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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
划定及管控方案》（征求意见稿）

的编制说明

一、背景情况

按照生态环境部工作部署，2021年 6月市生态环境局会

同规划资源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

区》（沪环规〔2021〕5 号），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需

要，将上海市陆域范围划分为保护区、治理区、优先防控区

和一般防控区，分别提出并落实了一系列防控要求。一是推

动重点污染源的地下水监测。要求优先防控区中危险废物处

置场、生活垃圾处置场以及化工类和金属制品行业工业园区

将地下水纳入监测计划，持续对周边土壤、地下水开展监督

性监测。二是有序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结合本市

实际，分步推进优先防控区内本市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

埋场以及涉化工和金属制品类工业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

查评估。三是推动治理区中地下水污染场地开展地下水修复

和风险管控。文件印发以来，在各相关部门协同推动下，重

点污染源的地下水监测工作有序开展，相关危险废物处置

场、垃圾填埋场以及涉化工和金属制品类工业园区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估基本完成，累计完成 15 块污染场地地下水

污染治理，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各项要求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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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地下水管理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地下水管理条

例》，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水行政、自然资源等部门，

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污染防治需要，划定地下水污染防

治重点区。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区划定及污染风险管控。2023年 8月，生态环境部、水

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

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3〕299 号），明确重

点区旨在保护较高开发利用价值含水层（水量大、水质好），

突出强化对地下水功能价值高且脆弱性高的区域的污染源

管控。2024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土壤污

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要求完善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划定

技术要求，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精准编制差异化准

入清单，提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要求。形成地下水

环境风险管控分区成果，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并加

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动态衔接。此外，2023年出台的《上海

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也对本市水土联治提出新要求。

为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新要求，更好支撑地下

水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术指

南（试行）》有关规定，在原《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

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

及管控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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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过程

2024年 4月，市生态环境局启动本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

点区划定工作，委托市环科院和市地调院成立联合技术组，

共同开展重点区划定。9月，形成了重点区划定方案技术报

告及管控对策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方案》初稿。

11月 8日，组织专家论证，根据评审意见形成《方案》（征

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方案》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包括划定目的、评估

范围、划定依据和标准、重点区范围和管控要求。

（一）关于划定目的。与原《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

区》相比较，《划定方案》更加突出以保护具有较高开发利

用价值含水层为重点，通过科学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

——保护类区域和管控类区域，建立本市地下水环境分区分

类监管体系。

（二）关于划定依据和标准。《划定方案》的主要依据

是 2023年出台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术指南（试

行）》。同时，结合本市实际，按照简单实用、突出重点、

管理可行、适时调整的原则，确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

定标准。一是在保护类区域方面。国家的技术指南要求以地

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为主。由于本市无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

源。为体现地下水和地表水协同保护，以本市集中式地表水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为基础，划定保护类区域。与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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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关于保护类区域的划定思路基本

一致。二是在管控类区域方面，遵循国家的技术文件要求，

将地下水功能价值高且地下水脆弱性高的区域（扣除保护类

区域）划定为管控类区域。其中，污染源荷载高的区域为一

级管控区，其他区域为二级管控区。

（三）关于重点区范围。一是保护类区域的范围。为饮

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面积为 95.73km2，占全市总面

积的 1.40%。二是管控类区域的范围。根据划定标准，叠加

高地下水功能价值和高地下水脆弱性区域，扣除保护类区

域，划定管控类区域共计 146.86 km2，占全市总面积（评估

区域总面积）的 2.15%，主要涉及崇明、奉贤、嘉定 3个区，

涵盖 37个村镇区域，涉及工业企业 50家。基于管控类区域

划分结果，叠加上海市地下水污染源荷载评估结果，进行地

下水污染防治管控类区域分级划分，结果显示管控类区域和

地下水污染源荷载高等级区域不存在重叠部分，也即本市管

控区均为二级管控区，没有一级管控区。

（四）关于管控要求。在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基础上，对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实施差异化管控，不断

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加强执法监管，推动重点区内地

下水水质稳定或改善。

1.对保护类区域的管控要求，与原《上海市地下水污染

防治分区》一致,主要执行《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饮用

水水源保护条例》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准入等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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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2.对管控类区域的管控要求，以“预防污染、防止新增，

强化地下水资源保护”为主，在环境准入、环境监测、隐患

排查、风险管控等方面开展差异化管控。一是严格环境准入。

新增规定禁止在管控类区域内新建危险废物填埋场、生活垃

圾填埋场。鼓励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积极推进防腐防渗改造、

存储转运密闭化、管道输送可视化等绿色化改造。二是强化

环境监测。在明确重点污染源落实土壤和地下水监测义务、

生态环境部门履行周边监测职责的基础上，规定地下水污染

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三是

加强隐患排查。明确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依法开展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其他地下水重点污染源每 2年至少开展 1次地

下水渗漏排查。四是推动风险防控。针对发现地下水污染的

区域，要求污染责任单位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阻止污染进一

步扩散。已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企业在实施改建、扩建

和技术改造项目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已有污染。此外，

根据重点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实际需要，对加强建设工程基坑

降水的监管，加大雨污混接整治力度，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提出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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