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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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划定目的

以保护具有较高开发利用价值含水层为重点，科学划定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建立本市地下水环境分区分类监管

体系。

二、划定依据和标准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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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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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定保护类区域和管控类区域等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

（一）保护类区域

本市无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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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为保护类区域。

（二）管控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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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范围

（一）保护类区域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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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2. 陈行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3. 青草沙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4.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金泽取水口及松

浦大桥取水口）

（二）管控类区域

1. 一级管控区：管控区内污染源荷载高的区域，本市无。

2. 二级管控区：管控区内污染源荷载中等和低的区域。

（1）崇明区：涉及陈家镇的东海村、鸿田村、花漂村、

铁塔村、先锋村、新桥村、瀛东村、裕安村、裕北村、裕丰

村、展宏村、瀛东垦区；横沙乡的惠丰村、民生村、新北村、

新春村、新永村；中兴镇的副业村；向化镇的副业场；东平

镇的邻近东滩区域；堡镇的堡镇垦区、五滧垦区；城桥镇的

元六村；庙镇的鸽龙村、宏达村、江镇村、联益村、启瀛村、

万安村、万北村；团结沙新垦区；崇明现代农业园区。

（2）奉贤区：涉及临港新片区的横桥村、杨家宅村。

（3）嘉定区：涉及嘉定工业区的灯塔村、陆渡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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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保护类区域的管控要求

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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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严格保护，禁止在保护类区域内新建、改建、扩

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

《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二）对管控类区域的管控要求

1.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准入的法律、法规、政

策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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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改建、扩建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项目，

应当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出并落实相应的防渗漏

等措施。

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的各产

排污环节，以及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地下储罐等风险源的区域

做好防渗措施，制定地下水污染应急预案，降低地下水污染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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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等规定，组织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

测。加油站、储油库等的所有者、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

可证等规定，开展防渗漏监测、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监

测结果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报生态环境部门。相关单位应

加强数据结果分析，发现异常的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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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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对地下水污染防治重

点排污单位、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开展土壤和地下水

监测。

3.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其他地下水重点污染源应当按照规定，

每 2年至少开展 1次地下水渗漏排查。

在隐患排查、渗漏排查、自行监测等活动中发现存在污

染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发现污染迹

象的，应当立即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移除污染

源、防止污染扩散等措施。处置情况及时报区生态环境部门。

4.针对发现地下水污染的区域，污染责任单位应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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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地下水的，土地使用权人或

土壤污染责任人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

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或修复、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评

估、后期管理等活动时，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

5.水务部门应当加大管控类区域内雨污混接整治力度，

持续开展排水管道周期性检测及维修改造工作，提高截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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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收集能力，减少管网渗漏对地下水的影响；加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采用就地集中处理、纳管处理和生态管控相结

合的方式，全面实现管控类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标增

效工作。

6.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区域内建设工程基坑降水的监

督管理，严格按规定审查基坑降水工程的设计，加强施工过

程监管，防止地下水污染。

7.农业农村部门、绿化和市容部门应当按照职责采取有

效措施，以节水、节肥、节药、生态循环等为重点，加大管

控类区域内农用地、绿地的化肥农药减量力度，加强对畜禽

粪肥还田利用的指导和服务，防止地下水污染。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水务部门加强对农田

灌溉用水水质的管理，加大对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监测和监督

检查力度。

附件：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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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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