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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项目背景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饮用水作为一

类用途水是最为重要的水资源，饮用水源安全作为重要国计民生问题，

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国家长治久安，保证饮用水安全是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要求，划分设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保证

水质安全的重要措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不仅将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视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中之重，

更是将这项工作提升到社会稳定和民生工程的高度。因此，科学合理

的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全显得极为重要和迫

切。 

近 20 年来，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不断强化。1989 年，国家

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 5 部门印发的《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89]环管字第 201 号）提出了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的规定。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中明确指出：“要科学划定

和调整饮用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建设好城市备用水

源，解决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坚决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

口，严防养殖业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源保护区，

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2008 年修

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了建立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制度的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法律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

2007 年，环境保护部制定发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T338-2007）及 2018 年发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



 

 第 2 页 

范》（HJ338-2018），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为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提供了技术方法。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国发[2015]17 号）要求：“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从水源到水龙

头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开展饮用水水

源规范化建设，依法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

新宾满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公布《新宾满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18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该条例的制定进一步推进新宾县生态文明建设。《关于推进

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

体函[2019] 92 号）明确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保障农村水源环境安全，加快推进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定工作”。 

依法加强水污染防治，保护水源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势在必行。为进一步加强抚顺市农村饮用水水源保

护工作，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抚顺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顺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攻坚战实施方

案的通知》（抚政办发[2019]9 号）文件要求，确定新宾满族自治县（以

下称为新宾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水库作为“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源，

要求开展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局委托沈

阳华科信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砬子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 

此次头道砬子水库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将进一步明确

头道砬子水库作为饮用水源的保护目标，为各级政府实施管理和污染

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第 3 页 

1.2 划分依据 

1.2.1 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的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规

定》等，各地也颁布实施了多个饮用水水源环保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8]《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9]《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0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1987）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1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14]《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卫监发[2001]161

号，卫生部 

[1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 

[16]《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 

[17]《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1990） 

[1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1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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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

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 号） 

[2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89]环管字第 201

号） 

[22]《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 

[2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

号） 

[24]《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环境应急工作管理指南》（环办

[2011]93 号） 

[25]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试行） 

[26]《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 

[27]《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2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29]《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1992） 

[30]《关于印发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

的通知》（总站生字[2001]090 号） 

[31]《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 年） 

[32]《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 年） 

[33]《城市供水条例》（1994） 

[34]《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04） 

[35]《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产排污系数与排污系数

手册》（2009） 

[36]《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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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651-2013） 

[37]《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38]《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 21/1627-2008） 

1.2.2 相关文件及规划 

[1]《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05]45 号） 

[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

号） 

[4]《抚顺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修订）》（2005 年实施） 

[5]《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 92 号） 

[6]《抚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顺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抚政办发[2019]9 号）  

1.2.3 技术标准 

[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3]《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1999）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5]《关于印发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

[2011]22 号） 

[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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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 

774-2015）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 

[9]《新宾满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实施） 

[10]《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项目建设与投资技术指南》（环

办函[2012]473 号附件十） 

[1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12]《抚顺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抚政办发[2016]32 号） 

[13]《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

（2009） 

[14]《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2008） 

[15]《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 

[16]《公路交通标志板》（JT/T279-2004） 

[17]《图形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15566） 

1.3 技术路线 

新宾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遵照《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的要求，按照以下技术

路线开展工作： 

（1）资料收集。收集新宾县及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的地势地

貌、水文气象、地表水文结构、地表水环境监测，以及水库汇水区域

永陵镇头道砬子村的社会经济生产、人口与生活等基础资料。 

（2）水源水质、环境状况调查。依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的基本项目（24 项）、“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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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制”的补充项目（5 项）对头道砬子水库水质进行检测。按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 774-2015）及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附录 A 要求，制

定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信息调查表，详见附件 5，环境状况调查

主要包括：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工业、企业、农业、居民、河流、

养殖场、排污口及风险源的情况， 

（3）分析问题清单，识别环境风险。整理分析头道砬子水库相

关资料数据，检测水库水质，分析评价水库水质是否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的饮用水要求，通过外业调研识别水

源保护中存在的环境风险类别。 

（4）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依据水库汇水区域的水文地质条件、

地形地貌状况、水库设计与库容水位状况、补给条件，按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筛选划分方法，确

定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范围及界线。 

（5）现场勘测定界。依据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

范围界线，借助无人机进行实地勘测，依据航拍影像绘成地形图，通

过地理信息专业软件 ArcGIS 及 GoogleEarth，确定水库主要控制拐点

经纬度坐标。  

（6）制定水源保护区管理条例。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饮用水

水源保护条例》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89]环

管字第 201 号），头道砬子水库各级保护区防护应遵守相应规定。 

（7）成果汇总。依据划分结果及实地调研，编制《抚顺市新宾

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

内含划分方案，绘制保护区详细图集。 

（8）专家审议。专家评审《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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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水库保护区图集，根据

评审意见修改技术报告。 

（9）报政府审批。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附录 B，汇总头道砬子水库相关数据成果，上报政府审批。

技术路线具体流程见图 1-1。 

 

 

 

 

 

 

 

 

 

 

 

 

 

 

 

 

 

 

 

图 1-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步骤 

 

 

水源地水质、环境状况调查 

分析问题清单、识别环境风险 

 

筛选划分方法 

险 

 
分析计算确定保护区范围 

 

现场定界、初步确定经纬度坐标 

 

制定环境管理条例 

险 

 编制技术报告 

险 

 专家审议 

险 

 
最终修订边界坐标，制作保护区图件 

 

报政府审批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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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基础环境状况 

2.1 区域自然环境状况 

2.1.1 地理位置 

头道砬子水库位于新宾县永陵镇头道砬子村北 100m，地理坐标：

东经 124°47′10.44″，北纬 41°45′2.23″。北侧邻近大桦树沟，南侧紧邻

抚通高速公路，西侧紧邻和睦国家森林公园，东侧紧邻省级公路傅恒

线，头道砬子水库地理位置图见 2-1。 

 

图 2-1  头道砬子水库地理位置 

2.1.2 地质基础 

头道砬子水库库区位于中朝准台地、胶辽台隆、铁岭~靖宇抬拱、

龙岗断凸，浑南太古宙的地台区。第四系以来，该区处于整体抬升时

期。 

据国家地震局编制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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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小于Ⅵ度。

基底主要由太古代大面积的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构成，鞍山群下部变

质岩系见于本区东北一隅。缺失元古代和古生代沉积，在本区的东南

侧沿北东向断裂有大小不等的中生代断陷盆地分布，构成隆凹相间的

构造格局。新生代第四纪以来，本区处于整体抬升时期，区域相对稳

定性较好。 

2.1.3 地形地貌 

头道砬子水库建在苏子河的一条支流上。坝址区属辽东中低山区，

河谷呈宽阔的不对称 “U”字型，左岸较陡，右岸相对较缓，河流

自北向南流。沿河两岸分布有漫滩和一级阶地，阶面微向河床倾斜，

植被发育较好。 

按地貌成因及形态可分为中低山区、山麓斜坡堆积、河流侵蚀堆

积地貌。其中，中低山区分布河于谷两侧，多呈“U”字型，脊顶多

为尖顶状，水系呈树枝状，植被发育较好。山麓斜坡堆积呈不对称带

状分布于低山丘陵前缘，为剥蚀堆积，呈缓坡台地式向河谷倾斜，前

缘与漫滩相接，后缘为近代堆积物。 

河流侵蚀堆积分布于河流两岸，由河床与漫滩组成。流域内地形

情况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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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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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气候特征 

据新宾县气象站多年监测统计资料可得：新宾县属于北温带大陆

季风性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冷气流影响，寒冷干燥，夏季受海洋气

流的影响，温暖湿润。 

头道砬水库所在支流流域的年平均气温 5.1℃左右，气温年际变

化较大。冬季 11 月~3 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下，夏季 7~8 月的气

温最高，月平均气温高于 21.0℃，极端最高气温达 38.9℃。 

流域的年平均降水量 800mm 左右，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丰水

年和枯水年相差 2 倍以上。降雨在年内分配极不均匀，雨量多集中在

夏季，6~9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2％，其中 7、8 两月更为

集中，占全年 50％左右。 

流域内多年平均蒸发量 1150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71.50％

左右，最大冻土深度为 1.60m。 

2.1.5 水文概况 

区域地表水主要发源于新宾县红升乡关家村五凤楼岭苏子河，呈

东西走向，境内流长 119km。由上夹河镇荒地村出境，入抚顺市大伙

房水库。 

区域地下水按其埋藏条件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中的孔隙潜

水和基岩裂隙水两种类型，前者埋藏于坡残积和冲积层中，后者埋藏

于基岩裂隙中，两者均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向河床排泄。水库水主

要来源于上游河水和基岩裂隙水补给。 

依据抚顺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8 年 8 月关于《新宾县头道

砬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可知，在 2004 年《头道砬子

水库工程初步设计书》中，设计洪水采用《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方法》

书中的方法进行计算。2018 年《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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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报告》依然采用此数值，头道砬子水库坝址以上集水面积

18km
2，河道长 8.65km，现如今经实地踏勘及 ArcGIS 软件测算，头

道砬子水库实际集水面积为 15.88 km
2，坝址以上河道长 9.53 km，河

道平均比降为 26.11%，水文分区为Ⅲ5区，多年平均径流深 315mm。 

2.2 人口与经济活动 

永陵镇位于抚顺市新宾县，人口 4.3×10
4人，面积 525km

2，辖 3

个社区居委会：凤仪、龙岗、东钢；25 个村委会：李家、腰堡、陡

岭、夏园、下房子、羊祭台、大和睦、头道堡、嘉禾、五道堡、驿马、

西堡、团结、前进、蔬菜、红旗、后堡、头道砬子、错草、二道、赫

图阿拉、金岗、色家、那家、永陵朝鲜族。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

大豆。经济作物有果树、疏菜等，土特产品有榛子、木耳、山野菜等。 

根据对头道砬子村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得到，头道砬子村经济活动

主要是农业生产，仅有少量的畜禽养殖，无工业企业。村内居民约

400 户，总人口约 1000 人，约占永陵镇总人口的 2.23%。 

根据新宾满族自治县（210422）2017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

据库可知，头道砬子村耕地总面积 4409.30 亩，其中旱地 4182.54 亩，

水田 226.76 亩。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耕地面积 1181.16 亩，其中旱

地 1131.48 亩，水田 49.68 亩，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内基本农田面

积 853.80 亩，其中旱地 807.30 亩，水田 46.50 亩，主要种植玉米和

大豆。 

2.3 水库基本概况 

头道砬子水库始建于 2005 年 7 月，于 2006 年 12 月工程竣工。

水库建设工程设计是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养鱼的小型水利枢

纽工程，水库原始资料工程等别为Ⅳ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A%E9%A1%BA/1315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AE%BE%E6%BB%A1%E6%97%8F%E8%87%AA%E6%B2%BB%E5%8E%BF/1053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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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可知，

原设计校核采用 500 年一遇洪水标准，相应水位 349.78m，相应库容

198.32×10
4
m

3；设计采用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相应水位 348.64m，相

应库容 171.95×10
4
m

3；校核洪水位 349.23m，相应泄量 272.95m
3
/s，

相应库容 179.70×10
4
m

3；正常蓄水位 345.65m，相应库容 110.74×10
4
m

3；

死水位 337m，相应库容 11.20×10
4
m

3。 

目前，头道砬子水库的功能已经调整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源，水

务管理部门实行与龙头水库联合调水，满足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水

厂供水。龙头水库通过取水口、输水涵管，向头道砬子水库供水，经

头道砬子水库沉淀后，供水于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水厂，供水范围

包括永陵镇 3 个社区：龙岗社区、东钢社区、凤仪社区；10 个村：

头道砬子村、后堡村、西堡村、团结村、红旗村、蔬菜村、前进村、

头道堡村、赫图阿拉村、永陵朝鲜族村，供水人口达 2 万余人。水库

工程位置见图 2-3。 

 

图 2-3  头道砬子水库工程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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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饮用水水源土地利用状况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域2017年土地利用情况见表2.1。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域内土地利用见图 2-4。 

表 2.1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域饮用水水源土地利用情况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km
2） 百分比（%） 

耕地 
旱地 0.75 4.72% 

水田 0.03 0.19% 

林地 

灌木林地 0.03 0.19% 

有林地 13.33 83.94% 

其他林地 1.31 8.25%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0.01 0.06% 

水库水面 0.16 1.01% 

河流水面 0.11 0.69% 

坑塘水面 0.01 0.06% 

内陆滩涂 0.03 0.19% 

村庄 0.07 0.44 

草地 0.04 0.25 

合计 15.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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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域内土地利用图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内的土地利用格局是以林地为主：其中林地

占汇水区域总面积的 92.38%，耕地占汇水区域总面积的 4.91%，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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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以旱地为主。 

2.5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抚顺县、新宾县和清原县被列为

限制开发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抚顺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被列为禁止开发区。新修订的《全国生态功能

区划（修编版）》（2015），将抚顺市列为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水源

涵养保护重要区。《辽宁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中，抚顺市被列为

辽东山地生态区，发展定位为全省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经济发展需

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的原则。 

根据《抚顺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抚政办发[2016]32 号），新

宾县有 30 个水环境功能区划类别为Ⅱ类的水库，详见表 2.2。 

表 2.2  新宾县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类别 

序号 水库名称 
最大库容

（×10
4
m³） 

主要功能 区划类别 所处位置 

1 红升 3892 生活饮用水 Ⅱ 红升乡红升村 

2 大块地 333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大块地村 

3 火石 125 灌溉、养殖 Ⅱ 北四平乡火石村 

4 六道沟 70 灌溉、养殖 Ⅱ 北四平乡六道沟村 

5 皇寺 122 灌溉、养殖 Ⅱ 永陵镇老城村 

6 夹河北 517 灌溉、养殖 Ⅱ 旺清门镇夹河北沟村 

7 李家 197 灌溉、养殖 Ⅱ 瓣宾镇李家村 

8 得胜 203 灌溉、养殖 Ⅱ 上夹河镇上夹河村 

9 白家 390 灌溉、养殖 Ⅱ 永陵镇腰堡村 

10 朝阳 134 灌溉、养殖 Ⅱ 红庙子乡老戏场村 

11 都家 130 灌溉、养殖 Ⅱ 红庙子乡五道沟村 

12 关门砬子 318.57 灌溉、养殖 Ⅱ 平顶山镇大东沟村 

13 砬嘴 251.23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砬嘴村 

14 徐大沟 129.84 灌溉、养殖 Ⅱ 大四平镇徐甸子村 

15 龙头 159 灌溉、养殖 Ⅱ 永陵镇五道堡村 

16 红石 153.73 灌溉、养殖 Ⅱ 榆树乡红石村 

17 莫家 128.73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后仓村 

18 查家 126.20 灌溉、养殖 Ⅱ 红庙子乡查家村 

19 刘家 103.25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刘家村 

20 尹家 78.80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尹家村 

21 瓦子沟 72.50 灌溉、养殖 Ⅱ 永陵镇老城村 

22 库仓沟 67.40 灌溉、养殖 Ⅱ 红庙子乡红庙子村 

23 苇塘沟 61.80 灌溉、养殖 Ⅱ 红庙子乡长岭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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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最大库容

（×10
4
m³） 

主要功能 区划类别 所处位置 

24 东坎沟 51.40 灌溉、养殖 Ⅱ 北四平乡火石村 

25 砬子沟 44.50 灌溉、养殖 Ⅱ 北四平乡幸福村 

26 红旗沟 37.08 灌溉、养殖 Ⅱ 新宾镇红旗沟村 

27 三八 32.20 灌溉、养殖 Ⅱ 旺清门镇东江沿村 

28 错草 13.50 灌溉、养殖 Ⅱ 永陵镇错草村 

29 下房子 37.69 灌溉、养殖 Ⅱ 上夹河镇下房子村 

30 穆家 1812 发电、养殖 Ⅱ 木奇穆家村 

由表 2.2 新宾县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类别可知，新宾县水库水环

境功能区划不包含头道砬子水库。但是，由水库基本概况可知，头道

砬子水库已作为饮用水水源供给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水厂，由此可

知头道砬子水库也是农村饮用水水源，应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对头道砬子水库进行水源保护区划分。 

2.6 水库水质状况调查评价 

2.6.1 水质检测 

头道砬子水库作为农村饮用水水源水质必须满足《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中“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

准限值Ⅱ类水质标准” 和“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

目标准限制”的要求。 

为此，水质检测工作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局委托抚顺市

盛地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承担，该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3 日对头道

砬子水库的地表水采样并检测，头道砬子水库水质检测报告原件详见

附件 2。 

根据该公司提供检测信息可知：检测项目为水温、pH、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COD、BOD、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铬（六

价）、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铜、

锌、砷、汞、镉、铅、硒和粪大肠菌群。抚顺市盛地环境保护监测有

限公司提供的检测信息及水质检测项目见表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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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任务来源、采样及样品信息的描述 

样品来源 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 

采/送样日期 2019 年 6 月 23 日 分析日期 2019 年 6 月 23-28 日 

样品名称及检测类别 地表水 

采样依据 

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2）《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GB/T 12997-1991） 

3）《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GB/T 12998-1991） 

4）《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GB 12999-1991） 

采样仪器（器具） 塑料和玻璃材质的采样器 

样品状态 样品清澈，无异味 

样品编号 
依据:样品编码细则（FSSD-HJ-ZDS-01） 

FSSD2019-DBS-020-1 

 

表 2.4  头道砬子水库地表水水质检测项目汇总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Ⅱ类水质标准 

1 水温 15 ℃ - 

2 pH 值 7.67 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7 mg/L ≥6 

4 
高锰酸盐 

指数 
3.8 mg/L ≤4 

5 COD 11 mg/L ≤15 

6 BOD 0.9 mg/L ≤3 

7 氨氮 未检出 mg/L ≤3 

8 总磷 0.02 mg/L ≤0.025 

9 总氮 0.21 mg/L ≤0.5 

10 氟化物 未检出 mg/L ≤1 

11 铬（六价） 未检出 mg/L ≤0.05 

12 氰化物 未检出 mg/L ≤0.05 

13 挥发酚 未检出 mg/L ≤0.002 

14 石油类 0.01 mg/L ≤0.05 

15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未检出 mg/L ≤0.2 

16 硫化物 0.007 mg/L ≤0.1 

17 铜 0.001 mg/L ≤1 

18 锌 0.05 mg/L ≤1 

19 砷 0.0003 mg/L ≤0.05 

20 汞 0.00004 mg/L ≤0.00005 

21 镉 0.001 mg/L ≤0.005 

22 铅 0.01 mg/L ≤0.01 

23 硒 0.0004 mg/L ≤0.01 

24 粪大肠菌群 20 MPN/L ≤2000（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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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目标准限制”5 项指标由

新宾县永陵供水管理处委托辽宁方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自来水水

厂末梢水、出厂水的水质进行检测，该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采样

并检测。检测项目为色度、浑浊度、嗅和味、肉眼可见物、硫酸盐、

pH 值、氯化物、砷、耗氧量、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

群、大肠埃希氏菌、总硬度、汞、溶解性总固体、氟化物、硝酸盐氮、

铁、锰、六价铬、铅、氨氮、铜、锌、铝、镉。其提供的检测信息见

表 2.5。 

表 2.5  任务来源、采样及样品信息的描述 

样品编号 FSKJ_JL_S_013-2019 

样品名称 末梢水、出厂水 检测类别 委托检测 

送样单位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供水管理处 样品数量 
500ml/瓶*2 瓶 

2.5Kg/桶*1 桶 

受检单位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供水管理处 送样人 张功 

样品包装及

状态 
无色液态、塑料桶、灭菌玻璃瓶装 收样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检测日期 2019 年 6 月 19 日 完成日期 2019 年 6 月 26 日 

检测项目 

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汞、总硬度、余氯、溶解性

总固体、氟化物、氯化物、硝酸盐、硫酸盐、铁、锰、铜、锌、铝、镉、

铅、六价铬、砷、耗氧量、氨氮、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检测依据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GB/T5750.4-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属指标》GB/TS750.5-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GB/T5750.6-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GB/T5750.7-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GB/T5750.12-2006 

判定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6.2 水质检测方法 

抚顺市盛地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对头道砬子水库地表水检测

项目及分析方法依据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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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水和废水检测项目及分析方法依据  单位：mg/L 

序号 监测项目 方法名称及依据 
仪器设备的名称

和编号 
检出限 

1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752 型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SD-YQ-004 

0.02 

2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酸式滴定管 

25mlFSSD-SB- 
4 

3 总磷（磷酸盐）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紫外可见光 

分光光度计 

FSSD-SB- 

0.01 

水质 无机阴离子（F-、Cl-、NO2-、

Br-、NO3-、PO3-④SO32-、SO2-4）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2016 

离子色谱 

FSSD-SB- 
0.051 

4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紫外可见光 

分光光度计 

FSSD-SB- 

0.05 

5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 

GB/T 13195-1991 

4.1 表层水温的测定 

表层水温计 

FSSD-SB- 
0.2℃ 

6 pH 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PH 计 

FSSD-SB- 
- 

7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T 7489-1987 

25ml 酸式滴定

管 

FSSD-SB- 

0.2 

8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89 

棕色酸式滴定管
25ml 

FSSD-SB- 

0.5 

9 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酸式滴定管
25mlFSSD-SB- 

生化培养 

FSSD-SB- 

0.5 

10 
氰化物（总氰

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方法 2.异烟

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分光光度计 

FSSD-SB- 
0.004 

11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紫外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FSSD-SB- 

0.004 

12 
氰化物（总氰

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方法 2.异烟

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 484-2009 

分光光度计 

FSSD-SB- 
0.004 

13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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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项目 方法名称及依据 
仪器设备的名称

和编号 
检出限 

HJ 503-2009 FSSD-SB- 

14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红外测油仪 

FSSD-SB- 
0.01 

15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7494-1987 

紫外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FSSD-SB- 

0.05 

16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6489-1996 

紫外可见光分光

光度计 

FSSD-SB- 

0.005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 

HJ/T 60-2000 

酸式滴定管 

25mlFSSD-SB- 
0.4 

 

2.6.3 检测结果与评价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表 1 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一级水源保护区以Ⅱ类地表水标

准值为限值，二级水源保护区以Ⅲ类地表水标准值为限值，作为水质

评价依据。头道砬子水库地表水水质检测结果见表 2.7。 

表 2.7  头道砬子水库地表水水质检测结果与评价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Ⅱ类水质标准 达标情况 

1 水温 15 ℃ - - 

2 pH 值 7.67 无量纲 6~9 正常 

3 溶解氧 7 mg/L ≥6 正常 

4 
高锰酸盐 

指数 
3.8 mg/L ≤4 正常 

5 COD 11 mg/L ≤15 正常 

6 BOD 0.9 mg/L ≤3 正常 

7 氨氮 未检出 mg/L ≤3 正常 

8 总磷 0.02 mg/L ≤0.025 正常 

9 总氮 0.21 mg/L ≤0.5 正常 

10 氟化物 未检出 mg/L ≤1 正常 

11 铬（六价） 未检出 mg/L ≤0.05 正常 

12 氰化物 未检出 mg/L ≤0.05 正常 

13 挥发酚 未检出 mg/L ≤0.002 正常 

14 石油类 0.01 mg/L ≤0.05 正常 

15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未检出 mg/L ≤0.2 正常 

16 硫化物 0.007 mg/L ≤0.1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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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单位 Ⅱ类水质标准 达标情况 

17 铜 0.001 mg/L ≤1 正常 

18 锌 0.05 mg/L ≤1 正常 

19 砷 0.0003 mg/L ≤0.05 正常 

20 汞 0.00004 mg/L ≤0.00005 正常 

21 镉 0.001 mg/L ≤0.005 正常 

22 铅 0.01 mg/L ≤0.01 正常 

23 硒 0.0004 mg/L ≤0.01 正常 

24 
粪大肠 

菌群 
20 MPN/L 

≤2000 

（个/L） 
正常 

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厂水质检测结果见表 2.8。 

表 2.8  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厂水质检测结果与评价 

序号 
样品 

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限值 

检测 

结果 

达标 

情况 

1 出厂水 色度 
铂钴色度单

位 
≤15 ＜5 正常 

2 出厂水 浑浊度 NTU ≤3 ＜0.5 正常 

3 出厂水 嗅和味 - 无异臭、异味 0 级 正常 

4 出厂水 肉眼可见物 - 无异物 无 正常 

5 出厂水 硫酸盐 mg/L ≤250 22.1 正常 

6 出厂水 pH 值 - 
6.5＜pH＜

8.5 
6.6 正常 

7 出厂水 氯化物 mg/L ≤250 10.9 正常 

8 出厂水 砷 mg/L ≤0.01 ＜0.01 正常 

9 出厂水 耗氧量 mg/L ≤5 2.2 正常 

10 出厂水 菌落总数 CFU/mL ≤100 58 正常 

11 出厂水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12 出厂水 耐热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13 出厂水 大肠埃希氏菌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14 出厂水 总硬度 mg/L ≤450 60.1 正常 

15 出厂水 汞 mg/L ≤0.001 0.0002 正常 

16 出厂水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000 135 正常 

17 出厂水 氟化物 mg/L ≤1 0.1 正常 

18 出厂水 硝酸盐氮 mg/L ≤10 0.4 正常 

19 出厂水 铁 mg/L ≤0.3 ＜0.0045 正常 

20 出厂水 锰 mg/L ≤0.1 ＜0.0005 正常 

21 出厂水 六价铬 mg/L ≤0.05 ＜0.004 正常 

22 出厂水 铅 mg/L ≤0.01 ＜0.0025 正常 

23 出厂水 氨氮 mg/L ≤0.5 0.02 正常 

24 出厂水 铜 mg/L ≤1 ＜0.009 正常 

25 出厂水 锌 mg/L ≤1 0.182 正常 

26 出厂水 铝 mg/L ≤0.2 ＜0.04 正常 

27 出厂水 镉 mg/L ≤0.005 ＜0.001 正常 

28 末梢水 色度 
铂钴色度单

位 
≤15 ＜5 正常 

29 末梢水 浑浊度 NTU ≤3 0.6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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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 

名称 
检测项目 单位 限值 

检测 

结果 

达标 

情况 

30 末梢水 嗅和味 - 无异臭、异味 0 级 正常 

31 末梢水 肉眼可见物 - 无异物 无 正常 

32 末梢水 硫酸盐 mg/L ≤250 22.2 正常 

33 末梢水 pH 值 - 
6.5＜pH＜

8.5 
6.61 正常 

34 末梢水 氯化物 mg/L ≤250 11 正常 

35 末梢水 砷 mg/L ≤0.01 ＜0.01 正常 

36 末梢水 耗氧量 mg/L ≤5 2.2 正常 

37 末梢水 菌落总数 CFU/mL ≤100 56 正常 

38 末梢水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39 末梢水 耐热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40 末梢水 大肠埃希氏菌 MPN/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正常 

41 末梢水 总硬度 mg/L ≤450 60.1 正常 

42 末梢水 汞 mg/L ≤0.001 0.0002 正常 

43 末梢水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000 136 正常 

44 末梢水 氟化物 mg/L ≤1 0.09 正常 

45 末梢水 硝酸盐氮 mg/L ≤10 0.4 正常 

46 末梢水 铁 mg/L ≤0.3 ＜0.0045 正常 

47 末梢水 锰 mg/L ≤0.1 0.049 正常 

48 末梢水 六价铬 mg/L ≤0.05 ＜0.004 正常 

49 末梢水 铅 mg/L ≤0.01 ＜0.0025 正常 

50 末梢水 氨氮 mg/L ≤0.5 0.02 正常 

51 末梢水 铜 mg/L ≤1 ＜0.009 正常 

52 末梢水 锌 mg/L ≤1 0.092 正常 

53 末梢水 铝 mg/L ≤0.2 ＜0.04 正常 

54 末梢水 镉 mg/L ≤0.005 ＜0.004 正常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表 2 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标准限制”，提取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

水厂水质按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标准限值检测结

果和评价见表 2.9。 

表 2.9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标准限值、检测结果和评价  

序号 
样品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单位 

检测 

结果 
达标情况 

1 出厂水 硫酸盐 ≤250 mg/L 22.1 正常 

2 出厂水 氯化物 ≤250 mg/L 10.9 正常 

3 出厂水 硝酸盐氮 ≤10 mg/L 0.4 正常 

4 出厂水 铁 ≤0.3 mg/L ＜0.0045 正常 

5 出厂水 锰 ≤0.1 mg/L ＜0.0005 正常 

6 末梢水 硫酸盐 ≤250 mg/L 22.2 正常 

7 末梢水 氯化物 ≤250 mg/L 11.0 正常 

8 末梢水 硝酸盐氮 ≤10 mg/L 0.4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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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 

名称 
检测项目 标准值 单位 

检测 

结果 
达标情况 

9 末梢水 铁 ≤0.3 mg/L ＜0.0045 正常 

10 末梢水 锰 ≤0.1 mg/L 0.049 正常 

 

2.6.4 水质评价 

依据水质检测结果表 2.7 可知，头道砬子水库水质基本检测指标

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 类标准。依据永陵

供水管理处自来水厂出厂水、末梢水补充项目标准限值、检测结果和

评价表 2.9 可知，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厂的出厂水和末梢水补充项

目水质达标。  

2.7 水库上游及周边污染源调查评价 

2.7.1 调查范围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

结合谷歌地图影像及现场基本情况，确定本次调查范围为：  

头道砬子水库整个汇水范围，汇水区面积 15.87km
2，水库周边山

脊线以内及入库汇水的河流区域。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域

调查详情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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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域调查详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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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调查内容 

本次主要调查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内河流、工业、农业、居民点

分布及区域范围内是否存在排污口和其他风险源等内容。 

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 

774-2015）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附

录 A 要求，制定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信息调查表。 

主要调查水源周边对取水口影响显著的水域及陆域，水库的建设

时间、使用状况、有效库容、最大库容、正常蓄水位、最高水位、最

低水位、平均水位、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附近设施（包括水工

建筑物、防洪堤工程、有无企业分布）、工程设计取水量、实际流入

水量、实际供水量、供水方向、服务人口、服务村庄、取水方式、取

水口数量与位置（距堤坝）、水库与水厂的距离。 

水库周围有无水井分布，若存在详述水井地理位置、水井类型、

开采层成井密度、取水层、水井结构及深度。 

水库周围有无工业排污，若存在详记企业名称、GPS 定位坐标、

企业状态、法定代表人及联系方式、企业类型、开业时间、环评及管

理手续、生产产品种类及产量、消耗能源及用量、占地面积、开采方

式、是否安装脱硫设施、排污口名称、污染源排污口位置（与取水口

的距离和位置关系）、主要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量、排放去向、

主要污染物及其浓度、废水处理工艺。 

水库周围村庄情况，具体包括村庄名称、常住人口、农村综合用

水量及来源、排污方式及去向、污水处理方式及去向、固体废弃物生

产量、粪便处理方式及去向、耕地种植种类、耕种面积、作物产量、

轮作方式、现状化肥使用种类名称、化肥施用方式、村民家庭养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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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村民家庭养殖年平均数量。 

水库周围是否建有农家乐，若存在需记录农家乐年接待游客多少

人，年排放废水量，年排放固体垃圾量。 

水库附近有无围网养殖，若存在需测量围网养殖与堤坝之间的距

离。 

水库周围有无规模化畜禽养殖，若存在须知养殖场名称、GPS 定

位坐标、负责人及电话、养殖方式、养殖种类、养殖状态、饲养周期、

环评及管理手续、养殖面积、养殖种类及数量、年用水量、年排水量、

排污方式、排污去向、粪便处理方式、排放污水浓度、病死牲畜尸体

处理方式、有无采取处理工艺。 

水库周围是否有固体废物堆放、堆放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堆积

量、堆积物类型、堆积物组成、堆积物高度、底部防渗情况、堆积物

周边是否有截排水沟、渗漏检测情况。 

2.7.3 调查结果 

根据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信息调查表的调查内容，结合前期

收集资料，得到如下结果。 

（1）区域汇水 

依据 2019 年 7 月现场调研、2014-2018 年的新宾县卫星影像可以

得到，头道砬子水库受到地形制约，水库汇水主要是由降水、冬季积

雪融化沿沟谷汇流，沟谷及支流总长度 9.53km，由于降水量、融化

的积雪量达不到汇流成河的程度，因此，可以不按照河流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流域范围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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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流域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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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污染源  

根据现场调查，近年来头道砬子水库调查范围内没有工业企业，

不存在工业污染情况。 

（3）农业污染源 

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210422）2017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

据库可知，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存在耕地面积 1181.16 亩，其中旱

地 1131.48 亩，水田 49.68 亩，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经实地访问，

每年耕地种植时会施撒新宾县自制地毒农药，农药施撒量凭多年种植

经验，无法把控，不合理农药量的施撒会产生总氮、硝态氮、铵态氮、

可溶性总磷的流失，在雨水较多的季节随雨水冲刷进入水库，影响水

库水质，从而产生农业污染，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耕地

范围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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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耕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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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污染源 

通过现场勘察及参考卫星影像可知，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存在

15.90km 乡村道路，道路与河流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现象，可能存在运

输危险品的车辆在集雨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危险品泄漏产生污染

水源的风险，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道路分布见图 2-8。 

 

图 2-8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道路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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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污染源  

头道砬子水库上游存在 4 组居民，共计 11 户人家，人口数目为

23 人，大部分为老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生活污染源主要是

农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居民点

分布见图 2-9。 

 

图 2-9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内居民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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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污染源 

头道砬子水库调查范围内无规模化牲畜养殖、无鱼类养殖、无农

家乐。 

2.8 水源水环境风险分析 

头道砬子水库所在区域植被覆盖率较高，植被以次生蒙古柞林及

其灌丛为主，落叶松、油松、桦树、胡桃楸、红松、柳树、槭树、黄

菠萝、水曲柳为辅，土地利用状况以林地为主。丰富的植被可改善生

态环境，提高土壤持水量，促进水源涵养能力，防止由坡地地表径流、

废水排放、地下径流和深层地下水流所带来的养分、沉积物、有机质、

杀虫剂及其它污染物进入河流系统，预防水土流失，维持人与生物圈

的生态平衡，维护生物多样性。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周边环境见

图 2-10。 

 

图 2-10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周边环境图 

 

2.8.1 农业污染源 

水库汇水区域内耕地占 1181.16 亩，占头道砬子村耕地总面积的

26.79%，农作物主要为玉米，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

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模式 1 地表径流-北方高原山地区-缓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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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非梯田-横坡-旱地-大田—熟，见表 2.10： 

 

表 2.10 模式 1 地表径流-北方高原山地区-缓坡地-非梯田-横坡-旱地-大田—熟 

流失参数 参数值 

模式基本情况 

监测类型 地表径流 

所属分区 北方高原山地区 

地形 缓坡地 

梯田/非梯田 非梯田 

种植方向 横坡 

土地利用方式 旱地 

种植模式 大田—熟 

流失量 

（千克/亩） 

总氮 

（TN） 

常规施肥区 0.176 

不施肥区 0.123 

硝态氮 

（NO3
-
-N） 

常规施肥区 0.019 

不施肥区 0.015 

铵态氮 

（NH4
+
-N） 

常规施肥区 0.069 

不施肥区 0.048 

总磷 

（TP） 

常规施肥区 0.009 

不施肥区 0.006 

可溶性总磷 

（DTP） 

常规施肥区 0.004 

不施肥区 0.003 

肥料流失系数 

总氮（%） 0.541 

总磷（%） 0.272 

硝氮（%） 0.011 

铵氮（%） 0.208 

可溶性总磷（%） 0.000 

测算本系数的农田基本信息： 

土壤类型：潮土、灰褐土、白浆土、黄绵土、黑垆土、棕壤 

土壤质地：砂壤、中壤、粘土 

肥力水平：中、低、高 

由表 2.10 计算可得：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内 1181.16 亩耕地，

每年总氮流失量 207.88kg、每年总磷流失量 10.63kg。 

水库虽存在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但是经过农药的挥发、溶解及土

地的自净效应，对水库造成污染风险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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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流动污染源 

水库汇水区域存在 15.90km 长的农村道路，其中位于二级保护区

陆域 5.29km，准保护区 10.61km，可能存在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在集雨

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危险品泄漏产生水污染风险，但由于地理位

置的原因，通过车辆绝大多数为小型农用车，没有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通行，所以流动污染源对环境产生影响风险低。 

2.8.3 生活污染源 

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范围内生活污染源主要是农村生活污水及

生活垃圾。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包括：厨房污水、洗衣污水、厕所溢出污水等。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比较稳定，主要含纤维素、淀粉、糖类、脂肪、蛋

白质等有机类物质，还含有少量的氮、磷等无机盐类。根据《第一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城镇生活源水污染

年产生量计算如下： 

Gc=3650×N×Fc 

式中：Gc—城镇生活源水污染年产生量，单位：吨/年；N—城镇常住

人口，单位：万人；Fc—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产生系数，单位：升/

人·天。 

其中，抚顺市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产生系数为 125 升/人·天。 

估算出污水排放量：Gc =10493 吨/年。 

农村生活垃圾基本组成为：大部分为易腐有机物，废电池、废灯

管、农药瓶等有害废物较少。，城镇居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计算如下： 

Gp=3650×N×Fp 

式中: Gp—城镇居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单位：千克/年；N—城镇居

民常住人口，单位：万人；Fp—城镇居民生活垃圾产生系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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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天。 

其中，抚顺市城镇居民生活垃圾产生系数为 0.54 千克/人·天。 

估算出固废排放量：Gp =4533 千克/年。 

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内仅有 11 户居民，每天排放的污水和固废

量很少，造成生活污染风险低。 

综上所述，头道砬子水库水源受到污染的风险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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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3.1 划分技术原则 

根据《抚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抚顺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抚政办发[2019]9 号）要求，结合新宾

县实际情况，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遵循以下原则。 

（1）优先保护原则。加强对已划分的保护区环境监管，对各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实施优先保护原则。 

（2）超前性原则。保护区设置和划分应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和

环境保护规范，并贯彻预防为主的超前保护原则。 

（3）确保水质达标原则。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能防止水

源附近地区人类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确保取水水质达到规定要求。 

（4）技术、经济可承受原则。取水、供水技术经济可行，便于

管理。 

3.2 划分方法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中的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分级表 3.1，按照头道砬子水库为小型水库，且属

于单一功能的实际情况，采用类比经验法、借鉴类比法，借助 ArcGIS

软件确定保护区范围。 

表 3.1  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分级表  

序号 水库总库容 水库级别 头道砬子水库 

1 V＜0.1 亿 m³ 小型 总库容 

V=0.02 亿 m³ 

属于小型水库 

2 0.1 亿 m³≤V＜1 亿 m³ 中型 

3 V≥1亿 m³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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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一级保护区划分要求 

（1）水域范围 

小型水库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应将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

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划为一级保护区。  

（2）陆域范围 

小型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以及中小型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水域外不小于 200m 范围内的陆域，或一定高程线以下的陆域，但不

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3.2.2 二级保护区划分要求 

陆域范围：单一功能的湖泊、水库、小型湖泊和平原型中型水库

的二级保护区范围是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不小于 2000m 区域。

二级保护区陆域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岭。 

3.2.3 准保护区划分要求 

饮用水水源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增设准保护区： 

①因一、二级保护区外的区域点源、面源污染影响导致水质超标

的，或水质虽未超标，但主要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的水源； 

②湖库型水源； 

③流域上游风险源密集，密度大于 0.5 个/km
2 的水源； 

④流域上游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存在潜在风险的水源。此外，

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也应划为准保护区。 

参照二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划分准保护区。 

3.3 各级保护区划分结果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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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原则，头道砬子水库是小型水库且属于单一功能的实际情况，结合

影响永陵镇头道砬子村头道砬子水库农村饮用水水源的地形地貌因

素，按照保护功能对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进行划定，保护区分为一级

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 

3.3.1 划分方法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且

头道砬子水库为单一功能的小型水库，保护区的划分主要采用经验法、

借鉴类比法进行划分，采用 ArcGIS 技术手段进行辅助。 

（1）一级保护区 

小型水库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应将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

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划为一级保护区水域。 

小型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以及中小型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水域外不小于 200m 范围内的陆域，或一定高程线以下的陆域，但不

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划定为一级保护区陆域。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超过《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规定的 II 类水质标准的相关要求。 

（2）二级保护区 

单一功能的湖泊、水库、小型湖泊和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

区范围是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不小于 2000m 区域。二级保护区

陆域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岭。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超过《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规定的 III 类水质标准的相关

要求，并保证流入一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3）准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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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头道砬子水库属于湖库型水源，所以设立准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增设准保护区： 

①因一、二级保护区外的区域点源、面源污染影响导致水质超标

的，或水质虽未超标，但主要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的水源； 

②湖库型水源； 

③流域上游风险源密集，密度大于 0.5 个/km
2 的水源； 

④流域上游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存在潜在风险的水源。此外，

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也应划为准保护区。 

准保护区的划定参照二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划分准保护区，头道

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已将水源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

汇水区域划定为准保护区。 

3.3.2 头道砬子水库划分结果 

（1）一级保护区 

①水域范围： 

由于头道砬子水库缺少水位、水量等相关资料累积，2019 年 8

月对水库进行实地踏勘及参考 2014~2018 年头道砬子村影像数据，对

实际水库水位线的高程变化相关数据取平均值，估算出 2014~2019 年，

水库平均水位高程为 340m，使用无人机航拍水库汇水域形成影像，

绘制成 1:1000 地形图，依据地形图，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水域

为： 

头道砬子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

全部水域，面积 0.09km
2。 

②陆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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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水库实地勘测，运用 ArcGIS 软件沿地貌界线进行勾绘，

以及便于后期依据突出地貌勘测定界确定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划定

一级保护区陆域为： 

划定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为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

范围。同时，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面积 0.44km
2。 

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总面积 0.53km
2。 

（2）二级保护区 

陆域范围：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 2000m 及周边山脊线以内

的区域，边界不超过流域分水岭，面积 4.27km
2。 

头道砬子水库二级保护区总面积 4.27km
2。 

（3）准保护区 

由于头道砬子水库属于湖库型水源，所以设立准保护区。 

头道砬子水库准保护区以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

面积 11.08km
2。 

综上，头道砬子水库各类保护区的总面积为 15.88 km
2。 

头道砬子水库水源保护区统计表见表 3.2，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区划见图 3-1。 

表 3.2  头道砬子水库水源保护区统计表（经验法） 

保护级别 范围 面积（km
2） 

一级保护区水域 
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应的高程线以

下的全部水域 
0.08 

一级保护区陆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范围，不超过流域

分水岭范围 
0.44 

二级保护区陆域 
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 2000m，边界不超过流域

分水岭 
4.27 

准保护区 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 11.08 

合计 -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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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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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护区定界方案 

为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计算结

果，并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周边地形、地标、地物等特点，明确各级保

护区的界线。应充分利用具有永久性、固定性的明显标志如分水岭、

行政区界线、水库大坝等标示保护区界线，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界

线坐标图、表，作为政府部门审批的依据，也作为规划、国土、环保

部门土地开发审批的依据。 

3.5 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 

根据以上划分原则和方法，对头道砬子水库进行保护区划定，保

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陆域、二级保护区陆域和准保

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头道砬子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

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

范围。同时，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 2000m

及周边山脊线以内的区域，边界不超过流域分水岭； 

准保护区：头道砬子水库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 

根据划定结果，最终确定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见图

3-2、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坐标一览表（国

家 2000 大地坐标）详见表 3.3。 



 

 第 45 页 

 

图 3-2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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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坐标一览表 

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一级保护区水域 

JA1 4624692.5007 42398953.1773 

JA2 4624758.0380 42398968.0293 

JA3 4624864.1981 42398996.4928 

JA4 4624914.7016 42399046.3087 

JA5 4624980.2752 42399072.6035 

JA6 4624882.4453 42399350.3504 

JA7 4624822.9140 42399319.5925 

JA8 4624778.5962 42399277.2591 

JA9 4624672.7626 42399215.7433 

JA10 4624609.0323 42399151.9878 

一级保护区陆域 

JA11 4624716.5600 42398854.7298 

JA12 4624776.0630 42398755.6333 

JA13 4624752.6473 42398650.5935 

JA14 4624925.0520 42398527.7041 

JA15 4624974.7346 42398430.2084 

JA16 4625103.7093 42398507.8647 

JA17 4625170.5605 42398523.9629 

JA18 4625163.0453 42398587.6548 

JA19 4625197.9704 42398676.5549 

JA20 4625211.0673 42398784.1083 

JA21 4625163.8391 42398939.2867 

JA22 4625145.1859 42399036.5213 

JA23 4625167.8078 42399076.6057 

JA24 4625097.5608 42399363.5469 

JA25 4625046.7607 42399390.5345 

JA26 4625058.6670 42399494.1191 

JA27 4625040.4107 42399621.5162 

JA28 4625046.1513 42399711.5532 

JA29 4625052.7243 42399754.9170 

JA30 4624908.5332 42399718.6336 

JA31 4624686.2827 42399685.2960 

JA32 4624742.5156 42399544.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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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JA33 4624692.2447 42399482.9180 

JA34 4624605.5321 42399332.8913 

JA35 4624582.4670 42399194.1241 

二级保护区陆域 

JB36 4625208.0013 42398420.1640 

JB37 4625262.9025 42398177.0776 

JB38 4625261.6909 42398003.0455 

JB39 4625425.8803 42397766.1667 

JB40 4625940.3373 42397806.2693 

JB41 4626216.0286 42397711.5453 

JB42 4626418.9184 42397545.3580 

JB43 4626707.9548 42397643.0711 

JB44 4626915.6189 42397555.3228 

JB45 4627142.9613 42398087.2503 

JB46 4626915.0257 42398492.6351 

JB47 4627102.1071 42398830.2798 

JB48 4627127.0942 42399253.0079 

JB49 4627279.3622 42399626.9972 

JB50 4627140.6633 42399853.4461 

JB51 4626962.2269 42399960.9549 

JB52 4626512.1997 42399850.3359 

JB53 4626045.2908 42399784.0390 

JB54 4625747.9906 42399881.3794 

JB55 4625628.8768 42400065.0607 

JB56 4625448.0386 42400133.5510 

JB57 4625281.6053 42399973.7211 

JB58 4625096.6714 42399898.6007 

准保护区 

JZ59 4626999.2292 42397371.5469 

JZ60 4627182.1393 42397262.0549 

JZ61 4627205.0331 42396993.7916 

JZ62 4627521.7442 42396711.2687 

JZ63 4627852.1753 42396651.6310 

JZ64 4628551.6570 42396644.0233 

JZ65 4629255.9142 42396533.4262 

JZ66 4629929.8490 42396425.6524 

JZ67 4630232.0443 42396804.2260 

JZ68 4630501.5739 42396863.2964 

JZ69 4631028.9908 42397315.3963 

JZ70 4630866.2033 42397962.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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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JZ71 4630669.0884 42398643.7112 

JZ72 4630726.9850 42399159.9067 

JZ73 4630427.0592 42399611.3811 

JZ74 4630020.5781 42399230.2277 

JZ75 4629619.3660 42399301.8724 

JZ76 4629104.4413 42400050.3598 

JZ77 4628393.1276 42399913.7470 

JZ78 4627594.1111 42399682.0497 

备注：坐标系统采用国家 2000大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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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求 

 

保护区划定后，遵循“保护优先、安全第一”原则，以改善头道

砬子水库水质、消除水源保护区内环境污染隐患、以保障水源安全为

目标，通过实施头道砬子水库水源保护区环境建设与管理方法，创建 

“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头道砬子水库生态环境，让老百姓喝

上放心水。 

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210422）2017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

果数据库可知，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存在耕地面积 1181.16 亩，主

要种植玉米和大豆。对农户经实地访问了解到，耕地种植时会施撒新

宾县自制地毒农药，农药施撒量凭多年种植经验，无法把控，不合理

农药量的施撒会产生总氮、硝态氮、铵态氮、可溶性总磷的流失，在

雨水较多的季节随雨水冲刷进入水库，影响水库水质。 

（2）经现场勘查，保护区内道路与河流存在相互交叉现象，可

能存在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在集雨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危险品泄漏

产生污染水源的风险。 

（3）在头道砬子水库上游汇水区域内存在 11 户居民，保护区内

产生的生活污染主要是农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村民生活污水基本

为随意泼洒方式，保护区内的村庄没有固定的垃圾堆存点及后期处理

设施。 

（4）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周边未设立警示牌和宣传牌，虽

然有专人看守，但没有规范化监管制度，缺乏应急处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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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1）头道砬子水库上游建设水源涵养林，目前水库上游部分没

有系统的生态环境治理，多为自然河道，造成现状河道两侧水土流失，

给水库下游每年带来泥沙淤积，减少水库有效库容。 

水库上游植被丰富，可以有效利用现有植被，在水库周边修建水

源涵养林工程，能有效地防止水资源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污染，通

过涵养林对水中的污染物进行过滤、净化，减少进入水体的泥沙，以

达到净化水库水质的目的。 

（2）在水源保护区周边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

施。在水源保护区内有道路通过的地方，建设生态防护网进行防护。

同时，严格限制各种容易泄露、散装、超载车辆上路，限制运输有毒

有害物质的车辆。 

（3）针对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内存在 11 户居民排放的污水，可

以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加以解决。 

水库汇水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建立专门的垃圾收集系统进行分类

收集，再增设一些流动垃圾箱，垃圾处理设施应采用防雨、防漏和防

臭的封闭式箱体，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建立“户清扫、组保洁、村收

集”的运作模式，解决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问题。 

（4）在头道砬子水库周边设立标志牌、警示牌、界碑、界桩，

建立规范化监管制度，健全应急处置设施。同时，制定头道砬子水库

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详见 4.3 制定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需严格按

照制定要求实施。 

4.3 制定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 

为保证饮用水源安全，保障人体健康，防止居民生活、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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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流动运输车辆对水源造成污染和破坏，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

局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牵头制定《抚顺市新宾

满族自治县头道砬子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报请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政府审批后实施。 

依据《新宾满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及《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头道砬子水库各级保护区防护应遵守相应

规定。 

（1）在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活动： 

1) 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2) 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3) 在水域内清洗装载过有毒有害物品的车辆、船舶、机械和容

器等； 

4) 超过国家或者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排放

水污染物； 

5) 非更新性、非抚育性砍伐或者破坏饮用水水源涵养林、护岸

林和其他植被； 

6) 进行可能严重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矿产勘查、开采等活动； 

7) 其他可能污染准保护区内水源的活动。 

（2）在二级保护区内，除准保护内禁止的活动外，禁止下列活

动： 

1)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2) 设置排污口； 

3) 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 

4) 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5) 在耕地、林地上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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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7) 堆放、贮存危险化学品、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有毒、有害

废弃物； 

8) 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9) 新设探矿、采矿项目； 

10) 其他可能污染二级保护区内水源的活动。 

（3）在一级保护区内，除准保护、二级保护区内禁止的活动外，

禁止下列活动： 

1) 新建、扩建、改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2)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 

3) 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 

4) 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船舶通行以及设置码头； 

5) 从事网箱养殖、种植农作物和放养畜禽； 

6) 使用化肥、农药； 

7) 堆放垃圾、粪便和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废弃物； 

8) 采石、挖沙、取土； 

9) 设置油库； 

10) 建立墓地和掩埋动物尸体； 

11) 旅游、游泳、垂钓、餐饮、露营、野炊、洗涤、体育等娱乐

活动； 

12) 其他可能污染一级保护区内水源的活动。 

4.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设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

施细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的相关规定以及

省市的相关要求，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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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请上级政府进行批复。审批后，县级人民政府应责成相关部门在一

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设置标志牌、警示牌、界碑、界桩。 

4.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及其具体尺寸比例见下图 4-1，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的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缩放。  

 

图 4-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尺寸比例示意图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交通警示牌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是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边

界设立的标志。标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并警示人们需谨慎行

为。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警示车辆、船舶或行人进

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或航道，需谨慎驾驶或谨慎行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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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又分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

示牌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航道警示牌。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根据实际需要，为保护当地饮

用水水源而对过往人群进行宣传教育所设立的标志。 

4.4.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内容 

（1）界标 

界标正面的上方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中下方书写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名称，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等。下方为“监督管理电话：XXXXXXXX”等。监督管理方面的信

息，监督管理电话一般为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系电话。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正面内容的示意图如图 4-2。 

 

图 4-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正面示意图    图 4-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 

                                       背面示意图 

 

界标背面的上方用清晰、易懂的图形或文字说明根据《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第 55 页 

以标明保护区准确地理坐标和范围参数等为宜。中下方书写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具体的管理要求，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条款和内容。最下

方靠右处书写“XX 政府 XX 年设立”字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

标背面内容的示意图如图 4-3。 

（2）界桩 

界桩上应标明界桩桩号、保护区级别、保护区边界线的走向。界

桩通常设置在保护区边线端点、拐点处。 

 

图 4-4  保护区界桩 
（3）交通警示牌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采用《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中告示牌的形式。提示过往车辆及行人谨慎驾驶或行为。设立

于一般道路的警示牌底色采用蓝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一般公路如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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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示意图（一般道路） 

 

在驶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路侧，可设立驶离告示牌，一般公路

如图 4-6。 

 

图 4-6  驶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告示牌示意图（一般道路） 

 

（4）宣传牌 

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宣传牌上的图形和文字，如介绍当

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貌、划分情况、保护现状、管理要求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宜在明显位置采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图形标。 

4.4.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设立位置 

（1）界标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的设立位置应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技术规范》（HJ338-2018）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界线进行设置，应

充分考虑保护区地形、地标、地物的特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一般设立于保护区陆域界线的顶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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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矩形或接近矩形时，宜在陆域外侧

两顶点处设置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弧形或接近弧形时，宜在陆域两个

弧端点及弧顶处设置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圆形或接近圆形时，宜在陆域四个

方向的端点处设置界标； 

在划定的陆域范围内，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在人群易见、活动处

设立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的设立应综合考虑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界标设立数量和分布而进行设置。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的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设在保护区的道路的进入点及驶

出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设置于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

准保护区范围内的主干道道路旁。道路警示牌的具体设立位置应符合

《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的相关要求。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设立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在适当的

位置设立饮用水源保护区宣传牌，但应符合《图形标志使用原则与要

求》（GB/T15566）和《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的相关要

求。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情况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位置设置坐标见表 4.1，头

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位置图见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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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标志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标志类型 设置地点 数量（个） 

1 界标 

一级保护区 

 JA1 X=4624696.4516  Y=42398903.4132 

 JA2 X=4624960.8341  Y=42398437.7501 

 JA3 X=4625162.6639  Y=42398523.4844 

 JA4 X=4625159.4735  Y=42399052.7932 

 JA5 X=4625049.8555  Y=42399725.8407 

 JA6 X=4624695.2345  Y=42399691.2492 

二级保护区 

JB1 X=4625356.7040  Y=42397794.0118 

JB2 X=4626853.9077  Y=42397554.1131 

JB3 X=4627106.5945  Y=42398869.0361 

JB4 X=4627175.7777  Y=42399834.5632 

JB5 X=4625459.8869  Y=42400132.8105 

准保护区 

JZB1 X=4627462.4575 Y=42396744.3140 

JZB2 X=4629929.8490 Y=42396425.6524 

JZB3 X=4630993.3651 Y=42397293.6691 

JZB4 X=4630378.5142 Y=42399601.9889 

JZB5 X=4629051.8978 Y=42400053.3505 

 
 

16 

2 界桩 

一级保护区水域 

JA1 X=4624692.5007  Y=42398953.1773 

JA2 X=4624758.0380  Y=42398968.0293 

JA3 X=4624864.1981  Y=42398996.4928 

JA4 X=4624914.7016  Y=42399046.3087 

JA5 X=4624980.2752  Y=42399072.6035 

JA6 X=4624882.4453  Y=42399350.3504 

JA7 X=4624822.9140  Y=42399319.5925 

JA8 X=4624778.5962  Y=42399277.2591 

JA9 X=4624672.7626  Y=42399215.7433 

JA10 X=4624609.0323 Y=42399151.9878 

一级保护区陆域 

JA11 X=4624716.5600  Y=42398854.7298 

JA12 X=4624776.0630  Y=42398755.6333 

JA13 X=4624752.6473  Y=42398650.5935 

JA14 X=4624925.052 0  Y=42398527.7041 

JA15 X=4624974.7346  Y=42398430.2084 

JA16 X=4625103.7093  Y=42398507.8647 

JA17 X=4625170.5605  Y=42398523.9629 

JA18 X=4625163.0453  Y=42398587.654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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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志类型 设置地点 数量（个） 

JA19 X=4625197.9704  Y=42398676.5549 

JA20 X=4625211.0673  Y=42398784.1083 

JA21 X=4625163.8391  Y=42398939.2867 

JA22 X=4625145.1859  Y=42399036.5213 

JA23 X=4625167.8078  Y=42399076.6057 

JA24 X=4625097.5608  Y=42399363.5469 

JA25 X=4625046.7607  Y=42399390.5345 

JA26 X=4625058.6670  Y=42399494.1191 

JA27 X=4625040.4107  Y=42399621.5162 

JA28 X=4625046.1513  Y=42399711.5532 

JA29 X=4625052.7243  Y=42399754.9170 

JA30 X=4624908.5332  Y=42399718.6336 

JA31 X=4624686.2827  Y=42399685.2960 

JA32 X=4624742.5156  Y=42399544.5661 

JA33 X=4624692.2447  Y=42399482.9180 

JA34 X=4624605.5321  Y=42399332.8913 

JA35 X=4624582.4670  Y=42399194.1241 

二级保护区陆域 

JB36 X=4625208.0013  Y=42398420.1640 

JB37 X=4625262.9025  Y=42398177.0776 

JB38 X=4625261.6909  Y=42398003.0455 

JB39 X=4625425.8803  Y=42397766.1667 

JB40 X=4625940.3373  Y=42397806.2693 

JB41 X=4626216.0286  Y=42397711.5453 

JB42 X=4626418.9184  Y=42397545.3580 

JB43 X=4626707.9548  Y=42397643.0711 

JB44 X=4626915.6189  Y=42397555.3228 

JB45 X=4627142.9613  Y=42398087.2503 

JB46 X=4626915.0257  Y=42398492.6351 

JB47 X=4627102.1071  Y=42398830.2798 

JB48 X=4627127.0942  Y=42399253.0079 

JB49 X=4627279.3622  Y=42399626.9972 

JB50 X=4627140.6633  Y=42399853.4461 

JB51 X=4626962.2269  Y=42399960.9549 

JB52 X=4626512.1997  Y=42399850.3359 

JB53 X=4626045.2908  Y=42399784.0390 

JB54 X=4625747.9906  Y=42399881.3794 

JB55 X=4625628.8768  Y=42400065.0607 

JB56 X=4625448.0386  Y=42400133.5510 

JB57 X=4625281.6053  Y=42399973.7211 

JB58 X=4625096.6714  Y=42399898.6007 

准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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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志类型 设置地点 数量（个） 

JZ59 X=4626999.2292  Y=42397371.5469 

JZ60 X=4627182.1393  Y=42397262.0549 

JZ61 X=4627205.0331  Y=42396993.7916 

JZ62 X=4627521.7442  Y=42396711.2687 

JZ63 X=4627852.1753  Y=42396651.6310 

JZ64 X=4628551.6570  Y=42396644.0233 

JZ65 X=4629255.9142  Y=42396533.4262 

JZ66 X=4629929.8490  Y=42396425.6524 

JZ67 X=4630232.0443  Y=42396804.2260 

JZ68 X=4630501.5739  Y=42396863.2964 

JZ69 X=4631028.9908  Y=42397315.3963 

JZ70 X=4630866.2033  Y=42397962.9373 

JZ71 X=4630669.0884  Y=42398643.7112 

JZ72 X=4630726.9850  Y=42399159.9067 

JZ73 X=4630427.0592  Y=42399611.3811 

JZ74 X=4630020.5781  Y=42399230.2277 

JZ75 X=4629619.3660  Y=42399301.8724 

JZ76 X=4629104.4413  Y=42400050.3598 

JZ77 X=4628393.1276  Y=42399913.7470 

JZ78 X=4627594.1111  Y=42399682.0497 

界桩设置在保护区边界的拐点处 

3 交通警示牌 
T1 X= 4625047.2232  Y= 42399751.2891 

T2  X= 4630670.3668  Y= 42398751.9319 
2 

4 宣传牌 X1  X= 4624595.5667  Y= 42399173.3676 1 

备注：坐标系统采用国家 2000大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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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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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构造 

（1）颜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的基本色为蓝色，“两滴水”为绿色，

“饮用水杯”为白色，文字为蓝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的颜色一般道路为蓝底、白边，图

案背景和文字为白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颜色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尺寸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尺寸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

求》（HJ/T 433-2008）附录 B。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缩放。  

（3）支持方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宜采用双柱式的支持方式，尺寸可参考 

《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的支持方式形式可多样，但必须符

合《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支持方式由地方主管部门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标志柱的结构设计可参考《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

中交通标志柱的结构设计进行。 

（4）材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应遵循耐久、经济的原则，宜采用铝合金

板、合成树脂类板材等材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如有必要，也可

采用大理石等材质。  

标志表面宜采用反光材料。道路警示牌的反光性能按照《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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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标志与标线》（GB 5768）执行。 

4.4.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制作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由政府设立，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统一监制。 

标志的加工要求、外观质量及其测试方法可参照《公路交通标志

板》（JT/T279）的有关规定执行。 

4.4.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管理与维护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由各级地方政府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管理和维护。 

4.5 各部门职责分工 

（1）水库管理员 

监管水库保护区内任何对水库水质不利的行为。例如：禁止在水

库保护区从事集中畜禽养殖、炸鱼、药鱼、电鱼和投肥养殖等活动；

禁止在水体进行产业化养殖，经营餐饮、娱乐项目；禁止将含有汞、

镉、砷、铅、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

直接埋入地下；控制水库保护区内从事采矿、挖沙等活动；制止严重

影响下游水质和水量的其它行为。 

（2）永陵供水管理处自来水水厂 

协助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及时制止

或报告污染饮用水水源的发生时间地点及行为。 

（3）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对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做好饮用水水源污

染防治的宣传工作；对取水口每季度进行一次监测，每年全分析一次，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规定，一级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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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Ⅱ类地表水标准值为限值，二级水源保护区以Ⅲ类地表水标准值

为限值。 

4.6 完善水源水质监测体系 

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需在取水口周边一级保护区、二

级保护区水域边界至少各设置 1 个监测点位。头道砬子水库设置的监

测点位，需监测频次和监测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在取水口周边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设置 1 个监测点位

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2 及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理信息数据库。 

（2）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对饮用水水源监测点位每季度采样监测 1 次，每年开

展 1 次水质全分析监测，具体按每年市监测中心的统一安排执行。  

（3）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每季度监测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的基本

项目（24 项）、“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标准限

制”的补充项目（5 项），共 29 项；  

监测点位每年做一次全面分析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的基本

项目（24 项）、“表 2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补充项目标准限

制”的补充项目（5 项）及“表 3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特定项

目标准限值”的特定项目（80 项），共计 10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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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建设饮用水水源监控信息系统 

 为了保证头道砬子水库水源保护区实时监测、掌握水源的水质、

水量，提高预警预报能力，适应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管理需求，在水源

保护区应建立综合水质监控信息系统，全面实施水质监控。建立综合

水质监控信息系统能够对突发性水质风险进行准确预警，为饮用水源

安全保障提供分层次、可视化的决策方案。建立综合水质监控信息系

统需在水库输水工程的出水口处建设自动监测站，实时在线全方位监

控水质状况，完善环境安全预警体系。 

饮用水水源监控信息系统建设，包括饮用水水源数据库建设、数

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建设及数据监控中心建设。 

（1）数据库建设 

主要包括水源监测数据，对水库出、进水质监测数据，饮用水安

全资料，事故及处理资料，宣传教育资料等，加强智能化、数据化、

自动化管理。 

（2）数据监控中心建设 

每季度一统计、汇报，每年一总结。 

4.8 建立健全水源安全保障及应急机制 

4.8.1 组织机构 

成立应急组织，制定应急预案。 

4.8.2 预警级别 

本规划确定预警分 4 个级别：分别启动预警级别有：一级预警（红

色）、二级预警（橙色），三级预警（黄色）、四级预警（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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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预警级别适用范围 

（1）一级预警（红色）适用于： 

①事故发生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内。  

②事故性质为：剧毒农药、化学品、鼠药及一般有毒物质和强酸、

强碱等物泄漏及事故排放。  

③事故地点：凡有毒有害物质影响到水源（含水域、陆域）一、 

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均采用一级预警。  

④凡是剧毒物质泄漏、排放数量不管多少，均属于一级预警。 

（2）二级预警（橙色）适用于：  

①事故发生在一级水源保护地以外区域，但有可能威胁水源保护

区水质安全的。  

②排放量较大的毒性物质，剧毒物质不限数量。 

（3）三级预警（黄色）适用于： 

事故发生在水源保护区以外水域，但有可能间接或有可能威胁水

源；有毒物质毒性小，量少。 

（4）四级预警（蓝色）适用于：  

事故发生在保护区以外陆域，有毒物质毒性小，排放量少，有可

能间接影响水源。 

4.8.4 具体要求 

（1）一级预警（红色）  

①事故发生地点：事故发生在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水域、陆域。  

②警戒范围：出事地点至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水域、陆域，事故

排放会直接影响水源。  

③预警要求： 

首先切断水源、十分钟内关闭水库供水取水口，设专人巡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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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水质变化；  

1) 接到信息后各指挥中心人员五分内到位，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各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十分钟以内到现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各级专职人及时到位；  

3) 迅速排查事故原因以及确定处理方案，杜绝事态蔓延；  

4) 及时上报领导机关，不得超过二十分钟与有关兄弟县密切联系、

通报，做好防护；  

5) 切断交通路线，严禁往返车辆进入事故发生地，实行交通管制；  

6) 一切指挥机构专职人员坚守岗位，直至警报解除后，不得随意

离岗，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7) 严格控制人群来往，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减少群众恐慌及忧虑，

及时解决群众临时饮用水方案，必要时疏散人口，转移安全地

带； 

8) 及时取样监测、监测项目根据事故特征而定，取样时段不超过

半小时取样一次。直至警报解除。追踪监测为连续 3-5 天，水

质达标后方能恢复水库运转；  

9) 迅速修复由于事故造成的环境破坏现象及善后处理事宜。 

（2）二级预警（橙色）  

①事故发生地点：事故发生在在一级水源保护地以外区域。  

②警戒范围：事故地点至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水域、陆域，严格

控制事故可能影响水源的陆域。  

③预警要求：  

1) 首先关闭水库供水口，切断水源；  

2) 接到信息后，指挥中心人员五分钟内到位指挥；  

3) 各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十分钟内到现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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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迅速排查事故原因及抢修防护方案，杜绝有毒物质进入水体

蔓延； 

5) 及时上报领导机关，不得超过二十分钟；  

6) 切断交通路线，严禁往返车辆进入事故发生地，实行交通限

制； 

7) 严格控制污染蔓延，陆域筑坡防溢，围堵防护。追踪监测：

每天监测 4 次，监测项目根据事故特征而定，连续监测 3 天，

水质达标方能解除警惕；  

8)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减少群众恐慌，解决群众临时饮用水；  

9) 及时修复由于事故造成的环境破坏现象。  

（3）三级预警（黄色）  

①事故发生地点：事故发生在水源保护区以外水域。  

②警戒范围：  

1) 水源保护区范围，动态观察； 

2) 事故发生地。 

③预警要求：  

1) 指挥中心接到信息后，二十分钟内奔赴现场，各职能部门及时

到位开展工作，调查事故原因与性质，制定处理方案；  

2) 水源保护区上游，立即进行水、陆域截污； 

3) 暂停供水；  

4) 对毒性小、排放量少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排查，及时处理，不

得延误； 

5) 隔离区禁止车辆行驶，实行交通限制；  

6) 立刻取水样分析，寻找、排查事故原因，建立紧急处理方案；  

7) 安民告示，做好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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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跟踪监测。  

（4）四级预警（蓝色）  

①事故发生地点：事故发生发生在保护区以外陆域。  

②警戒范围： 

1) 事故发生地； 

2) 保护水源做动态观察。  

③预警要求： 

1) 治安管理中心及监测排查中心负责人必须及时到位，并向上级

领导汇报；  

2) 及时排查事故起因，控制事故蔓延时，严防在处理事故过程中

对水体影响；  

3) 根据事故原因，实行交通临时限制；  

4) 跟踪监测，其中包括土壤及水环境监测；  

5) 善后处理、宣传教育、安顿民心、消除隐患；  

6) 水库随时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供水，供水时间由指挥中

心根据污染扩散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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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源保护区建设投资估算 

5.1 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依据《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项目建设与投资技术指南》（环

办函[2012]473 号附件十），制定头道砬子水库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保护投资一览表，见表 5.1。 

表 5.1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投资一览表 

序号 投资方向 主要内容 预计投资（万元） 

一  环境管理 

1  保护区标志设置 
界标标志牌 16 块，交通警示牌 2 块，宣传牌

1 块，界桩 78 块（每周期更换一次） 
14.6/周期 

2  
保护区标志牌设

置施工 

包含标志牌、警示牌、宣传牌、界桩施工安

装，平均每块 0.1 万元 
9.7/周期 

3  
保护区标志牌占

地补偿 

包含标志牌、警示牌、宣传牌、界桩占地补

偿，平均每块 0.1 万元 
9.7/周期 

4  
应急组织及相关

设备 
建立水源应急机制和准备相应的应急设备 5/周期 

5  环境管理 

与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做好协商，严格执行《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对一、

二级保护区内禁止进行活动的管理 

2/周期 

二  工程治理 

1  
保护区点源污染

防治工程 

水库上游 11 户人家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

活垃圾处理 
5/周期 

2  
保护区面源污染

防治工程 

针对水库上游使用农药的 1181.60 亩耕地采

用植被缓冲带 
20/周期 

3  
保护区流动污染

防治工程 

长度 15.90km 的道路沿线生态防护网防护建

设 
25 周期 

三  环境监测 

1  
水源水质定期监

测 

每季度检测一次，29 项，全年分析一次，109

项，300 元/项 
29.4/周期 

总计 - - 120.4 

注：5 年为一周期  

5.2 规范化建设目标达标的可行性分析 

头道砬子水库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整治工程的目的，主要

是解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存在的潜在威胁，控制现有的重点污染，

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及饮用水源潜在环境风险，有力保障饮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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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水质，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针对头道砬子水库水源保护区内存在的农业生产污染、流动污染

源及生活污染，制定污染治理措施如下： 

（1）农业生产污染 

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农业种植，尽量控制化肥、农药等非点源污

染，引导农民科学使用投入品。推进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

能源化利用，播种绿肥及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提高土壤肥力水平，保

持土壤养分循环，降低径流坡度，最终要逐步退出。 

尽量减少土壤表层的人为扰动，从而降低污染物进入水体中的概

率。 

（2）流动污染源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内存在 15.90km 的农村道路，其中道路位

于二级保护区陆域 5.29km，准保护区 10.61km，对于流动污染建议在

水源保护区周边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在水源保

护区内有道路通过的地方，建设生态防护网防护。同时，严格限制各

种容易泄露、散装、超载车辆上路，限制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 

（3）生活污染 

①生活污水 

头道砬子水库保护区内存在 11 户居民，每人每天排放的污水量

很少，可以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加以解决。 

②农村生活垃圾 

针对水库汇水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建立专门的垃圾收集系统进行

分类收集，再增设一些流动垃圾箱，垃圾处理设施应采用防雨、防漏

和防臭的封闭式箱体，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建立“户清扫、组保洁、

村收集”的运作模式，解决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问题。 

 



 

 第 72 页 

第六章 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6.1 保护区区划技术方法 

2018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338-2018），该技术规范规定了地表水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分的基本方法。本次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中的技术

要求进行划定。 

头道砬子水库属于水库型水源，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

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应依据水库规模

的大小进行分级。依据该规范中对水库型水源的分级标准，总库容小

于 0.1 亿 m
3 的水库为小型水库。头道砬子水库总库容 0.02 亿 m

3，属

于小型水库型饮用水水源。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和头

道砬子水库周边地形、地物的特点，采用现场实地调研和卫星遥感技

术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6.2 一级保护区划定 

6.2.1 一级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法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采

用类比经验法确定一级保护区范围。且小型水库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

泊、水库应将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划为一级保

护区水域。 

小型和单一供水功能的湖泊、水库以及中小型水库为一级保护区

水域外不小于 200m 范围内的陆域，或一定高程线以下的陆域，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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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划定为一级保护区陆域。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超过《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规定的 II 类水质标准的相关要求。 

6.2.2 一级保护区划分范围 

（1）一级保护区 

①水域范围： 

由于头道砬子水库缺少水位、水量等相关资料累积，2019 年 8

月对水库进行实地踏勘及参考 2014~2018 年头道砬子村影像数据，对

实际水库水位线的高程变化相关数据取平均值，估算出 2014 年~2019

年，水库平均水位高程为 340m，使用无人机航拍水库汇水域形成影

像，绘制成 1:1000 地形图，依据地形图，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

水域为： 

头道砬子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

全部水域，面积 0.09km
2。 

②陆域范围 

经过对水库实地勘测，运用 ArcGIS 软件沿地貌界线进行勾绘，

以及便于后期依据突出地貌勘测定界确定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划定

一级保护区陆域为：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范围。同时，不超过流域分水岭

范围，面积 0.44km
2。 

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总面积 0.53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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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二级保护区划定 

6.3.1 二级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法 

头道砬子水库建设工程设计是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防洪、养鱼

的小型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头道砬子水库的功能已经调整为农村生

活饮用水水源，且属于单一供水功能的水库。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要求，

单一功能的湖泊、水库、小型湖泊和平原型中型水库的二级保护区范

围是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不小于 2000m 区域。二级保护区陆域

边界不超过相应的流域分水岭。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超过《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规定的 III 类水质标准的相关

要求，并保证流入一级保护区的水质满足一级保护区水质标准的要求。 

6.3.2 二级保护区划分范围 

（2）二级保护区 

陆域范围：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 2000m 及周边山脊线以内

的区域，边界不超过流域分水岭，面积 4.27km
2。 

头道砬子水库二级保护区总面积 4.27km
2。 

6.4 准保护区划定 

6.4.1 准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法 

饮用水水源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增设准保护区： 

①因一、二级保护区外的区域点源、面源污染影响导致水质超标

的，或水质虽未超标，但主要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的水源； 

②湖库型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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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流域上游风险源密集，密度大于 0.5 个/km
2 的水源； 

④流域上游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存在潜在风险的水源。此外，

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也应划为准保护区。 

准保护区的划定参照二级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划分准保护区，头道

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已将水源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

汇水区域划定为准保护区。 

由于头道砬子水库属于湖库型水源，所以设立准保护区。 

6.4.2 准保护区划分范围 

本次划定头道砬子水库准保护区为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

水区域，面积 11.08km
2。 

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结果一览表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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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结果一览表

水 

源 

名 

称 

水 

源 

类 

型 

保护区划定情况 

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km
2） 

头 

道 

砬 

子 

水 

库 

水 

库 

型 

 

一级 
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应的高程

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水库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范围。同时，不

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0.53 

二级 - 
一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外水平距离 2000 米，边界不超过

流域分水岭 
4.27 

准保护区 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 11.08 

合计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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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保护区内各污染源工程治理 

6.5.1 农业生产污染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内保护区划定前已存在 1181.16 亩农业种植，每

年总氮流失量 267.88 千克、每年总磷流失量 10.63 千克。需严格控制化肥、

农药等非点源污染，引导农民科学使用投入品。推进秸秆的肥料化、饲料

化、原料化、能源化利用，林业剩余物的材料化利用，播种绿肥及增施有

机肥等措施，提高土壤肥力水平，保持土壤养分循环，降低径流坡度，发

展有机农业，最终要逐步退出。 

尽量减少土壤表层的人为扰动，从而降低污染物进入水体中的概率。 

6.5.2 流动污染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域内存在 15.90km 的农村道路，其中道路位于二

级保护区陆域 5.29km，准保护区 10.61km，对于流动污染建议在水源保护

区周边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在水源保护区内有道路

通过的地方，建设生态防护网防护。同时，严格限制各种容易泄露、散装、

超载车辆上路，限制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 

6.5.3 生活污染 

①生活污水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出

处于农村环境的头道砬子水库上游 11 户居民年排放污水量约 10493 吨，可

以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加以解决。 

②农村生活垃圾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出

处于农村环境的头道砬子水库上游 11 户居民年排放固废量约 4533 千克，

针对水库汇水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建立专门的垃圾收集系统进行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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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设一些流动垃圾箱，垃圾处理设施应采用防雨、防漏和防臭的封

闭式箱体，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建立“户清扫、组保洁、村收集”的运作

模式，解决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问题。 

6.6 保护区定界方案 

6.6.1 保护区定界方案原则 

为了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完成保护区划分技术方案和电子图

件后，应立即开展现场定界工作。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338-2018）要求，充分利用具有永久性的明显标志，行政区界线、水

库大坝等标示，结合水源保护区地形、地物特点，确定各级保护区的地理

界线、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和边界，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坐标一览表（国家 2000 大地坐标）详见表 6.2。 

6.6.2 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 

根据水库保护区划分原则和方法，对头道砬子水库进行保护区划定，

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陆域、二级保护区陆域和准保护

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头道砬子水库 2014~2019 年平均水位 340m 对应

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范围； 

 一级保护区陆域：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水域外 200m 的陆域范

围，同时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二级保护区陆域：头道砬子水库一级保护区以外水平距离 2000m 及

周边山脊线以内的区域，边界不超过流域分水岭； 

 准保护区：头道砬子水库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汇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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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新宾县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坐标一览表 

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一级保护区水域 

JA1 4624692.5007 42398953.1773 

JA2 4624758.0380 42398968.0293 

JA3 4624864.1981 42398996.4928 

JA4 4624914.7016 42399046.3087 

JA5 4624980.2752 42399072.6035 

JA6 4624882.4453 42399350.3504 

JA7 4624822.9140 42399319.5925 

JA8 4624778.5962 42399277.2591 

JA9 4624672.7626 42399215.7433 

JA10 4624609.0323 42399151.9878 

一级保护区陆域 

JA11 4624716.5600 42398854.7298 

JA12 4624776.0630 42398755.6333 

JA13 4624752.6473 42398650.5935 

JA14 4624925.0520 42398527.7041 

JA15 4624974.7346 42398430.2084 

JA16 4625103.7093 42398507.8647 

JA17 4625170.5605 42398523.9629 

JA18 4625163.0453 42398587.6548 

JA19 4625197.9704 42398676.5549 

JA20 4625211.0673 42398784.1083 

JA21 4625163.8391 42398939.2867 

JA22 4625145.1859 42399036.5213 

JA23 4625167.8078 42399076.6057 

JA24 4625097.5608 42399363.5469 

JA25 4625046.7607 42399390.5345 

JA26 4625058.6670 42399494.1191 

JA27 4625040.4107 42399621.5162 

JA28 4625046.1513 42399711.5532 

JA29 4625052.7243 42399754.9170 

JA30 4624908.5332 42399718.6336 

JA31 4624686.2827 42399685.2960 

JA32 4624742.5156 42399544.5661 

JA33     4624692.2447     42399482.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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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JA34 4624605.5321 42399332.8913 

JA35 4624582.4670 42399194.1241 

二级保护区陆域 

JB36 4625208.0013 42398420.1640 

JB37 4625262.9025 42398177.0776 

JB38 4625261.6909 42398003.0455 

JB39 4625425.8803 42397766.1667 

JB40 4625940.3373 42397806.2693 

JB41 4626216.0286 42397711.5453 

JB42 4626418.9184 42397545.3580 

JB43 4626707.9548 42397643.0711 

JB44 4626915.6189 42397555.3228 

JB45 4627142.9613 42398087.2503 

JB46 4626915.0257 42398492.6351 

JB47 4627102.1071 42398830.2798 

JB48 4627127.0942 42399253.0079 

JB49 4627279.3622 42399626.9972 

JB50 4627140.6633 42399853.4461 

JB51 4626962.2269 42399960.9549 

JB52 4626512.1997 42399850.3359 

JB53 4626045.2908 42399784.0390 

JB54 4625747.9906 42399881.3794 

JB55 4625628.8768 42400065.0607 

JB56 4625448.0386 42400133.5510 

JB57 4625281.6053 42399973.7211 

JB58 4625096.6714 42399898.6007 

准保护区 

JZ59 4626999.2292 42397371.5469 

JZ60 4627182.1393 42397262.0549 

JZ61 4627205.0331 42396993.7916 

JZ62 4627521.7442 42396711.2687 

JZ63 4627852.1753 42396651.6310 

JZ64 4628551.6570 42396644.0233 

JZ65 4629255.9142 42396533.4262 

JZ66 4629929.8490 42396425.6524 

JZ67 4630232.0443 42396804.2260 

JZ68 4630501.5739 42396863.2964 

JZ69 4631028.9908 42397315.3963 

JZ70 4630866.2033 42397962.9373 

JZ71 4630669.0884 42398643.7112 

JZ72 4630726.9850 42399159.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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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级次 拐点编号 坐标 X 坐标 Y 

JZ73 4630427.0592 42399611.3811 

JZ74 4630020.5781 42399230.2277 

JZ75 4629619.3660 42399301.8724 

JZ76 4629104.4413 42400050.3598 

JZ77 4628393.1276 42399913.7470 

JZ78 4627594.1111 42399682.0497 

备注：坐标系统采用国家 2000大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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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保护区详细情况图集及附件 

6.7.1 保护区详细情况图集 

附图 1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位置图 

附图 2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测点位图 

附图 3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流域范围图 

附图 4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内污染源分布图 

附图 5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地形图 

附图 6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域地形图 

附图 7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图 

附图 8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位置图 

附图 9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位置图 

附图 10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详细情况汇总图 

各图层属性信息详见《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理信息数据库》。 

 

6.7.2 附件 

附件 1  永陵镇头道砬子水库取水许可证 

附件 2  头道砬子水库水质检测报告 

附件 3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供水管理处卫生许可证 

附件 4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供水管理处水质检测报告 

附件 5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信息调查表 

附件 6  2019 年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外业调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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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详细情况图集： 

附图 1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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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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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流域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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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头道砬子水库汇水区内污染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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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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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汇水区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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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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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主要控制拐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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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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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详细情况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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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永陵镇头道砬子水库取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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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头道砬子水库水质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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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供水管理处卫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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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供水管理处水质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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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信息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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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9 年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外业调查照片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水库大坝及溢洪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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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上游农作物种植图 

 

 

头道砬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上游道路现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