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关于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监督发〔20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饮用水卫生安全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近年来，

各级卫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积极采取措施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会同有关部门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也应当看

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饮用水卫生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饮用水监测能力滞

后、保障不到位、协调机制及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监督监测力度需要加大。为切

实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提

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坚持中央指导、地方负责；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坚

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坚持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坚持落实供水单位主体责任，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二）夯实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基础。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及“十二

五”卫生事业发展总体要求，加强能力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培养，完善制度机制，

不断提高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水平，有效保障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 

    （三）依法履行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职责。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法律法规标准，落实供

水单位和生产企业责任，严格对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实行

卫生许可管理，开展监督、监测及饮用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调查。 

二、加大饮用水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四）规范饮用水相关卫生许可工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健全制度，统一条件，规范饮用水供水单位及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工作；要组织开展对饮用水相关卫生许可工作的监督检



 

 

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解决许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依法整治饮用

水供水单位未经卫生许可擅自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依法查处涉及饮用水卫生

安全产品生产或者经营的违法行为。 

    （五）整体推进城乡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强化

对城市市政供水的卫生监督，严格落实对供水单位的各项卫生要求，逐步规范城

市自建集中式供水和乡镇水厂的卫生管理。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生监督协管

工作，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和学校自备供水实施饮用水卫生安全巡

查，稳步提高卫生监督覆盖率；要加强对农村集中式供水水源卫生防护的指导，

加大对二次供水设施、学校饮用水设施及其清洗、消毒等的监督检查力度。各级

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监督抽检，严格供水单位使用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索证管理。 

    （六）开展供水单位和供水设施调查工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全面掌握当

地饮用水供水单位和供水设施情况（暂不包括分散式供水设施），建立完善供水

单位及供水设施的类型、工艺、数量、布局、供水人口及卫生管理等基本信息档

案。底数不清的要集中开展一次摸底调查；要督促供水单位健全卫生管理制度，

完善供水设施，落实单位主体责任。 

    （七）创新完善饮用水卫生监督机制。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饮

用水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内和部门间协调合作机制，结合实际，研究落实饮用水卫

生监管措施；建立健全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认真调查核实关

于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投诉举报，及时发现和控制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各级卫生

监督机构要积极探索饮用水远程在线监测、风险预警等信息化监管模式，逐步提

高卫生监督工作效率和饮用水卫生保障工作水平。 

三、强化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 

    （八）有效开展饮用水卫生监测。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水质指标规定，在标准全面实施前，以监测和控制饮用水卫生安

全风险为目标，组织对当地饮用水水质开展一次基线调查，全面系统地掌握水质

情况，研究确定当地与健康密切相关的需要重点监控的水质指标，探索建立水性



 

 

疾病评估、预测体系，及时发现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防范介水疾病发生和流行。

各地要结合供水单位日常水质监测资料，定期开展水质状况分析，加强风险管理。 

    （九）健全监测网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供水类型、数量、

布局、供水人口及卫生管理等情况，合理建立饮用水卫生监测点，逐步扩大城乡

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学校供水的卫生监测覆盖范围，形成有效的饮用水卫生

监测网络，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实现网络直报和数据共享。 

    （十）继续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工作。各地要按照“农村饮用

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的水质卫

生监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饮水安全工程的技术方案和工

艺流程提出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工程建设前水源水质和工程建成后供水

水质验收性分析。卫生部门要健全农村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水质卫生监测和通报

制度，开展经常性水质监测，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从卫生防病角度提出意见和

建议，促进农村饮用水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四、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和监测能力建设 

    （十一）充实专业人员队伍。地（市）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要设置负责饮用

水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专门科室，县（区）级卫生监督机构要配备专职人员承担

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按照《卫生部关于做好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监督发〔2011〕82号）的要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饮

用水卫生安全责任人，负责落实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工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要充实饮用水卫生监测和饮用水污染事件健康危害调查技术力量。建立完善专

业人员培训考核制度，提高人员素质。 

    （十二）提高监测能力。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辖区内开展经常性

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卫生部门饮用水检测能力建设，确保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面有效实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水质分析

设施设备建设，提高日常水质监测技术能力，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质量控制工作。

各省级及省会城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指标检

测能力，各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除放射性指标以外全部水质常规指标



 

 

及非常规指标中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控制指标检测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

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指标检测能力，县（区）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达到除放射性指标以外全部水质常规指标检测能力。各级

卫生监督机构要合理配备饮用水卫生监督现场检测设备和装备，提高卫生监督工

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十三）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饮用水污染事件

报告制度，明确报告责任和要求，完善饮用水污染事件处置措施和程序，做好应

急处置的组织、人员、装备和应急监测技术准备，组织开展应急处置技能培训和

演练，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和调查处置能力。 

五、广泛开展饮用水卫生宣传 

    （十四）加强公众宣传。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饮用水

卫生知识宣传，在每年 5月份的第三周集中开展饮用水卫生宣传周活动，充分利

用“12320”热线和各地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开展卫生知识咨询，增强社会宣

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引导群众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饮用水卫生安全问题，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十五）开展卫生指导。各地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对供水单位负责人的卫生

法律法规培训，针对卫生监督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供水单位供管水人员提

供指导，促进供水单位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卫生管理，落实技术措施，自觉履行

饮用水卫生安全责任。 

    （十六）探索信息公示制度。地方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积极探索建立饮用水

卫生安全公示制度，促进供水单位不断提高守法责任意识，加强与群众的饮用水

卫生安全风险交流，逐步提高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水平。 

六、加强组织领导 

    （十七）强化地方责任。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树立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

主要责任在地方的意识，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向政府报告饮用水

卫生安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要落实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责任，明确任务和要求，



 

 

保障人员、装备设备和资金投入，加强对本辖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

监督和检查。 

    （十八）完善管理制度。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针对当地饮用水卫生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推动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地方法规规章

的建设，促进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