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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人民政府  
利政字„2017‟93 号 

 

 

利津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利津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利津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利津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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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关系到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保障东营市人民群众饮水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同时为更好更规范的对饮用水水源地进

行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根据东营市实际情况，对东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进行划分。 

1 划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0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1989.07） 

《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01.12） 

《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00.1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 

《东营市水源地水资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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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773—2015） 

2 保护区背景分析 

2.1 自然环境概况 

1.地理位臵 利津县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入海口西岸，地

处黄河三角洲腹地，属东营市管辖。地跨东经 118°07′～118°

54′，北纬 37°22′～38°12′。东枕黄河，北濒渤海，东南

与垦利县、东营区和博兴县隔河相望，西北与滨州市、沾化县、

河口区接壤。县境沿黄河呈带状，南北长 102.5 公里，东西宽

8.5～25公里，总面积 1665.6平方公里。人口约 29.2万人。现

辖 4 个镇，2 个乡，2 个街道办事处，510 个行政村，下属的 4

个镇为北宋镇、汀罗镇、陈庄镇和盐窝镇，下属的 2 个乡为明集

乡、刁口乡，下属 2 个街道办事处为凤凰街道办事处、利津镇街

道办事处。 

2.地质地貌 利津县地处渤海凹陷中心的南沿，黄河冲积物

为本县成土母质的唯一基础物质，全境无山、无岭、地势低平，

自西南向东北微斜，海拔 11.0～2.0米，背河自然比降为 1：7000；

土层深厚，一般厚度为 500～600 米。境内微地貌复杂，因黄河

历次决口改道冲积，形成了岗、坡、洼相间的复杂地形 

3.气候 利津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气温适中，雨热同期，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1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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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水量为 486.5 毫米，年际变化大，降水多集中在 7～9 月

份，降水量占全年 63%，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 

4.水文   

（1）地表水 

利津县临近渤海湾海域，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利津县境

内有黄河、太平河、褚官河、马新河、沾利河、挑河、永新河、

草桥沟东干流 8条河流。其中黄河是唯一的自然河流，其它 7条

河流均为人工排水河道，雨季和引黄用水时排水，旱时和冬季大

都干涸。各主要河流的基本情况如下： 

黄河：黄河利津段全长 74km，流向为西南—东北。上界起

自北宋镇董王村，下界至西河口纵贯全境，沿县南流经北宋镇、

利津街道、盐窝镇、陈庄镇、汀罗镇，从西河口折向东北，过垦

利区地入海。年平均径流量 423.1× 108m3，平均含沙量

12.96kg/m3。 

太平河：太平河上游自利津镇的大门张起到明集乡北望参村

北同褚官河汇合后入潮河。全长 26.5 公里。控制我县利津街道

办事处、明集乡两乡镇街道。设计流域面积 144.7 平方公里。   

褚官河：褚官河南起北宋镇宋集村，向东经碾李、船王，由

向李村北拐向北，经西潘、刘家村西、戴家、大盖村西、褚官、

侯王村东、北于村东、明集乡谢家皂、杨家皂东，于北望参村西

入潮河。全长 31.714公里，控制流域面积 220.1平方公里。 

永新河:永新河是利津县中部重要的排涝、防洪、防潮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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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27公里，设计流域面积 369平方公里。我县境内全长 23 公

里，设计流域面积 193.5 平方公里，流经陈庄、盐窝、汀罗三个

乡镇。沾利河：境内段 29.1km，起自原王庄乡，经盐窝镇、大

赵乡进河口区入海。 

马新河：马新河是利津县中北部重要的排涝、防洪、防潮河

道，全长 55.6公里，流域面积 275 平方公里。 

挑河：全长 32.62km，起自陈庄镇，流经汀罗镇、经河口区

后从我县刁口入海。 

草桥沟：草桥沟东干流自利津县陈庄镇集贤西公路涵洞起，

向北穿王庄灌区，经驾屋村东，于草窝子村东南穿陈付路向北入

海。草桥沟东干流是利津县中东部重要的排涝、防洪、防潮河道，

全长 26公里。利津县境内全长 17公里，设计流域面积 149.5平

方公里，流经利津县陈庄、汀罗二个镇。 

（2）地下水 

利津地域古为渤海水域，在成土发育过程中，一面受河流泥

沙淤淀，一面受海水浸渍，深层土壤大都是含盐度很高的重盐土，

故浅层地下 500m之内基本无淡水。据省、地水利部门物探勘测，

除黄河滩区、黄河故道以及县境南部成土年龄较早的个别点片，

在 5～30m 处有少量淡水外，绝大部分为全碱区，没有发展井灌

的条件。 

7.土壤和植被  土地类型多，试种植物广，土壤结构差，制

约因素多。县域内可利用土地面积 180 多万亩，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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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归纳为 3个土类，四个亚类，62 个土种。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结果，2003 年全县土地总面积

为 128690.51公顷，包括农用地面积 71449.36公顷，占 55.52%；

建设用地面积 14507.541 公顷，占 11.27％；未利用土地面积

42733.61公顷，占 33.21 ％。 

全县林业用地面积 22065.4公顷，占总面积的 14.2%，有林

地面积 184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8%；宜林荒地 2769.1

公顷，占总面积的 1.8%；退耕还林地 894.3公顷，占总面积 0.6%。

利津县区域内以草甸景观为主体，无大面积的天然阔叶林植被类

型。植被的分布主要受土壤潜水水位、含盐量、矿化度和地貌类

型的制约及人类活动影响。利津县区域内的植被特点为：类型少、

结构简单、组成单纯，草本植物占优。在天然植被中，一滨海盐

生植被为主，占天然植被的一半以上，沼生和水生植被以及怪柳

灌丛等分别占天然植被的约五分之一，阔叶林仅占天然植被的

1-2%左右。 

8.海洋与海岸带 

海岸线长 59 公里，滩涂面积 50 万亩，–10 米以下浅海面

积 200万亩；沿岸海底较为平坦，浅海底质以泥质粉砂为主，海

水透明度为 32~55 厘米，海水温度、盐度受大陆气候和黄河径流

影响较大，冬季沿岸约有 3个月冰期，海水流冰范围为 5～10海

里，盐度在 30‰；春季海水温度为 12～20℃，盐度多为 22～31‰；

夏季海水温度为 24～28℃，盐度多为 22～30‰；大部岸段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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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属不规则半日潮，每日 2次，每日出现的高低潮差一般为 0.2～

2 米，大潮多发生于 3～4月和 7～11月，潮位最高超过 5 米。 

利津县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西起老挑河口，东至五河口。

海域位于渤海湾西部，属于淤进型海岸，浅海底质中泥质粉砂占

77.8%，沙质粉砂占 22.2%。海水透明度 32～55厘米，水温年均

14.2℃，含盐度 30.6‰。近海在黄河的作用下，含氮量高，有

机质多，饵料丰富，适宜多种鱼、虾、贝类索饵、繁殖、回游。

潮间带地势平缓，垂直跨度大，总面积 38.32万亩。全县滩涂面

积 30 万亩，浅海卤水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盐业和盐化工业的独

特优势。适宜发展水产养殖的潮间带 38 万亩，为发展千海洋制

提供了巨大潜力。目前，贝类总储量已超过 200万吨，出产的梭

子蟹、对虾、文蛤等享誉四方，有“百鱼之乡”和“东方对虾故

乡”的美称。 

2.2 社会经济概况 

1.社会环境概况 

利津县属东营市管辖，全县辖 4镇、2乡、2 个街道、总人

口约 30万人，农业人口占 93.4%，非农业人口占 6.6%，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约 200 人。县城驻利津街道，交通方便，为全县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2.经济环境概况 

预计 2016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3.6亿元，是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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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5 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2.9亿元，比 2011 年翻了一番

多。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拉动能力增强，对外贸易逆势上扬，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84.6亿元，是 2011年的 3.6倍，年均增长

29.6%。金融支撑保障能力增强，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77 亿元和 153.2 亿元，是 2011年的 2.4 倍和 2.3 倍。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2787 元、14751元，年均分别增长

8.9%、10.9%。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到 10.7：50.9：38.4。全县“四

上”企业发展到 266 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50家，利

华益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亿元，再次入闱中国企业 500强、

山东企业百强。镇域经济加快发展，2 个乡镇街道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突破亿元大关，陈庄镇、盐窝镇入选全国重点镇、全市试点

强镇。 

2.3 饮用水水源地基本情况 

本次规划共涉及东营市饮用水水源地 2处，分别利津水库和

陈北水库。 

2.3.1、利津水库 

 利津水库位于利津县前刘乡西北约 3Km处，东距宫家干渠

150m,水库南北长 3.3Km，东西宽 2.2Km。根据地形，布臵为平行

四边形，面积 7.5Km2（包括沉砂用占地）。水库围坝轴线总长

9.8Km。蓄水深 3.5m，设计库容 2000 万 m
3
，属中型水库。 

水库由宫家干渠引黄河水至提升泵站，扬水入库存蓄，出水

涵闸将水库蓄水送入利津净化站处理后供油田和利津县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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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用水，同时，向库区附近提供农田用水，因此，利津水库工程

为工农两利工程。 

2.3.2、陈北水库 

工程位于陈庄镇付窝村北、陈北水库以南，占地面积 58亩，

设计日供水能力 3 万立方米，同时配套建设净水主管网，工程预

算总投资 6700万元。陈北水厂建设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主要进行水厂建设，并铺设至陈庄东外环的对接供水管线 7.9公

里。工程完成投资 3200万元，已于 2015年完成。二期工程管网

工程主要铺设陈北水厂至汀罗镇、陈庄镇、盐窝镇供水主管网

59 公里，同时配套办公楼土建、出厂道路等工程，投资 3500 万

元。二期工程于今年 6月份开工建设，现已基本完成，9月份开

始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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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津县 2014 年-2016 年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表      单位：毫克/升（除 PH 外）                                                                                               

年月 

断面 

名称 

监测 

日期 

水

温℃ 

流量

m3/s 

pH 

悬浮

物 

总硬

度 

溶解

氧 

CODc

r 

BOD5 

CODm

n 

氨氮 

硝酸

盐氮 

亚硝

酸盐

氮 

挥发 

性酚 

总 氰

化物 

总砷 总汞 六价铬 石油类 总磷 总氮 氟化物 氯化物 

硫化

物 

阴离子

洗涤剂 

粪大肠菌

群（个/

升） 

锌 

电导率（微

姆欧/厘米） 

2014年3月 

城南水库 3/5 3.0  
 

8.15  
  

9.23  
 

3.00  3.85  0.190  0.38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0.800  
 

114.50  
     

陈庄水库 3/5 3.0  
 

8.37  
  

9.03  
 

3.00  3.93  0.160  0.45 
 

0.0010  0.002 0.0035 
 

0.016  0.005  
 

0.947  
 

124.00  
     

前刘水库 3/5 3.0  
 

8.23  
  

9.17  
 

3.00  3.71  0.140  0.43  
 

0.0010  0.002 0.0035 
 

0.019  0.005  
 

0.820  
 

112.50  
     

2014年6月 

城南水库 6/3 30.0  
 

8.17  
  

8.78  
 

2.00  4.96  0.140  0.47  
 

0.0010  0.002 0.0035 
 

0.014  0.005  
 

1.025  
 

120.00  
     

陈庄水库 6/3 30.0  
 

8.25  
  

9.23  
 

3.00  4.83  0.110  0.549 
 

0.0010  0.002 0.0035 
 

0.016  0.005  
 

1.210  
 

133.00  
     

前刘水库 6/3 30.0  
 

8.15  
  

9.04  
 

2.00  5.20  0.160  0.521 
 

0.0010  0.002 0.0035 
 

0.020  0.005  
 

1.110  
 

122.00  
     

2014年9月 城南水库 3/9 18.0  
 

7.41  
  

7.22  
 

3.00  4.37  0.376  0.56  
 

0.0010  0.002 0.0035 
 

0.020  0.005  
 

1.190  
 

116.00  
     

 

陈庄水库 3/9 18.0  
 

7.35  
  

7.28  
 

4.00  4.89  0.360  0.59 
 

0.0010  0.002 0.0035 
 

0.021  0.005  
 

1.390  
 

134.00  
     

前刘水库 3/9 18.0  
 

7.40  
  

7.26  
 

2.00  4.44  0.362  0.53  
 

0.0010  0.002 0.0035 
 

0.022  0.005  
 

1.28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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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

月 

前刘水库 12/1 3.0  
 

8.13  
  

9.27  
 

2.00  3.89  0.362  0.538  
 

0.0010  0.002 0.0035 
 

0.022  0.005  
 

1.160  
 

117.00  
     

陈庄水库 12/1 3.0  
 

8.12  
  

9.26  
 

2.00  3.83  0.356  0.551 
 

0.0010  0.002 0.0035 
 

0.020  0.005  
 

1.280  
 

123.00  
     

城南水库 12/1 3.0  
 

8.14  
  

9.25  
 

3.00  3.71  0.365  0.585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1.210  
 

109.00  
     

2015年 3 月 

城南水库 3/3 18.0  
 

7.03  
  

8.98  
 

1.00  4.44  0.382  0.504  
 

0.0010  0.002 0.0035 
 

0.018  0.020  
 

1.280  
 

117.50  
     

陈庄水库 3/3 18.0  
 

7.12  
  

7.92  
 

1.00  5.10  0.386  0.596  
 

0.0010  0.002 0.0035 
 

0.021  0.020  
 

1.490  
 

133.50  
     

前刘水库 3/3 18.0  
 

7.25  
  

9.03  
 

2.00  5.27  0.374  0.543  
 

0.0010  0.002 0.0035 
 

0.023  0.020  
 

1.380  
 

127.00  
     

2015年 6 月 

城南水库 6/1 28.0  
 

7.15  
  

8.07  
 

1.00  4.41  0.371  0.451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0.942  
 

112.50  
     

陈庄水库 6/1 28.0  
 

7.32  
  

8.23  
 

2.00  4.32  0.388  0.543 
 

0.0010  0.002 0.0035 
 

0.021  0.005  
 

0.860  
 

124.00  
     

前刘水库 6/1 28.0  
 

7.08  
  

8.52  
 

2.00  4.61  0.362  0.504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0.840  
 

117.50  
     

2015年 9 月 

城南水库 9/7 25.0  
 

7.53  
  

8.38  
 

2.00  4.63  0.456  0.448  
 

0.0010  0.002 0.0035 
 

0.012  0.005  
 

0.933  
 

125.50  
     

陈庄水库 9/7 25.0  
 

7.18  
  

8.07  
 

2.00  4.71  0.399  0.400  
 

0.0010  0.002 0.0035 
 

0.012  0.005  
 

0.902  
 

133.00  
     

前刘水库 9/7 25.0  
 

7.25  
  

8.25  
 

1.00  4.52  0.382  0.415  
 

0.0010  0.002 0.0035 
 

0.013  0.005  
 

0.842  
 

131.50  
     

2015年 12

月 

城南水库 12/1 2.0  
 

7.33  
  

3.95  
 

1.00  4.94  0.376  0.50  
 

0.0010  0.002 0.0035 
 

0.018  
  

0.87  
 

125.00  
     

陈庄水库 12/1 2.0  
 

7.30  
  

3.58  
 

2.00  5.71  0.372  0.45 
 

0.0010  0.002 0.0035 
 

0.020  
  

0.78  
 

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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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刘水库 12/1 2.0  
 

7.35  
  

3.67  
 

2.00  4.81  0.351  0.47  
 

0.0010  0.002 0.0035 
 

0.017  
  

0.95  
 

130.00  
     

2016年 3 月 

城南水库 3/2 10.0  
 

7.35  
  

6.25  
  

4.77  0.284  0.460  
 

0.0010  0.002 0.0035 
 

0.023  0.005  
 

0.926  136.0  125.00  
     

陈庄水库 3/2 10.0  
 

7.45  
  

6.07  
  

4.86  0.293  0.504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0.952  153.0  140.00  
     

前刘水库 3/2 10.0  
 

7.32  
  

5.98  
  

4.32  0.283  0.445  
 

0.0010  0.002 0.0035 
 

0.021  0.005  
 

0.915  174.7  131.00  
     

2016年 6 月 

城南水库 6/2 26.0  
 

7.32  
  

7.03  
 

2.00  4.53  0.372  0.420  
 

0.0010  0.002 0.0035 
 

0.013  0.005  
 

0.840  130.0  126.00  
     

陈庄水库 6/2 26.0  
 

7.35  
  

6.59  
 

1.00  4.11  0.399  0.457  
 

0.0010  0.002 0.0035 
 

0.014  0.005  
 

0.910  148.0  132.00  
     

前刘水库 6/2 26.0  
 

7.34  
  

7.12  
 

1.00  4.68  0.356  0.446  
 

0.0010  0.002 0.0035 
 

0.015  0.005  
 

0.880  185.0  128.00  
     

2016年 9 月 

城南水库 9/5 17.0  
 

7.30  
  

6.07  
 

1.00  4.56  0.356  0.389  
 

0.0010  0.002 0.0035 
 

0.028  0.005  
 

0.794  131.0  119.50  
     

陈庄水库 9/5 17.0  
 

7.25  
  

6.38  
 

1.00  4.20  0.370  0.400  
 

0.0010  0.002 0.0035 
 

0.019  0.005  
 

0.842  142.7  141.00  
     

前刘水库 9/5 17.0  
 

7.31  
  

6.09  
 

2.00  4.12  0.327  0.444  
 

0.0010  0.002 0.0035 
 

0.016  0.005  
 

0.869  184.0  134.00  
     

2016年 12

月 

城南水库 12/2 0.0  
 

7.35  
  

6.45  
 

2.00  5.35  0.282  0.372  
 

0.0010  0.002 0.0035 
 

0.017  0.005  
 

0.802  134.0  122.00  
     

陈庄水库 12/2 0.0  
 

7.38  
  

6.43  
 

1.00  5.65  0.273  0.425  
 

0.0010  0.002 0.0035 
 

0.021  0.005  
 

0.869  152.0  141.00  
     

前刘水库 12/2 0.0  
 

7.42  
  

6.35  
 

1.00  5.08  0.295  0.393  
 

0.0010  0.002 0.0035 
 

0.015  0.005  
 

0.834  180.0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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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价可以看出，我县的 3 个库型饮用水用水源保护区水质，2014-2016 年水质类别年均能达到Ⅲ类水质，达到

了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水质能够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需要。 

3 划分原则及划分方法 

3.1 划分原则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技术指标充分考虑水源地的地理位臵、水文、气象、地质特征、

水动力特性、水域污染类型、污染特征、污染源分布、水源地规模、水量需求、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

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保证在达到规划设计的水文条件、污染负荷及供水量时，保护区水质能满足相

应的标准。 

（2）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主要防止水源地附近人类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并足以使所选定

的主要污染物在向取水点输移的过程中，衰减到所期望的浓度水平；在正常情况下保证取水水质达到

规定要求；一旦出现污染水源的突发事件，有采取紧急补救措施的时间和缓冲地带。 

（3）认真研究水力部门保护区划分的成果，分析其合理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性，如果存在

问题，则提出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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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尽可能小。 

3.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07）

和 2008 年 6 月新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技术规范和法律法规标准，同时采

取多方面意见，对利津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及核定。各水源地的划分方法、采用

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如下： 

湖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 

利津县地处黄河三角洲，在山东省属降水最少的地区，又加上是退海造陆，成陆时间短，地下水

水位高、矿化度大、无开采利用价值，因此，我县的饮用水源水库全部是地上式平原水库，即全部是

在平地上堆坝成库，库底即原来地面。周边的污染源不可能污染到库内水体，影响水库内水质的主要

因素是地下水的渗透交换。水源地坝体内坡为砼衬砌板，外坡为草皮护坡。坝体四周均有截渗沟和防

护网对其加强保护，截渗沟离坝底角的防护宽度 40 至 60米。根据本次调查，在水库周围卫生防护范

围内没有发现违章建筑和排污口。因此，依据国家《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采用类比经验

方法，考虑本县水库的实际情况，确定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半径 200米范围内水域，半径的

取值范围略小于《规范》中的中型水库范围，一级保护区不涉及陆域，其余水面为二级保护区，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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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陆域保护范围以库区坝体外延至截渗沟，将水库上游 1000 米内引水渠列入二级保护区。具体

划分如下： 

1、利津水库保护区 

水库南北长 3.3Km，东西宽 2.2Km。根据地形，布臵为平行四边形，面积 7.5Km2（包括沉砂用占

地）。水库围坝轴线总长 9.8Km。蓄水深 3.5m，设计库容 2000 万 m3，属中型水库。一级保护区全部

为水域，水域范围为库区取水口水面周围 200米，面积 6.3万平方米；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库区一

级保护区外全部水面，面积 600万平方米；陆域范围是以库区坝体向东至坝体公路内侧，南、西、北

延至截渗沟。 

2、陈北水库保护区 

陈北水厂是为改善我县中北部乡镇用水条件而兴建的一项民生工程，工程位于陈庄镇付窝村北、

陈北水库以南，占地面积 58 亩，设计日供水能力 3 万立方米，同时配套建设净水主管网，工程预算

总投资 6700 万元。规模属于小型水库，一级保护区为库区全水域（呈近似梯形）。二级保护区全部是

陆域，陆域范围为水域库区沿岸至截渗沟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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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与管理措施 

4.1 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护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新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一是由当地政府对于已确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定相应

的保护区管理条例；二是建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供水水质，保障供水安全，确保保护区水域

范围内的用水安全；三是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宣传力度，使全体市民充分认识保护水源地的重要作用，

增强水源地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四是建章立制，设臵水源地明显的保护标志，在水源保护区内限

制人类活动；五是加大饮用水水质环境监测，对达不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厂，坚决关停

改造。建立备用水源；六是对于已确定的饮用水水源地，应制定水源地保护应急预案，完善水源地保

护应急机制；七是提倡节约用水，树立节水就是减污的观点，努力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的建设；八是

对地上水库的引水水渠两岸一定范围内，严禁从事工农业生产。对地下水源准保护区内，可进行地下

浅水补给试验，严禁从事有污染的工业生产。九是以行政区为单位，选择应急饮用水水源地，并加以

保护。 

4.2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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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规划有效实施，应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监督管理自身能力建设、环境监控信息系统建设三个方面。 

4.2.1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在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边界设立生物和物理隔离的基础上，在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边界设立

界碑、界桩等，让人们明确保护区范围，按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管理规定进行各项生产和生活活动。同

时在水源地流域内居民较集中的村、镇驻地，设立宣传警示牌，在警示牌上标明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

分范围图，写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饮用水源地保护，科学安排

生活和生产活动，举报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行为。 

4.2.2 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工程 

1、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 

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建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环境保护、水利、地质矿产、卫生、建设、水务、

农业、林业、畜牧、土地等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监

督管理体系。 

环保部门按照国家有关饮用水源保护的方针、政策，组织实施饮用水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方案和饮用水源保护规划，负责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工作，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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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饮用水源的违法行为和事故，协调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饮用水源保护工作以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职责；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他饮用水源地的规划管理；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资源的统一管理，优先安排饮用水源保护工程用地和易地发展用地；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合理规划和调度水资源，做好饮用水源地

的水土保持工作，按照《水土保持法》制定饮用水源地流域水土保持规划，加强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实施审查管理，对流域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恢复生态系统，提高土地涵养水源的

能力；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和无害化处理的管理工

作； 

水务部门负责饮水处理、供水、排污管网、污水处理等管理工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开展流域非点源污染调查，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成因、种类、危害和预防

方法以及国家《农药安全规定》等内容向流域内群众宣传，提高群众环保意识、责任感和加快农业结

构调整的紧迫感。加大无污染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举办无污染农业技术培训班，推广无公害农产品

技术、秸杆综合利用技术、废弃物沼气处理技术，科学施肥，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并加大农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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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力度，重点对国家规定的高毒、高残留农药、生长调节剂、激素类药物进行市场执法检查，减少对

饮用水源地产生影响。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涵养林等植被的保护和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要加大饮用水水源地流域内植树造林力度，增加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加强对生态

林地封育保护，提高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 

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流域内畜禽养殖管理，推广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模式，推行标准化生

产，引导畜牧业走持续发展之路。教育和引导养殖场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推广建立沉淀池或沼气池等

实用粪便处理技术，提高畜牧业污染处理效果和水平。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卫生质量的监督、监测工作； 

公安、农业、药品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剧毒、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

使用、储存的安全管理； 

计划、经济、财政、工商、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根据饮用水源保护的要求，

调整产业结构和项目规划布局，安排饮用水源保护资金和落实各项政策。 

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部门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保证整个监督管理

体系高效运行，确保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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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科技能力建设，研究推广先进科研成果 

围绕饮用水源地保护的重点领域，注重技术培训，加快人才培养，建立掌握法律政策、懂技术、

会管理的监督管理队伍；围绕水环境自净能力、环境容量、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产业联接等需要，

加强水源地保护的先进科研成果研究，以科技促进流域内生态环境的保护。 

3、建立监督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 

为保护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进行动员部署，亲自确定工作重点，亲

自进行督促检查。在综合整治过程中，将实施动态管理，全程监督。把具体的目标任务列为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促进水源地保护工作扎实开展。 

4.2.3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控信息系统建设工程 

饮用水水源地监控信息系统，包括饮用水水源地数据库建设、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建设、数据管

理系统建设及监控管理中心建设。饮用水水源地数据库建设，应整合环保、水利、卫生防疫、水务等

数据信息，完善数据信息库，建立可供追溯和预测分析饮用水源地安全状况的信息平台，成为全县饮

用水源地保护决策支持系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作为环境敏感区关系及群众生活健康，是国家要求加

强自动监控的内容之一，加强数据共享，拓展数据的适用范围，更深层次地挖掘数据资源的应用，让

自动监控数据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公众发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情况，使公众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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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实现环境管理的创新，提高环境管理的效能，以服务于全县饮用水

源地环境保护大局。 

4.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综合管理内容 

（1）水源地管理体制建设，其中包括建立健全水务统一管理体制和健全完善的管理网络体系。 

（2）建立切实可行的保护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的制度和措施；编制科学的城市饮用水源安全建设

方案；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的抑制和调控城市生活用水需求的机制，加强对

生活用水的需求管理；建立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和制度的建设以及建设水源

地监控和预警系统，加强对水源地的监督能力。 

（3）建立水源地保护区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定期发布水质公报，实施保护区外污染物总量的控

制以及制定相应的安全应急预案等等。 

（4）建立健全水源地保护管理法规体系，根据《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河道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立足当地实际，东营市已颁布了《引黄供水管理办法》、《东营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重要

水源地保护管理办法，标志着水源地保护已步入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阶段。今后应加大工作力度，

对其它中小型水源地根据各自特点，制定相应保护办法，依法保护水资源。 

（5）建立饮用水源污染事故应急机制,制订应急处臵预案,并严格按预案要求建立应急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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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增强饮用水源保护执法监测等快速反应能力。每个自来水厂取水口所在乡镇（村）要设臵水质

专（兼）职观察员，密切注意饮用水源水质变化情况。发现水质异常，立即报告当地饮用水源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将有关情况按职责通报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并根

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体系。 

附件：1、利津县湖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情况表 

  2、利津县湖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位臵图 

3、利津县湖库型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面积图 

4、东营市饮用水源保护区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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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利津县湖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情况表 

县区 水库名 库容（万 m
3
） 序号 现状水质 

一级保护区范围

(水域)  

二级保护区范围(水域)  陆域保护区范围 功能可达 性简析 

东营 利津水库 2000 1 Ⅲ 

水源取水口周围

200 米 

一级保护区外全部水域 

库区坝体向四周外延至截渗沟（含

沉砂池） 

可达 

东营 陈北水库 980 2 Ⅲ 

正常水位线以下

全部水面 

/ 

库区坝体向四周外延至截渗沟（含

沉砂池）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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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利津县湖库型饮用水源保护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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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东营市湖库型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示意图 

3-1 利津水库一、二级保护区面积图 

 
3-2 陈北水库一级保护区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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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利津县饮用水源保护区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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