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泳池消毒杀菌的运行与管理 
  
 
摘要：作为游泳池水质的最主要的控制指标细菌和余氯量，在夏季人员爆满之时

能否达标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从个人卫生教育检查、入池前的预消毒设施和游

泳池水的消毒杀菌等方面的运行管理进行了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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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游泳是集娱乐与健身为一体的一项体育运动。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游泳逐步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在炎炎夏日，游泳场馆更

是变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消费场所。特别是在暑期，热浪滚滚，酷热难耐，许多

家长带着放假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嬉戏畅游在游泳池之“蓝天碧水”间。而在最

热的时候，游泳场馆更是天天爆满，颇有人满为“患”之感。此时，池水的卫生

状况必将对游泳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这是因为，人体在游泳与浸泡的过程中，

体表会有大量脏物及分泌物脱落溶解于水中。特别是在夏季：一方面，由于人多

且杂乱，使得各种人群都会加入到游泳场馆的水体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人体体

表在空气中暴露面积的增加，使得体表污染物亦相应增加，加之气温高，易出汗，

进入池水中极易脱落溶解，使得池水的污染变得非常严重，而且这些污染物中包

含有大量的细菌和各种致病菌。对此，必须加强卫生管理与消毒杀菌等处理措施。 

 

  游泳场馆的经营者不仅要提供一个清澈透明的水体，更应提供一个具有消毒

杀菌免受病菌感染功能的水质环境。为了实现游泳池水质的两个主要控制指标—

—细菌和余氯量的达标，消除卫生状况对健康所构成的威胁，笔者认为游泳场馆

的经营管理者在夏季必须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对游泳者公共卫生健康意识的教育与管理 

 

  由于游泳者是游泳池水的主要污染源，故加强对其的卫生健康管理很有必

要，而这种管理一般来说都是强制性和教育性的。对于持有游泳健康证的符合要

求的游泳者，在入池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1)教育并提醒游泳者，不仅要懂得自我保护，而且还要维护公共卫生。作

为自身游泳的场所，严禁在游泳池内小便，以保障尿素指标的达标。为此，游泳

者应在入池前先行进厕预排。同样，为了自身健康，在游泳完毕出池后应尽快排

便冲洗，以避免尿道受到污染。 

 

  (2)教育游泳者在入池前应对全身尤其是头发、脸部和下身进行冲洗，以减

少或避免各类化妆品、护肤品、发胶以及体表的汗液、皮毛、头发、头屑等污染

物进入泳池内，从而减轻池水的污染负荷，以保证较好的水质。 

 



  (3)加如泳帽与泳衣的管理，严禁在游泳场所出租泳衣泳帽。管理者应及时

发现并制止在池内不带泳帽的现象，并对泳帽的正确佩戴方法给予指导。从而对

游泳者起到护发与保护头皮之功效，并可避免脱发与头屑落入池中引起的污染。

还应及时制止在池岸上进行搓身的不良行为。 

 

  2、加强强制淋浴与浸脚消毒池的管理 

 

  强制淋浴与浸脚消毒池是保证池水不被污染和防止疾病的不可缺少的入池

通道。 

 

  (1)强制淋浴的作用除防止游泳者直接入池后因身体突然变冷而感觉不适与

发生抽筋等安全事故外，还有洗净游泳者入池前身体之作用(在夏季更为显著)。

这对未能自觉进行淋浴冲洗的人更显重要。许多游泳池的强制淋浴设施常被拆除

或停用，这实际上是对卫生及健康概念认识不高所致，其结果不仅加大了池水的

污染，同时还增加了处理费用。对于未设浸腰消毒池的游泳场馆，最好将强制淋

浴分为前后两段或上下两区，在后段或下区的冲洗水中保证一定浓度的余氯(不

低于池水中的浓度)，将会对个人起到预杀菌消毒之功能，从而可消除体表性传

染病原菌对池水所造成的公共污染，达到保护游泳群体健康和减轻池水处理中的

消毒杀菌负荷。强制淋浴设施必须完全，并作定期维护。为了节约用水，可设置

为自动感应喷淋。 

 

  (2)浸脚消毒池是为了避免脚气等传染性疾病入池而设置的，在管理过程中

必须保证其消毒能力与流通性。显然浸脚池中一般都有水，但其消毒液的浓度如

何、池水是否保证了其更新或流通性，往往容易被游泳者与管理者所忽视。而事

实上，无论对个人健康而言，还是对池水的细菌等指标而言，二者均应对此引起

足够的重视。对于连续式，要保证其余氯(50～100mg/L)。对间断换水式，除了

保证余氯(同上，尽量接近上限值)外，还应随时消除漂浮在水面的杂质，并应定

时换水，在夏季人流高峰期应做到每小时更换一次，间隔时间至少不得超过两小

时，否则健康人经此池反而会受到高浓度病菌的感染。 

 

  3、加强池水的消毒杀菌处理 

 

  即使对游泳者入池前严格采取了前述各项措施，但游泳者在游泳过程中仍会

不可避免地从毛孔、皮肤等处分泌出各种排泄物来。而在管理不严，少数游泳者

公共道德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更会将各种细菌与病毒带入池内。对此，如不采取

有效措施，就可能成为五官科炎症、消化器官疾病、皮肤病、伤寒甚至淋病、梅

毒、霍乱等病的传染源和发病的温床。因此，对池水进行严格的消毒杀菌，是防

止各种疾病的传播、保障游泳者健康与池水水质所必需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夏

季人多杂乱的情况下，管理者必须对此引起高度的重视。 

 

  (1)、确保运行期间余氯控制在 0.4～0.6mg/L 之间。余氯量不宜过高，否则

游泳者会因嗅到浓烈的刺鼻味而感到不适，易使游泳者的皮肤，特别是面部与眼

睛造成刺激与损伤。余氯量也不能过低，否则就不能切实有效地起到消毒杀菌的

功能，就难以保证游泳群体的健康安全。虽然我国的下限值 0.4mg/L 比美国公共



卫生局和国际泳联规定的 0.2mg/L 大了一倍，但后者是在具有完善的强制淋浴与

浸脚浸腰池及特殊的人群(游泳运动员)情况下制定的。显然，就我国目前的实际

情况而言，　 0.4mg/L 　对于公共游泳池来说是合理的，必须严格遵守。消毒剂

的投加是与循环水泵的运行连锁进行的，其实际投加量除与气温、水温、水质和

人数有关，最终取决于池水的余氯量检测值。因此，为了保障杀菌效果和余氯量，

运行管理者在夏季至少应每小时检测一次余氯量。对于大型游泳场馆最好采用自

动检测仪连续检测并自动投加消毒剂。 

 

  (2)、对于天天爆满、人群复杂的夏天，游泳池水除了保证开放期间的余氯

量要求外，还应在夜间闭场以后的非开放时段内维持较高的余氯量(可在循环系

统停运前的两小时内增投消毒剂)，通过延长余氯的接触作用时间来杀灭对氯具

有较强抵抗力的芽胞型细菌、病毒等致病源，以降低和抑制这些致病源的本底浓

度，从而进一步保证次日开放时余氯对繁殖型细菌的有效杀灭能力。 

 

  (3)、加强循环过滤的运行管理，是保证消毒杀菌效果、实现水质达标的最

有力措施。循环过滤的目的是降低水中悬浮物浓度，以保证水体的清澈透明，是

避免水质恶化的核心处理措施。由于细菌和各种致病微生物大都附着在水中的悬

浮物上，经过滤后被大量截留，从而使过滤出水中的微生物量大为减少，降低了

消毒剂量的需求，延长了余氯的持续消毒能力。过滤与消毒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处

理过程，特别是在夏季，二者更是缺一不可。限于本文的主题内容，过滤的运行

管理在此不作阐述。 

 

  (4)、游泳池消毒剂的投加位置，一般设计在过滤后的入池给水管道上。由

于该段为压力管道，故需用加压设施来投加。有的游泳场馆为了方便管理，省却

动力费用，将其改为重力投加到水泵的吸水管上或毛发聚集器中。事实上，消毒

剂是一种强氧化剂，对水泵、过滤器、加热设备和管道均有较强的腐蚀作用，而

且水中微生物经过滤后大量减少，降低了对消毒剂量的需求。因此，将消毒剂投

加到过滤后入池给水管道上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最佳投加方法，不仅可有效地延长

主体处理设备的使用寿命，还可使消毒剂地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和彻底。 

 

  4、及时清扫场馆内的卫生并做定期消毒处理 

 

  游泳池散场后，应及时刷洗游泳池池壁与池岸以及溢流槽；放空并清洗强制

淋浴通道和浸脚池，并换上具有消毒能力的新水；清洗更衣室、淋浴间、厕所及

通道等。采取一定的消毒措施，杜绝细菌的存活与繁殖，以减少次日开场时被游

泳者带入泳池内造成的污染。在夏季，游泳场馆的灯光应为冷色光，并保证良好

的通风，以免助长细菌和藻类的繁殖污染。 

 

  总之，游泳场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在休闲娱乐、消暑纳凉之时，保持卫生

健康，是当地防疫部门、游泳场馆的经营者和游泳消费者共同维护和努力的目标，

但最终还要由经营者来实现。文中提到的许多内容，往往被经营者或轻视或臆断

或简单化或怕增加经营费用。实际上，如能将责任落实到人或在夏日旺季临时增

加一名合格雇员，带来的只能是运营成本的降低(如消毒剂和其它药剂用量的相

对减少，避免了因水质恶化所带来的高额运营费用等)和门票收入的增加(卫生



好、环境好、水质好，必将吸引更多的人，同时还避免了因水质不合格等所带的

整顿、罚款等经济损失)。因此，经营者如能加强服务管理意识，并付诸于行动

之中，带来的不只是社会效益，更多的则是自身的经济效益。 

 

  另外，作为政府的监督单位——当地防疫部门，应该严于执法，勤力抽查。

在游泳旺季，水质水样的抽查，每周至少两次。对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游泳场

馆应责令其限期整顿治理，并依超标程度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严重超标的应予

以关闭，并给予社会曝光，以引起经营者对水质卫生健康的高度重视，促使其更

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