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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博士乔铁柱，在深圳对自来水中
的有机物污染消除，专门做了一期实
验。

乔博士从个人卫生防护用品、日
常药品中，抽取出11种有机污染物，进
行水质的臭氧--活性炭消除实验。结
果表明，经深度技术处理后，投入水中
的5种有机污染物，出来有机污染物为
零；而采用旧式自来水工艺处理模式，
投进去11种有机污染物，处理出厂后，
仍有 5种有机污染物残留。中科院相
关院所也进行过类似实验。

“简单地讲，深度处理技术，就是
指对前四个传统流程处理过的自来
水，再进行臭氧消毒，或者采用臭氧+
活性炭技术杀毒”，王占生老先生讲，
清华大学曾帮助浙江嘉兴地区改良自
来水处理工艺，改良前，当地自来水质
不达标，增加深度工艺后，自来水质明
显达标。“只要水中CO D (耗氧量，各
种 有 机 污 染 的 一 个 总 称) 含 量 >
0.003m g/L，就算安全了，除非供水河
道污染非常严重”。

近两年，王占生多次在公开场合
讲他的一则计算，即如果全国自来水
厂增加深度处理工艺，到底会增加多
少成本。“设备费用，大约每吨水处理
需增加1毛多，再加上人工费、利息等，
又是一毛多，每吨水处理总共增加3毛
多成本就够了”，王占生称，国内江苏、
上海、深圳等地已有一些自来水厂采
用了新工艺，目前每天国内大约有
2000万吨自来水供应，是采用了深度
处理工艺出来的相对安全的水，“另外
80%则仍是旧工艺”。

在江苏常熟，由于自来水厂设施
非常好，全新，完全有能力上深度水处
理工艺。但当时在常熟调研的水处理
专家问起，为何仍只按传统工艺生产
自来水时，对方回答：“市里没有更明
确(更高标准)要求，水厂也就没这个责
任，如果真要上深度处理工艺，那市政
府得给人员编制、给增加相应的经
费”。

“加了这个深度处理装置，成本由
政府负担，再继续收个 10-15年水费，
这部分费用就回来了，根本不一定非
要通过水费涨价来实现”，王占生发
现，近两年有些地方自来水费是涨价
了，但却是因为人力成本、CPI等因素
涨价，并非是因为改良了水处理工艺。

“不改良自来水厂的水处理工艺，
那么老百姓就只能自己掏钱买净水
器，买净化设备，这个费用不一定比改
良水工艺低，甚至更高，只不过是老百
姓负担了”，老教授称。

让国内水质科学家们不安的是：
呼吁多年的自来水厂工艺，这些年不
仅没有推进改良，却等来一个更心焦
的消息--去年 6月 29日，在卫生部原
规定五年全国落实新饮用水卫生标准
日到来之前，卫生部长陈竺再次宣布：
各地落实饮用水新国标时间表，再次
推后到 2015年，要求各省(区、市)和省
会城市三年后落实 106项新国标。这
意味着在五年过渡后，饮用水新国标
再次推后延期。“这也是无奈之举，现
有水平距离新国标，差得太远”，清华
环科院一水专家称。

4月 13日，兰州市政府通报，自来
水污染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水厂自流
沟中被2002年中石油兰州石化爆炸泄
漏的渣油污染所致。“这次危险来自外
源，而非自来水生产系统内部”，清华
环科院水专家定义。

“我们国家的GDP都已经世界第
二了，没有理由不提高改善人们的饮
用水质量啊。”王占生认为，虽然提升
改造自来水处理工艺，需要增加一定
成本，但钱不是最主要问题，最关键是
各地政府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老百姓家里不用装净水器，不用
买桶装水，都直接喝自来水，那时才能
说明你生产的自来水质量是真正合格
的”，而要喝上这种一打开水龙头即能
饮用的干净水，王占生预计，至少要等
到‘十三五’期间。

(据南方都市报)

自来水危与急
苯污染事件折射出的现实问题与解决之道

4月10日爆出的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让自来水安全重

新受到瞩目和关注。

据记者了解，全国自来水处理工艺，80%还是停留在混凝、

沉淀、过滤、消毒的四步传统工艺，而这些老工艺已难以应对近

年水体中越来越多的有机污染物。

为何此次事件中的苯超标是“偶然测知”？如何才能喝到一

杯干净、安全的自来水？专家称 ，要喝上一杯“拧开水龙头就能

喝”的放心水，估计要等到“十三五”。而要想喝上一杯干净水，

每吨水处理增加的成本大约是三毛钱。

“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应
急方案没做好，通常一个城市自
来水厂，都会有至少两个备用水
源地，一个被污染了，就立马停止
输水，启用另一个备用水源，不应
该自来水有异味一个多月了，还
让大家喝那个水”，14日，在上海
休假的水质专家王占生，对兰州
水污染事件中的应急处置表达了
不满。

今年 81岁的王占生，是清华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导、
退休老教授。老先生一辈子都在
与各种各样的污水治理打交道。

“目前国内 80%的自来水处
理工艺，还都是老一套”，王占生

介绍，也就是按照混凝、沉淀、过
滤、消毒四个流程，来对自来水进
行集中处理。虽说这种水处理工
艺，也是全球最常用自来水处理
工艺，但各国处理的标准和消毒
方式差异较大。比如，按我国现
行自来水质国标要求，我国自来
水浑浊度要求是 3度，美国、新西
兰、欧共体等则要求是 1度，实际
供水则在 1度以下；再比如消毒，
我国最通常用的是氯气消毒法，
发达国家则已基本普及臭氧消
毒，或臭氧--活性炭法消毒。

“氯气可有效杀死水中大量
的细菌，但由于中国近 30年地表
水受污染情况加重，原水中的有

机物成分复杂，导致氯气消毒中
易产生三卤甲烷，一种对人体致
癌成分，于是人们开始推广臭氧、
臭氧--活性炭、以及紫外线消毒
等更安全水处理方式”，“改进工
艺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原水水
质的恶化，看现在我们的江河湖
泊，大多是三类、四类水质，二类
都少，有机污染严重，这种情况
下，仅靠传统工艺，根本无法有效
解决有机物污染问题”，而我国的
自来水水质国标(1985版)，当时主
要是针对无机物污染而设置的检
测目标，并非针对近年水体中越
来越多的有机污染物。

王占生说，传统工艺能去除

直径5微米左右的杂质或细菌，而
有机物直径通常只有5纳米左右，
两者相差1000倍，采用传统工艺，
只能去除原水中较大颗粒的30%
有害物质，而采用臭氧、臭氧-活
性炭深处理工艺，则可以提高到
50-60%的有害物质去除率，“相
当于 原 工艺 水 平上 ，再 增 加
20-30%的去除率”。

4月 14日，兰州水污染事件
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第
一阶段主题评估会透露，目前国
内正在构建流域突发性水环境风
险评估预警技术体系，希望能借
此提高应对突发性水环境事件的
处理能力。

能喝上怎样品质的自来水，
除了处理工艺所涉及的科学技
术，另一个层面自然也就是管理
水准了。

“没用上最先进、或者最为
安全的水工艺处理技术，并不意
味着就是‘不安全’、‘不合
格’”，清华大学另一名国内知
名水处理专家解释，因为世界各
国对自来水水质标准，有着不同
的规定。

在我国，1959年所颁布实施
的第一个饮用水水质标准，就只
包括了 16 项水质达标参数；而
1976年修订该标准时，水质参数
增加到了 23项。1985年，国家对
自来水水质检测参数再次作出调
整，正式规定的限量参数达到 35
项。1985年修订的 GB-574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也是目
前国内仍在采用的国标。

“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总在
说‘水有异味’，而自来水厂始终
回应‘达标’、‘符合国家规定’”，
王占生直言，就是因为 1985年自
来水国标，相较于欧美各国自来
水水质标准，我们“尺度较大”，比
如我国列入检测的是 35项指标，
欧美普遍是 50项以上，其中有机

化合物我国仅5项，而世界卫生组
织规定有 20项，加拿大 19项，美
国和新西兰16项。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 30年，
而自来水水质国标，却一直停留
在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 80年代。
这一现状，让国内相关专家忧心
如焚。

“应该每五年就修订一次”，
王占生介绍，在专家们呼吁下，
2001年 7月，卫生部在两次协调
原建设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修
订无果后，率先出台了一个部门

“规范”，即《生活饮用水卫生规
范》，将检测参数由 35个，提高
到了 96个，其中 2/3为“非常规
检测项目”。2005年，建设部也
编制了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称为“行业标准”，检测参数达
到101条。

2006年底，卫生部再会同国
标委、原建设部、水利部、环保
部等，完成了对1985年版《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修订，新标
准将检测参数增加到 106个，并
宣布五年内完成自来水新卫生标
准的全国覆盖。然而，按官方公
布数据，2009年，全国生活饮用
水新卫生标准达标率 50%；2011

年，达标率83%。
“这还不包括县级自来水厂

抽测结果，而且这些全国达标数
据，都是抽测得来，也就是说，由
建设部组织专家对送上来的水
样，进行检测，按规定，一年地表
水送检两次，地下水送检一次，各
地自来水厂能将脏乱差的水拿去
送检吗？“一位知情者反问。

这也是兰州水污染事件中，
威立雅水厂为何解释是在每半年
一次国家规定的检测中间、偶然
测知苯超标20倍的原因所在。且
苯属于国标“非规定检测项目”。

在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
中，当地疾控中心作为水质独立
第三方监测单位，显得非常被
动，一直没有正式出现由当地
CD C(疾控中心)出具的水质检测
结果。“从国家法律上讲，卫生
部下属的疾控中心有权进行独立
第三方监测，可现实情况是，国
家对疾控中心投入不足，导致疾
控中心不仅水质检测技术跟不
上，而且一些先进、高端的检测
仪器，疾控中心还赶不上自来水
厂，这让它如何去行使第三方监
测？”王占生认为，让负责生产
供应自来水的水厂，去主动承认

水质有问题，这在中国相当有难
度。“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
员，对自己吹哨总是很难吧？”

但这样的情况也非绝无仅
有。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悉
尼自来水厂自己检测，发现了

“两虫”，就曾主动发布公告，告
知市民要将自来水烧开了喝，中
小学生则建议喝瓶装水，所多出
的费用由悉尼自来水厂承担。在
找到污染源之后，悉尼自来水厂
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可以
正常恢复自来水供应。

“在经过了自来水厂自测、
国标对自来水厂的监管、独立第
三方监管之后，流到未梢的自来
水水质，老百姓能把关的，就只
剩下臭味了”，“一闻到臭味，基
本就超标了”，一位自来水专家
称，因为水中其它污染物是否有
效清除，老百姓肉眼都看不到，
但水质的臭味如果未能消除，老
百姓是可以感知的。“但就是这
个臭味，我国也只有‘定性’规
定，无‘定量’规定，即‘多少
量级的臭味才叫不安全’没规
定，有时自来水厂也会推说是氯
气消毒残留，所以普通人很难认
定自来水质好坏”。

“偶然测知”的苯超标
为何老百姓说“水有异味”，而自来水厂始终回应“达标”

水污染应急“失效”
现行国标仍针对无机物污染，国内自来水处理老工艺难解决新污染

“3毛钱改良”难推动？
深度处理过的水基本安全，
但相应经费需要由政府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