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方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方略>>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3815

10位ISBN编号：7030213815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朱党生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方略>>

前言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饮用水和空气一样是生命须臾不可或缺的。
饮用水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
到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做好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15年基本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问题，并多次指示保障饮用水安全。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工程和管理措施，解
决了一些城乡居民的饮用水问题。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饮
用水安全保障能力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
城市供水短缺加剧。
随着城镇化率及城镇居民用水量的不断提高、北方地区的连续干旱，城市供水短缺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不仅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城市的整体发展，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
一。
②水污染严重。
目前全国城市及周边水域大部分受到污染，水源地有机污染凸现，藻类暴发，水性疾病种类增多，发
病率明显升高，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
③净水处理工艺技术陈旧、管网老化破损、自建供水和二次供水技术设施落后、管理不善。
④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增多，应急能力低下，饮用水监控体系、应急预案与机制很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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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问题，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15年基本解决饮用水
安全问题。
　　本书在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等规划和专题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现
状和主要问题，针对水源地至供水末端全过程的水质、水量、应急等方面，全面探讨并提出了我国城
市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方略。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饮用水安全保障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城市供水概况、国内外饮
用水安全法律及标准体系、饮用水安全评估体系及方法、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等内容；下篇为饮用水
安全保障规划与战略，主要包括我国城市饮用水安全评估、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供水设施建设与改
造、应急供水、饮用水安全监测站网优化与建设、饮用水安全保障法规和标准建设等。
　　本书可供从事饮用水系统安全保障的规划设计、管理决策人员参考，也可供有关科研、教学单位
技术人员和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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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饮用水安全保障理论与方法　　第1章　城市饮用水安全概述　　1.2　城市供水　　1.2.1
　水资源概况　　1.水资源概念　　“水资源”（water resource）一词出现已久，随着时代的进步，其
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将水资源解释为“全部自然界任何形态的水，包括气态水、液态水和固态水
的总量”，为“水资源”赋予十分广泛的含义。
实际上，资源的本质特性就是体现在其“可利用性”。
基于此，1963年，英国的《水资源法》把水资源定义为“（地球上）具有足够数量的可用水”，在水
环境污染并不突出的特定条件下，这一概念比《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赋予水资源更为明确的
含义，强调了其在量上的可利用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制订的《水资源评价活动——国
家评价手册》中，对水资源的定义为“可以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够数量和可用的质量
，并能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可被利用”。
这一定义比英国《水资源法》中水资源的定义具有更为明确的含义，不仅考虑水的数量，同时也考虑
了质量的可利用性。
　　综上所述，水资源可以理解为人类长期生存、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水，既包含数量和
质量含义，又包括其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2.全球水资源概况　　全球水总储量为13.86亿km3，其中，96.5％为海水，其他分布在陆地、大气
和生物体中。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球人口急剧增长，工业发展迅速。
一方面，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水污染蚕食了大量可供消费
的水资源。
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而人类用水增加了5倍。
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12亿人用水短缺，30亿人缺乏用水卫生设施，每年有300万～400
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
预计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为水所困。
水资源危机带来的生态系统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水资源危机既阻碍世界可持续发展，也威胁着世界和平。
过去50年中，由水引发的冲突共507起，其中，37起有暴力性质，21起演变为军事冲突。
专家警告说，随着水资源日益紧缺，水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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