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标准修订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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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类健康的基本保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健康资源。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以保护人群身体健康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对饮用水中

与人群健康相关的各种因素做出量值规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发布的法定卫生标

准。

现行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于2006 年12 月由原卫生部和国

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自2007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至今已有13 年，自标准颁布

实施以来，在近年的应用中，逐渐反映出一些问题。因此，从2018 年3月开始，国家

卫生健康委联合有关部委开展了新一轮标准修订工作。

安全的饮用水是人类健康的基本保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健康资源。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以保护人群身体健康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对饮用水中

与人群健康相关的各种因素做出量值规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发布的法定卫生标

准。

现行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于2006 年12 月由原卫生部和国

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自2007年7 月1 日开始实施，至今已有15年，自标准颁布实

施以来，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应用中，逐渐反映出一些问题。因此，从2018 年3月开始，

国家卫计委联合有关部委开展了新一轮标准修订工作，新国标已于2022年3月15日发

布，2023年4月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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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饮水标准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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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1956

《自来水水质暂行标准》

《饮用水水质标准》（草案）
国家建设委员会、卫生部

1957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选择

及水质评价暂行规则》
国家建设委员会、卫生部 1959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
卫生部、建工部

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卫生部、国标委

2001

《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
卫生部1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85）
卫生部

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97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TJ20-76）
国家建设委员会、卫生部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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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版标准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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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 GB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替代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点击添加标题

四、新版标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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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较GB 
5749-2006

增加了4 项指标
及删除了13项指标

水质指标
由GB 5749-2006

的106 项调整到97 项
包括:

常规指标43 项
扩展指标54 项

一、指标总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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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新增
1、高氯酸盐：高氯酸盐与人群甲状腺疾病密切相关，它可以干扰甲状腺中碘化物的转运系统，通过与碘离子竞争转运蛋白而

抑制碘的吸收，削弱甲状腺功能，干扰甲状腺素的合成和分泌，导致甲状腺激素T3 和T4 合成量的下降，从而影响人体正常的新

陈代谢，阻碍人体正常的生长和发育，我国是传统的烟花制造消费大国和航天大国，且高氯酸盐生产分布全国各地，部分地区饮

用水中存在高暴露情况。水专项全国调查发现，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高氯酸盐的检出率很高，其中长江流域污染最严重，平均

浓度为16.68 μg/L，部分监测点高氯酸盐浓度达到105 μg/L。

2、乙草胺： 乙草胺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除草剂，也是目前我国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之一。具有杀草谱广、效果

突出、价格低廉和施用方便等优点，曾是替代具有致癌性的甲草胺和氰草津的理想品种，在我国的使用历史有20 多年，其制剂

每年使用量为2 万～3 万吨。水专项全国调查数据显示，乙草胺在我国主要水厂的检出率为61%。

3、2-甲基异莰醇： 蓝藻、放线菌和某些真菌是导致水体产生2-甲基异莰醇及土臭素的主要来源。当水体中藻污染暴发等情

况发生时，可导致2-甲基异莰醇及土臭素的产生。这两项指标嗅阈值较低，当水体中浓度超过嗅阈值（10 ng/L）时可导致饮用

水产生令人极为敏感的臭味，影响水体感官。现有调查研究表明，在藻类繁殖季节我国湖泊、水库等部分水体中2-甲基异莰醇

及土臭素浓度超过10 ng/L。

4、土臭素:      原理同上

高氯酸盐

乙草胺

2-甲基异莰醇

土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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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13 项指标：

删除原则： 指标的删除至少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之一：

耐热大肠菌群、三氯乙醛、硫化物、氯化氰 （以CN-计）、 六六六（总量）、对硫磷、甲基对

硫磷、林丹、滴滴涕 、甲醛、1,1,1-三氯乙烷、1,2-二氯苯、乙苯

①在我国饮用水近年的检测/监测中未检出或未超标（如：三氯乙醛、氯化氰 、甲醛、硫化物、

1,1,1-三氯乙烷、1,2-二氯苯和乙苯）
②已在我国禁用五年以上的化学物质（如：六六六、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林丹和滴滴涕）

③具有可替代性的指标（如：耐热大肠菌群）

三、指标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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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类 新分类

常规指标（表1表2，42项） 常规指标（表1表2，43项）

非常规指标（表3，64项） 扩展指标（表3，54项）

参考指标（附录A中的表A.1，28项） 参考指标（附录A中的表A.1，52项）

根据水质指标的特点， 将指标分类方法由GB5749-2006 的“常规指标和非常规指标”调
整为“常规指标和扩展指标”，修改后指标分类表述更确切，避免了歧义的产生。

常规指标：反映生活饮用水质基本状况的指标。

扩展指标：反映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特征及在一定时间内或特殊情况下水质状况的指标。

四、指标分类：

指标分类的定义:

常规指标:

扩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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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GB5749-2006 GB5749-2022 调整原因

1
硝酸盐（以N 计）

/（mg/L )

地下水源

限制时为20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

式供水因水源与净水技术限

制时，硝酸盐（以N 计）按

20 mg/L 执行。

儿童是硝酸盐暴露的敏感人群，长期超

标摄入可能导致儿童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俗称蓝婴症），临床上患高铁血红蛋

白症的婴儿症状为缺氧，皮肤蓝紫色，严

重者可造成死亡。鉴于我国现阶段小型集

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的实际情况，因水

源与净水技术限制时暂时无法全面达到10 

mg/L 的要求，本次修订对这部分供水保留

了过渡性要求。

五、限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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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GB5749-

2006
GB5749-

2022
调整原因

2 浑浊度
(NTU)

水源与净

水条件限制时

为3

小型集中

式供水和分散

式供水水源及

净水技术限制

时按3 执行。

浑浊度是提示可能存在对健康有影响的污染物的一项
重要指标。同时浑浊度还是饮用水净化过程中的重要控制
参数，它能指示水处理过程，特别是絮凝、沉淀、过滤以
及消毒等各种处理过程中的质量问题。WHO 指出为了确
保消毒效果，浑浊度最好控制在1 NTU 以下。但鉴于我国
现阶段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的实际情况，因水源
与净水技术限制时暂时无法全面达到1 NTU 的要求，本次
修订对这部分供水保留了过渡性要求。

3 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
(mg/L )

水源限制，原
水耗氧量>6 

mg/L时为 5
3

高锰酸盐指数在反映水中有机物污染情况方面具有
重要的指示意义，且我国现有的水质状况和水处理工艺有
较大提升，臭氧生物活性炭等深度处理工艺对降低该指标
具有很好的效果。因此本次修订取消了原来当原水>6 
mg/L 时可放宽至5 mg/L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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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GB5749-2006 GB5749-2022 调整原因

4 游离氯
(mg/L )

（1）与水接触时间：
≥30min；
（2）出厂水中限值：
4mg/L；
（3）出厂水中余量：
≥0.3mg/L；
（4）管网末梢水中余量
≥0.05mg/L。

（1）与水接触时间：
≥30min；
（2）出厂水和末梢水限值：
≤2mg/L；
（3）出厂水中余量：
≥0.3mg/L；
（4）末梢水余量：
≥0.05mg/L。

氯消毒会产生大量的消毒副产物，
且部分消毒副产物具有有害的健康效
应，因此在控制消毒效果的基础上应
尽量减少消毒副产物的产生，避免消
毒剂的过量投加是控制消毒副产物的
有效方式之一。鉴于此，本次修订将
出厂水中游离氯余量的上限值从4 
mg/L 调整为2mg/L。

5 硼
(mg/L )

0.5 1.0
基于大鼠发育毒性的研究结果，经

推导得出硼的限值为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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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GB5749-2006 GB5749-2022 调整原因

6 氯乙烯
(mg/L )

0.005 0.001

基于新的毒理学证据对指标限值进行了调整，推导
得出氯乙烯的限值约为0.000 3 mg/L由于氯乙烯吹扫-
气质的检验方法定量检出限仅能达到0.000 6 mg/L。鉴
于检测方法灵敏度的限制，本次修订中将氯乙烯的限
值定为0.001mg/L。

7 三氯乙烯
(mg/L )

0.07 0.02
基于新的毒理学证据对指标限值进行了调整，推

导得出三氯乙烯的限值为0.02 mg/L。

8 乐果
(mg/L )

0.08 0.006
基于毒理学证据对指标限值进行了调整，推导得

出乐果的限值为0.006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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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749-2006 GB5749-2022 调整原因

耗氧量
（CODMn 法，以O2 计）

高锰酸盐指数
（以O2计）

耗氧量（CODMn 法，以O2计）的表达
方式容易与耗氧量（CODCr 法）混淆，将其
修改为高锰酸盐指数（以O2 计），与国内和
国际相关标准保持一致性。

氨氮
（以N计）

氨
（以N计）

GB 5749-2006 中有三个与氮相关的指
标，包括氨氮、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氨氮在
表达上不够准确，本次修订将氨氮名称修改
为氨（以N 计），将与氮相关的三个指标的
表述方式保持了一致性。

六、指标名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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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变化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总β放射性扣除40K后仍然大于1 Bq/L），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判定能否

饮用。

 微囊藻毒素-LR（藻类暴发情况发生时）。
。

1、增加了总β放射性指标进行核素分析评价前扣除40K 的要求及微囊藻毒素-LR 指标的适用情况

 删除了GB 5749-2006 中表4“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的过渡性要求。

 因水源与净水技术限制时对菌落总数、氟化物、硝酸盐（以N 计）和浑浊度等4 项指标保留了过渡性要

求。
。

2、删除了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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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指标超过指导值（总β放射性扣除40K后仍然大于1 Bq/L），应进行核素分析和评价，判定能否

饮用。

 微囊藻毒素-LR（藻类暴发情况发生时）。
。

3、完善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要求

 删除了GB 5749-2006 中“水质监测”的相关内容。
。

4、删除了涉及饮用水管理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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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标准中新增指标的检测能力建设，监测各指标在各家公司出厂
水中含量及达标情况。

2、关注标准中调低限值的指标，如：乐果、氯乙烯、三氯乙烯等在各

家公司出厂水中达标情况。

3、关注扩展指标及参考指标中涉及长江流域及太湖流域原水水质及生

活饮用水水质的特征指标，确定合理的检测频次。

4、各制水厂加强与水质监测部门联动，关注加氯量及新引入的消毒副产

物检测情况，制定合理的预防及处置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