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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 (环境) 功能区划是水资源和水环境管

理的重要依据。为了有利于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开展 ,江苏省水利厅和江苏省环保厅以

《江苏省地面水水域功能类别划分》和《江苏省水功

能区划报告》为基础 ,共同编制了《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2003 年 3 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

1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的编制过程

1. 1 　全面开展《江苏省地面水水域功能类别划分》

的调查、汇总、核实工作

1995 年 ,由江苏省环保厅编制的《江苏省地面

水水域功能类别划分》正式实施。实施多年来 ,有

力地推动了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保工作的深入开展 ,该划

分的不足之处日渐显露 :一是划分不够全面 ,未对

一些具有重要景观价值的城市河流和农业灌溉河

流等进行划分 ;二是部分划分不尽合理 ,如整个长

江 (江苏段)只划分为一个水环境功能区 ;三是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部分划分所涉及的地面水已被

填埋或纳入污水处理系统 ,应予以取消。因此 ,江

苏省环保厅根据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 ,于

2002 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江苏省地面水水

域功能类别划分》的调查、汇总、核实工作。此次调

查 ,不仅从自然属性、水质功能、控制断面等 3 个方

面对全省 795 条河流、75 个湖泊 (水库)的 1 121 个

水环境功能区进行了详细调查 ,而且对南京、苏州

等 8 个环保重点城市所涉及的 648 个水环境功能

区、1 454 个主要入河排污口和 2 158 个主要污染

源进行了系统的数据调查 ,为《江苏省地面水水域

功能类别划分》的修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2 　编制完成《江苏省水功能区划报告》

2001 年 ,江苏省水利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和国家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开展水资源保护

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 ,完成了《江苏省水功能

区划报告》的编制工作 ,采用分级分类的方式 ,将全

省 167 条河流、18 个湖泊和 27 座水库按流域细划

为一级功能区 541 个 ,二级功能区 445 个 ,同时明

确制定了各级水功能区的指标体系和水质管理目

标 ,为按水功能区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提供了依据。

1. 3 　强强联手 ,共同编制《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

能区划》

为了有利于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统一协调开展 ,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2

年 ,江苏省水利厅和江苏省环保厅密切配合 ,综合

分析《江苏省水功能区划报告》《江苏省地面水水

域功能类别划分》等相关技术资料 ,联合编制了《江

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

2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 功能区划》的划分原则、

主要内容和特点

2. 1 　划分原则

可持续利用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前瞻性 ;水

质、水量并重 ,合理利用水环境容量 ;便于管理 ,实

用可行 ;不低于现状水质和不同功能兼顾 ;允许点

源排污口附近存在混合区 ;判别水体现状是否满足

功能区划水质要求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 2002) ,利用单因子评价法评价等。

2. 2 　主要内容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 功能区划》将水 (环境)

功能区划分为保护区、保留区、缓冲区、饮用水源

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

乐用水区、过渡区和排污控制区等 10 个 ,涵盖全省

749 条河流、43 个湖泊和 73 座水库 ,共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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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5个功能区 ,并确立了各个功能区 2010 年和

2020 年的水质控制目标。划分范围为 : ①江苏省

境内流域的干流、一级支流 ,重要的跨省、跨市河

流 ,以及边界水污染纠纷频发的河流全部纳入 ;

②对二级支流及市内骨干河流 ,按水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和水污染现状基本纳入 ; ③将城镇的主要饮用

水水源地 ,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用水水源地 ,重要的

鱼类洄游场地 ,流经较大城镇的河流 ,以及大、中型

工矿企业区取水水源纳入区划范围。区划的主体

内容为《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登记表 ,共

1 315行 16 列 ,16 列指标项分别为城市名称、水功

能区编码、水环境功能区编码、水功能区名称、水环

境功能区名称、流域、水系 (或分区) 、河流 (湖、库) 、

河段、控制重点城镇、起始 - 终止位置、长度/ 面积、

功能排序、控制断面名称、2010 年水质目标和 2020

年水质目标。

2. 3 　特点

2. 3. 1 　首创性

由水利和环保两个部门联手编制省级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 ,充分整合了两个部门的工作成果

和行政资源 ,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统一、协调地推进

了全省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工作 ,在全国尚属

首次。

2. 3. 2 　可操作性和开放性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 功能区划》专门设立了

管理规定 ,细化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法律条款 ,

明确了水 (环境)功能区的管理内容 ,并对今后功能

区划的调整做出了相应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水利、

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这些管理规定

使该区划更具操作性和开放性。

2. 3. 3 　开拓性

为了编制《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江

苏省环保厅全面开展了《江苏省地面水水域功能类

别划分》的调查、汇总、核实工作 ,将历年环境监测、

环境统计、排污许可、排污申报、排污收费、环境影

响评价等专项工作中积累的数据系统化、条理化 ,

建立了水陆两个层次、功能区划水域 - 入河排污口

- 主要污染源三级管理的基本构架 ,确定了排入功

能区划水域的主要入河排污口和排入主要入河排

污口的主要污染源 ,并利用 GIS 技术 ,建立了表图

对应、水陆响应的系统构架 ,为江苏省开创以水 (环

境) 功能区划为龙头的水环境管理体系打好了

基石。

3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在水环境管理

体系中的应用设想

3. 1 　抓住重点 ,逐步开展水 (环境)功能区监测

《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区划》正式实施后 ,

要求以该区划为基准 ,全面开展江苏省地表水 (环

境) 功能区监测。该区划共设立了 1 315 个功能

区 ,目前全省各地的监测能力还不可能做到全面监

测 ,可以结合环境管理的需要和实际监测工作情

况 ,抓住重点 ,逐步开展水 (环境) 功能区监测。一

是抓长江、太湖、淮河等重点流域水 (环境) 功能区

的监测 ;二是抓省、市主要河流交界断面的水质监

测 ;三是抓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监测 ;四是利用各地

已设置的各类监测断面 ,按照相应的水 (环境)功能

区开展监测。

3. 2 　建立以水 (环境)功能区达标为主导的新型管

理模式

原有的水环境管理模式主要围绕污染源开展

各项管理工作 ,水 (环境)功能区划仅仅作为执行污

染源排放标准的依据。《江苏省地表水 (环境)功能

区划》实施后 ,应建立以水 (环境) 功能区达标为主

导的新型管理模式 ,以水 (环境)功能区水质目标为

出发点 ,核定水环境容量 ,建立水污染防治与总量

指标的制定、削减、分配体系 ;以水 (环境)功能区水

质输入响应关系 ,沟通水、陆联系 ,通过环境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排污申报、排污收费、排污许可、总

量控制、环保执法等各种环境管理手段 ,将污染物

总量控制落实到各个污染源 ,真正发挥水 (环境)功

能区划在水环境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3. 3 　完善考核体系 ,切实做到地方政府对环境质

量负责

将区域水 (环境) 功能区水质达标分阶段列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 ,同时列入市 (区) 长目

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中 ,将

功能区水质目标层层分解、落实 ,定期考核 ,督促各

级政府和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区域水体功能区

达标 ,切实做到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

3. 4 　进一步夯实水 (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

的变化 ,以及环境保护在城市和农村的深入发展 ,

需要及时补充和调整水 (环境)功能区 ,将深受人为

活动影响的水体均纳入区划范围加以保护 ,避免出

现水环境保护的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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