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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日常生活与水密不可分,有了好的水质,才能保证人体的正常代谢,才能保证生理对水分

的需要。一旦饮用水被污染,将严重地损害人体健康。理化指标检测能够对水体质量进行物理和化学两

个层面的分析,是保障生活饮用水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管理

的重要性及现状,探讨了生活饮用水水质理化指标检测方法和优化策略,旨在为相关工作提供帮助,保障

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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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daily life and water are inseparable, with good water quality, to ensure the normal 

metabolism of the human body, to ensure the physiological need for water. Once the drinking water is polluted, 

it will seriously damage the human health.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 detection to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wate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discusses 

the drinking water quality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ex detection method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aims to help 

for related work,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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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用水是指人们在平时生活中所用的自来水,即由水厂

对现有的水源水进行处理,达到国家标准的饮用水,然后通过管

网将其送入千家万户,供人们饮用。在此过程中,任何一个步骤

都会对饮用水的质量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饮水质

量进行定期的检测,并根据检测结论,采取最优的方法,以保证

供水质量安全。理化指标检测是常规检测,能够基本保障检测的

全面性、精准性,增强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性。 

1 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 

1.1重要性 

1.1.1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高质量的饮用水中所含的各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是保证人

体正常机能所必需的。比如,水里所含的钙和镁能促进骨头的发

育,同时还能对心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饮水还有助于

排除身体中的垃圾及有毒物质,保持肾及消化器官的正常运作。

喝足够的水分还能让肌肤保湿,减轻干燥及发痒的症状。所以,

生活用水的好坏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1.2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水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农业、工业、能源等众多领

域都对水有着巨大的需求。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大约30%的人

口缺乏清洁饮水,严重影响着人类身体的健康与生命品质,同时

也制约着区域的经济发展。另外,缺少饮水来源的地方常常不能

从事农耕和工业,造成食品和日用品供应不足,贫穷和不公平状

况更加恶化。所以,保证居民饮水安全是推动经济发展、脱贫的

关键。 

1.1.3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生活饮用水也是环保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过度开发、环境

污染及气候变迁等因素的干扰,已严重制约着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1]。对水资源的管理,既要保证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又要注

重保持与维持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为此,应从加强水资源保

护、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开发、降低水体污染三个方面入手。 

1.2现状 

1.2.1重视程度不足 

就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来说,它的安全管理工作是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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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然而,饮用水的水

质管理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特别是许多饮用水项目的

供应都呈现出比较零散的特征,各种复杂的原因造成了供水管

理工作的效率低下,很难保证生活饮用水质量。 

1.2.2水污染严重 

目前,生活饮用水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控制水污染

措施的有效性是影响生活饮用水安全的重要因素。工业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对居民的生活饮用水质量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这是因为许多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出于减少生产费用和规

避行政惩罚的目的,会通过不合法、不合规的途径和方法将未

得到充分的处理的污水排出,被污染的水体会继续渗入到地

表,进而对地下水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危及饮用水的安全与

稳定。在对饮用水源地进行优化与管理时,若不能不断强化其

处理能力与力度,则可能出现不达标饮用水进入市场,危害公众

的身体健康。 

1.2.3监管力度不足 

加强对居民饮水质量安全的监管,可以切实保证饮水的安

全和稳定。然而,在实施监督管理工作时,其效果并不理想。尽

管国家已出台了有关饮用水安全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但在实施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许多

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水污染控制规定都是由各区域制订的,区域

性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在实施饮水安全监督工作时,往往会遇

到困难和不适宜的情况,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水质安全监督工

作的顺利进行。 

2 生活饮用水水质理化指标检测 

2.1检测方法 

2.1.1 pH检测法 

第一种是使用酸碱指示剂。酸碱指示剂是一类化学试剂,

它可以随pH值的变化而变色。在被测定的样品中添加酸碱指示

剂,就能由其变色来测定其pH值[2]。比如,酸性饮用水样品可以

将酸碱指示剂染成红色,而在碱性饮用水样品中则会变成蓝色。

该技术操作简便,适合于速度检验和现场检验。第二种是使用pH

电极。pH电极是一种可用于测定pH值的电化学传感器。该仪器

是一种新型的用于测定氢离子在水体中的含量的仪器,其主要

包括一个玻璃电极和一个参考电极。该技术在实验室中广泛使

用,准确度高。 

2.1.2溶解氧检测法 

溶解氧是指在水里所能溶解的氧的含量。水中溶解氧是影

响水中生物存活与繁衍的重要因素,目前普遍采用的测定溶氧

的技术有：溶解氧电极法、化学分析法。溶解氧电极方法是将

水溶液中的氧气与水溶液进行直接接触,通过测定其电位的改

变来确定水中的溶氧水平。该法具有较高的精密度,适合在室内

使用。化学方法是通过化学反应来确定水中的溶氧。该法易于

掌握,适用于野外测试及一般家用。 

2.1.3氨氮检测法 

氨氮检测法能够对水体中有机氮和无机氮的含量总和进行

综合反映,是指在一定的情况下,由氨与氨基化合物组成的总

氨。氨氮作为一种重要的水质指示因子,能反映水体中有机物、

营养盐等的变化,对评价水体富营养化水平及污染水平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氨选择性电极法和分光光度法是目前测定氨氮

的常用方法。氨选择性电极法是一种常见的测定氨氮的方法,

它是通过测定水体中氨的浓度来测定水体中的氨氮。其基本思

想是采用氨选择性电极与水体中的氨气进行反应,引起电势的

改变,从而得到氨气浓度。氨选择性电极方法操作简单,检测速

度快,灵敏度高,适合测定水中氨氮浓度。分光光度法是测定水

中氨基类物质与试剂的吸收度,从而测定水中氨态氮的含量。其

基本原理是：用水溶液与某一种物质发生反应,产生一种颜色的

物质,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收率。该方法灵敏度高,准确度高,

适合于氨氮浓度高的场合[3]。 

2.1.4气相色谱法 

将气相色谱技术用于饮用水水质检测中,可对水中各种组

分进行分析,掌握其含量。在对饮用水水质进行检测时,采用气

相色谱仪等专用的仪器和装置,具有操作简便、易于控制的特

点。用气相色谱技术分析饮用水水质时,其混合物呈现的色层差

是不一样的,根据色层的性质和数值,检测者可以根据这一原理

来判断水中的成分,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较好的实用价

值。首先是气固色谱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对饮用水中的悬浮微

粒进行检测,若有大量的微粒,将会对饮用水的洁净程度造成影

响,并引起悬浮物的沉降。使用气固色谱技术,可对饮用水内的

颗粒物进行吸附,通过色谱分析法及仪器,可对不同的色层进行

显示。水质检测人员根据颜色层的特点,转换数据,可以得到有

价值的数据。然后,将其与标准的固体微粒相比较,就可以了解

到饮用水中微粒的含量,种类,并判定固体微粒的有害性,得出

最后的结论。其次是气液色谱法。相比气固色谱法,此技术的

检测常量为液体因素。在采用气液色谱方法时,可以将饮用水

中的杂质蒸发,分流,消除水中的一些杂质,从而保证后续水

质测试的顺利进行。气液色谱方法也可以进行化学分析,且对

水中的物质组成无干扰,可以确保测定的准确度,因而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4]。 

2.1.5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是一种高度精准的物质分析方法,

可用于检测水体中的各种元素,并对其进行安全性与品质评价。

这种分析法用电磁场诱导等离子体,使分子处于高能态,分解成

单个原子,利用质谱仪器对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在分析多个元素时,常采用照相光谱分析的方法。在

检测过程中,利用窄缝对光谱进行剪裁,在生成光谱之后,再将

其发射到接收机中,使其强度与频带宽度的乘积成反比,再对谱

线强度进行测量,从而得到各波段内各元素的含量及分布。应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对水样进行检测时,必须对水样进

行预处理,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度。预处理步骤包括收集和保

存样品,样品前处理(如过滤和酸化等),以及设备校准。在样品

预处理过程中,有些成分会受到损伤和损失,为了保证数据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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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必须对其进行稳定性分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的

最大优势是能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对样品元素进行高精度的分

析。所以,这是一项灵敏而精确的检测技术,特别适合用于分析

生活饮用水水质。 

2.1.6大肠菌群检测法 

目前常用的测定总大肠菌总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膜滤

法,另一种是MPN。膜滤法是一种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该方法首

先对水中的水进行过滤,然后让被滤过的细菌在培养液中成长,

然后计算出菌群的数目。MPN法是一种定性测定法,它是以培养

基中细菌的生长状况为依据,用来判断有菌与无菌样本的数目。 

2.2发展趋势 

2.2.1自动智能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活饮用水水质理化

指标的测定逐渐趋向于自动化、智能化。通过对测试仪器进

行智能化控制,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提高了测试的可靠性

和稳定性。 

2.2.2实时监测 

生活饮用水水质理化参数的实时监测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之

一。常规的水质监测方法,一般都是抽取样品然后送回实验室,

这是一个繁琐、耗时的过程。实时监控是实现水环境质量线上

监控的一种有效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检测出水质存在的问题,

从而增强对水质的快速反应与处理能力。 

2.2.3多参数 

生活饮用水质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多

指标的全面分析。常规的水环境监测手段,往往仅能测定一个或

几个指标,不能对水体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采用多参

数集成分析方法,能够实现对水体中多个指标的同步监测与分

析,从而更好地了解水体的实际情况。 

3 生活饮用水水质理化指标检测优化策略 

3.1健全检测制度 

对生活饮用水的理化指标检测制度进行优化,对具体的管

理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添加,对注意事项和使用方面的问题进行

改进,对最新的技术工作标准进行持续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

饮用水检验机构必须制定出更高的标准,并配置更精确的检测

仪器,以提升检测工作的质量。同时,各检测机构也要进一步引

入先进的检测技术、检测观念,多方联动,促进生活饮用水质量

检测工作的顺利进行。 

3.2完善责任制度 

生活饮用水检测机构要对检测责任体系进行完善,同时还

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详细的工作分工与工作内容的规定,利用

现有的监管体制,促进生活饮用水质量检测工作的标准化发展

与建设。在这个流程中,若采取由多名检查员来对现行的饮水检

查结果进行责任的管理方式,则必须要清楚地界定并区分各个

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职责,确保职责与权限之间能够清

楚地界定,从而提升检测的工作效率与水平。 

3.3强化人员教育指导 

要想持续提升目前的饮用水检查的专业化程度,就必须要

加大对检测人员的训练和教育力度,特别要让他们去学习生活

饮用水的有关知识,要具备良好的饮用水检测能力,还要能够熟

练地运用检验仪器,熟悉现行的生活饮用水的饮用规范和检验

检测标准。同时,还应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对生活饮用水的检

测工作进行监管和引导,并对各个环节的检查情况进行认真地

执行,把检测工作的成效、效率、员工的个人业绩工资等因素结

合起来,保证对饮用水的检验工作负责。另外,饮水安全检测机

构也要对有关的检测和测试工作人员进行训练和评估,通过了

考核才可以上岗[5]。 

4 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安全与人体健康、经济发展以

及环境保护等息息相关,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

量,有必要对其进行理化指标检测。对pH、溶解氧、氨氮,以及

大肠菌群等的检测是常用的检测方法,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了智

能化、自动化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发挥理化指标检测的作用,

还需要对检测制度和责任制度进行完善,加大对检测人员的培

训考核力度等。从而全方位提升理化指标检测的有效性,为生活

饮用水水质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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