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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农村饮水安全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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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如皋市农村饮水安全的现状，阐述了如皋农村部分群众主要面临的饮水水源水质超标及饮水水

源保证率较低等饮水安全问题，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分别从水源选择、管网建设工程措施及工程建成后

的管理维护措施三方面提出了解决如皋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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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饮水的现状

! 5! 区域概况

如皋市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南临长江，全市总面

积 %J$$ K9!，下辖 !# 个镇及两个经济开发区，共 "%!
个行政村，总人口 %J!L#! 万。!##I 年全市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M</）%I#L?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JJII 元。

如皋为平原地带，西北高东南低，如泰运河中段

两岸地势最高，南部沿江以及东部地势最低。全市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L?99，年蒸发量为 N"!99，多

年平均降水产流量为 !$NL?99，年径流量 JL"N 亿 9"，

降水径流主要集中在 I O > 月份，占全年 NNL"P，年

内分配极不平衡。

如皋境内有 J 条一级河道：通扬运河、如海运

河、焦港河和如泰运河。二级河道有 !% 条，三、四级

河道有 "#! 条。境内焦港闸、碾砣港闸多年平均引

水 NLI$! 亿 9"，另 外 九 圩 港 闸 多 年 平 均 引 水

%!L"! 亿 9"，其中部分水量通过通扬运河输入如皋。

如皋市地表水质 !##I 年西南部沿江地区优于

东部和北部地区。南部濒临长江，引排频繁，工业排

污相对较少，水体自净能力强，一般均处于" O #
类。东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处于引水河道的中段，加

之大量接纳工业城镇排污以及通航船只污水，水质

普遍较差，一般低于#类。骨干河道中焦港河和如

海运河现状水质为"类；如泰运河现状水质为# O
$类，如皋城区段劣于$类水。主要超标项目为：化

学耗氧量、氨氮、生化需氧量、溶解氧、高锰酸盐指

数。通扬运河现状水质为# O$类；主要超标项目

为：化学耗氧量、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

溶解氧。

! 5" 供水现状

如皋市农村共有自来水厂 !> 家，其中地表水水

源厂家 %> 家，其中以地表水为主兼备地下水的厂家

有 I 家，地下水水源厂家 %# 家。根据 !##I 年初的

农村饮水安全状况调查数据统计，全市农村受益人

口 %!"L!I 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 >$L?P，日

供水达安全标准 I# Q R（S·人）以上的乡镇有 " 个（城

近郊、长青沙、长江镇），合计人口约 %J 万，占农村人

口的 %%L?P；供水达基本安全标准 "# O I# Q R（S·人）

的乡镇有 N 个，合计人口约 N? 万，占农村人口的

$!L!P；小于 "# Q R（S·人）的不安全人口主要分布在

雪岸、东陈、丁堰、桃园、白蒲、林梓、高明、搬经和袁

桥 > 个乡镇的部分村。全市农村合计不安全人口约

!# 万，占农村人口的 %?L!P，其中约 %!P的农村人

口完全使用河水或浅层自备井水。

" 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问题

" 5! 饮用水水质超标

如皋市农村人口中饮用水水质超标问题，主要

是饮用污染严重、未经处理的浅层地下水，总数有

!LJ" 万人，而浅层地下水的水质大多为超过饮用水

标准的"、#类水（见表 %），这部分村民成为甲肝、

胆结石、伤寒、急性胃肠炎以及一些流行性传染性疾

病的高发人群。许多农户使用的井水实际上不是地

下水，而是靠地表水渗透、聚集起来的，厕所污水与

地表脏水同样一起渗透到水井里，容易造成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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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

表 ! "##$ 年第四季度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指标

站名
!"
值

氯化物 #
（$%·&’ (）

总硬度 #
（$%·&’ (）

溶解性

总固体 #
（$%·&’ (）

!（)"*+)）#
（$%·&’ (）

!（,-./0）#
（$%·&’ (）

水质

类别

丁堰 123 451 165 (*36 (245 327 !
搬经 123 *74 461 556 6285 329 !
雪岸 121 74* 173 (4*1 (237 421 !
江安 123 (51 43( 53( 6215 *21 "

农村饮用水污染严重，未经处理的浅层地下水

饮用人口零星分布于各乡镇。乡镇改水管网部分由

农村居民集资铺设，由于各镇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

村组在水厂建设后，仍然无力自我铺设管网。经济

条件较差的群众对自来水水价心存疑虑，故造成各

乡镇均有一些村民未用上自来水。

" :" 水源保证率及生活用水量

" :" :! 水源保证率低

由于长江如皋段暗沙密布，处于潮流的末端，地

势高、引水能力小；加之近年来沿江各水闸外淤积严

重，总淤积量达 36 万 $*，使如皋沿江各水闸引水能

力明显下降，实际引水能力仅相当于设计引水能力

的 46; < 36;。内河蓄水量与潮汐、工农业用水和

干旱等因素有密切关系。由于如皋大部分位于高沙

土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河床普遍淤积，仅一、二级

河道淤积量就有 (*66 万 $*，内河蓄水能力小，蓄水

能力差，水源保证率低。农业用水高峰期，相当一部

分水厂因内河水量不足而提不到水。

根据初步调查，9664 年全市 (8 家地表水厂中，

有 (( 家已先后由于地表水污染及干旱等原因引起

停水，大部分地表水厂保证率达不到 86;（见表 9）。

表 " "##$ 年如皋市地表水厂污染及干旱影响

厂名 后果 影响时间 应急措施

桃园 427 万人缺水 (96 = 部分供水

如皋 水质降低 干旱、枯水期 活性炭处理

丁堰 停水、水质不达标 916 = 深井供水

白蒲
居民中毒，

3 万人饮水困难
(6 < (3 = 井水备用

高明 3 万人停水 * = 无

黄市 水质严重不达标 无

林梓 停水 枯水期 深井供水

如皋港 水质严重不达标 间断性 无

搬经 水质严重不达标 间断性 无

夏堡 水质严重不达标 间断性 无

如皋市部分地区以开采深层地下水作为取水水

源，特别是如城、白蒲地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已

引起地下水埋深增加，如果不及时防治，有可能重蹈

苏锡常地质灾害之覆辙。江苏省政府已在超采地区

限制和禁止开采地下水，防止地质灾害的进一步发

展，所以这些水厂的供水水源未来没有保证。如皋

市农村饮水水源保证率低，造成饮水不安全的人口总

数为 (6235 万人，分布在如皋的西部地区。由于水源

不能够得到保证，这些镇的水厂有时就只能停产或者

部分停产，严重影响当地农村群众的正常生活。

"%"%" 生活用水量不足

如皋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127;，但地方整

体经济水平发展不高，供水管网老化，农民消费观点

有待更新，消费水平较低，部分水厂水源水质污染严

重及水源保证率低等因素，造成农村居民自来水使

用量不高。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均备有浅层自备井，

部分居民自来水仅作为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仍然

使用自备井水或河水。

如皋市生活用水量不足的总人口共 1233 万，主

要分布于如皋市的东部地区。这些镇的人均生活饮

用水量低于 *6 & #（=·人）的基本安全标准，处于不安

全状态，饮用水安全问题已经危及这部分群众的身

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措施

根据“因地制宜、远近结合”的原则，为彻底解决

如皋市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必须采用措施从根本上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 :! 水源选择

如皋市紧依长江，占有长江岸线 (1 >$，水量丰

富，水 质 良 好。长 江 南 通 段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为

8936 亿 $*，平均流量为 *2( 万 $* # ?，长青沙段长江

水质 良 好。根 据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水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9663 年各月的监测，总体水质达#类的标准。

如皋市地表水水源中，长江是水厂良好的水源，

量和质都能得到保证，可作为近期和远期规划的水

源。内河地表水是目前该市 (8 家地表水厂的水源，

困扰这些水厂的问题是引水口河道水质恶化、河道

淤积严重及水量年内分配不均衡，导致取水保证率

降低，内河地表水源和深层地下水不能作为水厂长

期供水的主要水源。

& :" 工程措施

通过对如皋市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资料的分

析，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搬经、高

明、袁桥镇和东部的东陈、丁堰、雪岸、白蒲、林梓、桃

园镇。南通市西北片引江区域供水工程由如皋在建

的长青沙水厂供水；该区域供水工程一期向如皋、海

安地区供水 96 万 $* # =，到 9696 年三期工程建成后，

供水规模为 76 万 $* # =。解决东西部 8 镇的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采取从区域供水工程的如皋水厂增压

站或干管分别向东西部铺设 .)*66$(666 的夹砂玻

钢管到各镇水厂，再通过各水厂以下的现有配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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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输送入各家各户，管道全长 !"#$ %&。对于分布在

各乡镇 "#’( 万尚未饮用自来水的不安全人口，采用

从各镇自来水厂的配水管网延伸至各家各户的措施

解决。初步估算如皋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

!)(*#( 万元，工程拟在 "++$ , "+-+ 年分三期实施。

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如皋市农村 "+#.) 万人口

的饮水安全问题，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管理维护措施

!"!"# 加强水源地水质保护，严防突发性污染事故

为确保长江区域供水如皋长青沙段上游水源达

到!、"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除在水源保护区和

准水源保护区内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浓度控

制相结合的制度外，需设置明显的标志，并严格按照

《江苏省城镇供水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对该段长江

集中饮用水源地设立一、二、三级保护区，对不同级

别保护区制定不同的水质保护目标和防止水污染的

规定。同时建立饮用水源地立体化监测体系，加强

水质监测，定期发布水质简报；规划建设水源地水质

安全预警自动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水源地水质动态

变化，对突发性污染事故可自动报警，有效构建起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立体化监测体系，确保第

一时间及时发现水源污染事件。

建立清水通道，保证如皋现有地表水厂水源，以

防止目前处于安全饮水的农村人口因地表水水厂的

水源水质进一步恶化而变为不安全。要加大节水减

污的力度，严格防止各类污染，特别是如海运河、焦

港河、如泰运河等承担饮水供水水源的骨干河道，贯

串如皋全境，并承担邻县的过境引水，治理沿河污染

源的意义更为重要。

!"!"$ 建立责权明晰的管理体系

由如皋水务局建立农村供水国有资产管理机

构，代表政府部门来管理整个农村供水市场。政府

有关部门负责组织研究、制定村镇供水工程管理的

政策和规章制度，负责村镇供水工程规划的编制和

计划的执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等，使得

一些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并按照有利于群众使

用、有利于工程长期发挥效益、有利于农村经济发

展、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利于群众参与管理

等原则，根据工程的类型和规模，明晰产权，建立用

水户参与的自主管理体制。

!"!"! 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

深化乡镇供水体制改革，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

体系。发展面向农民的各类服务组织，加强队伍建

设，保护好饮用水源，保障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问

题，建立健全水价体系。引导农村饮水工程走集约

化、规模化和社会化服务道路，组建由供水单位自愿

参加的供水协会。供水协会以服务为宗旨，指导会

员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总结推广管理经验，提供

信息、技术和维修服务等。

!"!"% 建立科学有效的水质监测体系

市水务部门要与发展改革部门、卫生部门等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尽快完善农村饮水安全监测体系。

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水质监测中心；以

规模较大的市自来水厂为依托，分区域设立监测点。

对于集中供水工程，加强水源、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

的水质检验和监测。农村饮水安全监测体系的完善

和运行是一项长期工作，要落实机构、人员、任务、责

任、仪器设备和经费，并实现信息畅通、资料数据准

确及时。

% 结 语

&’ 如皋市是有名的长寿之乡，但随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也带来了水环境污染的恶化，危及农村部分

地区群众的饮水安全，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健康水

平，减少水介质疾病，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

展，改善农村群众的生活素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 尽快对如皋市饮水不安全的 * 个镇实现区

域供水，以长江水作为供水水源，由如皋长青沙水厂

统一供水，以解决农民饮水安全问题。

)’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加强水源地水质保护，

设立水源保护区，明确水源保护区范围。严禁在保

护区范围内兴建或开发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项目，

严防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发生。工程建成后要加强管

理，建立责权明晰的管理体系、良性的运行机制、社

会化服务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水质监测体系，确保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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