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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技术标准编制基本信息表 

标准名称 农村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标准级别 （1）1.国家标准；2.行业标准 标准性质 （2）1.强制性；2.推荐性 

编制类型 （1）1.制定；2.修订 原标准编号  

主编单位 
名称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单位性质 （4）1.科研机构；2.高等院校；3.企业；4.事业；5.其他 

参编单位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3.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4.河南省城乡水务研究院有限公司 

5.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6.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7.清华大学 

8.复旦大学 

经费预算 万元，其中专项经费  万元。 

第一起草人 
姓名 张汉松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6 

专业 农村供水 职称 正高 联系电话 63203073 

起草人数 20 人。其中： 高级 18 人，中级 2人，其他 0人 

起止时间 2022 年 1 月 终止时间 2022 年 12 月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不超过 400 字）： 

 

 

 

本标准适用于县（市、区）城区以下镇（乡）、村（社区）等居民区及分散住户

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与验收以及运行管理。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基本规定、供水规划，集中

供水工程设计基本要求，水源及取水构筑物设计，泵站设计、输配水管网设计、调节

构筑物设计、净水工艺设计、水厂总体布置、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施工与验

收、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分散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重点是建立了从源头到末端

的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和管理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 

 

 

 

 

 



水利技术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修订背景、目的和必要性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供水保障工作。自 2005 年国

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以来，到 2021 年底，全国建成农村供

水工程 800 多万处，形成较为完整的工程体系，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 84%。经过十多年的工程建设，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但由于农村供水发展不平衡，还存在规模小、运行管理难度大、水源

保护薄弱、净化消毒设施配套率较低、水质检测与监测薄弱等诸多问

题，尚需进一步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近两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乡村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乡村振兴局等 9 部

门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利部出台的

《全国“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都对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十四五”期间，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都对农村供水水量、水质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求，进一步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进一步规

范农村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各阶段工作，

需要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将《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升级为国家

标准，列入国家标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对今后一

段时期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近两年，各地逐步在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新技术、



新工艺也在不断涌现，各地在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

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提升农村供水保障

水平，及时的编制农村供水的国家标准十分必要。 

二、制修订依据及适用范围 

重点规定了我国农村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

管理各阶段的要求。适用于县（市、区）城区以下镇（乡、街道）、

村（社区）等居民区及分散住户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与验收

以及运行管理。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分析 

1. 拟纳入标准的技术较为成熟，符合实际。 

2.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标准名称、适用范围和技术内容相协调

性，不存在交叉、重复、矛盾的情况。 

3.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协调。 

四、标准框架结构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5 农村供水工程规划 

6 集中供水工程设计基本要求 

6.1 设计供水规模和用水量 

6.2 供水水质和水压 

6.3 防洪、抗震、结构和电气 

7 水源及取水构筑物设计 



7.1 水源选择与保护 

7.2 地下水取水构筑物 

7.3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 

8 泵站设计 

8.1 一般规定 

8.2 水泵机组 

8.3 泵房 

9 输配水管网设计 

9.1 一般规定 

9.2 管线布置 

9.3 管材选择及水力计算 

9.4 管道敷设 

10 调节构筑物设计 

11 净水工艺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2 净水工艺选择 

11.3 预沉 

11.4 混凝剂和助凝剂的选择、投加与混合 

11.5 絮凝、沉淀和澄清 

11.6 过滤 

11.7 超滤 

11.8 慢滤 



11.9 一体化净水装置 

11.10 微污染地表水处理 

11.11 劣质地下水处理 

11.12 消毒 

12 水厂总体布置 

13 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 

13.1 一般规定 

13.2 在线检测与控制 

13.3 自动化监控系统 

13.4 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14 施工与验收 

14.1 一般规定 

14.2 材料设备采购与存放 

14.3 构（建）筑物施工 

14.4 输配水管道敷设 

14.5 设备安装调试 

14.6 试运行 

14.7 验收 

15 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 

15.1 一般规定 

15.2 取水工程管理 

15.3 净水设施运行维护 



15.4 输配水管道运行维护 

15.5 调节构筑物运行维护 

15.6 泵站运行维护 

15.7 自动化与供水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15.8 水质检测与监测 

15.9 安全生产管理 

15.10 突发事件管理 

16 分散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 

16.1 一般规定 

16.2 雨水集蓄供水工程 

16.3 引泉供水工程 

16.4 供水井 

16.5 净水处理 

16.6 分散供水工程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 

 
 

五、必要的专题研究与测试验证 

1、 农村居民用水定额：经过多年实践和广泛调研得出，农村居

民饮用水水量标准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气候条件、水资源充沛

程度、用水户生活卫生习惯、住房情况、用水户意愿等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居民用水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地区

提出了农村改厕（冲水厕所一天 6 次×4L=24 L/d）和洗浴条件（20

—40 L/次）改善要求，一些村庄现有水量标准明显不满足要求。国



外也有类似情况，如日本由于抽水马桶的推广应用，日均生活用水量

翻了一番。因此，需要调研国内不同区域农村的用水量数据，包括平

均日需水量、最高日需水量以及一天 24 小时用水规律等。 

2、净水工艺优化与改造：调研现状水厂水处理构（建）筑物、

设备以及运行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的解决措施。针对近些年水源污

染越来越严重，针对微污染水的处理，需要逐步加强，现场调研微污

染处理以及水厂升级改造相关内容。近些年逐渐增多的超滤净水工艺，

还有陶瓷膜，这些工艺参数和运行管理要点还需要补充和细化。 

此外，随着《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的颁布，

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质要求提高，这些水质指标要求提高，需要结

合原水水质状况，提出经济稳妥的净水工艺和参数。 

3、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随着行业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自动化监控和信息化管理日新月异、技术发展十分迅速，需要结合农

村供水工程特点和实际，探索建立适宜的、经济的、实用的一套自动

化监控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并规范自动化监控内容和参数。 

5、分散供水工程：调研现状分散供水工程，尤其是 20-100 人之

间的工程运行管理，补充分散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要求。 

 

六、编制进度安排 

2022 年 7 月底，完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0 月底，完成规范送审稿； 

2022 年 12 月底，完成规范报批稿。 

  



七、编制单位、编制组及人员分工 

一、编制单位 

主编 

单位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组织开展规范编写，重点负责总体框架、技术负责、总则、规划、基本规定、

水量和水质、水源保护、施工和验收等内容编写工作。 

参编 

单位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净水工艺、分散供水工程和部分运行管理内

容编写工作；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输配水管网、泵站和部分运行管理内容编

写工作； 

3.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防洪抗震、水厂总体

设计、调节构筑物等部分内容编写工作； 

4.河南省城乡水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管理中部分内容编写工作； 

5.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基本要求、用水定

额等部分内容编写工作； 

6.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部分输配水管网和运行管理内容编写工作； 

7.清华大学，负责超滤部分及对应的运行管理编写工作； 

8.复旦大学，负责旋流气浮澄清工艺和微污染水处理部分的编写工作。 

二、主要起草人 

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专业 工作分工 单位 

张汉松 58 处长/正高 农村水利 
总体框架、总则和工程规

划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刘文朝 58 正高 农村水利 技术负责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邬晓梅 47 
室主任/正

高 

化学/水处理

工艺 

净水工艺设计和分散供水

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李连香 36 高  工 农村水利 1-5 章以及全文文字通稿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董盛文 43 高  工 水利/市政 
取水构筑物、输配水管网、

泵站 

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 

张  杰 42 
分院院长/

正高 
水利/市政 基本规定、调节构筑物、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总院 

杨凤栋 58 
副总工/正

高 
水利 设计基本要求，用水定额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李晓琴 42 高  工 信息化 运行管理（自动化监控）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刘昆鹏 42 高  工 
水利水电工

程 
水源选择与保护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张  南 46 高  工 给水排水 运行管理 
河南省城乡水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贾燕南 38 高  工 环境工程 输配水管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孙文俊 41 副研究员 环境工程 超滤及运行管理 清华大学 

何  坚 43 副研究员 环境工程 
旋流气浮澄清工艺及微污

染水处理 
复旦大学 

王雪莹 29 工程师 水资源 水压部分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赵  翠 39 高  工 给水排水 净水工艺（药剂安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宋卫坤 37 高  工 环境工程 信息化运行管理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金  丽 58 正   高 水利工程 输配水管网及运行管理 山东水利科学研究院 

杨  峰 48 高  工 环境工程 泵站、自动化信息化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 

刁小莉 48 高  工 水利/环境 旋流气浮澄清工艺与管理 
江苏睿济鼎洲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 

曲钧浦 35 工程师 信息化 自动化监控及信息化管理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注：分别介绍主编单位、参编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在本标准编写过程中拟承担的主要工

作。  



八、经费来源及支出预算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一、项目经费总额：           ，其中：专项：         ，自筹： 
二、经费来源 

 2021 年  2022     年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资金    

三、经费预算 

支出明细 
金额 

备注 
合计 专项 自筹 

1.咨询费     

2. 印刷费     
3. 会议费     
4.邮电费     

5.差旅费     
6.劳务费     

7.     
8.     
9.     

……     
合计     

四、各编制单位经费组成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 

合

计 
专

项 
自

筹 
1.     
2.     

3.     
……     

 

附件：标准初稿 

修订类标准应提供新旧条款对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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