.372) 

硝酸盐(0.890) 
地下水 Ⅴ 

甘肃 天水市 叶家堡水源 
县级 

第三季度 

硫酸盐(1.608) 

氯化物(0.232) 

总硬度(0.282) 

地下水 Ⅴ 

甘肃 酒泉市 瓜州县城区水源 
县级 

第三季度 
硫酸盐(0.488) 地下水 Ⅴ 

广西 北海市 北郊水厂 第三季度 pH 值 5.55 地下水 Ⅴ 

贵州 铜仁市 河西水厂 8 月 总磷（1.15） 地表水 劣Ⅴ 

贵州 铜仁市 思林电站 8 月 总磷（1.2） 地表水 劣Ⅴ 

河南 安阳市 
安阳市二水厂水

源地 
4 月 总硬度（0.46） 地下水 Ⅴ 

河南 平顶山市 周庄水厂水源地 6 月 
总硬度（0.12） 

硝酸盐（0.81） 
地下水 Ⅴ 

河南 新乡市 一三水厂 8 月 总硬度（0.48） 地下水 Ⅴ 

山东 枣庄市 丁庄水源 4 月 
总硬度 

硫酸盐 
地下水 Ⅴ 

山西 临汾市 龙祠水源地 6 月 硫酸盐 0.48 地下水 Ⅴ 

陕西 宝鸡市 冯家山水库 6 月 
总氮（未发布超

标倍数） 
湖库 劣Ⅴ 

陕西 西安市 灞浐河水源地 6 月 总α放射性 地下水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四川 资阳市 孔雀龙凤村 县级第二季度 

氨氮 

总磷 

高锰酸盐指数

（未发布超标倍

数） 

湖库 劣Ⅴ 

新疆 
乌鲁木齐

市 
水磨河水源地 第三季度 

总硬度 （0.25） 

溶解性总固体

（0.21） 

硫酸盐（0.84） 

地下水 Ⅴ 

辽宁 鞍山市 首山 4 月 锰（12.2） 地下水 Ⅴ 

辽宁 辽阳市 
首山水源大赵台

水厂 
4 月 锰（12.1） 地下水 Ⅴ 

宁夏 固城市 西吉县 3 月 
总硬度（0.49） 

硫酸盐（2.21）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齐齐哈尔

市 
龙沙水源 1 月 

铁(7.967) 

氨氮(1.110) 

锰(0.7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齐齐哈尔

市 
铁锋水源 1 月 

铁(11.700) 

锰(2.100) 

氨氮(0.975)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齐齐哈尔

市 
建华水源 1 月 

铁(10.333) 

氨氮(0.840) 

锰(0.8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大庆市 杏二水源 1 月 

铁(6.500) 

氨氮(0.860) 

锰(0.2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绥化市 第一水源地 1 月 

锰(8.720) 

氨氮(1.045) 

铁(1.77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佳木斯市 八水源 1 月 

铁(36.000) 

锰(9.9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齐齐哈尔

市 
南三水源 3 月 

铁(4.433) 

锰(0.4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齐齐哈尔

市 
铁西水厂 5 月 

铁(9.700) 

锰(1.20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绥化市 第二水源地 5 月 

锰(12.400) 

铁(3.667) 

氨氮(1.330) 

地下水 Ⅴ 

黑龙

江 
大庆市 大龙虎泡 6 月 

总磷(0.925) 

化学需氧量

(0.400) 

地下水 Ⅴ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内蒙

古 

呼伦贝尔

市 
黑羊站水厂 3 月 

铁(14.8) 

氨氮(2.8) 

锰(7.6) 

高锰酸盐指数

(0.3)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巴彦淖尔

市 

临河区第一自来

水厂水源地 
3 月 

氨氮(3.6) 

锰(2.8) 

铁(0.7)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呼伦贝尔

市 
满洲里市二水源 3 月 

铁(5.9) 

氨氮(4.1) 

锰(3.4) 

高锰酸盐指数

(0.4)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通辽市 通新净水厂 8 月 

氨氮(2.9) 

锰(4.5) 

铁(1.6)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通辽市 西水源地北水厂 7 月 

氨氮(2.3) 

锰(4.6) 

铁(2.3)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通辽市 

西水源地河西水

厂 
10 月 

氨氮(2.4) 

锰(4.4) 

铁(2.0)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通辽市 西水源地西水厂 10 月 

氨氮(2.0) 

锰(5.0) 

铁(1.1) 

地下水 Ⅴ 

内蒙

古 

锡林郭勒

盟 
一棵树 7 月 

浑浊度（2.8） 

锰（4.6） 

高锰酸盐指数

（0.3） 

氨氮（1.13） 

氟化物（0.65） 

总α放射性（2.7） 

地下水 Ⅴ 

湖南 益阳市 龙山港 7 月 锑（0.46） 河流  

湖南 邵阳市 龙潭水厂 
县级 

第一季度 
锑（7.76） 河流  

湖南 永州市 东安县水厂 
县级 

第三季度 
锑(4.00) 河流  

湖南 永州市 新屋 
县级 

第三季度 
锑(0.64) 河流  

湖南 益阳市 桃花江镇一水厂 
县级 

第三季度 
锑(0.22) 河流  



 

 

省份 地级市 水源地 
超标月份 

（含季度） 

污染因子 

（超标倍数） 

水源 

类型 

水质

类别 

湖南 益阳市 安化县城北水厂 
县级 

第三季度 
锑(0.34) 河流  

辽宁 营口市 石门水库 12 月 硼（0.1） 湖库  

辽宁 葫芦岛市 乌金塘水库 2 月 钼（9.0） 湖库  

湖南 湘潭市 湘潭一水厂 8 月 铊（0.23） 河流  

陕西 西安市 灞浐河水源地 6 月 
总α放射性（1.6

倍） 
地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