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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农村饮水水源变更必然性研究 

沈阳林 陈卓君 

（沅江市水利局，湖南 沅江 413100） 

【摘 要】：简要阐述了洞庭湖区农村饮水水源的三个阶段，沟渠水、单户水井、集中供水；采用地下水为集中

供水工程水源存在的主要问题，部分水质不达标，供水保障率降低；外河水质改善，为集中供水工程采用地表水提

供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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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落实科学

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为此湖南省洞庭湖区从 2006年起陆续开展了农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通过十多年的建设，湖南省洞庭湖区饮水不安全人口基本都饮上了安全的自来水。 

1 洞庭湖区农村饮水水源地经历的三个阶段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湖南省洞庭湖区农村群众饮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未处理地表水（沟渠水）、单户地下水（小

管井，50mm,取浅层承压水，深度 20m左右）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大管井，600mm,取深层承压水，深度 80-100m左右）。 

1.1以沟渠水为农村主要饮水水源地阶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经济落后，洞庭湖区农村群众的生活用水就来自屋前屋后的沟渠。但那时沟渠的水无污染，清澈

见底，水质达标。 

1.2以浅层地下水为农村主要饮水水源地阶段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农业生产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沟渠水源水质遭到严重污染。为了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湖南

省洞庭湖区采用群众自筹加政府奖励方式，打井取地下水来解决自身生活用水问题。据统计，在洞庭湖区核心地区农村群众打

井率达 90%以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压把井。 

1.3以深层地下水为水源的集中供水工程阶段 

由于农村群众自己所建的压把井所用的地下水中铁、锭、总硬度、总大肠菌群等指标严重超标，大多数家户水井未经过净

化而直接饮用，给群众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损害。为此从 2006年起在湖南省洞庭湖区进行了一轮农饮水改革，即进行农村集中

供水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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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以地下水为水源的集中供水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有四个方面，一是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二是水量每人每天不少于 40-60

升；三是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10分钟；四是供水保障率不低于 95%o随着洞庭湖区集中供水工程的长久运行，通

过对湖南省洞庭湖区十个集中供水厂的调查、观测，在两个方面也不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 

2.1部分水质不达标 

洞庭湖区集中供水厂水质净化工艺采用深水潜水泵抽水，经跌水曝气池、一级过滤、二级过滤、(加氯)清水池、送水泵房、

配水管网，再送至各用户。管道采用 PE管。在水厂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洞庭湖区地下水中铁、猛等金属元素含量过高，处理工

艺难度大、复杂，加之有些水厂管理单位对集中供水厂过滤池的清洗不及时，不到位，过滤物质更换不及时等现象，从而导致

了部分水厂入户水质不达标现象时有发生，经水质检测单位对洞庭湖区集中供水厂的抽样检测，也证明了部分水厂水质达不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所要求的水质标准，主要是水质铁含量超标。由于水质铁含量超标，一方面群众饮用不合格的自来水

有损群众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对自来水 PE管道造成锈蚀，并对管道水质产生危害。 

2.2供水保障率降低 

洞庭湖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但地下水水资源是有限的，集中供水厂经过十多年的运行，也出现了众多问题。 

2.2.1取水口地下水水位降低 

通过对洞庭湖区大通湖垸十个水厂的调查，取水口地下水位普遍比运行初期降低 2 米左右，造成地下水位降低的原因有两

个:一是大量地下水被抽出；二是外河枯水位时间加长，枯水位水位逐年降低，如位于大通湖垸南岸的草尾河，过去枯水位平均

值为 26.47m,现在枯水位降到 26.0m,有时年份会更低。从而导致地下水位相应降低.在外河高水位时，取水口水位一般在 23.8m

左右，在外河枯水位时，取水口水位一般在 21.5m以下。 

2.2.2地下水源水井出水量减少 

由于取水口地下水水位降低，一方面抽水设备扬程增大，出水量损耗也增大，含沙率增加，从而增加设备维护费、电费等

输水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外河枯水位持续时间的延长，下降，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地下水源水井出水量也随之减少，水

厂设计的日供水量也就得不到保障，所以有时一些水厂供水出现不能 24小时连续供水现象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2.2.3如果地下水过度开采,将会造成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等。 

3 外河水质改善，为集中供水工程采用外河地表水提供了必然 

3.1外河水质已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洞庭湖区经过近几年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十分显著，特别是对洞庭湖沿线纸厂等污染大的工厂的关停，排污口的整治，

洞庭湖区的重要河流水质有了大的提升，原来四、五类的外河水质，已基本满足湖库三类水质(湖南省在洞庭湖区设置了 20 个

水质监测断面)，经过净化完全可作为集中供水工程水源使用。据近期湖南省洞庭湖水质监测，草尾河 pH 值为 9,溶解氧 10.6,

高猛酸盐指数 2,化学需氧量 6,五日生化需氧量 2.6,总氮 2.46；沅水小河咀 pH值为 8,溶解氧 10.3,高镒酸盐指数 1.2,化学需氧

量 6,五日生化需氧量 2.2,总氮 1.42；南洞庭万子湖 pH 值为 7,溶解氧 10.5,高镒酸盐指数 1.2,化学需氧量 4,五日生化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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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总氮 1.54o 

3.2采用地表水净化成本大大降低 

外河水质主要是取决于浊度及细菌总数、大肠菌群，不含铁、镒等金属元素，外河水经过 PAM、PAC加二氧化氯等工艺净化

处理，就可达到饮水安全标准，净化成本比地下水净化低。而且处理后的水质无安全隐患，水厂运营时间长，维护费用低。3.3

将地下水源改为外河地表水 

近十年来，国家在农饮水安全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沅江市大通湖垸有 33万人，按人均 450元/人，国家投入资金就达成 14850

万元。在进行水源由地下水改为外河地表水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原有水厂、管道作为新建外河水厂的提升站、支管道。

新建水厂只是新建集中供水厂及向各原水厂提供已净化水源的主管道即可。 

4 结语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洞庭湖区农饮水经过了三个阶段，从喝沟渠水到农户打压把井，再到集中式供水工程。随着洞庭湖生

态环境整治的不断深入，外河水质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而使洞庭湖区农饮水水源从地下水改变为外河地表水有了必然。现在

洞庭湖区的有关县、市、区正在向这方面努力，本文也希望为此提供一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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