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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ꎬ占人体重的 ６０％ ~ ７０％ꎬ
人体补充水分以饮水为主ꎬ膳食和代谢为辅ꎬ适量饮

用健康卫生的白开水是补充人体水分的最好方式[１] 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将中国居民日均饮水量

推荐值由 ２００７ 版的 １ ２００ ｍＬ 提升到 １ ５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Ｌ
(７ ~ ８ 杯水) [２] ꎮ 据某项调查显示ꎬ我国多数中小学生

饮水量达不到此值ꎬ上海学生日均饮水量仅为 １ １２５.８
ｍＬꎬ其中白开水饮用量为 ７０１.９ ｍＬ[３] ꎮ 根据我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ꎬ我国出厂自来水达标率

仅为 ８３％ꎬ约 ２.８ 亿居民饮用水不安全[４] ꎮ 中小学生

在饮水量不足的同时ꎬ饮水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ꎬ学
生健康受到威胁ꎮ

１　 上海市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建设背景及现状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ꎬ太湖流域东缘ꎬ过境水资

源丰富ꎮ 自来水厂水源地主要集中在黄浦江上游水

源地、长江口、青草沙水源地等少数地区ꎬ各水源地原

水水质和出厂自来水水质状况不一ꎬ到户自来水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硬度高、氯味重、细菌和重金属超标等

问题ꎬ属于水质性缺水城市[５] ꎮ 水源污染和二次污染

问题是影响到户自来水水质的重要因素ꎮ 为解决上

述问题ꎬ目前多采用二次供水系统改善到户自来水水

质ꎬ但二次供水又受二次供水设备维护清洁等多因素

影响ꎬ部分到户自来水水质依旧难以保障[６－７] ꎮ
１.１　 管道分质直饮水应用现状　 在现有供水模式下ꎬ
利用管道分质直饮水( 以下简称“管道直饮水”)技术

是提高饮用水质量的有效方式ꎮ 管道直饮水利用过

滤、吸附、氧化、消毒等装置对符合卫生要求的源水

(一般为自来水)作进一步的深度(特殊)处理ꎬ水中的

细菌等有害物质基本被清除ꎬ水中含有的有益微量元

素和矿物质可以保留ꎬ并通过独立封闭的循环管道输

送ꎬ因此水质优良、新鲜ꎬ可放心直接饮用[８] ꎮ 据测

算ꎬ如运营得当ꎬ直饮水价格介于自来水与桶装水之

间ꎬ成本相对较低ꎬ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９] ꎮ 美国、德
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家庭管道直饮水基本实现全覆

盖ꎮ 近年来ꎬ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人们对

健康水的追求愈加强烈ꎬ管道直饮水在我国部分高档

小区、写字楼、医院、学校等场所已经开始应用[１０－１１] ꎮ
１.２　 学校传统饮用水方式　 在直饮水设备未进入校

园前ꎬ学生在校饮水主要有饮水机供应桶装水、热水

器加热自来水、购买瓶装水、自带饮用水 ４ 种方式[１２] ꎬ
但都存在一定的缺点ꎬ主要表现为:一般为纯净水ꎬ水
中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被去除ꎬ不适合发

育期的学生长期饮用ꎻ并且桶装水在生产、运输、换水

等环节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ꎬ如更换水桶时留在出

水槽里的残水ꎬ放水时跟随空气进入桶内的细菌和尘

埃ꎬ水桶消毒不彻底等都会影响桶装水的质量ꎬ且成

本相对较高[１３] ꎮ 热水器加热自来水ꎬ除可杀死部分细

菌外ꎬ重金属等有害成分不会有明显变化ꎻ热水胆底

部的“死水”存在反复加热问题ꎬ危害人体健康ꎮ 购买

瓶装水作为饮用水ꎬ加重了家庭负担ꎬ同时也增加了

塑料制品的消耗ꎮ 自带饮用水不仅加重了学生负担ꎬ
而且无法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饮水需要ꎮ
１.３　 上海市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　 改善居民生活饮

用水水质是一项民生工程ꎬ而解决学生在校饮水问题

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ꎬ受到政府、学校和家

庭的高度重视ꎮ 为解决学生在校饮水问题ꎬ２０１１ 年国

家相关部委和公益组织在全国部分城市(包含青海、
新疆、甘肃等缺水地区)推行“全国青少年健康饮水工

程”ꎬ推广校园直饮水项目ꎮ 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等部门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 ２０１３ 年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

事的通知»(沪府办发〔２０１３〕１１ 号)中“完成 ３００ 所中

小学校校园直饮水工程建设”的要求ꎬ进一步规范上

海市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校园饮用水供水模式ꎬ改
善青少年学生在校期间饮用水安全和质量ꎬ实施了上

海市中小学校直饮水工程(以下简称“学校直饮水工

程”)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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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水务局在调查研究和多方

论证的基础上ꎬ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校校园直饮水

工程建设和维护基本要求»ꎬ对学校直饮水工程的设

计施工、竣工验收、运行维护、水质检验与应急处置等

方面做了相关要求ꎬ并作为学校饮用水卫生检查、督
导和评估的重要内容ꎮ 学校直饮水工程自 ２０１３ 年开

展以来ꎬ已基本覆盖全市中小学校ꎮ 运营过程中未发

现饮用直饮水发生安全卫生事故的报告ꎮ 市区两级

卫生监督管理部门不定期对学校直饮水水质进行抽

检ꎬ主要检测指标包括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ＰＨ 值、
色度、肉眼可见物、嗅味、余氯和浑浊度、耗氧量等ꎮ
多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直饮水卫生质量状况良好ꎬ各项

检测指标合格率较高[１４－１５] ꎬ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应ꎮ

２　 学校直饮水工程建设建议

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饮用安全卫

生的健康水尤为重要ꎮ 在目前的供水模式下ꎬ直饮水

是相对最安全、水质最有保证的方式ꎬ受到越来越多

学校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青睐ꎮ 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ꎬ应适当推广使用以直饮水方式为在校学生提供

饮用水ꎮ 为使直饮水能真正惠及师生ꎬ在推广运用直

饮水时ꎬ需从以下方面着手ꎮ
２.１　 鼓励创新ꎬ提高直饮水设备与服务的科技含量　
直饮水设备中主要水处理材料为过滤膜材料ꎬ膜材料

需要定期进行更换[１６] ꎮ 目前ꎬ在一些低端直饮水设备

中ꎬ膜材料存在质量不合格现象ꎬ严重影响出水质量ꎮ
就目前主流的膜处理直饮水设备生产能力来说ꎬ一般

浓水(产生的废水)和直饮水比例为(１ ~ １.５) ∶ １ꎬ产出

率较低[８] ꎮ 呼吁相关部门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ꎬ提
高直饮水设备与服务的科技含量ꎬ对于重视科技创新

的直饮水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ꎮ 加快直饮水设

备关键零部件———过滤膜材料国产化进程ꎬ摆脱多数

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ꎻ研究新型水处理工艺和膜材料

改性技术ꎬ制造出水质净化效果好、维护简单、使用寿

命长、具备智能监控功能、生产成本低、能耗低的饮用

水设备[１７－１８] ꎻ合理利用新技术ꎬ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建

立水质实时监测系统ꎬ并将之纳入安全管理体系ꎬ使
水质卫生监测监督更加科学化、规范化[１９] ꎮ
２.２　 齐抓共管ꎬ健康直饮水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当前

瓶(桶)装水水质标准中存在一定的问题ꎬ同样与直饮

水相关的水质标准也存在问题:部分地方标准低于国

家标准ꎬ 标准更新不及时ꎬ 相关标准文件不健全

等[２０－２２] ꎮ 直饮水标准是检验直饮水质量安全的重要

指标性文件ꎬ学校直饮水工程自实施以来就受标准缺

失限制ꎬ亟待建立一个涵盖自来水取水水源地标准、
生活饮用水标准、直饮水设备标准、直饮水建设标准、

直饮水检验标准、学校直饮水标准等完整的学校直饮

水标准体系[２３] ꎮ 同时ꎬ要健全和完善学校直饮水卫生

安全管理体系ꎬ在进行规划建设时科学设计布局ꎬ严
格执行采购招投标程序ꎬ不能仅考虑价格成本ꎮ 在直

饮水工程建设中要加强对建设单位的监督ꎬ严把工程

质量ꎬ严格执行直饮水工程验收标准和程序ꎬ做好检

查验收工作[２４] ꎮ 投入运行后要建立维保制度ꎬ实时监

控直饮水设备运行状态ꎬ定期进行卫生清洁和保养、
更换滤芯等ꎮ

学校作为使用单位应加强直饮水工程监督管理ꎬ
落实管理责任制ꎻ设备供应商、维保单位应按合同履

行相应责任义务ꎬ确保服务质量ꎻ卫生部门应加强对

学校饮用水卫生的抽查检验ꎻ质量监督部门应规范行

业标准ꎬ加强直饮水设备的行业准入ꎬ做好监督抽查

工作ꎬ杜绝问题直饮水设备和技术落后、管理水平差

的直饮水服务企业进入校园[２５] ꎻ环保部门应加强水源

保护ꎬ减少水源污染ꎬ确保自来水厂取水口水质ꎻ水务

部门应加强自来水厂管理ꎬ推进自来水旧网改造ꎬ保
证进校自来水合格率ꎮ 社会各界、各部门齐抓共管ꎬ
共同担负起让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ꎬ最终形成学校、
供应商、职能部门等管理责任明确的学校直饮水工程

全过程管理体系ꎮ
２.３　 探索适合学校直饮水运营的新模式　 学校独立

运行维护直饮水设备ꎬ需配备专业的维保人员ꎬ或对

现有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ꎮ 维护清洁工作不规范、
不专业ꎬ或未严格执行维护程序都将成为直饮水质量

卫生的安全隐患ꎬ造成学校独立运行维护成本较高ꎮ
在学校进行直饮水工程建设时ꎬ要创新经营管理

模式ꎬ如下 ２ 种方式可供参考:一是有条件的学校ꎬ可
与周边有直饮水设施的小区共用直饮水服务公司ꎬ学
校按用水量支付水费ꎬ直饮水水质卫生状况由直饮水

服务商负责ꎬ学校对其进行监督[２６] ꎻ二是学校直接通

过招投标形式购买第三方服务ꎬ与中标直饮水服务企

业签定租赁合同ꎬ由学校支付租赁费ꎬ专业的直饮水

运营公司提供设备并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水质监

测、日常维护保养等ꎬ可减少学校独立运行经费、人力

资源成本和安全风险[２７] ꎮ
２.４　 加强教育引导ꎬ培养学生健康饮水习惯　 饮水与

人体新陈代谢、血液动力、免疫功能、疲劳等息息相

关ꎬ日常饮水量、饮水方式和饮水习惯对学生的健康

成长至关重要ꎮ 目前ꎬ我国多数中小学生及其父母对

健康饮水的认识不足ꎬ对饮水种类、饮水量、饮水方式

等存在理解偏差ꎮ 中小学生普遍存在不渴不喝水ꎬ一
次性大量饮水ꎬ用酸味、甜味等软饮料替代饮水现象ꎬ
这些不健康的饮水习惯正危害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ꎮ
饮水习惯除受年龄、性别、季节、地方饮食习惯等因素

影响外ꎬ还受父母饮水习惯、同学饮水习惯、在校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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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等因素影响[１] ꎮ 因此学校需要建立良好的饮水

条件ꎬ家长、老师要学习正确的饮水知识ꎬ适当开展健

康饮水教育宣传ꎬ实施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ꎬ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ꎬ让学生学会科学健康饮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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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１２３ 页)
对社会公共医疗资源参与校园应急急救进行统筹安

排ꎬ明确社区医疗机构参与校园应急急救工作的具体

要求及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ꎬ使之能够主动参与校园

应急急救工作ꎮ 学校要主动与附近医疗机构进行沟

通和对接ꎬ提出相应的需求ꎬ共同制定相应的校园应

急处置方案ꎬ明确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ꎬ一旦发生

校园伤害事故ꎬ能够确保在第一时间到学校开展应急

处置ꎮ 可以请他们到学校对学生开展日常急救教育

的培训ꎮ
２.３.４　 完善校园意外伤害保险机制 　 有效的校园意

外伤害保险机制是校园应急急救体系中的重要环节ꎬ
也是校园应急急救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ꎮ 一旦发生

伤害事故ꎬ出现意外结果ꎬ可以通过校园意外伤害保

险机制进行赔偿ꎬ减轻家长和学校的经济责任ꎬ化解

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ꎬ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ꎮ 要

完善或改造校方责任险ꎮ 目前ꎬ国家财政为每名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购买校方责任险ꎬ即因校方责任导致

学生的人身伤害ꎬ依法应由校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

任ꎬ推行由政府购买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的办法ꎮ 但

基层学校反映ꎬ该校方责任险未能起到很好的赔付作

用ꎬ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责任鉴定时确定为校方责任的

不多ꎬ这里既有校方尽到了管理责任ꎬ不宜确定为校

方责任的情况ꎻ也有校方没有完全尽到管理责任或只

是部分尽到管理责任ꎬ但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ꎬ不愿

意划定为校方责任的情况ꎮ 因此ꎬ要对校方责任险进

行必要的改造ꎬ使之在校园伤害事故处置中发挥重要

作用ꎮ 可考虑淡化校方责任划分ꎬ以是否为校园内的

意外伤害事故为理赔依据ꎬ发生在校园内的意外伤害

事故都给予必要的赔偿ꎮ 各地政府也要根据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ꎬ投入必要的资金ꎬ为学校和学生购

买相应的意外保险ꎬ解除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后顾之

忧ꎮ 此外ꎬ要培育家长的保险意识ꎬ鼓励家长为孩子

购买各类商业保险ꎻ保险机构也要根据校园伤害事故

的种类ꎬ开发相应的校园保险品种ꎬ满足不同家庭和

学生的保险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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