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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经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0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项目编号为 20065784-Q-361，项目名称为《二次供水设施

卫生规范》修订。此标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 

二次供水是生活饮用水的主要供水环节，也是保障城市

饮水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 GB 17051—1997 《二次供

水设施卫生规范》 于 1997 年 11 月由原卫生部和国家技术

监督局联合发布，自 1998 年 12月 1 日开始实施，至今已有 

22 年。自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在近年的应用中，逐渐反映出

一些问题。因此，2020年 4 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

有关单位申报 GB 17051《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的修订项

目，2020年 9 月获得立项批准并开展修订工作。 

（二）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承担的工作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体

负责本标准的修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

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

导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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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要参与本标准水质检验指标的确定及技术支撑文件的

撰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盛欣、王冰、张岚、熊传龙、刘晓

峰、姜江、陈志健、朱炳辉、杜宝军、于建平。 

各起草人承担的工作如下： 

盛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本文件结构框架

制订，修订工作方案的制定，项目组织实施以及开展、上报、

技术材料的审核工作，组织编写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

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和标准解读、编制说明等相关

文件。为本项目总体负责人。 

王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同负责本文件结构

框架制订、项目组织实施、开展、上报、技术材料的审核工

作，协同编写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送

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和修改。 

张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

所。主要负责水质检测部分的内容修订，参与标准初稿、讨

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和修

改。 

熊传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

心。主要负责二次供水机房内容的修订，参与标准初稿、讨

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和修

改。 

陈志健，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水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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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送

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和修改。 

刘晓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消毒设备

的修订，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送

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 

姜江，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主要负责叠压（无负压）

供水设备的内容制定，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

求意见稿的讨论。 

朱炳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基本要求

部分的内容制定，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意

见稿、送审稿以及报批稿的讨论和修改。 

杜宝军，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运

营部分的内容制定，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

意见稿的讨论。 

于建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消毒设备

的内容制定，参与标准初稿、讨论稿、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的讨论。 

（三）起草过程 

1. 开展前期调研，完成标准修订的立项工作 

2019 年 9月-2020 年 7 月，开展二次供水设施状况和运

行情况调研，为标准修订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技术储备，2020

年 9 月通过立项审批。 

2. 编写并逐步完善标准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9月-2021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在充分调研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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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经多次与行业专家讨论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初稿）。 

2021 年 5月 7 日，标准起草组在北京市召开第一次标准

修订研讨会，参会人员包括标准组全体成员及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相关工作人员，会上对

标准内容逐一讨论，形成工作组讨论稿（修改稿）。 

2021 年 7月 8 日，在北京市召开第二次研讨会，参会人

员包括标准起草组、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物业管理以及二

次供水设备生产企业等单位的相关人员，会上针对标准内容

逐一讨论，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3. 征求各有关单位意见，汇总讨论反馈意见 

2021 年 7 月 28 日，环境健康标准委员会公开向社会及

有关单位征集意见，同时标准起草组主动向各省市各级疾控

中心、卫生监督机构、水务部门、二次供水管理单位、二次

供水设备生产企业等单位征集意见，共发出征求意见函 31

份，收到回函 31份，231条反馈意见。起草组对反馈的意见

与建议逐条进行了研究，形成初步采纳建议。 

2021 年 9月 1 日，标准起草组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

了专家讨论会，参会人员包括标准起草组、清华大学、二次

供水设备生产企业的相关人员。会上针对各单位反馈的意见

和建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4. 通过标委会审查，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报批稿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环境健康标委会 2021 年第二次

标准审查会上，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送审稿）

全票通过标委会审查，并收集专家反馈意见与建议 7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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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5 日起草组针对专家意见再次召开线上会

议逐条讨论后，采纳意见 58 条，未采纳意见 16条，部分采

纳 1 条。会后起草组根据标委会反馈的专家意见和建议，对

标准文本、编制说明、标准解读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

GB 17051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报批稿）。 

2022年 1月 19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环境健康

标准审查会，对标准内容的协调性进行审查，会后起草组根

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形成 GB 

17051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报批稿）。 

二、编制原则及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

理由 

（一）标准编制原则 

作为生活饮用水的主要供水环节，二次供水是保障城市

饮水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标准修订中基于全国二次供

水监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以及在监督监测过程中发现的相

关问题，主要遵循“科学性与可实施性相结合”、“协调性与

衔接性相结合”的工作原则来开展相关工作。 

    标准编写格式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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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

行编制。 

（二）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标准修订对标准的范围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对规

范性引用文件进行更新，对二次供水设施、供水管道、水箱

（池）、运营单位、紫外线强度、紫外线剂量、最高允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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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等术语和定义进行修订完善或增减，对全文一些条款中

的文字进行编辑性修改。在此基础上，与 GB 17051—1997

相比，修订主要内容有： 

1. 增加了基本要求的内容 

增加了二次供水设施进水管和水箱出水管应设置水样

采样口的要求，方便水质检测时水样的采集；增加了供水管

道的布置和铺设要求，防止因布设不合理导致的饮用水污

染。 

2. 增加了二次供水机房的要求 

增加了机房内设备基座、门窗、挡鼠板、防虫害装置、

通风、排水、防冻、防淹报警装置、地面坡度等要求，推荐

设置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有利于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3. 完善了水箱（池）的卫生要求 

在原标准人孔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双人双锁和相关记

录的要求，防止人为因素的影响，增加了水箱进水管、水位

监控、溢流报警装置的要求。 

4. 完善了消毒设备的要求 

消毒设备增加了次氯酸钠发生器、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

器和臭氧消毒设备的要求。参照有关标准，细化了紫外线消

毒器的具体要求。 

5. 完善了运行单位和人员的要求 

增加了巡查、建档的日常管理要求，明确了档案相关内

容，增加了应急演练要求。 

6. 增加了水箱（池）清洗、消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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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水箱清洗、消毒的卫生安全，在原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了水箱清洗人员的健康、培训和档案要求、所用消毒剂

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

（试行）》规定的要求。 

7. 调整了水质检测要求 

为区分卫生部门的主动监测，标准修订时将原标准中设

施的水质卫生标准调整为运营单位水质检测要求，并将检测

指标和检测频次进行了具体规定。 

为与 GB 5749 中相关指标保持一致，本标准更改了 6 项

指标的名称，包括余氯名称修改为游离氯、细菌总数名称修

改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名称修改为总大肠菌群、耗氧量名

称修改为高锰酸盐指数（以 O2计）、氨氮名称修改为氨（以 N

计）、亚硝酸盐氮修改为亚硝酸盐（以 N计）。根据消毒方式

的不同，增加了 3 项必测指标，包括臭氧指标（采用臭氧消

毒设备时）、二氧化氯指标（采用二氧化氯消毒设备或二氧

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紫外线强度指标（采用紫

外线消毒设备时），并保留了游离氯指标（采用次氯酸钠发

生器或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本标准更改了

选测项目和增测项目的名称，选测项目名称修改为增测指

标，增测项目名称修改为最高允许增加值指标。同时为更好

地指导增测指标的实操性，本标准以表格的形式对各种情况

下应选择的增测指标进行了列举。 

标准增加了检测频次的要求。运营期间每年应至少进行

1 次水质检测，在二次供水设施初次使用前、涉及水质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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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供水设施维护后、水箱（池）清洗消毒后和可能造成水质

污染的不良事件时也应进行水质检测。 

8. 删除了预防性卫生监督的内容 

鉴于技术文件中不宜提出行政管理要求，本次修订删除

了预防性卫生监督的内容。 

9. 删除了附录 A部分 

由于 GB 28235 中有更完善的紫外线强度检测方法，标

准修订时引用了该标准内容，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附录 A。 

（三）重点指标修订依据 

1. 新增内容 

1.1  二次供水设施应独立设置，并设有锁闭的围隔设施 

二次供水设施应为生活饮用水专用，其水质应符合 GB 

5749，不可与消防用水、中水等其他供水设施共同，避免因

水箱（池）容量过大导致死水形成，防止中水等对饮用水造

成污染。设有锁闭的围隔设施，便于管理，避免无关人员进

入，减少人为因素导致饮用水受到污染。 

1.2 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

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规定 

《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

行）》对各类消毒剂和消毒设备的检测内容、检测方法、限

值均有具体规定，可有效保障二次供水的消毒环节。 

1.3 二次供水设施的进水管和水箱出水管处应分别设

置水样采样口 

为保障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 GB5749 的要求，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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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备运行期间；二次供水设施初次使用前、长期停止使用

恢复供水前；涉及水质的二次供水设施维修后；水箱（池）

清洗消毒后；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不良事件时需采集水样进

行水质检测，预留进水和出水检测采样口可方便水样采集。

此外，在饮用水受到污染时，采集不同位置的水样有利于判

断污染环节，为制定处置措施提供依据。 

1.4 供水管道的布置与铺设应符合 GB 50015 规定 

生活饮用水供水管道的布置和铺设不合理，可导致生活

饮用水受到污水的污染，GB 50015-2019 中 3.6 对生活饮用

水的布置与铺设有具体的规定。 

1.5 机房内设备基座基础顶面距机房地面应不小于 0.1 

m 

此要求是为了防止地面积水影响机房内二次供水设备，

与 CJJ 140-2010中的 7.0.9 要求一致。 

1.6 机房门窗应锁闭，宜设置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机房门窗应锁闭”的要求，可避免无关人员进入，减

少人为因素引起的水污染事件发生；“宜设置门禁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监控二次供水机房的状

态，该要求为推荐性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建议实施。 

1.7 机房应设置挡鼠板及防虫害装置 

设置挡鼠板及防虫害装置可防止老鼠和其他蚊虫等进

入机房后对二次供水设施造成破坏和污染饮用水水质。 

1.8 机房应设有机械通风、排水、防淹报警装置，机房

内地面应有不小于 0.01 的坡度坡向排水设施。有条件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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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顶部及墙壁可贴瓷砖或涂刷防水防霉涂料，寒冷地区应有

防冻设施 

机房内多设有消毒设施，部分消毒设施可产生挥发性气

体；同时水箱（池）在初次使用、维护后，水污染事件处置

时均需进行清洗消毒，使用的消毒剂也会挥发到空气，为防

止消毒剂对操作人员的影响，须有通风设施。 “机房应设

有排水装置，泵房内地面应有不小于0.01的坡度坡向排水设

施”，此要求与 CJJ 140-2010 中的 7.0.7 一致。 

根据相关单位的意见反馈，标准增加了“有条件的机房

顶部及墙壁可贴瓷砖或涂刷防水防霉涂料”，有利于保证机

房的环境卫生；“寒冷地区应有防冻设施”，可保障冬季寒冷

地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正常使用。 

1.9 机房内不应存放杂物 

二次供水设施机房应专用，不应存放杂物，影响机房环

境卫生。 

1.10 水箱（池）进水管应位于水箱（池）上部，且应

在溢流水位以上接入，并应符合 GB 50015 规定；出水管位

于水箱（池）下部；进水管与出水管应设置在水箱（池）对

侧 

“水箱（池）进水管应位于水箱（池）上部”，是为了

防止水箱内水倒灌至进水管中，“出水管位于水箱（池）下

部”有利于水箱内的存水的流动；“进水管与出水管应设置

在水箱（池）对侧”可减少水箱内死水形成。 

1.11 水箱（池）应设置水位监控、溢流报警装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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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可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此要求是为了及时发现供水异常情况，且目前技术条件

可以做到设置水位监控、溢流报警装置。为了便于进行实时

水质检测，随时发现污染隐患，及时解决问题，标准推荐“有

条件的可设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此技术在经济、技术较

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应用。 

1.12 增加了消毒设备的具体要求 

1.12.1 紫外线消毒设备应符合 GB 28235-2020规定，应

具备机械清洗装置，石英套管结垢系数不应低于 0.6。紫外

线强度应大于 70 μW/cm
2
。在峰值流量和紫外线灯运行寿命

终点时，紫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 40 mJ/cm
2
。紫外线强度

的检测方法应符合 GB 28235-2020 附录 A的规定。紫外线剂

量的检测方法应符合 GB/T 32091 中第 4、5章规定。 

紫外线消毒应具备在线自动清洗装置，石英套管结垢系

数不应低于 0.6 可保障紫外线的穿透性，紫外线强度应大

于70 μW/cm
2
。在峰值流量和紫外线灯运行寿命终点时，紫

外线有效剂量不应低于40 mJ/cm
2
，均是为保障紫外线消毒设

备的消毒效果。其中紫外线有效剂量的要求与GB 19837-2019 

中 5.10.2要求一致。同时标准给出了紫外线强度和紫外线

剂量的检测方法。 

1.12.2 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应符合 GB 28931的规定 

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作为一种新型消毒方式，可用于

二次供水的消毒设备，因此本标准增加了此设备的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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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应符合GB 28931 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

准的规定。 

1.12.3 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 GB 28233 的规定 

部分二次供水设施会安装次氯酸钠发生器作为二次供

水的消毒设备。因此，本标准规定“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

GB 28233 次氯酸钠发生器卫生要求的规定”。 

1.12.4 臭氧设备应符合 GB 28232的规定 

臭氧消毒设备也可应用于二次供水环节，其设备均应符

合GB 28232 臭氧消毒器卫生要求的规定。 

1.13 运营要求 

1.13.1 制定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和每年应

进行应急演练的要求 

鉴于二次供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且对居民生活和社会

影响较大，制定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和每年应进

行应急演练，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熟悉处置流程，做到快速

反应，及时处置。 

1.13.2 运行单位负责二次供水设施的建档工作，明确

了档案的具体内容 

为了运营单位更好地管理二次供水设施，方便相关人员

查阅有关资料，标准增加了档案管理要求。 

1.14 水箱（池）清洗消毒要求 

1.14.1 从事水箱（池）清洗、消毒工作的人员上岗前

应进行健康体检和相关培训 

原标准 8.2仅规定“管理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



 

  

 

13 

 

卫生知识培训”，没有对清洗消毒人员的健康与卫生知识的

要求，而水箱清洗消毒人员需进入水箱内部进行操作，其身

体健康状况和是否熟练掌握正确的操作规范，直接影响水箱

清洗消毒效果和饮用水水质卫生状况。 

1.14.2 用于水箱清洗、消毒的消毒剂应符合《生活饮

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规定 

不是所有的消毒剂都可应用于水箱清洗消毒，为防止所

用消毒剂对水质的影响，本标准增加了此规定，在保证消毒

剂的消毒效果的同时，也可保证不影响二次供水水质。 

1.15 运营单位水质检测要求 

1.15.1 必测指标 

鉴于增加了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臭氧消毒设备有关

要求，必测指标增加了相应的检测指标（二氧化氯、臭氧），

并将紫外线强度调整到必测指标。 

1.15.2 增测指标 

为了有利于各地区根据情况选择适合的检测指标，本标

准将原标准中选测项目改为增测指标，并以表 1 的形式明确

了不同情况下应选择的具体检测指标，使得标准更具有指导

意义。  

表1 二次供水水质增测指标 

序号 情况 增测指标 

1 

二次供水消毒采用次氯酸钠发生器 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

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酸、三氯乙酸、氯

酸盐 

2 

二次供水消毒设备采用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

毒剂发生器 

亚氯酸盐、氯酸盐、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

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三卤甲烷、二氯乙

酸、三氯乙酸 

3 二次供水消毒设备采用二氧化氯发生器 亚氯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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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情况 增测指标 

4 二次供水消毒设备采用臭氧消毒设备 溴酸盐 

5 二次供水设施采用金属材质 镉、铬（六价）、铅、铁、锰、铜、锌、镍 

6 二次供水设施采用塑料材质 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7 

二次供水设施初次使用前或长期停用恢复供

水前 

镉、铬（六价）、铅、铁、锰、铜、锌、镍、

氨（以N计）、亚硝酸盐（以N计）、高锰酸盐

指数（以O2计） 

8 涉及水质的二次供水设施维修维护后 与设施维修维护相关指标 

9 水箱清洗、消毒后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氨（以N计）、亚硝酸盐（以

N计）、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 

10 水质不良事件恢复供水前 
GB 5749—2022表1中除放射性指标外的全部指

标及表3中与水质污染有关的指标 

11 其他 根据情况选择相应指标 

1.15.3 检测频次 

原标准中水质检测部分只规定了水质指标和水质卫生

要求，没有明确检测频次。本标准规定“二次供水设施在水

箱清洗前的正常运行期间，每年应至少进行 1次水质检测”，

此外在发生“二次供水设施初次使用前、长期停止使用恢复

供水前；涉及水质的二次供水设施维修后；水箱（池）清洗

消毒后；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不良事件”之一情况时，应进

行水质检测。 

1.15.4 采样方法 

原标准未规定采样方法，鉴于采样方法正确与否直接关

系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必要明确采样方法。标准规定“采

样方法应符合 GB/T 5750 规定”。 

2. 删除内容 

2.1 删除了原标准 3.3 水处理设备的定义及 5.4中的过

滤、软化、净化内容 

    根据 GB/T 17028 的规定，水处理设备包括一般水质处

理器和反渗透处理装置，是对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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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源，经过进一步处理，旨在改善饮水水质，去除水中某

些有害物质为目的的饮用水净化装置，与二次供水的意义不

同，因此，本标准将相应内容删除。 

2.2 删除了“预防性卫生监督”一章（见 1997 年版的

第 6 章） 

此部分为卫生行政要求，可通过行政文件进行规定，不

适合出现在标准文件中。 

2.3 删除了附录 A 

由于 GB 28235-2020 中附录 A对紫外线强度有更详细的

检测方法，本标准在条款 7.2中引用了相关内容。 

3. 修改指标名称 

3.1 将原标准中的氨氮、亚硝酸盐氮、耗氧量名称分别

改为氨（以 N计）、亚硝酸盐（以 N 计）、高锰酸盐指数（以

O2计） 

依据新修订的 GB 5749-2022指标名称进行了修改。 

3.2 将原标准中的余氯、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名称分别

改为游离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依据新修订的 GB 5749-2022指标名称进行了修改。 

4. 调整内容 

4.1 水箱（池）距污染源、污染物的距离应符合 GB 50015

的规定 

GB 50015-2019 中 3.13.11 规定“埋地式储水池周围

10 m内不得有化粪池、污水处理构筑物、深水井、垃圾堆放

点等污染物。生活饮用水水池（箱）周围 2 m 内不得有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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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污染物”，此内容比原标准 5.5 内容更详细。 

4.2 水箱（池）应设置人孔，人孔的位置和大小要满足

水箱清洗消毒工作的需要，人孔应有盖（或门）、有锁，应

实行双人双锁管理，由负责人同意后才能开启，完成后应做

好记录。水箱人孔应高于水箱顶部 0.05 m 以上，水池人孔

应设在水池上部 

此内容为原标准中5.1中的要求，增加了“宜实行双人

双锁管理、由负责人同意后才能开启，并应做好记录”的要

求。 

4.3 二次供水的供水管道禁止非饮用水管道及设备直

接连接 

原标准内容为“设施不得与市政供水管道直接联通”，

二次供水设施的管道除不能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外，也不能

与消防水箱、中水水箱等非饮用水设备直接连接，从而避免

非饮用水进入二次供水管道中污染生活饮用水。 

4.4 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应符合 GB/T 17219 规定 

原标准为“设计中使用的过滤、软化、净化、消毒设备、

防腐涂料，必须有省级以上（含省级）卫生部门颁发的产品

卫生安全性评价报告”，其内容涉及行政要求，不适用于标

准文件，且原标准所列内容也不全面。GB/T 17219 对各类

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检测指标、检测方法和限值都有明

确规定，可有效保障二次供水水质。 

4.5 设置在建筑物内的水箱（池）其顶部与屋顶的距离

应不小于 0.8 m，水箱（池）外壁与墙面的间距、水箱底与



 

  

 

17 

 

房间地面板的间距应符合 GB 50015 规定，内、外均应设置

爬梯设施 

此内容是在原标准5.1中“水箱顶部与屋顶的距离应大

于80 cm，内、外均应设有爬梯设施”的基础上增加了“水

箱（池）外壁与墙面的间距、水箱底与房间地面板的间距应

符合 GB 50015规定”。GB 50015-2019 中 3.8.1 的 5 对水

箱（池）外壁与墙面的间距、水箱底与房间地面板的间距有

具体要求。 

4.6 水箱应安装在有排水条件的基座上，水箱应设置通

气管和通气管罩，数量应不少于2个，宜对角安装，并设有

耐腐蚀材料滤网和防虫网 

“水箱应安装在有排水条件的基座上”为原标准中 5.1 

中的要求，本标准增加了设置通风管和通风管罩的数量、位

置及防护要求。 

4.7 水箱（池）应设置溢流管和泄水管，其出口均应设

置耐腐蚀材料滤网。溢流管管径应大于进水管管径，其管口

上沿应低于进水管，与排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少于 

0.2 m 的空气间隙。泄水管应设在水箱（池）底部，溢流管

与泄水管的排水应间接排水 

“泄水管应设在水箱（池）底部，溢流管与泄水管的排

水应间接排水”为原标准的5.1中的要求。本标准增加了部

分要求，更改为“水箱（池）应设有溢流管和泄水管，其出

口均设置耐腐蚀材料滤网。溢流管管径应大于进水管管径，

管口上沿应低于进水管，与排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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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0.2 m 的空气间隙”与 CJJ 140-2010 的 6.1.8 中 5 

一致。“出口均设置耐腐蚀材料滤网”可防止由于饮用水中

所含消毒剂余量对滤网的腐蚀，“溢流管管径应大于进水管

管径”可防止由于进水速度大于溢水速度而导致过多的水从

其他地方溢流形成地面积水或渗漏到其他地方。“与排水系

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少于0.2  m的空气间隙”可防止污

水倒灌。 

4.8 二次供水设施应设置消毒设备安装位置，末梢水的

消毒剂余量和微生物指标不能稳定达到GB 5749要求的二次

供水设施应设置消毒设备 

将原标准5.3中“有条件的单位设施应设有消毒器”调

整为“末梢水的消毒剂余量和微生物指标不能稳定达到GB 

5749要求的二次供水设施应设置消毒设备”。由于二次供水

设施的来水是市政供水或其他符合GB 5749 要求的水，部分

离水厂较近的地区二次供水设施水源水中消毒剂余量较高，

不安装消毒器也可保证供水卫生安全。因此，是否安装消毒

设备不应取决于二次供水设施相关单位是否有条件安装，而

应根据该地区末梢水中消毒剂余量是否满足消毒剂余量和

微生物指标稳定达到GB 5749要求而定。 

4.9 运营单位负责二次供水设施的巡查、运行、维护、

清洗、消毒等日常管理工作 

 在原标准 8.1 的基础上增加了建档要求，明确了运行单

位的日常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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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运营单位应制定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维护、水

箱（池）清洗消毒和水质检测等制度并予以实施，制定突发

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预案，配备专（兼）职管水人员，明

确工作职责 

在原标准 8.1 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定突发水污

染事故的应急处置预案，配备专（兼）职管水人员，明确工

作职责”的要求。明确了运营单位的职责、人员配备要求。 

4.11 运营单位应设置二次供水设施管理档案，包括设

施的基础性资料、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

或卫生学评价报告、水箱（池）清洗、消毒、水质检测、消

毒设备的使用维护、紫外线灯管更换等内容 

在原标准 8.2 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次供水设施管

理档案内容要求，使标准更具可操作性。 

4.12 运营单位工作人员每年应进行健康检查、卫生知

识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 

在原标准 8.2 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员应急预案演

练的要求，以增强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处置能力。 

4.13 清洗、消毒后，应做好清洗消毒记录，首次供水

前应对水质进行检验 

此内容与原标准 8.3 的要求基本一致，在水箱清洗消

毒后应进行水质检测的基础上明确了清洗、消毒后的水质检

测时间，增加了做好清洗消毒记录的规定。 

4.14 调整了水质检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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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必测指标：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pH、游离氯或总氯（采用次氯酸钠发生器或二氧化氯与

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二氧化氯（采用二氧化氯消毒设

备或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臭氧（采用臭氧

消毒设备时）、紫外线灯管强度（采用紫外线消毒设备时）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在原标准 7.1.1 的基础上将余氯改为游离氯（采用次

氯酸钠发生器或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增加

了臭氧（采用臭氧消毒设备时）、二氧化氯（采用二氧化氯

消毒设备或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时）、紫外线灯

管强度（采用紫外线消毒设备时）的要求，将细菌总数和大

肠菌群调整为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4.14.2 增测指标 

将原标准的选测指标调整为增测指标，同时给出不同情

况下应该增测的具体内容，使得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此部分是对原标准中的选测指标和增测指标进行了综

合调整。通过统计近几年全国二次供水监测数据，起草组发

现由于二次供水末梢水、出水与进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未

能统计出有意义的结果。因此，起草组决定结合新修订的 GB 

5749 和 GB/T 17029 的有关内容，明确了各种增测情况下

的具体增测指标。 

此外，按照新修订的 GB 5749 的内容将原标准的氨氮、

亚硝酸盐氮、耗氧量名称改为氨（以N计）、亚硝酸盐（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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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标准修订时也相应地调整了

这三个指标的名称。 

4.15 最高允许增加值指标见表2 

表2 最高允许增加值 

指标 最高允许增加值（mg/L） 

氨（以N计） 0.1 

亚硝酸盐（以N计） 0.02 

高锰酸盐指数（以O2计） 1 

此三项指标除了检测结果的绝对值应符合 GB 5749 要

求外，其最高允许增加值还应符合表2 的要求。因此，本次

标准修订时依据 GB 5749 的内容只调整了指标名称，最高

允许增加值保持原标准限值不变。 

5. 维持原标准内容 

5.1 水箱（池）与饮用水接触表面应保证外观良好，光

滑平整、不渗漏，不应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 

此内容为原标准 4.2 和 5.1 的要求。 

5.2 水质检验方法应符合 GB/T 5750 规定 

此内容与原标准 9.1 相同。 

5.3 检测指标结果 

5.3.1 必测指标和增测指标的检测结果应符合 GB 5749 

规定 

与原标准 7.2.1 的内容相同。 

5.3.2 紫外线强度大于 70μw/cm
2
 

与原标准 7.2.1 内容相同。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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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

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

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与本标准相关的文件和标准有 GB 5749-2022 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17219-199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

价标准；GB 28232 臭氧消毒器卫生要求；GB 28233 次氯酸

钠发生器卫生要求；GB 28235-2020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 28931 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GB/T 

32091-2015 紫外线水消毒设备 紫外线剂量测试方法；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技术标准；《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

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卫监督发[2005]336

号）。 具体引用方式为：基本要求中输配水及防护材料应符

合GB/T 17219规定一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应符合《生活饮

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评价规范（试行）》规定；水箱

（池）的设置要求应符合GB 50015 规定。紫外线消毒设备

应符合GB 28235规定；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应符合 GB 

28931 规定；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GB 28233 规定；紫外

线剂量的检测方法应符合GB/T 32091—2015规定；采样方法

和检测方法应符合 GB/T 5750 规定；水质检测指标和限值

应符合GB 5749-2022 规定。 

四、国外相关规定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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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WHO《饮用水水质准则》、欧盟《饮用水水质指令》、

USEPA《饮用水水质标准》和日本的《饮用水水质准则》与

本标准水质检测部分相关。发达国家为避免二次供水过程中

产生的水质污染，在输送过程中采取的主要策略如下： 

①取消二次供水，尽可能采取一次供水使用户直接用上

来自水厂的饮用水。 

②采用终端消毒设备，避免饮用水在输送过程中由于不

确定性因素引起的水质问题。 

③开发新型的二次供水设施，优化二次供水的系统。 

国外供水情况与我国有一定差别，有关二次供水设施的

卫生要求尚未查到。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

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建议发布六个月后实施（本标准需要使用单位有

充分的过渡期，建议发布 6 个月后开始实施，过渡期间仍

执行 GB 17051-1997）。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饮用水安全法，但我国的基本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等法律条文中，都有与饮用水标准相关的法律规定。原

卫生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



 

  

 

24 

 

法》围绕着饮用水卫生标准，对饮用水的卫生管理、卫生监

督和处罚等做出了具体规定，二次供水作为生活饮用水的主

要供水环节，其水质也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违反传

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

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供水单

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国家建立科学、严格的食品、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制度，

提高安全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用

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

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

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

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

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二）涉及饮用水

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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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供水单

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第九

条规定“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

职或兼职人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第十一条规定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患有……”；第十四条规

定“二次供水设施选址、设计、施工及所用材料，应保证不

是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并有利于清洗和消毒。各类蓄水设

施要加强卫生防护，定期清洗和消毒。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

晰消毒单位必须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后，方可

从事清洗消毒工作。清洗消毒人员，必须经卫生知识和健康

检查，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第二十六条规定“违

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2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内容涵盖了生活饮用水二次

供水设施的设计、生产、安装、使用、维护和管理的各环节

卫生要求，对二次供水机房、水箱（池）、叠压（无负压）

供水设备、消毒设备、运行、水质卫生要求均提出了控制性

要求，进一步加强了二次供水全流程管控，涉及多个相关行

业和领域，建议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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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 GB 17051-1997 标准不一致，建议自本标准

实施之日起，GB 17051-1997 废止。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十一、本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生活饮用水消毒剂

和消毒设备。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GB 1705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起草组                                          

2022.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