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 

v 一、水体污染的调查

v 水体污染的调查是实施环境监测及监督管理工作的重

要环节，其目的是能经常准确地掌握水污染源的废

（污）水排放情况及废水中污染物的特性，找出其时

空变化规律及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可能危害，并为研究

水污染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水体污染调查的对象

包括江河、湖泊、水库、河口、港湾、海域等地表水

以及浅层和深层地下水。



v 一、污染源调查

v 首先应调查水体污染的来源，了解本地区工业

企业的总体布局及企业的生产和废水排放情况。



v 水体污染的调查     

v ①基础调查

v ②监测性调查

v ③专题调查



v 水体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

v 水体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一般采用

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由于水体污染物浓度

一般较低，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多为长期、缓

慢的过程，且人们对污染物效应的敏感性不

同，故在研究水体污染对健康影响时，应全

面考虑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



v 二、水体污染的监测

v 对水质进行监测，以确定水体中污染物的时

空分布，追溯污染物的来源和污染途径，了

解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预测水污染的发

展态势。通过监测，可判断水污染对环境生

态和人群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评价污染防

治措施的实际效果，为制订有关法规、污染

物排放标准等提供科学依据。



v 对水质进行监测，以确定水体中污染物的时

空分布，追溯污染物的来源和污染途径，了

解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预测水污染的发

展态势。通过监测，可判断水污染对环境生

态和人群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评价污染防

治措施的实际效果，为制订有关法规、污染

物排放标准等提供科学依据。



v 二、水样采集和在线监测

v 水样采集

v 急流采集

v 溶解氧

v BOD在线监测



v 三、水体的卫生监督和管理

v ㈠开展水体污染与自净调查，要弄清水体污染源、污

染性质及污染程度和范围。在对水体进行经常性卫生

监测时，应注意监测污染源排放的废水对下游取水点

水质的影响。如条件许可应在丰水期、枯水期分别进

行水质监测。

v ㈡对医院污水特别是传染病、结核病医院的污水要加

强卫生管理，严格按照医院污水排放标准对其进行处

理和消毒，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



v ㈢对污水灌溉农田或污水养鱼的地区，要定期监测污

水水质、土壤中有害物质含量及农产品和鱼类的质量，

防止污水灌溉、养鱼而造成健康危害。

v 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开展水污染防治的监督和管理。

特别是对水体污染源的管理，监督厂矿企业认真执行

《废水排放标准》，积极参与有可能向水体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



v ㈤开展经常性卫生监督和管理，要重视资料的

收集和管理，及时分析与总结，为修订有关卫

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v 四、水体污染紧急事故处理

v 发生水体污染紧急事故时，应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v ㈠尽快找出事故的排放源，弄清污染物的种类、性质、

毒性大小，估计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水体受污染的程度

和范围，必要时应建议主管部门下令立即停止事故性

废水排放。



v ㈡查明污染区内及邻近的生产、生活用

水取水点水质受放影响的情况，并向水

厂及时通报有关情况，确保生活用水的

安全性，防止水污染事故对居民健康造

成危害，尤其是在生物性污染事故引起

的肠道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



v ㈢废水排放事故还会对经济养殖水体造

成严重污染，可使鱼、虾等有经济价值

的水生物大量死亡，造成很大的经济损

失。因此要尽早发现污染源，采取有效

措施，尽量减少经济损失。



v ㈣要尽早采集排放源废水、受污染水域

及邻近水域的水样，进行监测分析，其

项目应针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特异污染

物、有机污染严重时的溶解氧、酸性或

碱性废水污染时的pH值，等等。当生物

性污染物时，应检测有关的细菌、病毒

等病原微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