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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水务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水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上海城投原水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市自来

水奉贤有限公司、东方国际集团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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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全过程水质采样点设置与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水全过程水质采样点的设置、建设与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原水系统、水厂、管网、中途泵站、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和末梢水采样点的设置与管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DB31/T 1091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DB31/T 1571 城镇供水厂生产废水回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采样点  sampling points 

采样点是指用于日常、应急监测的水质监测点位，包括人工采样点、在线监测点。 

 

  管网末梢水  pipe network terminals water 

管网末梢水是指水厂供水范围内公共输配管网末端或者距离水厂最远端的管网水。 

[来源：DB31/T 1091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secondary pressurization and regulation facilities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是指集中式供水在入户前设置的储存、加压、消毒、输送等设备及管道。 

 

  末端用户表前水  water before the end-user’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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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用户表前水是指用户计量表前管道中的生活饮用水。 

 

  末梢水  tap water 

末梢水是指出厂水经输配水管网输送至用户水龙头的水。 

[来源：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 设置 

基本要求 

4.1.1 原水系统、水厂、管网、中途泵站、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末梢水等环节应设置采样点。 

4.1.2 备用水源地、应急取水口应设置采样点。 

4.1.3 采样点应有代表性，布局应能反映采样点所处区域水质状况，并便于采样。 

4.1.4 采样点应进行编号并设置标识。 

原水系统 

4.2.1 原水系统采样点应设置在水源地取水口、水库库内、输水口、原水中途泵站等处。 

4.2.2 水库库内采样点应根据水库规模合理设置。 

4.2.3 对水源地取水、输水水质有影响的区域宜增设采样点。 

4.2.4 原水系统人工采样点点位应符合表 1要求。 

 

表1 原水系统人工采样点点位 

原水系统 采样点点位 

水源地 

长江水系水源 

青草沙水库 
上游闸外、输水口、下游闸内、下游闸外、水

库库内 

陈行水库 
第一取水口、第二取水口、水库出水、水库库

内 

东风西沙 取水口、输水口、水库库内 

黄浦江水系水源 金泽水库 取水口、输水口、水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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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原水系统人工采样点点位（续） 

原水系统 采样点点位 

水源地 黄浦江水系水源 松浦原水厂 松浦围油栏 

原水中途泵站 

长江水系水源 青草沙原水厂 五号沟泵站 

黄浦江水系水源 黄浦江原水厂 临江江边 

输送沿线原水中途泵站 泵站进水或出水 

4.2.5 原水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点布局应符合 CJJ/T 271的规定。原水中途泵站水质在线监测点应能反

映泵站进出水的水质状况，宜设置在进水管或出水管处。 

水厂 

4.3.1 水厂各工艺环节应设置采样点，包括进厂原水、过程水、出厂水、回用水和排放水等处。 

4.3.2 进厂原水采样点应设置在进厂原水管或原水集水井处。 

4.3.3 过程水采样点应设置在预臭氧接触池后、沉淀池出口、砂滤池出口、后臭氧接触池后、炭滤池

出口、膜处理出口、消毒接触池后、加氯加氨点后等处。 

4.3.4 出厂水采样点应设置在出厂管上，宜覆盖每根出厂管。 

4.3.5 回用水采样点设置应符合 DB31/T 1571的要求。 

4.3.6 排放水采样点应设置在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排放口或总排口监测井处。 

管网和中途泵站 

4.4.1 管网人工采样点设置应符合 DB31/T 1091的要求。设置数量宜按供水服务人口每 2 万人设置 1

个。供水服务人口低于 20万人时，可酌量增加；供水服务人口高于 100 万人时，可酌量减少。其中管

网末梢水的采样点比例不宜少于 10%。 

4.4.2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设置应符合 DB31/T 1091 的要求。应覆盖供水系统干管、不同水厂供水交

汇区域、管网末梢等重要区域或节点位置，每 10万供水服务人口应设置一个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 

4.4.3 中途泵站应在泵站出站主管道上设置人工采样点和水质在线监测点，其中有加氯设施的泵站应

在进站主管道增设水质在线监测点。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4.5.1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人工采样点设置应符合 DB31/T 1091 的要求，每个小区宜设置一个二次加

压与调蓄设施人工采样点，规模小于 2000人的小区可合并进行设置。 

4.5.2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的进水管和出水管应分别设置水质采样口，日常检测采样点应设置在小区

生活泵房出水或屋顶水箱出水。 

4.5.3 有条件的小区宜设置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水质在线监测点，监测点宜设置在小区生活泵房总出

水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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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水 

4.6.1 末梢水人工采样点应覆盖所有水厂并设置在用户水龙头处，条件受限时，可设置在末端用户表

前。采样点数量宜根据水厂规模及服务人口确定，每座水厂服务范围内不少于 5个。 

4.6.2 末梢水人工采样点设置时应包括二次加压与调蓄及直供两种供水方式。 

5 建设 

基本要求 

5.1.1 采样点取样管宜采用不锈钢或塑料材质，室外取样管宜离地架设或埋地敷设。 

5.1.2 管网和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人工采样点宜安装采样箱并进行标识，采样箱应直接安装在墙面上

或固定支架上，采样箱可参考示意图 A.1。 

5.1.3 人工采样龙头宜选用不锈钢材质。安装高度宜为 1.2m～1.4m，距采样箱底不应小于 200mm，与

墙面间距不应小于 70mm。 

5.1.4 在线监测仪表柜宜采用不锈钢材质，柜内温度应满足仪表工作要求。 

5.1.5 在线水质监测仪表安装位置应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安装时应考虑水压和流量影响，水压过高时

宜安装调节阀或带调节阀的旁通管。 

5.1.6 采样箱和在线监测仪表柜应安装锁具。 

5.1.7 采样点应配备排水措施。 

5.1.8 采样点应在取样管和采样龙头等处安装防冻保温措施。 

5.1.9 采样点安装位置和预留空间应方便操作人员使用、维护和校验。 

原水系统 

5.2.1 水源地人工采样应采用采样器采样，采样深度根据水深确定。 

5.2.2 水源地在线采样应根据水体流量、水位差合理选择采样泵，采样泵应一用一备。库内在线采样

时宜使用浮动平台，采样深度应根据水库运行水位设置，宜设置在水面下 0.5m～3m。 

5.2.3 原水中途泵站在线采样的取样管应设置在进水或出水主管道上。 

水厂 

5.3.1 水厂宜将进厂原水、过程水、出厂水等采样龙头集中建设与安装，安装时应考虑管道内流速和

滞留时间等因素。 

5.3.2 消毒接触池采样点取样管应安装在接触池出水管道上。臭氧接触池采样点宜安装接触池最后一

段或出水管道上，余臭氧监测仪表应靠近采样点安装。 

5.3.3 回用水水质在线监测点应在回用管路中开设取样管或采样装置，取样管安装应有一定坡度。 

5.3.4 排放水水质在线监测点宜安装预处理系统，取样管安装应有一定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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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水质在线监测点安装时宜同步安装人工采样龙头。 

管网和中途泵站 

5.4.1 管网采样点应设置在距离用水户较近的配水管上，条件受限时可设置在距离配水管较近的用户

龙头处，水样在管道内滞留时间不宜大于 5分钟。 

5.4.2 管网水质在线监测点安装应符合 CJJ/T 271的要求。 

5.4.3 中途泵站采样点应结合泵站管道布局和运行工况，宜安装在阀门井内。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5.5.1 小区生活泵房出水总管、屋顶水箱出水管人工采样点宜设置采样箱。采样龙头与墙面间距不应

小于 70mm。 

5.5.2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水质在线监测点安装应符合 GB 50093的有关规定。 

末梢水 

5.6.1 末梢水采样点宜利用居民常用不锈钢龙头，优先选择厨房龙头。 

5.6.2 末端用户表前采样点的安装可参考示意图 B.1。 

6 管理 

基本要求 

6.1.1 应定期开展采样点的巡检与维护，并做好记录。 

6.1.2 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采样点的新增、停复役和变更。 

6.1.3 采样点出现无水、出水小、渗漏、设备损坏等问题时应及时维修。 

6.1.4 在线水质仪表发生故障或数据异常时，应开展人工检测。 

6.1.5 应建立采样点台账，包括但不限于采样点名称、采样点编号、安装地址、定位信息等。 

巡检与维护 

6.2.1 应确保采样点的进水、排水、标识的完好，采样箱或在线仪表柜箱体完好。 

6.2.2 在线水质监测仪表应定期进行比对，并做好记录。比对结果超过允许误差时应及时查找原因，

并进行校核。在线仪表比对频次应符合表 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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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线仪表比对频次 

点位 比对频次
 

原水 1次/周 

水厂 1次/2周
ａ
 

管网 1次/月 

中途泵站 1次/月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1次/季度 

ａ 
排放水在线水质监测仪表应根据 HJ 355 中的要求进行。 

6.2.3 采样点巡检与维护频次应符合表 3要求。 

表3 采样点巡检与维护频次 

点位 巡检与维护频次 

原水 1次/周 

水厂 1次/2周 

管网 1次/月 

中途泵站 1次/月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1次/季度 

末端用户表前 1次/季度 

变更 

6.3.1 增设水质采样点或对现有采样点进行调整时，应及时上报。 

6.3.2 变更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采样点名称、采样点编号、安装地址、定位信息、现场照片等。 

水质监测 

6.4.1 人工采样点检测指标与频率应按照 GB 3838、GB 5749、GB 17051、DB31/T 1091、DB31/T 1571

等标准执行，可参照表 C.1。 

6.4.2 在线水质监测数据采集频率应符合 CJJ/T 271的要求，可参照表 D.1。 

6.4.3 发生突发水质事件时，应及时开展应急监测。 

6.4.4 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和性质确定应急监测指标。宜根据突发水质事件情况增加应急监测点位和

频次。 

数字化管理 

6.5.1 应对水质采样点实施数字化管理，建立采样点数字化标识。 

6.5.2 应将人工采样点及水质在线监测点信息与数据纳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供水水质数据实时查

询、异常报警、信息共享等功能。 

6.5.3 应每年开展采样点数字化图册编制工作，图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采样点名称、采样点编号、安

装地址、定位信息、现场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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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样箱示意图 

采样箱示意图见图A.1。 

 

 

 

图A.1 采样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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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末端用户表前采样点安装示意图 

末端用户表前采样点安装示意图见图B.1。 

 

 

图B.1 末端用户表前采样点安装示意图 

 

 

 



DB 31/T XXXX—XXXX 

9 

附 录 C  

（资料性） 

人工采样点检测指标和频率 

人工采样点检测指标及频率见表C.1。 

表 C.1 人工采样点检测指标及频率 

样品类型 检测对象 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 

原水系统 

水库取水、输

水、水库库内、

备用水源地 

臭和味 每8小时不少于一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NH3-N）、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水

温、pH、氯化物（以Cl
-
计）、亚硝酸盐（以N计）、铁、

锰、总碱度、总硬度、溶解氧 

每日不少于一次 

GB 3838中的表1和表2全部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水厂 

进厂原水 

臭和味 每8小时不少于一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NH3-N）、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水

温、pH 、氯化物（以 Cl
-
计）、亚硝酸盐（以 N 计）、

铁、锰、总碱度、总硬度、溶解氧。 

每日不少于一次 

GB 3838中的表1和表2全部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水厂应急取水口 浑浊度、氨氮（NH3-N）、高锰酸盐指数 每日不少于一次 

沉淀水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每1小时不少于一次 

滤后水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每1小时不少于一次 

炭后水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氨（以 N 计） 每1小时不少于一次 

膜滤池出口水  浑浊度 每1小时不少于一次 

加氯加氨点后出

水  

总氯或游离氯、氨（以 N 计） 每1小时不少于一次 

回用水 高锰酸盐指数、氨（以 N 计）、pH 每周不少于一次或用在线监

测代替 

叶绿素 a、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 每月不少于一次
a
 

总有机碳、铁、锰、丙烯酰胺、锑 每月不少于一次
b
 

粪大肠菌群、砷、铬（六价）、铅、汞 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排放水 色度、pH、氨氮、化学需氧量（CODCr）、悬浮固体、五日

生化需氧量（BOD5） 

每月不少于一次 

出厂水 

臭和味、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每8小时不少于一次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总氯、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高锰酸盐指数（以 O2

计）、水温、pH、氯化物、总碱度、总硬度（以CaCO3

计）、氨（以 N 计）、亚硝酸盐（以 N 计）、铁、锰。 

每日不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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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人工采样点检测指标及频率（续） 

样品类型 检测对象 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 

水厂 出厂水 GB 5749中表1和表2全部指标 

DB31/T 1091中表1和表2全部指标 
每月不少于一次 

GB 5749中表1、表2和表3全部指标 

DB31/T 1091中表1、表2和表3全部指标 
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三卤甲烷、溴酸盐（使用臭氧时）、铝（根据原水特

性和工艺特点开展检测） 

1次/月（12月-次年2月）； 

1次/周（3月-10月）； 

2次/月（11月）；可根据实际情况

和生产需要酌情增加检测频次。 

管网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pH、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总氯或游

离氯 

每一采样点每两周不少于一次 

管网末梢水 
GB 5749中表1和表2全部指标 

DB31/T 1091中表1和表2全部指标 

每月对每个水厂供水范围内至少选

取一个管网末梢点进行检测 

中途泵站 中途泵站出站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每一采样点每两周不少于一次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末梢水 

GB 17051的必测指标 

每年不少于一次。 末端用户表前宜增加亚硝酸盐（以 N 计）和高锰酸盐

指数（以O2计）两项指标。 

a 
当水源地因藻类暴发启动应急措施时，叶绿素a、2-甲基异莰醇和土臭素的检测频率应每周不少于一次。 

b 
丙烯酰胺和锑不作为控制指标时可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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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水质在线监测点监测指标 

水质在线监测点监测指标见表D.1。 

表 D.1 水质在线监测点监测指标 

 监测对象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原水系统 
水源地

a、b
 

pH、浑浊度、水温、溶解氧、电导

率、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a、总磷 

总有机碳、挥发酚、油类、重金

属、总氮、生物毒性、2-乙基-

5,5-二甲基-1,3-二氧杂环乙

烷、2-乙基-4-甲基-1,3-二氧戊

环、锑、2-甲基异莰醇、土臭

素、蓝绿藻 

原水中途泵站 pH、浑浊度、水温、溶解氧 总氯或游离氯 

水厂 

进厂原水 

长江水源水厂 
水温、浑浊度、pH、氨氮、总氯或

游离氯、电导率、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亚硝酸盐 

黄浦江水源水厂 

浑浊度、pH、水温、氨氮、电导

率、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亚硝

酸盐 

/ 

水厂应急取水口 浑浊度 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过程水 

预臭氧接触池后 余臭氧 / 

沉淀池出口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 

砂滤池出口 浑浊度 总氯或游离氯 

后臭氧接触池后 余臭氧 / 

炭滤池出口 浑浊度 高锰酸盐指数 

膜处理出口 浑浊度 / 

消毒接触池后 总氯或游离氯 / 

加氯加氨点后 总氯或游离氯、氨氮 / 

出厂水 出厂管
c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pH、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回用水 回用管路 / 高锰酸盐指数、pH、氨氮 

排放水 
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排放口

或总排口监测井 

氨氮、化学需氧量（CODCr）、悬浮

固体（SS） 
/ 

管网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pH、水温 
中途泵站 

有加氯设施的泵站进、出站主管道 

无加氯设施的泵站出站主管道 

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 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 pH、水温 

a
 存在咸潮影响风险的水源地应增加氯化物等指标。 
b
 存在突发性污染风险的水源地宜增加相关污染物指标。

 

c
 每根出厂管应监测浑浊度、总氯或游离氯两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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