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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88_B1_E5_c80_320011.htm 全国爱卫会、卫生部

关于开展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的通知（全爱卫发

〔2006〕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爱

卫会、卫生厅局，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我国曾于1983～1988年进行了一次全国生活饮用水水

质与水性疾病普查工作。此次调查距今已有18年。这些年来

，我国农村改水改厕等工作蓬勃发展，农村的饮用水和环境

卫生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一直没有针对这些变化开

展相应的调查工作，使得有关农村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的

基础数据缺乏。 为及时掌握我国农村饮用水、改厕和粪便处

理现状，了解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情况，基本摸清当前

全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本底，为制定农村爱国卫生等相

关规划和策略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经国家统计局同意，现决

定于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农村饮用

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工作。 为保障本次调查的顺利实施

，卫生部成立项目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和专家工作组

。项目办公室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

中心，技术指导工作由专家工作组承担。各地的调查工作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爱卫会、卫生

厅局组织实施。全国爱卫办为此次调查工作给予适当的经费

补助，用于支持开展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收集工作，请地方

筹集解决省级以下的培训和监督指导经费。 本次调查是经国

家统计局批准、依法开展的一次综合性抽样调查。各级爱卫



会和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其列

为加强农村爱国卫生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抓紧落实，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有关部门

工作主动性，协调落实调查监测经费。各级爱卫办要按照《

中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方案》的要求，认真组

织落实，并以本次调查为契机，将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完善农

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网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积极

配合，健全工作网络，提高业务水平，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调查工作如期完成。 二○○六

年八月四日 附件：中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方案 

良好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是人类健康生存必需的基本条件之

一。农村饮用水安全与环境卫生状况是反映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胡锦涛总书记对饮用水安

全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水源，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

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因此，改善农村饮用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状况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

必然要求。它关系到亿万农民身体健康。 目前，我国农村饮

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形势依然严峻。全国尚有3亿多农民没有

饮用安全卫生水，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只有31%，大多数

农村无污水处理设施，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生活垃圾没

有规范的收集、清运、处理；农民不良生活方式和不卫生行

为甚为普遍，这些既影响了农村的环境卫生质量，造成了部



分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又阻

碍了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 全国爱卫会和卫生部曾于1983

～1988年组织开展了全国生活饮用水水质与水性疾病调查工

作，出版了《中国生活饮用水地图集》。1991年全国爱卫会

和卫生部颁布了《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准则》；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农村生活饮用水水

质卫生监测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农村

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网络。1987年和2003年先后颁布了《粪

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和《农村户厕卫生标准》

（GB19379）。这些工作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的制

定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为改善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状况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1988年以来，我国农村的饮用水和环

境卫生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没有针对这些变化开展

相应的调查工作，有关农村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状况的基础数

据缺乏。因此，卫生部和全国爱卫会决定于2006年8月至2007

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饮用水、改厕、粪便处理、垃圾

污水治理现状的调查，并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

水技术指导中心（简称改水中心）和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承

担这次调查的技术性工作。1. 调查目的 掌握我国农村饮用水

、改厕和粪便处理现状，了解农村垃圾污水治理情况。为制

定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发展规划、提出农村改厕与粪便无害

化处理，垃圾污水治理策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

依据。2. 调查对象与样本量 2.1 调查范围：本次调查将在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以各

省级单位所辖的县、县级市和涉及农村的市区（以下统称为

县）的总数为调查总体。 2.2 调查县的选择：在充分考虑代表



性的原则下，从调查总体中依照按比例分层（包括经济水平

、地理地貌等）随机的方式选取不少于25%的县为本次调查

对象，县数较少的省份应酌情增加比例，但不得少于10个县

。如果现有的监测县不符合本次调查和今后水质监测要求的

可作调整。在调整时要尽可能包括近3年利用国债资金新建成

的自来水水厂所在县。本次确定的调查县将作为农村饮用水

卫生监测网的监测县。 2.3 水质调查点确定：确定调查县后，

依照按比例分层（不同水源：地下水、地表水；不同供水方

式：集中式、分散式）随机的方式选择水质调查（监测）点

，每个县不少于10个调查点，同时将近3年利用国债资金新建

成自来水厂增加为新的调查点。 2.4 环境卫生调查点的确定：

将集中式供水调查点覆盖的村和分散式供水调查点所在的村

作为农村环境卫生现状调查的范围。从中按随机原则抽取10

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0户开展调查。3. 调查内容 3.1 饮

用水及水质情况： 3.1.1 水质检测指标：必测项目（14项）：

色度、浑浊度、pH、总硬度、铁、锰、砷、氟化物、硝酸盐

氮、氯化物、硫酸盐、耗氧量、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选

测项目：水温、臭和味、氨氮、亚硝酸盐氮、余氯。 3.1.2 调

查指标：监测县基本情况、饮用水基本情况、分项覆盖（代

表）人口、饮用水污染事件。 3.2 农村改厕与粪便处理情况：

户厕类型、卫生状况、使用、维护管理和粪便处理方式等。

3.3 农村垃圾治理情况：垃圾来源、种类、数量、清运和处理

方式等。 3.4 农村污水治理情况：污水来源、种类、数量、排

放和处理方式等。4. 调查方法 4.1 饮用水调查方法： 4.1.1 水

样采集、保存和分析方法： 集中式供水监测点采集末梢水样

，分散式供水监测点采集农户家中储水器水样。采集2006年



丰水期水样。具体方法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GB5750）或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检验方法进行。 4.1.2 饮

用水情况调查方法：填写统一的农村饮用水调查表。 4.1.3 评

价标准：水质检验结果按照《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准则》，结合现场调查结果评价。 4.2 环境卫生调查方法

：填写统一的农村环境卫生调查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