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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环

办土壤〔2021〕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通知》

（沪环生〔2023〕223号）等文件要求，建立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

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指导涉农区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促

进部门联动、精准施策，制定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与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潜在影响程度）评

估相关的评估区域选取、评价单元划分、净入河负荷核算、水体环境承载

能力评估、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潜在影响程度划定、关键源区识别等基本

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平原河网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面源污染对河道

水环境的潜在影响程度评估。其中，河道均指包含评估区域内可能存在的

湖泊，后文不再赘述。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程度评估的区域应以农

业生产为主，不考虑农村生活污水、村宅地表径流等农村源污染物排放对

水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产生农业面源污染的农用地类型包括：水田、旱

地（含水浇地）、园地、设施大棚、水产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场。稻渔共作

农田、种养结合（沼液还田）农田属于种植业面源污染排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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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使用者主要为涉农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和乡镇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规划设计建设单位和科研部门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及相关研究时，

也可使用本指南评估农业面源污染影响。

1.3 参考文件

本指南参考了生态环境部、原国土资源部以及江苏等省份与农业面源

污染风险评估相关的文件。主要包括：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DB32/T 4542 河网水功能区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规范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环土函〔2021〕

295号）

《地表水汛期污染强度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水字〔2022〕

449号）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公告 2021年第 24

号）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 农业源》（生态环境部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著，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

《全国农田面源污染排放系数手册》（任天志、刘宏斌、范先鹏、邹

国元、刘申等著，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平原河网地区农田面源污染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沪环生〔2023〕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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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1）平原河网地区

河网密布、水系纵横交错，地势平坦低洼、原生水动力不足，常利用

水利工程措施进行水利调度的地区。

（2）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肥料、农药、饲料、兽药和消毒剂等投入品的使

用，所产生的氮、磷等物质在水力等驱动作用下进入受纳水体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污染。

注：本指南侧重于狭义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河道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污染源方面考虑

种植业、水产和畜禽养殖业，不考虑农村生活污水、村宅地表径流、林地、草地等其他污染源；

在污染物指标方面，仅考虑氮、磷物质，不考虑农药、抗生素、消毒剂等。

（3）评价单元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程度、影响区域及影响时段评估的基本空

间单元。

（4）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

根据评估区域内各评价单元的评价指标计算结果，评估各评价单元内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河道水环境造成潜在影响的程度，进而明确实施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后的河道水质提升潜力。

（5）圩区

平原河网或沿江滨湖等低洼易涝地区，通过圈圩筑堤，设置水闸、泵

站等水利工程措施，以外御洪水、内除涝水，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防洪排

涝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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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灌排区

具有一定保证率的水源，有统一的管理主体，由相对完善的灌溉和排

水工程系统控制的农田区域。

（7）种植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同一种植类型的农田（包括水田、旱地、园地和

设施大棚等）通过入河排放口排入下游受纳河道的、因农业生产活动导致

的面源污染净增量。

注：相比于目前最常使用的排放系数，本指南的种植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强调在种植业

面源污染通过入河排放口排入河道的月尺度净入河量（而非流失系数或离田系数所对应的面源

发生量），且充分考虑农田灌溉过程中农田所消纳的河道水的氮磷物质的量。净入河系数可能

为负值，代表农业生产对周边河道水环境产生了正效应影响。理论上，净入河负荷同时应当去

除干湿沉降等其他因素造成的面源污染增量，由于监测成本所限在本指南中均忽略不计。

（8）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

在正常水产养殖生产条件下，1个养殖周期内养殖生产 1吨水产品产

生的面源污染物量中，经不同排放路径排入下游受纳河道的、因水产养殖

活动导致的净增量。

注：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强调在入河排放口测得的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月尺度

真实净入河量，且充分考虑水产养殖换水过程中养殖坑塘所消纳的河道水的氮磷物质的量。

（9）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

畜禽养殖场在正常生产和管理条件下，单个畜禽在 1个自然年内产生

的原始污染物未资源化利用的部分经处理设施消减或未经处理利用而直接

排入河道的污染物量，分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净入河系数和畜禽养殖户净

入河系数。

注：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强调在入河排放口测得的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月尺度

真实净入河量，且充分考虑畜禽养殖用水过程中畜禽养殖场所消纳的河道水的氮磷物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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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环境容量 s

在设计水文条件下，满足计算水域的水质目标要求时，该水域所能容

纳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数量（又称纳污能力）。

（11）关键源区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河道水环境造成的影响超过一定阈值的区

域。根据评价单元风险评估结果经综合分析比选确定。

2 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本指南规定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前期工作准

备、评价单元划分、评价指标计算和评估成果应用等内容。对于前期工作

准备、评价单元划分、评价指标计算等 3个环节，建议在 1年内完成；对

于评估成果应用环节，建议在开始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后以年为周

期开展绩效评估，运用风险动态评估成果及时指导面源污染防治精准施策。

具体工作流程见附录 A。

3 评估区域选取与评价单元划分

3.1 工作目标制定

本指南所规定的技术方法用于支撑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与监督指导相关工作，主要工作目标包括但不限于：

（1）平原河网地区的省级、地级、县级和乡级行政区，圩区（水利管

控单元）或灌排区（农业生产单元），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型）高

标准农田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区等空间尺度下的农业面源污染

对周边河道水环境潜在影响程度的分区分级评估、关键源区识别及优先治

理区域清单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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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入河负荷削减目标、河道水环境容量

或水面率提升目标制定，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结果

精细化指导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3）因地制宜提出上述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对策建议，推动

农业农村、水务、生态环境、规划资源等多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形成

整县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一区一策工作机制。

3.2 评估区域选取

本指南以分布有农用地的各级行政区、水利管控单元、农业生产单元

或工程项目区作为评估区域，评估区域可以选为：单个或多个省级、地级、

县级或乡级行政区、单个或多个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单个

或多个灌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单个或多个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或其他工程）项目区。以多个同级别行政区作为评估区域的，各

行政区可以分属于不同的上一级行政区。

3.3 评估时段选定

以一个或连续多个月、一个或连续多个自然年为评估时段。建议逐月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以便于对比分析汛期与非汛期、作物耕作期

与休耕期、水产养殖清塘期、不同季节等时段的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程

度；或逐年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以年为尺度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及河道水质提升措施并开展绩效评价。

3.4 基本状况调查分析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须搜集评估区域内的河道水质监测

数据、开展必要的补充监测，并开展河网水系特征及圩区分布、农业产业

结构及灌排区分布调查，所需的各类资料具体见附录 B。评估区域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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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湖泊，可将湖泊一并纳入开展风险评估的目标水体。

3.4.1 河道水质数据搜集及补充监测

对评估区域在评估时段内现有的水质监测数据进行搜集，用于水质系

数和水环境容量的计算，不同水质监测断面的监测指标、监测频次和监测

时段等尽可能保持一致，监测频次应达到每月至少 1次。如果因评估区域

内水质监测断面数量过少或分布不均，导致难以支撑评价单元尺度水质系

数和水环境容量计算的，可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新增水质监测断面并开

展监测。

本指南优先关注的水质因子为：总磷、氨氮、总氮，可以结合实际工

作需要补充其他水质因子，如：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COD）、五

日生化需氧量（BOD5）、硝酸盐氮和总悬浮物等。由于总氮是重要的农业

面源污染特征指标，故在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程度分区评估过程中应尽

可能考虑水体总氮指标。

3.4.2 河网水系特征及圩区分布调查

对评估区域内的河网水系特点与水利调度措施开展调查分析，按照市

管河道、区管河道、镇管河道、村级河道和其他河道（公园、绿地、小区

或单位内自管的河道）等 5个级别对河道基本信息进行排摸，掌握河网水

系状况、河道断面尺寸、水流流向、水位和流量等重要信息，用于水环境

容量、水容积或水面积的计算。评估区域覆盖 1个或多个镇的，通过镇级

或以上级别的水务（水利）部门以镇为单元搜集圩区分布图，并同步搜集

评估区域内的水闸和泵站等水利工程信息、防洪除涝规划、防汛防台应急

预案等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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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农业产业结构及灌排区分布调查

按照涉农区、镇（乡）尺度搜集评估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信息

资料，通过资料搜集、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评估区域内的灌排区分布信息。

结合规划资源部门掌握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和农业农村部门掌握的农业生

产状况，明确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核算的基本单元。参考 GB/T

21010中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定义，明确评估区域内水田、旱地、园地、

设施大棚、水产养殖场和畜禽养殖场等主要农用地的地块分布及面积，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水田、旱地等农用地的种植和轮作模式，将种植和轮

作模式图层与圩区或灌排区图层进行叠加，统计圩区或灌排区内同一种种

植和轮作模式农田的面积、水产养殖坑塘和畜禽养殖场的面积。

3.5 评价单元划分

选取评估区域内包含农用地、建成区外的各级行政区、圩区、灌排区

或工程项目区作为评价单元，并根据评价单元的不同类型及面积大小划定

等级。对于乡级行政区（镇、乡或同级别行政区，下同）、圩区（或面积

基本相当的自流区）和灌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其面积

大小排序一般不固定，实际面积越大则等级越高（等级数字越小）。本指

南将评价单元划分为至多六个等级，按照默认面积大小乡级行政区面积>

圩区>灌排区的。评价单元具体划分方法如下。

评估区域内包含 1个或多个省级行政区（省、直辖市或同级别行政区，

下同）的，可将各省级行政区作为一级评价单元，省级行政区内的各个地

级行政区（地级市或同级别行政区，下同）作为二级评价单元，地级行政

区内的县级行政区（市辖区、县级市或同级别行政区，下同）作为三级评

价单元，县级行政区内的乡级行政区作为四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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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作为五级评价单元，县级行政区内的灌

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作为六级评价单元。由于直辖市内

不设地级行政区，若将直辖市作为一级评价单元，则将县级行政区作为二

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灌排区（或

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的等级相应提高一个等级。

评估区域未包含 1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包含 1个或多个地级行政区

的，可将地级行政区作为一级评价单元，地级行政区内的县级行政区作为

二级评价单元，县级行政区内的乡级行政区作为三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

区内的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作为四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

内的灌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作为五级评价单元。

评估区域未包含 1个完整的地级行政区、包含 1个或多个县级行政区

的，可将县行政区作为一级评价单元，县级行政区内的乡级行政区作为二

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内的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作为三级

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内的灌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作为

四级评价单元。

评估区域未包含 1个完整的县级行政区、包含 1个或多个乡级行政区

的，可将乡级行政区作为一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内的圩区（或面积基

本相当的自流区）作为二级评价单元，乡级行政区内的灌排区（或面积基

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作为三级评价单元。

评估区域未包含 1个完整的乡级行政区的，可将圩区（或面积基本相

当的自流区）、灌排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分别作为一级、

二级评价单元。另外，可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建

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工程项目区范围内直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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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以项目区内的圩区（或面积基本相当的自流区）、灌排区（或面积

基本相当的连片农用地）分别作为一级、二级评价单元。

应结合骨干河道、主干道路（高架、桥除外）等要素在评估区域的自

流区内划分与现有圩区同级别的评价单元，结合农业生产状况、种植和轮

作模式分布、灌溉取水口和入河排放口位置等主要因素在未纳入灌排区的

农用地区域划分与现有灌排区同级别的评价单元。

本指南采用圩区、灌排区作为末级评价单元，上述区域同时也是水利

管控（调度）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旨在通过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

估工作，充分挖掘农业农村部门和水务部门现有工作在面源污染减排及河

道水质提升方面的潜力。

4 风险分区分级评估

4.1 评价单元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核算

本指南采用净入河系数法对各评价单元的种植业（含水田、旱地、设

施大棚和园地等）、水产和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进行核算。对

评估区域各类农用地的净入河系数进行核算并填入本地化净入河系数清单

（附录 C），进而根据各农用地的面积、养殖坑塘的产量或畜禽养殖存/

出栏量分别估算种植业、水产和畜禽养殖业的净入河负荷。

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较为显著，为细化

评估不同时段（例如汛期与非汛期、作物耕作期与休耕期、水产养殖清塘

期、不同季节等）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建议逐月测算农业面源污染净入

河系数。如果净入河系数测算时间尺度确无法达到逐月要求的，亦可以年

为时间尺度对净入河系数进行测算，进而形成逐月净入河系数清单。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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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应尽可能采用统一的核算方法体系，或引用来自

同一官方数据源的现有的排放系数清单。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

负荷计算方法见附录 D公式（D.1）。

4.1.1 种植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核算

种植业（含水田、旱地、设施大棚和园地等）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测

算方法参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平原河网地区农田面源污染监测技

术指南（试行）（沪环生〔2023〕9号）、《关于开展区级农田面源污染

监测评估的工作提示》和《关于做好农田面源污染区级试点监测评估的工

作提示》中推荐的水文水质协同监测方法，在入河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进

行测算。

如果不具备开展实际测算条件的，可适当参考以下资料确定种植业面

源污染净入河系数：（1）《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的附件《农业源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以下简称《系数手册》）

中的农作物播种过程排放（流失）系数和园地排放（流失）系数；（2）《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 农业源》（以下简称《二污普系数手

册》）中的种植业氮磷流失系数；（3）《全国农田面源污染排放系数手册》

中的农田氮、磷排放系数；（4）其他数据源。

采用年值净入河系数的，根据评估区域在评估时段内的逐月降水量比

例将其换算为逐月净入河系数，不同涉农区、乡级行政区应尽可能采用本

地实测的降水量，圩区及其同级别评价单元、灌排区及其同级别评价单元

内可不再区分降水量的空间异质性。种植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

方法见附录 D公式（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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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核算

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测算亦可采用水文水质协同监测方

法，在入河排放口设置监测点位进行测算；如果不具备开展实际测算条件

的，可参考《系数手册》中的水产养殖业排污系数、《二污普系数手册》

中的水产养殖业产排污系数或其他数据源，并换算为逐月净入河系数。水

产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方法见附录 D公式（D.3）。

4.1.3 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核算

畜禽粪便（沼液）还田纳入种植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的范畴，不计

入畜禽养殖废弃物直接排放导致的面源污染；若发生畜禽养殖场废弃物直

接向环境排放的情况，其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参考《系数手册》中的畜禽

规模化养殖排污系数和畜禽养殖户养殖排污系数、《二污普系数手册》中

的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或其他数据源，并换算为逐月净入河系数。畜

禽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方法见附录 D公式（D.4）。

4.2 河道对面源污染的承载能力评估

本指南通过河道水环境容量、河道水容积或河道水面积等 3个参数表

征河道对面源污染的承载能力。计算顺序优先级分别为河道水环境容量、

河道水容积和河道水面积，上述 3个参数不必重复计算。两个评价单元在

边界处共用河道（河段）的水环境容量、水容积和水面积在两个评价单元

中分别各计一半。

各评价单元水环境容量计算的可行性主要取决于评估区域内的水质

监测点位密度。以乡级或以上级别行政区作为评估区域的，所有圩区内均

有 3个或以上水质监测点的可开展圩区尺度水环境容量计算，80%以上的

灌排区附近 1 km范围内至少有 1个水质监测点的可开展灌排区尺度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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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计算。现有的河道水质监测点位密度无法满足圩区或灌排区尺度评

价单元水环境容量计算精度要求的，可适当开展水质加密监测，选取水质

监测点位时应尽可能保证每个评价单元内的点位分布均匀。

各评价单元水容积和水面积计算的可行性主要取决于评估区域内河

网水系资料的完整度。已有包含评估区域内所有河道的河网水系图（dwg

或其他格式）的，可结合重要骨干河道的断面尺寸、水位和流量实测或加

测数据，并结合非骨干河道的断面尺寸、水位和流量估算数据，开展河道

水容积计算；已有包含评估区域内所有河道的河网水系图（dwg或其他格

式）的，可开展河道水面积计算。

4.2.1 河道水环境容量

以 GB 3838规定的 V类水标准为基准计算水环境容量。评价单元的水

容积计算方法见附录 E公式（E.1）。

对于河网密度较大区域、村级河道较多的中小型河网地区，优先推荐

控制断面达标法逐月计算河道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参见 HJ 2.3中的 E.4；

或采用总体达标法分单向流、往复流逐月计算河道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

参见 DB32/T 4542中的 6.3.1.2节。

评估区域内的河道涉及长江等大型河流的，水环境容量计算采用河流

二维或三维水环境数学模型，计算公式参见 HJ 2.3；评估区域内的湖泊涉

及太湖等湖泊的，水环境容量计算采用非均匀混合的二维或三维水环境数

学模型，计算公式参见 HJ 2.3。

4.2.2 河道水容积

对评价单元内河道、小微湿地等水体的总容积进行计算，顶宽不超过

1 m的田间排水沟可忽略不计。评价单元的水容积计算方法见附录 E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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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4.2.3 河道水面积

对评价单元内河道、小微湿地等水体的总面积进行计算，顶宽不超过

1 m的田间排水沟可忽略不计。两个评价单元在边界处共用河道的水面积

对于两个评价单元分别只计一半，以避免水面积的重复计算。评价单元的

水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 E公式（E.3）。

4.3 评价指标计算

以水质系数、负荷系数和风险系数作为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

险评价指标，上述 3个评价指标分别表征河道水环境综合质量、陆域面源

污染排放强度和面源污染排放对河道水环境的影响程度。以评价单元作为

评价指标计算的对象，根据评价指标的计算结果综合确定评估时段内的风

险分区分级评估结果。

4.3.1 水质系数

本指南参考《地表水汛期污染强度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水

字〔2022〕449号）中汛期污染强度的概念，提出水质系数风险评价指标。

评价单元的水质系数计算方法见附录 F公式（F.1-F.8）。

4.3.2 负荷系数

本指南参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环

土函〔2021〕295号）中的负荷评估与关键源区识别方法，提出负荷系数

风险评价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F公式（F.9）。

4.3.3 风险系数

分别基于河道水环境容量、河道水容积、河道水面率的一级、二级、

三级风险系数计算方法具体见附录 F公式（F.10-F.12）。在数据资料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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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计算需求的情况下，风险系数计算及应用的优先级顺序为一级（IR1）、

二级（IR2）、三级（IR3），且至少计算一个风险系数。

4.4潜在影响程度划定与关键源区识别

4.4.1 潜在影响程度划定

本指南采用单指标优先法或权重综合法划定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

程度，应当采用同一种方法对不同评价单元划定的潜在影响程度进行横向

比较。将评估区域内各评价单元的某一项评价指标（水质系数、负荷系数、

风险系数或风险综合指标）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通过比较其排序先后及与

阈值的大小比较结果划定潜在影响程度及评价单元的类别，评价指标排在

0%-20%（含 20%）且大于（或等于）一定阈值的划为 I类评价单元，排在

0%-20%（含 20%）且小于一定阈值的、排在 20%-50%（含 50%）的划为

II类评价单元，排在 50%-100%的划为 III类评价单元。

I类评价单元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河道水环境造成重要潜在影

响、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措施之后河道水质具有较大提升潜力的区

域；II类评价单元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河道水环境造成一定潜在影

响、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措施之后河道水质具有一定提升潜力的区

域；III类评价单元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河道水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

较小、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措施后河道水质提升潜力有限的区域。

采用一级风险系数时，对于水环境容量为负值的评价单元，负荷系数

值大于或等于 1的划定为 I类，负荷系数值小于 1的划定为 II类，不再根

据评价指标的排序划定潜在影响程度。

4.4.2 单指标优先法

由于圩区、灌排区尺度的水环境容量计算对水文水质监测数据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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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高，以基于水质系数、负荷系数的评估结果为主（分别代表河道水环

境质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以基于风险系数的评估结果为辅（代

表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分区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潜在

影响程度，识别关键源区。基于负荷系数、风险系数的评估对象为评价单

元，基于水质系数的评估对象为评价单元或水质监测断面。

4.4.3 权重综合法

根据实际工作需求，须水-陆联动、点-面结合对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

污染风险进行综合评判的，采用权重综合法计算其风险综合指标，具体计

算方法见附录 F公式（F.13-F.16），根据风险综合指标分区确定农业面源

污染潜在影响程度，识别关键源区。

4.4.4 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源区与潜在影响时段识别

根据风险等级划定结果绘制评估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潜在影响分区

图，经综合评判确定关键源区。采用单指标优先法时，基于负荷系数或风

险系数划定为 I类评价单元周边 1 km范围内分布由水质系数为高值（大小

排在 80%或以上）的水质断面的，划定为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源区；采用权

重综合法时，将风险综合指标大小排在 80%以上（含 80%）的划定为农业

面源污染关键源区。某评价单元划定为关键源区的月份为潜在影响时段。

根据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源区与潜在影响时段识别情况初步确定拟开展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与重要时段。

4.5 优先治理区域清单编制

农业面源污染优先治理区域清单应尽可能包含所有关键源区，结合农

业面源污染减排及河道水质提升实际需求可增加部分 I、II类评价单元。同

时，可根据评估区域内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短期及中长期工作目标、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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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算情况，经综合评判后最终确定优先治理区域。

在优先治理区域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后，可根据动态更新的风

险评估结果对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成效进行跟踪评价，并不断更新优先治理

区域清单，直至关键源区的类别从 I类逐步变为 II、III类、优先治理区域

清单逐步清零。

4.6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实施

各相关部门从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农业农村领

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生态空间优化等角度，多部门联动、整建制全要素

全链条通盘考虑，在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和水旱灾害防御的前提下

进行综合施策，优先实施低投入成本、低运维成本、与现有工作紧密关联

的农业面源污染低影响防治措施。

可运用本指南规定的风险评估方法，确定降低评价单元潜在影响须达

到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削减目标、河道水质提升目标及水环境容量（或水

面率）提升目标，以便于多部门联动在优先治理区域有针对性地实施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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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图

图 A.1 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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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所需资料清单

表 B.1为开展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所需的各类数据资料，搜集的空间范围为拟开展农业

面源污染风险评估的区域，搜集的时间范围为风险评估时段。

表 B.1 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估所需资料清单

序号 数据资料类型 数据资料内容及说明 数据资料来源

1 农业生产资料（种植

业）

（1）灌排区分布图（dwg格式文件）

（2）农作物主要种植类型及轮作模式

（3）农作物生育期（精确至月）

（4）主要农事活动记录及农用品投入情况

区农业农村部门或评

估区域属地镇政府

2 农业生产资料（水产

养殖业）

（1）各水产养殖塘的养殖种类（四大家鱼、经济鱼、虾、扣蟹、成蟹等）和养殖模式

（2）水产品产量及投入品使用情况

（3）养殖周期（精确至月）、清塘期（渔获期）时间（精确至月）

（4）养殖场尾水水质监测数据及达标情况（如有）

区农业农村部门或评

估区域属地镇政府

3 农业生产资料（畜禽

养殖业）

（1）各畜禽养殖场的畜种

（2）存/出栏量

（3）畜禽粪尿处理方式或消纳情况

（4）清粪工艺

区农业农村部门或评

估区域属地镇政府

4 水利行业资料

（1）河网水系图（河道蓝线图）（包含市管河道、区管河道、镇管河道、村级河道、其

他河道和小微水体等各类水体，dwg格式文件）

（2）圩区分布图（dwg等格式文件）

（3）水闸和泵站等水利工程分布

区水务部门或评估区

域属地镇政府

5 水文数据
（1）河道级别

（2）河道断面尺寸、河道水位和流量（如有）

区水务部门或评估区

域属地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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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资料类型 数据资料内容及说明 数据资料来源

6 水质数据
河道水质监测数据（包括：河道考核断面监测数据（含上述断面的精确定位）、水质自动

监测站监测数据（如有）、村级河道监测断面监测数据（如有）

市生态环境部门、市水

务部门

7 地理信息数据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mdb等格式文件，须包含评估区域内 GB/T 21010定义的水田等各二

级地类所有地块的空间位置及面积）
区规划资源部门

8 农业面源污染相关

数据资料
评估区域内的灌溉水水质、农业面源污染实测数据（如有）。 市生态环境部门

9 生态环境行业基础

数据
入河排污口分布与类型信息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

10 测绘数据 地面高程数据（需明确采用的高程系统） 区规划资源部门

11 气象数据
逐日或逐月降水量（需附气象站点的经纬度，评估区域内若未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

数实测，此数据为必须数据）
区气象部门

12 土壤数据
土壤监测数据（包括土壤普查、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中获得的土壤全磷、有效磷、全氮、有

机质浓度、土壤特性（粒径分布）等数据）
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13 工程规划资料
（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土地综合整治、生态清洁小流域、河道疏浚、河道整治等各类工

程项目实施情况
评估区域属地镇政府

14 示范试点创建情况
“两山”基地、乡村振兴示范县（村）、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生态农场、美丽生态牧场示范、水产养殖绿色生产养殖场等创建情况
评估区域属地镇政府

15 可能需要开展实测

的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

（1）必要的河道水质加密监测

（2）评估区域在评估时段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本地化净入河系数

（3）必要的农业生产活动重要信息现场调查

（4）河道水位和流量等水文数据

由组织农业面源污染

风险评估工作的单位

统筹开展必要的实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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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农业面源污染本地化净入河系数清单格式示例

农业面源污染本地化净入河系数清单格式示例见表 C.1。

表 C.1 农业面源污染本地化入河系数清单

土地利用类型 入河系数/净入河系数（kg/ha）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耕地

水田（单季稻）

水田（稻麦轮作）

水田（其他轮作方式）

水田（休耕期种植绿肥）

旱地（含水浇地）

养殖坑塘

（养殖类型）

养殖鱼塘（分家鱼、经济鱼等）

养殖蟹塘（分扣蟹、成蟹等）

养殖虾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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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 入河系数/净入河系数（kg/ha）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园地

果园

茶园

其他园地

设施农用地

设施大棚

畜禽养殖场

注：土地利用类型内容部分参考了 GB/T 21010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地类认定细则》（国务院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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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规范性）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计算方法

D.1 农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公式

评价单元某一水质因子的农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采用公式（D.1）

计算：

퐿eu = 퐿p + 퐿a + 퐿l （D.1）

式中：

Leu为某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月

（kg/mo）；

Lp为评价单元内的种植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月

（kg/mo）；

La为评价单元内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

月（kg/mo）；

Ll为评价单元内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不含沼液还田

造成的种植业面源污染），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

D.2 种植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公式

评价单元某一水质因子的种植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公式

如下：

퐿p = 푖=1
푛 퐼p푖·퐴푖∑ （D.2）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土地利用类型、种植类型和轮作模式均相同的地块（农

田）的序数；

Ipi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地块的种植业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单位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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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每公顷每月（kg/(ha·mo)）。净入河系数与入河系数的区别在于灌溉期面

源污染入河负荷不同的核算方法，灌溉期的净入河负荷为入河排放口排水

与灌溉取水口的水质浓度差和入河排放口排水量的乘积，具体参见《平原

河网地区农田面源污染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沪环生〔2023〕9号）；

Ai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地块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a）；

n为评价单元内地块个数。

D.3 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公式

评价单元某一水质因子的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

公式如下：

퐿a = 푖=1
푛 퐼a푖·푞a푖∑ ·퐶ap （D.3）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土地利用类型、水产养殖品种相同的地块（水产养殖

塘）的序数；

Iai为第 i个地块的水产养殖面源污染净入河系数，单位为千克每吨

（kg/t）；

qai为第 i个地块在一个水产养殖周期内的水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Cap为某个月（相比于一个养殖周期）的水产养殖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

分配系数，单位为每月（/月），建议根据水产养殖塘月排水量相对于整个

养殖期的占比确定分配系数，清塘期（渔获期）所在月份的分配系数取高

值。净入河系数与入河系数的区别在于换水期面源污染入河负荷不同的核

算方法，换水期的净入河负荷为入河排放口排水与取水口的水质浓度差和

入河排放口排水量的乘积。

n为评价单元内地块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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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公式

评价单元某一水质因子的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逐月净入河负荷计算

公式如下：

퐿l = 푖=1
푛 퐼l푖规模·푞l푖规模·퐶lp规模 + 퐼l푖养殖户·푞l푖养殖户·퐶lp养殖户∑ （D.4）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土地利用类型、畜种相同的地块（畜禽养殖棚舍）的

序数；

Ili 规模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第 i个地块的净入河系数，单位为千克每头/

羽（kg/(头/羽)）。净入河系数与入河系数的区别在于用水期面源污染入河

负荷不同的核算方法，用水期的净入河负荷为畜禽养殖排水与取水水质浓

度差和排水量的乘积（下同）；

qli 规模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第 i个地块存/出栏量，单位为头/羽；

Ili 养殖户为畜禽养殖户第 i个地块的净入河系数，单位为千克每头/羽每月

（kg/(头/羽)）；

qli 养殖户为畜禽养殖户第 i个地块的存/出栏量，单位为头/羽；

Clp 规模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某一畜种某个月（相比于全年）的畜禽养殖

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分配系数，单位为每月（/月），建议根据畜禽养殖场

月排水量相对于整个养殖期的占比确定分配系数，如一年中无明显的用水

高峰期可逐月平均分配；

Clp 养殖户为畜禽养殖户某一畜禽养殖品种某个月（相比于全年）的畜禽

养殖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分配系数，单位为每月（/月）；

n为评价单元内地块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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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规范性）河道对面源污染的承载能力评估方法

E.1 河道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푊 = 푖=1
푛 푊푖∑ （E.1）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水体的序数；

W为评价单元的水环境容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

Wi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体的水环境容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

n为评价单元内水体个数。

E.1 河道水容积计算方法

푉w = 푖=1
푛 푉w푖∑ （E.2）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水体的序数；

Vw为评价单元的水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wi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体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n为评价单元内水体个数。

E.2 河道水面积计算方法

퐴w = 푖=1
푛 퐴w푖 ∙∑ 휑 （E.3）

式中：

i为评价单元内水体的序数；

Aw为评价单元的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wi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体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目前河湖

调查过程中对河湖面积的统计口径以河口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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휑为折减系数，根据河道常水位水面线对应的河道实际水面积与河口

线对应的面积的比值确定，0<휑≤1；

n为评价单元内水体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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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规范性）农业面源污染风险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F.1 水质系数计算方法

评价单元的水质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푅푃퐼푖, TP =
푐푖,TP
푐t,TP

（F.1）

푅푃퐼푖,TN =
푐푖,TN
푐t,TN

（F.2）

푅푃퐼푖,NH4 =
푐푖,NH4
푐t,NH4

（F.3）

푅푃퐼TP = 푖=1
푛 푅푃퐼푖,TP∑

푛
（F.4）

푅푃퐼TN = 푖=1
푛 푅푃퐼푖,TN∑

푛
（F.5）

푅푃퐼NH4 =
푖=1
푛 푅푃퐼푖,NH4∑

푛
（F.6）

퐼W = 0.5푅푃퐼TP + 0.3푅푃퐼TN + 0.2푅푃퐼NH4 （F.7）

퐼W = 0.8푅푃퐼TP +0.2푅푃퐼NH4 （F.8）

式中：

RPIi,TP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总磷系数（无量纲），这里的

水质断面指位于某评价单元内或边界处河道的水质断面（下同）；

ci,TP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总磷浓度（mg/L）；

ct,TP为总磷的水质浓度阈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按照 GB 3838

的 III类水标准取为 0.2 mg/L；

푐푖,NH4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氨氮浓度（mg/L）；

푐t,NH4为氨氮的水质浓度阈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按照 GB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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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II类水标准取为 1.0 mg/L；

ci,TN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总氮浓度（mg/L）；

ct,TN为总氮的水质浓度阈值，单位为毫克每升（mg/L），参考 GB 3838

取为 2.0 mg/L；

RPIi,TP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总磷系数（无量纲）；

RPIi,TN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总氮系数（无量纲）；

푅푃퐼푖,NH4为评价单元内第 i个水质断面的氨氮系数（无量纲）；

RPITP为评价单元的总磷系数（无量纲）；

RPITN为评价单元的总氮系数（无量纲）；

푅푃퐼NH4为评价单元的氨氮系数（无量纲）；

Iw为评价单元的水质系数（无量纲）；考虑总磷、总氮和氨氮因子时

采用公式（F.7），考虑总磷和氨氮因子时采用公式（F.8）。总磷为汛期河

道水质波动最为显著的因子之一，而总氮、总磷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特

征因子，据此确定上述 3个因子的权重。

F.2 负荷系数计算方法

评价单元的负荷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퐼L =
퐿eu
퐴eu
/퐿
퐴

（F.9）

式中：

IL为评价单元的负荷系数（无量纲）；

Leu为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

Aeu为评价单元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a）；

L为上一级评价单元（对于二级或更低级别的评价单元）或整个评估

区域（对于一级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月

（k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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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上一级评价单元或整个评估区域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a）。

F.3 风险系数计算方法

评价单元的风险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퐼R1 =
퐿eu
푊eu

（F.10）

퐼R2 =
퐿eu
푉eu

（F.11）

퐼R3 =
퐿eu
퐴eu

（F.12）

式中：

IR1为评价单元的一级风险系数（无量纲）；

IR2 为评价单元的二级风险系数，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每月

（kg/(m3·mo)）；

IR3 为评价单元的三级风险系数，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每月

（kg/(m2·mo)）；

Leu为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净入河负荷，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

Weu为评价单元的水环境容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mo），若小于等

于 0则不作计算；

Veu为评价单元的水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eu为评价单元的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F.4 风险综合指标计算方法

首先对 3类风险评价指标分别进行归一化计算：

퐼R푖' = 퐼R푖−퐼Rmin
퐼Rmax−퐼Rmin

（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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퐼W푖' = 퐼W푖−퐼Wmin
퐼Wmax−퐼Wmin

（F.14）

퐼L푖' = 퐼L푖−퐼Lmin
퐼Lmax−퐼Lmin

（F.15）

式中：

퐼R푖' 为第 i个评价单元的归一化风险系数（无量纲）；

퐼Rmin' 、퐼Rmax' 分别为第 i个评价单元各同级评价单元归一化风险系数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无量纲）；

퐼W푖' 为第 i个评价单元的归一化水质系数（无量纲）；

퐼Wmin' 、퐼Wmax' 分别为第 i个评价单元各同级评价单元归一化水质系数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无量纲）；

퐼L푖' 为第 i个评价单元的归一化负荷系数（无量纲）；

퐼Lmin' 、퐼Lmax' 分别为第 i个评价单元各同级评价单元归一化负荷系数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无量纲）；

评价单元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综合指标按下式进行计算：

퐼푖 = 푎 ∙ 퐼W푖' + 푏 ∙ 퐼L푖' + 푐 ∙ 퐼R푖' （F.16）

式中：

Ii为第 i个评价单元的风险综合指标（无量纲）；

a、b、c分别为水质系数、负荷系数和风险系数的权重（无量纲），

建议取值：a=0.4、b=0.4、c=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