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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项目背景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是上海市城市供水水源之一，是形成“两江并举、多源互

补”总体原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位于开放式、流动

性、多功能水域，受上游来水污染、本地污染排放和通航等因素的影响，存在

原水水质不稳定和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能力薄弱等问题。同时西南五区各区

分散独立的取水口、“一区一点”的原水供应模式，也增加了水质污染风险发

生概率，难以实施统一调度与互相支援，更为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管理增加了难

度。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的《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沪府[2013]97 号）,

为提高黄浦江上游原水供应安全保障程度，明确近期实施两项工程，即建设黄浦

江上游连通管工程和在太浦河北岸金泽湖荡地区建设小型生态调蓄水库，形成

“一线、二点、三站”的黄浦江上游原水连通管工程布局。通过连通管将黄浦

江上游五区分散取水口连通，通过连通管主线向各区分配原水，将各地就地取

水口转为备用，以合理归并分散取水口，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管理，进一步

加强对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提高黄浦江上游地区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和应对突发水污染事故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和松江区，工程起点为太浦

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终点为闵奉分水点与闵奉支线衔接。工程供水规模 351

万 m3/d，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DN3600~4000 的单管原水管线 41.8km（DN4000

原水管 18.2km，DN3800 原水管 15.9km，DN3600 原水管 7.7km），新建松江中

途泵站一座（设计规模 240 万 m3/d），新建青浦分水点、松江分水点（在松江

中途泵站内）、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与本工程相关的各分水点至各区的原

水支线工程、松浦原水厂改造工程、闵奉原水支线工程以及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

泵站均不属本工程建设内容，不在本报告编制范围内，另行立项建设。工程总投

资估算为 438895.48 万元。本工程地理位置见附图 1，区域位置见附图 2。 

本工程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其中青浦分水点占地面积

0.4hm2（全部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江中途泵站占地面积

为 4.71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42hm2，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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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hm2），金山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42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 0.37hm2，二级保护区 0.05hm2），闵奉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5hm2（全部位于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本工程原水管长 41.8km，其中穿越黄浦江

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约 5.31km（太浦河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1.5km，斜塘取

水口一级保护区 0.88km，金山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2.06km，松浦大桥取水口一级

保护区 0.87km），穿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约 36.49km。因此，工

程建设需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严格按照《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要求

进行工程建设，禁止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水源保护区内，使黄浦江水

质不因本工程建设而降低水质类别。 

1.2 项目前期进展情况 

上海市水务局于 2013 年 9 月向市政府正式上报了《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

（沪水务[2013]893 号），规划主要包括 2 部分工程内容，即建设黄浦江上游连通

管工程和在太浦河北岸金泽湖荡地区建设小型生态调蓄水库。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10 月 12 日以沪府[2013]97 号对该规划作出批复（见附件 2）。 

2013 年 10 月 22 日，市水务局召开了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相关工程推进会议，

要求按照《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和市政府批复，以及规划近期实施意见相关

内容，尽快实施近期工程。会议明确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以城投总公司为

建设主体，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全面推进项目开展。 

2014 年 2 月，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黄

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项目建议书》。2014 年 6 月，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以沪发改投资[2014]109 号对该项目建议书作出批复（见附件 3）。 

2014 年 7 月，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黄

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3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过程 

（1）环评报告编制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凡新建、改建、扩建对环境有影响的

工程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阐明项目所在

地环境质量现状及工程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境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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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上海市环保局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结合工程特点，本工程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为此，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我院”）

开展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评委托书见附件 1）。 

我院接受委托后，立即成立了项目课题组，组织技术人员对工程区域进行

了实地查勘和相关资料收集，并委托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勘测

设计研究院工程检测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开展了工程区域的环境现状监测

和生态环境调查工作。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

技术规范等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在得出初步评价结论后，

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在工程区域及影响区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并在充分听取

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对评价结论和相关环保措施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14 年

8 月编制完成《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送上海市环

境保护局。 

（2）公众参与工作过程 

根据《关于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

见》（2014 年版，征求意见稿）等有关规定，开展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的时间节点

及工作内容如下：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进行了一次网络公示。 

在完成报告书初稿的基础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在上

海环境热线进行了二次网络公示，分别于 6 月 9 日在金山报、6 月 10 日在松江

报和青浦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并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在工程现场及附近的青浦区

练塘镇叶港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泖

新村（原古松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

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

龚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

四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委会、松江区叶榭

镇堰泾村委会等村委会布告栏进行了第二次现场公示，同时提供第二次公示信息

公开（可公开文本）供公众查阅。 

二次公示有效期满后，我院张鑫等同志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7 月 25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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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期间，对工程区周边的村镇居民进行了两次

个人问卷调查，对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

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原古松村）委会、练塘敬老院、松江区石湖荡镇

新姚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委会、松江

区泖港镇范家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龚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委会、松

江区泖港镇新建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委会、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委会、松江区林业站、青浦区林

业站、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松江自来水公司、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和

松浦大桥原水厂等工程可能影响的村委会和企业进行了团体问卷调查。并同时提

供第二次公示信息公开（可公开文本）供公众查阅，供受调查单位或个人查阅。 

1.4 建设项目特点及关注的环境问题 

本工程为城市供水项目，不属于工业污染型项目，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施工期及运行期产生的环境影响以非污染生态类影响为主，评价关注的

主要环境问题为项目建设对水、声、气和生态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 

1.5 报告书主要结论 

1.5.1 与规划的相符性 

本工程为城市供水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

中的鼓励类项目，其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本工程建成可将青浦、金山、

松江、奉贤、闵行等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金泽水库取水，解决黄浦江上游取水口

实施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封闭管理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西南五区的水源安

全保障能力，符合《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和《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的要求。

本工程属于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建设项目，工程建设不增设排污口，通

过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程建设符合《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09.12）的相关规定。此外，本工程管线敷设采用顶管施工方法，设在现有

河道河底高程以下，不占用河道和湿地，也不穿越现有航道的内河码头和规划的

内河港区，工程建设与《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

(2006-2015)》、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和《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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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主要评价结论 

本工程属市政输水管线工程，工程建设能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

护，提升区域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工程所造成的不利

环境影响主要在施工期，但这些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可逆的，可通过一定措

施予以减免，不存在影响工程实施的制约因素。 

建设单位必须认真落实本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加强工程管

理，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环保角度出发，

项目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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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则 

2.1 评价目的 

通过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期达到以下目的： 

（1）对工程沿线环境现状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工程地区环境质量现状及目

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了解工程区域内的环境敏感目标； 

（2）通过工程分析确定本工程建设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污染因子，进而对本

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评价； 

（3）针对本工程可能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控制方案、生态环境减缓和恢复补偿对策，将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减小到最

低限度； 

（4）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了解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意见、建议，使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更加公开、公正，有效减免工程建设可能带来的环保投诉和纠纷； 

（5）对工程建设的环境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给出评价结论，并提出工程

环境监测、管理的要求和建议，以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以及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为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监

理和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2.2 编制依据 

2.2.1 法律法规 

2.2.1.1 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正案），2004.8；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8；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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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1；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1994.10；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1998.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08.10；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号)，200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2；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国家林业局，2001.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2004.6； 

《关于进一步推进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5 号文）；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局保护司，2010.12；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1998.4；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2001.8。 

2.2.1.2 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2005.10；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2004.5；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2007.10；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01.7； 

《关于加强本市环境保护和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1999.9； 

《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3 号，2004.5； 

《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修正）》，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0 号，2010.11； 

《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沪环保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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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号，2011.4；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8 号修正，

2010.11；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2013.10； 

《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沪环保评〔2012〕299 号； 

《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0.3； 

《上海市绿化条例》，2007.5；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2006 年修正），2006.6；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正），2010.9； 

《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1989.12； 

《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沪环保评

[2010]38 号）；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令第 32 号，2013.3； 

《关于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4 年版，征求意见稿），2013.12；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的通

知》，沪府发〔2012〕27 号；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

指南（试行）实施要点>的通知》，沪环保评〔2013〕528 号，2013.12； 

《青草沙、黄浦江上游、陈行和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划分说明》，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2010.3；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有关工作的通知》，沪环保〔2012〕309 号，2012.8；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固体废物章节编制

技术要求的通知》，沪环保评〔2012〕462 号； 

《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沪府办〔2014〕3 号；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海事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供水企业备用取水口管理办法》

的通知，沪水务[2013]12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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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的若干意见》，沪环保评[2013]147 号）。 

2.2.2 规程规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0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0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HJ/T2.3-9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试行规范》；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二册和第三册），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16453.6-1996；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T50433-2008。 

2.2.3 相关规划、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2013.2； 

《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2003.11；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2013.10； 

《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2006-2015)》。 

2.2.4 相关功能区划 

《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沪环保防〔2011〕251 号，2011.7； 

《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沪环保防〔2011〕250

号，2011.7； 

《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2011 年修订）》，沪环保防〔2012〕37 号，

2012.3。 

2.2.5 工程技术文件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项目建议书》，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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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2014.7。 

2.2.6 环评委托书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任务委托书》，上海城投原

水有限公司，2014.2。 

2.3 评价因子与评价标准 

2.3.1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筛选须能够反映环境影响的主要特征、区域环境的基本状况及建设

项目特点和排污特征，因此，本次评价根据上述评价因子筛选原则筛选出各环境

要素评价因子，详见表 2.3-1。 

表 2.3-1   环境影响评价因子一览表 
序号 评价要素 评价因子 

1 环境空气 现状评价因子 NO2、SO2、PM10、TSP、PM2.5 

2 地表水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水温、pH 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总砷、铬(六价)、总氰化物、挥

发酚、石油类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 13 项指标 
预测评价因子 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 

3 地下水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挥

发性酚类、铬（六价）、砷、汞、铅、镉、锌、铁、

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水位 
预测评价因子 水位、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水量 

4 声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昼、夜等效声级 Leq（A） 
预测评价因子 昼、夜等效声级 Leq（A） 

5 土壤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pH、砷、汞、镉、铅、铜、镍、铬和锌共 9 项指标

6 水生生态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浮游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和鱼类

的种类组成、密度、优势度、丰富度、多样性和均

匀度 

7 陆生生态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野生动植物区系组成及特点、资源状况、生态类群

及分布、土地利用现状 

8 社会环境 
现状评价因子 区域社会经济 
预测评价因子 区域社会经济 

2.3.2 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1）地表水环境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见图 2.3-1），本工程所处

区域水质控制标准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地表水环

境评价标准及主要指标值详见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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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 

序号 
标准值          分类 

项目 
 Ⅰ类 Ⅱ类 III 类 Ⅳ类 Ⅴ类

1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水温变化应限制在：周平均最

大温升≤1，周平均最大温降≤2 
2 pH 值（无量纲）  6～9 

3 溶解氧 ≥ 
饱和率

90% 
6 5 3 2 

4 化学需氧量（COD） ≤ 15 15 20 30 40 
5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 3 3 4 6 10 
6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7 总磷（以 P 计） ≤ 0.02 0.1 0.2 0.3 0.4 
8 砷 ≤ 0.05 0.05 0.05 0.1 0.1 
9 铬（六价） ≤ 0.01 0.05 0.05 0.05 0.1 

10 氰化物 ≤ 0.005 0.05 0.2 0.2 0.2 
11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12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0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 0.2 0.2 0.2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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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图 

（2）地下水 

本工程区域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详见表 2.3-3。 

表 2.3-3   地下水质量标准    单位：mg/L 

序号 
       类 别 

项 目 
Ⅰ类 Ⅱ类 III 类 Ⅳ类 Ⅴ类 

1 pH 6.5～8.5 5.5～6.5,8.5～9 ＜5.5,＞9 
2 高锰酸盐指数 ≤1.0 ≤2.0 ≤3.0 ≤10 >10 
3 氨氮 ≤0.02 ≤0.02 ≤0.2 ≤0.5 >0.5 
4 总硬度 ≤150 ≤300 ≤450 ≤550 >550 
5 硝酸盐 ≤2.0 ≤5.0 ≤20 ≤30 >30 
6 亚硝酸盐 ≤0.001 ≤0.01 ≤0.02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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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项 目 
Ⅰ类 Ⅱ类 III 类 Ⅳ类 Ⅴ类 

7 挥发性酚类 ≤0.001 ≤0.001 ≤0.002 ≤0.01 >0.01 
8 铁 ≤0.1 ≤0.2 ≤0.3 ≤1.5 >1.5 
9 铅 ≤0.005 ≤0.01 ≤0.05 ≤0.1 >0.1 

10 镉 ≤0.0001 ≤0.001 ≤0.01 ≤0.01 >0.01 
11 六价铬 ≤0.005 ≤0.01 ≤0.05 ≤0.1 >0.1 
12 汞 ≤0.00005 ≤0.0005 ≤0.001 ≤0.001 >0.001 
13 砷 ≤0.005 ≤0.01 ≤0.05 ≤0.05 >0.05 
14 硫酸盐 ≤50 ≤150 ≤250 ≤350 >350 
15 氯化物 ≤50 ≤150 ≤250 ≤350 >350 
16 锌 ≤0.05 ≤0.5 ≤1.0 ≤5.0 >5.0 

（3）环境空气 

根据《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见图 2.3-2）和《关

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通知》，工程区域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和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评价标准及主要指标

值详见表 2.3-4。 

表 2.3-4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一级 二级 单位 

1 NO2 
年平均 0.04 0.04 

mg/m3 24 小时平均 0.08 0.08 
1 小时平均 0.20 0.20 

2 SO2 
年平均 0.02 0.06 

mg/m3 24 小时平均 0.05 0.15 
1 小时平均 0.15 0.50 

3 PM10 

年平均 0.04 0.07 

mg/m3 24 小时平均 0.05 0.15 

1 小时平均 -- -- 

4 TSP 
年平均 0.08 0.20 

mg/m3 24 小时平均 0.12 0.30 
1 小时平均 -- -- 

5 PM2.5 
年平均 0.015 0.035 

mg/m3 24 小时平均 0.035 0.075 
1 小时平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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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图 

（4）声环境 

工程穿越上海市青浦区和松江区。根据《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2011

年修订版）》，工程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3 类和 4a

类。声环境评价标准及主要指标值详见表 2.3-5。 

表 2.3-5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单位：等效声级 Leq[dB(A)] 

类别 功  能 昼间 夜间 
0 康复疗养区 50 40 
1 居住、医疗、文教、科研、行政办公区 55 45 
2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 60 50 
3 工业、物流仓储区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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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功  能 昼间 夜间 
4a 交通干道、内河航道两侧 70 55 
4b 铁路干线两侧 70 60 

 
图 2.3-3   青浦区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示意图   

 

图 2.3-4   松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示意图 

（4）土壤 

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详见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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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kg 

项  目 
土壤 pH 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自然背景 ＜6.5 6.5～7.5 ＞7.5 ＞6.5 

镉  ≤ 0.20 0.30 0.30 0.60 1.0 
汞  ≤ 0.15 0.30 0.50 1.0 1.5 

砷 
水田≤ 15 30 25 20 30 
旱地≤ 15 40 30 25 40 

铜 
农田等≤ 35 50 100 100 400 
果园≤ -- 150 200 200 400 

铅   ≤ 35 250 300 350 500 

铬 
水田≤ 90 250 300 350 400 
旱地≤ 90 150 200 250 300 

锌    ≤ 100 200 250 300 500 
镍    ≤ 40 40 50 60 200 

2.3.3 污染物排放标准 

（1）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排水，准水源保护区

属上海市特殊保护水域，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特殊保护

水域标准。施工期回用的污废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水标准，余水处理达到上海市《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应排入黄浦江上游

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见表 2.3-7~2.3-8。 

表 2.3-7   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   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 特殊保护水域标准 
1 pH（无量纲） 6~8.5 
2 悬浮物 50 
3 化学需氧量 6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15 
5 氨氮 8 
6 石油类 3 

表2.3-8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  单位：mg/L 

名 称 主 要 指 标 标 准 值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车辆冲洗） 

pH 6～9 
色度 30 
嗅 无不快感 
浊度 ≤5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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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主 要 指 标 标 准 值 
溶解性固体 ≤1000mg/L 

BOD5 ≤10mg/L 
NH3-N ≤10mg/L 

DO ≥1 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mg/L 

总余氯 接触 30min≥1mg/L 
总大肠菌群 3 个/L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

水质（建筑施工） 

pH 6～9 
色度 30 
嗅 无不快感 
浊度 ≤20NTU 

溶解性固体 — 
BOD5 ≤15mg/L 
NH3-N ≤20mg/L 

DO ≥1.0mg/L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0mg/L 

总余氯 接触 30min≥1mg/L 
总大肠菌群 3 个/L 

（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①工程施工期 

施工期扬尘、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见表 2.3-9。 

表 2.3-9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项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监控点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浓度 0.4 0.12 1.0 

②工程运行期 

松 江 中 途 泵 站 厨 房 的 油 烟 废 气 执 行 《 饮 食 业 油 烟 排 放 标 准 》

（GB18483-2001）。 

表 2.3-10  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L）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7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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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排放标准 

①工程施工期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GB12523-2011），主要排放标准

限值详见表 2.3-11。 

表 2.3-11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LeqdB(A) 
昼间 夜间 

70 55 

②工程运行期 

松江中途泵站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 类功能区排放限值，详见表 2.3-12。 

表 2.3-1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Leq）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0 50 40 
1 55 45 
2 60 50 
3 65 55 
4 70 55 

2.4 评价工作等级、评价范围 

2.4.1 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 2.3-93，HJ 610-2011，HJ 2.2-2008，

HJ2.4-2009，HJ 19-2011，HJ/T169-2004）对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以及本工程

特点和周围环境特征，确定各要素评价工作等级如下： 

表 2.4-1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专题 划分依据 评价等级 

地表水环境 

本工程为自来水供应业，工程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施工期，施工期污废水量＜1000m3/d；污废水中污染物种

类较少、成分较简单，仅为 pH、SS 和石油类，需关注的水

质参数数目＜7，水质复杂程度为中等；水域规模为中；工

程区域水质功能区类别为Ⅱ类，评价等级为三级。 

三级 

地下水环境 

本工程为自来水供应业，属非污染型项目，施工期工程开挖

可能引起区域地下水水位的变化，同时施工期生活污水和生

产废水以及运行期生活污水事故性渗漏可能造成地下水水

质污染，因此本工程属于 III 类建设项目。①工程场地的包

气带岩土层厚度部分地区＞1m，部分地区在 0.5~1m 之间，

包气带岩性以粉质粘土为主，垂向饱和渗透系数 10-7cm/s＜K
＜10-4 cm/s，包气带防污性能为弱-中；工程区域地下水与地

二级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9 

专题 划分依据 评价等级 
表水联系密切，含水层易污染特征为易；工程区域位于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敏感；施工期污水排放量≤1000m3/d，污水排放强度为小；

施工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pH、SS、COD 和石油类，污水水

质复杂程度为中等；因此按Ⅰ类建设项目划分，评价等级为

一级。②本工程除在施工期有少量工程降水外，在施工期、

运行期无地下水供水、排水（或注水），地下水供水、排水

（或注水）规模为小；工程降水量小，含水层渗透系数小，

施工期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范围小于 0.5km，地下水水位变

化区域范围分级为小；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敏感；工程建设

不会产生环境水文地质问题；按Ⅱ类建设项目划分，评价等

级为一级。③根据工程特点和潜在地下水污染源的产排污特

征，工程潜在地下水污染源主要为事故状态下生活污水及生

产废水的渗漏，渗漏量有限，污染物主要为 COD、NH3-N
等常规因子以及石油类物质，污染物浓度不大，毒性较低，

污染源强有限；工程仅在施工期出现短时间的工程降水，降

水量和降水时间均较为有限；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含水层与第

一承压含水层有厚度为 12m 以上的低渗透性粘性土层隔离，

潜水含水层与其下的微承压含水层间也隔有厚度为 7m 以上

的低渗透性的淤泥质粘土灰色粘土，与微承压含水层之间亦

无水力联系，因此工程产生的地下水影响仅局限于潜水含水

层，且该含水层渗透系数及水力坡度均较小，污染物在该含

水层中扩散能力有限，降水产生的地下水为影响范围也较有

限；工程所在区域均不取用地下水，需要实施工程降水的位

置周边也不存在高大的或者重要的建构筑物，故而不存在直

接的地下水环境敏感受体。因此，考虑到工程建设对地下水

影响总体较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 HJ610-2011）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2.1-2011）中 3.5.3“专项评价的工作等级可根据建设项目

所处区域环境敏感程度、工程污染或生态影响特征及其他特

殊要求等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调整的幅度不超过一级。”
的规定，下调一级，因此本工程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

级定为二级。 

环境空气 

工程建设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期施工作业扬尘

及施工机械车辆燃油废气，其影响区域主要为工程施工区及

其周边区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是暂时的、局部的。运行期

本工程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油烟废气，经油烟净

化器处理后不会对周边的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产生污染影响。 
故将本工程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等级定为三级。 

三级 

声环境 

本工程对声环境施工噪声主要来自交通运输、施工开挖以及

辅助设施施工等活动，但上述施工噪声是短期、暂时的，其

影响范围是有限的。运行期噪声源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设备

的噪声。本工程位于声环境功能区划中的 1 类区、3 类区和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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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划分依据 评价等级 
4a 类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对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原则，将本工程声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 

生态环境 

本工程输水管线长 41.8km，工程总占地面积约 0.0603km2，

工程总占地面积小于 2km2，长度小于 50km。工程区域位于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且涉及上海市重点湿地保护

区，属重要生态敏感区域。但工程占地对生态环境影响有限，

工程区域不涉及珍稀濒危物种，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明显变

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HJ19-2011）
要求，本次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 

三级 

环境风险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中

关于环境风险评价等级判定标准的规定，本工程施工期和运

行期无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环境风险评价等级确定为

二级。 

二级 

2.4.2 评价范围和时段 

2.4.2.1 评价范围 

根据本工程评价工作等级、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特点及分布情况，确定本工程

评价范围，详见表 2.4-2。 

表 2.4-2  评价范围一览表 

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 

地表水环境 
太浦河水域（金泽水库输水泵站上游 1km 至太浦河与西泖河相交处）、西泖

河、斜塘、横潦泾、竖潦泾、黄浦江（竖潦泾至松浦大桥下游 1km）以及与

本工程相交支流河道外扩 500m 范围的水域。 
地下水环境 工程管线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以及各分水点外扩 500m 的范围。 

声环境 
工程管线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以及各分水点外扩 200m 范围，及可能受项

目施工基地、临时施工便道等建设影响的声环境敏感目标。 

环境空气 
工程管线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以及各分水点外扩 200m 范围，及可能受项

目施工基地、临时施工便道等建设影响的空气环境敏感目标。 

生态环境 

陆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工程管线、松江中途泵站以及各分水点外扩 500m
的范围。 
水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太浦河水域（金泽水库输水泵站上游 1km 至太浦

河与西泖河相交处）、西泖河、斜塘、横潦泾、竖潦泾、黄浦江（竖潦泾至

松浦大桥下游 1km）以及与本工程相交支流河道外扩 500m 范围的水域。 

环境风险 
太浦河水域（金泽水库输水泵站上游 1km 至太浦河与西泖河相交处）、西泖

河、斜塘、横潦泾、竖潦泾、黄浦江（竖潦泾至松浦大桥下游 1km）以及与

本工程相交支流河道外扩 500m 范围的水域。 

2.4.2.2 评价时段 

根据工程特点，分施工期和运行期两个时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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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环境保护目标和环境敏感目标 

2.5.1 环境保护目标 
（1）地表水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工程实施段水质控制标

准为 II 类，应加强水环境保护，使与本工程有关的地表水水质类别不因本工程

建设而明显下降，满足水功能区水质要求。 

（2）地下水 

加强地下水环境保护，使与本工程有关的地下水水质类别不因本工程建设而

明显下降。 

（3）生态环境 

保护工程所在区域生态环境，控制工程建设对当地生物资源的破坏；保持区

域生境稳定，生物群落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4）环境空气 

控制本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并对空气污染源进行一定的治

理，使本工程工区及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不因为本工程建设而明显下降，满足工程

区域对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和二级标准。 

（5）声环境 

对本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噪声污染源进行一定的治理，使施工期间工区场界施

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的有关规定。

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区排放限值。 

2.5.2 环境敏感目标 

（1）地表水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关于发布上海市黄浦江上游、青草沙、陈行和东风西沙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范围的通知》，本工程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其中青浦分水

点占地面积 0.4hm2（全部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江中途泵

站占地面积为 4.71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42hm2，二级

保护区 4.29hm2），金山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42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 0.37hm2，二级保护区 0.05hm2），闵奉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5hm2（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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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本工程原水管长 41.8km，其中穿越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约 5.31km（太浦河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1.5km，

斜塘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0.88km，金山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2.06km，松浦大桥取水

口一级保护区 0.87km），穿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约 36.49km。工

程区域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标准，故将评价

范围内的黄浦江上游饮水源保护区水域列为本工程的水环境敏感目标。 

本工程沿线主要有太浦河原水厂取水口、斜塘取水口、金山取水口、松浦大

桥取水口、泖港河东水厂取水口以及石湖荡水厂取水口，故将太浦河原水厂取水

口、斜塘取水口、金山取水口、松浦大桥取水口、泖港河东水厂取水口、石湖荡

水厂取水口作为本工程地表水环境敏感目标。随着松江全面实现供水集约化，自

2006 年开始，佘山、洞泾、石湖荡、叶榭等区域 14 座镇级水厂都陆续关闭，目

前，供水企业均由松江区区属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原有镇属企业设施、技术、

管理、服务落后的局面得以扭转。据了解，泖港河东水厂取水口、石湖荡水厂取

水口目前已经关闭停止取水，今后也不作为备用取水口使用。本工程地表水环境

敏感目标详见表 2.5-1。 

（2）地下水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调查，本工程沿线无国家或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

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热水、矿泉水、温泉等），也无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以外的分布区等地下水环境敏感目标。 

（3）空气、声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调查，本工程评价范围内大气、声环境敏感目标为工程管线工作井、松

江中途泵站以及各分水点周边 200m 范围内的居民住宅。工程沿线声环境敏感目

标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环境敏感目标的环境空气

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本工程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详见表 2.5-1。 

（4）生态敏感目标 

根据调查，本工程涉及大蒸塘-园泄泾、太浦河、大泖港-胥浦塘等上海市重

点湿地，故将上述湿地所在河流局部水域列为本工程生态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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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本工程环境保护目标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所属行政村 与本工程相对关系 
200m 评价范

围内的户数
保护目标级别 保护阶段 

1 高家港 
青浦区练塘

镇叶港村 

5#顶管井东南侧及南侧,距离施

工场地最近约 129m；6#顶管井

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45m；7#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

场地最近约 175m 

36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 叶厍村 
青浦区练塘

镇东田村 
9#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45m 
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3 练塘敬老院 
14#顶管井西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90m 
受影响人数

约 150 人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4 泖新村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1#顶管井西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25m 
17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5 汤家栅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1#顶管井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26m 
23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6 杨思泾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1#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60m；32#顶管井西南侧，

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40m 
3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7 旺四泾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2#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00m 
1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8 新姚村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3#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03m；位于松江中途泵

站东南侧及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41m 

49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运行

期声环境敏感目

标 

9 姚家村 
松江区石湖

荡镇泖新村

33#顶管井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70m；位于松江中途泵站

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55m；

39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运行

期声环境敏感目

标 

10 北新村 
松江区石湖

荡镇新姚村

37#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90m；38#顶管井西侧，距

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115m 
8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1 夏圩 
松江区石湖

荡镇东夏村

41#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78m；42#顶管井西侧，

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128m 
42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2 黄泥泾 
松江区泖港

镇徐厍村 
44#顶管井西侧及西南侧，距离施

工场地最近约 65m 
2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3 东湾巷 
松江区泖港

镇范家村 
48#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10m 
8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4 北野圩 
松江区泖港

镇范家村 
49#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60m；50#顶管井南侧，
2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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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30m 

15 张家厍 
松江区泖港

镇范家村 
51#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45m 
11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6 三家村 
松江区泖港

镇新龚村 
52#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32m 
12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7 顾家棣 
松江区泖港

镇泖港村 
51#顶管井西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68m 
7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8 陈家棣 
松江区泖港

镇泖港村 
51#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07m 
6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19 石河泾 
松江区泖港

镇新建村 
56#顶管井东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42m 
12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0 庄行浜 
松江区泖港

镇新建村 
57#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80m 
1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1 渔家村 
松江区泖港

镇新建村 
58#顶管井西北及南侧，距离施工

场地最近约 30m 
2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2 塘口 
松江区泖港

镇新建村 
59#顶管井西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33m 
1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3 沈家棣 
松江区叶榭

镇四村村 

49#顶管井东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50m；64#顶管井南侧及西

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5m
26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4 黄家棣 
松江区叶榭

镇四村村 

64#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54m；65#顶管井西南侧，

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166m 
12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5 东斜泾 
松江区叶榭

镇徐姚村 

66#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78m；67#顶管井西侧，距

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45m 
2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6 北星 
松江区叶榭

镇徐姚村 

67#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70m；68#顶管井西南侧，

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85m 
26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7 顾家角 
松江区叶榭

镇徐姚村 
68#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30m 
3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8 孙家宅 
松江区叶榭

镇团结村 
72#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40m 
4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29 孙家浜 
松江区叶榭

镇团结村 
73#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86m 
1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30 陈家棣 
松江区叶榭

镇团结村 
74#顶管井东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145m 
3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31 宋家棣 
松江区叶榭

镇堰泾村 
75#顶管井东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60m 
8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32 川堂房 
松江区叶榭

镇堰泾村 

77#顶管井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54m；位于奉贤分水点南侧，

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54m 
30 

声环境 1 类标准，

大气环境二级标准 
施工期大气、声环

境敏感目标 

33 太浦河取水 青浦区 位于青浦分水点北侧，距离施工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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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场地最近约 160m 感目标 

34 

石湖荡水厂

取水口 
（目前已停

运） 

松江区 
34#顶管井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20m；位于松江分水点东

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8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35 斜塘取水口 松江区 
34#顶管井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80m；位于松江分水点东

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近约 18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36 

泖港河东水

厂取水口 
（目前已停

运） 

松江区 
56#顶管井西南侧，距离施工场地

最近约 25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37 金山取水口 松江区 

62#顶管井北侧，距离施工场地最

近约 12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位于金山分水点北侧，距离施工

场地最近约 17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38 
松浦大桥取

水口 
松江区 

位于闵奉分水点西北侧，距离施

工场地最近约 270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39 

黄浦江上游

饮用水源保

护区局部水

域 

青浦区、松江

区 

本工程原水管长 41.8km，其中穿

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约 5.31km（太浦河取水口一

级保护区 1.5km，斜塘取水口一

级保护区 0.88km，金山取水口一

级保护区 2.06km，松浦大桥取水

口一级保护区 0.87km），穿越黄

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约 36.49km 

— 地表水Ⅱ类标准 
施工期水环境敏

感目标 

40 

大蒸塘-园
泄泾、太浦

河、大泖港-
胥浦塘等上

海市重点湿

地所在河流

局部水域 

青浦区、松江

区 
本工程穿越太浦河、园泄泾、大

泖港等局部水域 
— 地表水Ⅱ类标准 生态敏感目标

2.6 评价工作重点 

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征，确定环评工作重点： 

（1）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保护措施； 

（2）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控制措施； 

（3）环境风险评价； 

（4）公众参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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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评价工作程序 

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2.7-1。 

 

图 2.7-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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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概况 

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 

建设单位：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地点：青浦区和松江区 

项目投资：438895.4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14.76 万元。 

3.2 建设的必要性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的建设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是实现并完善上海市“两江并举、多源互补”供水水源地规划格局的

重要举措 

按照“两江并举、多源互补”的总体思路，上海的供水水源地规划基本格局

为：在黄浦江上游和长江口建设水量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易于集中保护、安全稳

定可靠的供水水源地，实现水源就近供水、经济合理的系统格局。 

上海市政府于 2013 年 10 月批准的《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站在水源地百

年大计的高度，上海的供水水源必须坚持“两江并举、多源互补”的发展战略，围

绕量足质优、安全可靠的规划目标，不断完善长江口青草沙、陈行、东风西沙和

黄浦江上游四大水源地及原水系统总体布局，为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保障。目前，青草沙水源地、陈行均已投入运行，东风西沙正处于建设中。而现

有的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存在突发性污染事故风险大、水源水质总体不理想、安全

保障性不高等问题，有必要抓紧实施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建设。本工程是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一线、二点、三站”黄浦江上

游原水供应格局中的“一线”和“一站”，将太浦河金泽常用主导取水点和松浦

大桥热备用取水点“两点”水源联络起来，是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系统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是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统一指导下对黄浦江上游

五区的原水系统的的优化，符合相关原水规划及政策，对黄浦江上游水资源配置

的整合，是实现并完善上海市“两江并举、多源互补”供水水源地规划格局的重

要举措，也是推进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其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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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的需要 

区域供水安全关系着民生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目前区域供水水源地分散分

布在黄浦江上游，供水安全保障能力不强。建设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后，

将形成“一线、两点、三站”的黄浦江上游原水供应格局，将太浦河金泽水库和

黄浦江松浦原水厂两点水源地通过连通管道进行互联互通，在任一水源发生水质

污染或连通管道断管的事故条件下，均可通过另一水源的供应，大大提升五区原

水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的安全保障能力。因此，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中的

金泽水库和连通管工程是惠及范围广的民生工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3）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的需要 

黄浦江上游为开敞式、流动性、多功能水域，水质易受上游来水、沿线污染

源以及航道内移动污染源影响，水质改善及保护的难度也大。各区分散独立的取

水口、“一区一点”的原水供应模式，增加了水质污染风险发生机率，很难实施

统一调度与互相支援，更为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增加了难度。本工程的实施，可

归并黄浦江上游五区分散取水口，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进一步加强对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明显提高黄浦江上游地区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和应

对突发水污染事故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因此本工程的实施是十分重要且迫

切的，刻不容缓。 

（4）可进一步提升上海市原水供应的安全性 

青草沙系统建成通水后，松浦泵站和输水渠道将作为备用，闵奉支线原水工

程利用松浦泵站及松浦至曹行段输水渠道实现松浦原水厂对青草沙系统 440 万

m3/d 规模的热备用，增加中心城区供水的安全性，但此时闵行和奉贤区需通过

就地取水解决原水供应。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的建设，使得松浦原水厂除

了担负应急反向供应五区事故水量功能的同时，还将保留热备用青草沙系统的功

能。由于闵行、奉贤两区的原水可由金泽水库供应，故松浦原水厂按照 440 万

m3/d 的规模备用青草沙系统的同时，可不影响闵行、奉贤两个区的正常原水供

应，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市原水供应的安全性。 

（5）可提前发挥工程效益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由金泽水库工程和本连通管工程两大主体工程

组成，如两大工程能同步推进、同步实施，则可以更好地发挥整体效益。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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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看，连通管工程建设条件好于金泽水库工程，实施进度也快于金泽水库工程。

本工程建成并具备通水条件时，可提前实现五区取水口与松浦原水厂之间的连

通，一旦发生某区取水口水源污染事故，可由松浦原水厂反向供水，提高安全保

障程度，提前发挥工程效益。 

综上所述，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符合上海市“两江并举、多源互补”

的水源地规划格局，可提高黄浦江上游地区和全市原水供应的安全保障能力，可

改善和稳定区域原水水质，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是惠及民生的重大工

程。而连通管工程作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使先

于金泽水库建成，也可提前实现五区取水口与松浦原水厂之间的连通，发挥工程

效益。因此，连通管工程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应加快实施。 

3.3 黄浦江上游原水系统工程和水厂概况 

黄浦江上游原水系统工程目前在黄浦江上游干流上的取水口有上海市城投

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上水市南公司闵行水厂、金山一水厂和上水奉贤公司

水厂等 4 座；支流上的 2 座取水口分别为隶属于松江原水公司的斜塘取水口和青

浦自来水公司的太浦河取水口。上述 6 座取水口总规模达到 781 万 m3/d。 

（1）松浦原水厂工程 

松浦原水厂工程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于 1987 年 7 月建成，取水口设置于

临江，规模为 230 万 m3/d。二期工程于 1997 年 12 月竣工投产，取水口位于松

浦大桥附近，设计总规模为 500 万 m3/d。目前，松浦原水厂工程处于备用状态。 

（2）闵行水厂原水工程 

闵行水厂原水工程总设计规模为 90 万 m3/d，分别向规模为 60 万 m3/d 的闵

行二水厂和规模为 30 万 m3/d 的源江水厂供应原水。 

（3）青浦太浦河原水工程 

青浦太浦河原水工程取水口位于太浦河北岸、太浦河朱枫公路大桥西侧，现

状设计规模为 50 万 m3/d（土建规模 65 万 m3/d），其中，向青浦二水厂供水规模

为 40 万 m3/d，原水管道为一根 DN1200 长度 14.8km，一根 DN1600 长度 15.5km；

向青浦三水厂一期供水规模为 10 万 m3/d（规划 25 万 m3/d），水厂靠近原水厂，

已敷设 2 根 DN1200 原水管道。 

（4）松江斜塘原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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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斜塘原水工程取水口位于斜塘东北岸、松蒸公路大桥西侧，现状供水规

模为 46 万 m3/d，其中向松江一、二水厂供水规模为 26 万 m3/d，原水管为两根

DN1200 钢管；向小昆山水厂供水规模为 20 万 m3/d，原水管为一根 DN1400 钢

管。 

（5）金山黄浦江原水工程 

金山黄浦江原水工程取水口位于黄浦江上游，距紫石泾河口约 1km 处，现

设计规模 40 万 m3/d，向金山一水厂供水。 

（6）奉贤黄浦江原水工程 

奉贤黄浦江原水工程取水口位于黄浦江上游南竹港附近，现有设计规模 55

万 m3/d，向奉贤一、二、三水厂和星火 4 座水厂供水。 

3.4 工程位置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和松江区。起始点为太浦河

金泽水库出库点（输水泵站），穿越太浦河，沿太浦河南岸至泖河，折向东南，

沿泖河和斜塘西南岸敷设，穿越圆泄泾后沿横潦泾南岸东行，穿越大泖港后沿竖

潦泾东岸向北，而后沿黄浦江南岸敷设至闵奉分水点。本工程管线走向见附图 4。 

本工程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其中青浦分水点占地面积

0.4hm2（全部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江中途泵站占地面积

为 4.71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42hm2，二级保护区

4.29hm2），金山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42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 0.37hm2，二级保护区 0.05hm2），闵奉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5hm2（全部位于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本工程原水管长 41.8km，其中穿越黄浦江

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约 5.31km（太浦河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1.5km，斜塘取

水口一级保护区 0.88km，金山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2.06km，松浦大桥取水口一级

保护区 0.87km），穿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约 36.49km。 

3.5 工程内容及规模 

3.5.1 工程内容 
（ 1 ）新建金泽输水泵站至闵奉分水点的原水管道一根，管径

DN4000~DN3600，总长度41.8km，其中新建DN4000原水管18.2km，新建DN3800

原水管 15.9km，新建 DN3600 原水管 7.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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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松江中途泵站一座，设计规模 240 万 m3/d； 

（3）新建青浦分水点、松江分水点（在松江中途泵站内）、金山分水点、

闵奉分水点。 

表 3.5-1   工程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管径或数量 长度或规模 

1 

原水管道（金泽泵站至闵奉分水点） DN4000~DN3600 41.8km 
（1） 金泽泵站～松江分水点 DN4000 18.2km 
（2） 松江分水点～金山分水点 DN3800 15.9km 
（3） 金山分水点～闵奉分水点 DN3600 7.7km 

2 松江中途泵站 1 座 240 万 m3/d 
3 分水点 4 个 / 

3.5.2 工程规模 

本工程供水规模为 351 万 m3/d。松江中途泵站设计规模 240 万 m3/d。 

3.5.3 工程范围 

本工程范围为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围墙至闵奉分水点，与闵奉原水支线

衔接。此外，与本工程相关的各分水点至各区的原水支线工程、松浦原水厂改造

工程、闵奉原水支线工程以及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均不在本报告编制范围

内，另行立项建设。 

3.5.4 工程目标 
（1）安全保障目标 

当水源地发生水质污染事故时，连通互补，事故水量不低于 70%的设计规模。 

（2）水压目标 

满足连通工程输水远端闵奉原水支线所需的水压要求。 

3.6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概况 

3.6.1 输水管线工程 

3.6.1.1 管线概况 

连通管道起点为金泽水库输水泵站围墙，终点为松浦原水厂南岸的闵奉分水

点，与闵奉原水支线工程相衔接。连通管金泽水库至松江中途泵站管径为

DN4000，长度约 18.2km，松江中途泵站到金山分水点管径为 DN3800，长度

15.9km，金山分水点到闵奉分水点管径为 DN3600，长度 7.7km。 

（1）金泽水库输水泵站至青浦分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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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段原水连通管管径为 DN4000，原水管由金泽泵站接出并穿越太浦河，敷

设于太浦河南岸，向东至青浦分水点。管位距太浦河河道边线约 50m-165m，管

线敷设长度约 8.6km，沿线基本为林地、鱼塘等用地。 

管线敷设沿线需避让墓地、太湖流域工程管理处、敬老院等，并需穿越白鱼

荡、高家港、金田南 3 座水闸及高压走廊、老朱枫公路桥等。 

（2）青浦分水点至松江中途泵站 

该段原水连通管管径为 DN4000，原水管由青浦分水点接出，敷设于太浦河

南岸，于金泖渔村前折向南在泖岛路西侧敷设，后在泖新村南折向东进入松江分

水点和松江中途泵站。管位距太浦河河道边线约 35m-90m，管线敷设长度约

9.6km，沿线基本为林地、农用地等。 

管线敷设沿线需穿越高压走廊、朱枫公路桥、南大港、环桥港、东塘港、青

松港桥水闸；在金泖渔村处，需避让 G60 沪昆高速两侧单位及姚家村宅基地等。 

（3）松江中途泵站至金山分水点 

该段原水连通管管径为 DN3800。原水管由松江分水点接出，沿斜塘西南侧

敷设，然后折向东，敷设于横潦泾南侧，过大泖港后折向北在竖潦泾东侧敷设，

最后折向东沿黄浦江南岸敷设至金山分水点。管位距斜塘、横潦泾、竖潦泾河道

边线分别约 35-70m、35-85m、60-150m，管线敷设长度约 15.9km，沿线基本为

林地、农用地等。 

管线敷设沿线穿越松蒸公路桥、石湖荡、沪杭高速公路桥、六号河、申嘉湖

高速、闵塔公路桥、园泄泾、黄桥港、G1501 绕城高速、规划范家公路桥、沪杭

高速铁路等。 

（4）金山分水点至闵奉分水点 

该段原水连通管管径为 1 根 DN3600。规划原水管由金山分水点接出，敷设

于黄浦江南岸，至闵奉分水点。管位距黄浦江河道边线约 35m-130m，管线敷设

长度约 7.7km，沿线基本为林地、鱼塘、农用地等。 

管线敷设沿线穿越松卫公路桥、紫石泾、南泖泾、G15 沈海高速、松浦大桥、

金山支线、叶榭港后进入闵奉分水点。 

3.6.1.2 输水管道 

（1）管道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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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向供水管道流速：金泽水库输水泵站至青浦分水点管径为 DN4000，流

速 3.54m/s；青浦分水点至松江分水点管径为 DN4000，流速 2.89m/s；松江分水

点至金山分水点管径为 DN3800，流速 2.69m/s；金山分水点至闵奉分水点管径

为 DN3600，流速 2.37m/s。 

②反向供水管道流速：闵奉分水点至金山分水点管径为 DN3600，流速

1.41m/s；金山分水点至松江分水点管径为 DN3800，流速 0.87m/s；松江分水点

至青浦分水点管径为 DN4000，流速 0.45m/s。 

（2）输水管材 

本工程输水规模 351 万 m3/d，为西南五区的原水管，对管道的安全性要求

很高，拟采用钢管。 

（3）管道排气 

为使管道充水和放空时管中大量空气能顺利排出和注入，共设排气 51 处，

口径采用 DN300。 

（4）管道排水 

输水管道低处设置排水阀。排水阀均采用手动蝶阀，口径为 DN600，共计

22 处，均设在顶管井内。 

（5）检修阀 

为检修连通管需设置隔离阀，初步考虑平均每 5km 设置一处检修阀；另外

在泵站和分水点还要设置 5 处检修阀，检修阀采用与连通管同口径的手动蝶阀。 

（6）水锤消除设施 

在松江中途泵站和各分水点流量分配站内设置补压塔。 

（7）管道防腐 

本工程外防腐涂采用熔结环氧粉末涂层，总厚度为 400μm，在制管厂完成。 

内防腐采用水泥砂浆衬里，除锈及衬里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268－2008）的要求。 

3.6.1.3 顶管井 

本工程共 77 座顶管井，其中工作井 43 座，接收井 3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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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本工程顶管井数量及技术参数 

管段名称 工作井数量 接收井数量 类型 

金泽泵站～青浦分水点 8 7 
沉井顶管 14 座，地下连续墙围护

顶管井墙 1 座 

青浦分水点～松江分水点 10 8 
沉井顶管 8 座，灌注桩围护顶管 7
座，地下连续墙围护顶管井 3 座

松江分水点～金山分水点 17 12 
沉井顶管 19 座，灌注桩围护顶管

2 座，地下连续墙围护顶管井 8 座

金山分水点～闵奉分水点 8 7 
沉井顶管 13 座，灌注桩围护顶管

2 座 

合计 43 34 
沉井顶管井共有 54 座，灌注桩围

护顶管井共有 11 座，地下连续墙

围护顶管井共有 12 座 

3.6.1.4 供水模式 

（1）正向供水 

正向供水即由太浦河金泽水库供应五区原水。正常运行工况下，金泽输水泵

站输水规模为 351 万 m3/d，自金泽水库取水提升，通过连通管道由西向东供水，

依次流经青浦分水点、松江分水点并通过支线工程向各区分水，之后经过松江中

途泵站提升继续向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输水。闵奉分水点与闵奉支线衔接，

水位可满足直接供至奉贤现有取水泵站吸水井，而供向闵行区、车墩水厂的原水

过江接入松浦原水厂吸水井，经提升、渠道循环后供至闵行区现有取水泵站吸水

井和车墩水厂。 

当太浦河金泽段出现突发水质污染等风险而无法取水时，短期可由金泽水库

存水减量供应五区事故水量。 

（2）反向供水 

当太浦河金泽段出现长时间水质污染事故而不能取水时，可以由松浦原水厂

反向输送五区水量，提升至调压池，调压池出水一部分直接供给闵行，另一部分

过黄浦江，按照 70%设计水量分别供应奉贤区、金山分水点、松江分水点、青浦

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不需要运行。此时，松浦原水厂向外供水约 285 万 m3/d。 

3.6.2 松江中途泵站 

松江中途泵站位于松江取水泵站斜塘对岸（西岸）、石湖荡水厂旁，设计规

模 240m3/d。 

松江中途泵站包括切换井、调节池、增压泵房（含增压泵房、补压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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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泵房、变电所、变频器室及泵房控制室、综合办公楼、食堂、备品备件间、

门卫等设施及附属建筑。泵站总占地面积约 4.71hm2。泵站用地原状地面标高为

吴淞高程 3.0m 左右，泵站设计地坪标高为吴淞高程 4.5m。另外，泵站内还建设

有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溢流管道等。 

（1）切换井 

切换井上接连通管，下接 2 座调节池、至松江现有取水泵站的支管，以及超

越管，井内设必要的闸门。 

（2）调节池 

调节池有效容积 10000m³，分独立 2 座，最高水位 6.0m，最低水位 2.0m，

有效调节水深 4m，池顶标高 7.0m，池底标高 1.0m。调节池设溢流堰，溢流至斜

塘。 

（3）增压泵房 

按照泵站总规模、单泵流量和扬程、泵房布置设计，经初步比选，推荐采用

立式混流泵，设 8 台水泵，6 用 2 备，设计工况点单泵流量 17100m3/h，扬程 45m，

配套电机功率 3150kW。 

泵房包括前池、水泵流道，在前池上部布置水锤消除补压塔、机组冷却水塔

等。泵房下部总长度约 40m，宽度约 59.0m，池内底标高-5.00m。泵房上部建筑

尺寸约 59m×18m，设 80t 桥式起重机 1 台。每台水泵流道前端设检修闸门，单

泵出水管口径 DN1800，设液控缓闭止回阀、手动检修蝶阀、电磁流量仪各 1 台。 

在泵房一侧设辅助泵房，设冷却水循环泵、水锤消除补压塔补水泵等辅助设

备。 

（4）泵站附属建筑 

包括综合办公楼、变电所、变频器室及泵房控制室、备品备件间、门卫等，

总建筑面积约 4552m2。 

（5）超越管道 

按照工程系统方案和运行模式，当太浦河金泽发生水质污染事故时，由松浦

原水厂反向供水，需超越松江中途泵站，因此，在泵站内的切换井和泵房出水总

管之间设置一根超越管及配套切换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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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分水点 

本工程共设有青浦、松江、金山、闵奉四处分水点，其中，松江分水点与松

江中途泵站合建。为保证受水点水量和水压的需求和稳定，以及减小分流对主线

水压的影响，在各分水点需设置调流阀及测流测压设施，另外还建设雨水管道。 

（1）青浦分水点 

青浦分水点位于现有青浦太浦河原水厂相对的太浦河南岸、朱枫公路西侧，

占地面积为 0.4hm2，主要功能为青浦区域原水分水节点和金山西区域原水分水

节点。 

连通管 DN4000 主管于青浦分水点分别向青浦取水泵站、规划金山二水厂分

出支管供应原水，水量分别为 65 万 m3/d、10 万 m3/d。在分水点设置流量分配站，

站内主要设有半地下式流量分配控制室、配电间、备品备件间以及补压塔等。流

量分配控制室内的支管上设置调流阀、流量仪、前后检修阀以及压力仪表。 

（2）松江分水点 

松江分水点位于现有松江自来水公司取水厂相对的斜塘南岸，石湖荡水厂西

南，松江分水点建设于松江中途泵站内部，在连通管 DN4000 主管接入调节池之

前，分出支管向松江取水泵站供水，水量为 46 万 m3/d。在至松江的分配支管上

设置调流阀、流量仪、前后检修阀以及压力仪表。 

（3）金山分水点 

金山分水点位于现有金山一水厂取水泵站西侧的黄浦江南岸，占地面积为

0.42hm2。连通管 DN3800 主管于金山分水点向金山一水厂取水泵站分出支管供

应原水，水量为 40 万 m3/d。在分水点设置流量分配站，站内主要设有半地下式

流量分配控制室、配电间、备品备件间以及补压塔等。流量分配控制室内的支管

上设置调流阀、流量仪、前后检修阀以及压力仪表。 

（4）闵奉分水点 

闵奉分水点位于松浦原水厂对面的黄浦江南岸，占地面积为 0.5hm2。连通

管 DN3600 主管于闵奉分水点分别向闵行和车墩水厂、奉贤分出支管供应原水，

水量分别为 130 万 m3/d、65 万 m3/d，并设有排放管和泄水口。在分水点设置流

量分配站，站内主要设有半地下式流量分配控制室、配电间、备品备件间以及补

压塔等。流量分配控制室内的支管上设置调流阀、流量仪、前后检修阀以及压力

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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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工程施工 

3.7.1 施工方式 

3.7.1.1 管线施工方式 

本工程全线采用泥水平衡式机械顶管施工，顶管长度 41.8km。泥水平衡式

机械顶管是一种专业的非开挖施工技术，它主要是将含有一定量粘土且具有一定

相对密度的泥浆水充满掘进舱，并对它施加一定的压力，以平衡地下水压力和土

压力。泥浆水在挖掘面上形成一层泥膜，加上一定的压力就可以平衡地下水压力

和土压力，从而防止地下水的渗透，借助主顶油缸的推动力将掘进机头推入洞口

的止水圈，穿过土层往接收井的方向，电动机提供能量，转动切削刀盘，通过转

削刀盘进入土层，最终掘进机和工具管被推到接收井内吊起，同时把紧随掘进机

和工具管后的管道埋设在两坑之间。顶管施工中的泥浆通过排泥泵输送至泥浆

池，经泥浆分离器后水进入调整槽，通过送水管进行循环利用（泥水循环利用率

为 80%）。 

3.7.1.2 管线穿越障碍物方式 

根据管线走向位置，输水管线沿途将穿越许多大型和重要的障碍物。穿越的

大型河道为：太浦河、圆泄泾、大泖港、紫石泾、叶榭港。穿越的重要道路、高

架桥梁、铁路为：老朱枫公路桥、朱枫公路桥、G60 沪昆高速（A8）、斜塘大桥、

沪杭铁路、申嘉湖高速、闵塔公路桥、G1501 绕城高速、沪杭高速铁路、松卫公

路桥、G15 沈海高速、松浦大桥。本工程全线障碍物均采用顶管从地下通过。 

（1）穿越大型桥梁方案 

本工程管线需穿越太浦河大桥、斜塘大桥等大型桥梁，为了保证桥梁结构的

安全，在大桥两侧加设顶管井，使得顶管管线尽可能地在两个桥桩中间穿越，以

达到对桥梁的影响最小。工作井和接收井的井位应尽可能地远离桥桩。当井位离

桥桩不远且采用沉井法施工时，除采用不排水下沉外，还可在靠近桥桩侧设置隔

离桩以减小施工对桥梁的影响。 

（2）穿越高速公路及其他公路方案 

本工程管线需穿越 A8 高速、S32 申嘉湖高速、G1501 上海绕城高速、G15

申海高速等高等速公路和其他一些低等级公路。顶管所穿越的高速公路的位置一

般为其引桥部分，由于路面较宽，该处桥梁桩基密布。为了顶管管线尽可能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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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桥桩中间穿越，可在公路两侧加设顶管井。 

当穿越路面结构时，顶管施工时需采取措施，做到对路面结构的影响最小。

施工前应充分了解路基的地基处理形式，当地基处理采用塑料排水板时，则穿越

这些公路时，顶管的埋深需适当落深。 

（3）穿越铁路方案 

本工程管线需穿越沪杭高速铁路、沪杭铁路、金山支线铁路三处铁路。由于

高速运行的要求，轨道梁对平整度要求非常高，其墩台的沉降控制非常严格，因

此输水管道在穿越铁路、高铁时应采取综合措施予以特别保护。首先，在管道线

路走向上应尽量与高铁正交，以减小影响长度；再次，在顶管施工时也需采取保

护措施，施工前对管线两侧桩基旁的土体进行注浆预加固，顶管施工期间设置监

测点，密切注意铁路及高铁桩基及其周围环境沉降情况及时进行跟踪注浆加固，

确保铁路及高铁的安全运营。 

3.7.1.3 顶管工作井施工方式 

本工程沉井顶管井共有 54 座，灌注桩围护顶管井共有 11 座，地下连续墙围

护顶管井共有 12 座。 

（1）沉井施工 

沉井采用不排水下沉施工。场地范围内若有虚填土、淤泥、暗浜等不良地质

条件时，不能作为基础持力层，应根据其埋深条件和所处地质条件，对工作井和

接收井进行必要的地基处理。当沉井周边环境有需要保护对象时，则应考虑在沉

井周边设置灌注桩或深层搅拌桩，以减少沉井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地连墙施工 

穿越黄浦江等大型河流处的顶管工作井，其深度约 25m 左右，拟采用地连

墙施工。地连墙可设置多道支撑，首道及位于顶管上部一道为钢筋砼支撑。其他

道支撑，对于圆井采用钢筋砼支撑，对于矩形井可采用钢支撑。地连墙可作为主

体结构的一部分。 

当场地范围内存在淤泥、暗浜等不良地质条件时，为保证工作井、接收井的

基坑稳定，可对基坑内采取坑底劈裂注浆加固或坑底搅拌桩加固以提高坑底复合

地基的强度，增强被动土压力作用，防止墙体产生位移，以有利于开挖。 

（3）灌注桩围护+止水帷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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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条件设置沉井且深度不超过 20m 的顶管井，其基坑形式可采用灌

注桩围护+止水帷幕。灌注桩围护可设置多道支撑，首道及位于顶管上部一道为

钢筋砼支撑。灌注桩将作为主体结构的一部分。止水帷幕拟采用旋喷桩。 

3.7.2 施工条件 

（1）交通条件 

工程所在地区陆域交通方便，陆上以汽车为主运输，为保证建筑材料和施工

器材的及时供应，在现有二、三级市政道路与工作井之间修建临时施工便道，施

工便道宽度宽度为 6m，结构为 24cm（水泥面层）+20cm（粉煤灰三渣）+15cm

（砾石砂），施工便道占地面积约为 14.5 万 m2。 

（2）水、电条件 

施工用水直接泵取周边河道，生活用水就近从自来水管网接入，施工用电可

直接从当地电网申请引入。 

（3）施工材料 

工程建设需要的商品混凝土、钢材等可就近采购，通过陆路运至施工现场。 

3.7.3 施工场地设置 
3.7.3.1 施工人员及基地设置 

本工程为线状布置，将根据施工情况，在工程管线沿岸通过临时借地设置 5

个施工基地，安排施工人员食宿及施工活动。高峰施工人员约为 300 人。本工程

需设置 5 个临时堆土场，主要用于陆上开挖土方的临时堆放。 

本阶段（可研）尚未明确施工基地、临时堆土场、临时施工便道位置，故本

工程施工基地、临时堆土场、临时施工便道等施工临时占地应按照少占耕地、林

地，不得侵占基本农田，应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同时避开因工程占地

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生态脆弱区等的原则进行选址布置。同时，由于本工程位

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因此，根据《上海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施工基地和临时堆土场应布置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一级、二级保护

区以外的地区，并且临时堆土场应距离周边河道保持至少 50m 的控制间距。本

工程不设置临时排泥场和污泥处置场。此外，施工基地内不设置施工机械及车辆

的专门维修点或清洗点，施工机械及车辆均到工程区域周边镇、县已有的维修店

和清洗点进行维修清洗。同时，为防止施工车辆带泥上路，减轻道路扬尘，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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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地内设置洗车平台，主要对车辆轮胎进行冲洗，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

驶出施工基地。 

3.7.3.2 建筑材料堆放 

建筑材料堆放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一级、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施工基地内，待

需要时通过陆路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作业。 

3.7.4 土方平衡 

本工程土方开挖量共计 37.86 万 m3，回填 1.09 万 m3，弃土 36.77 万 m3。上

述弃土全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工程渣土运输单位外运处置。 

表 3.7-1   土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项目 产生量 回填 弃方 
开挖 4.32 1.09 3.23 

顶管施工等产生湿土 33.54  33.54 
合计 37.86 1.09 36.77 

3.7.5 施工进度 

本工程拟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8 月建成，各阶段具体节点如

下： 

（1）2014 年 11 月底前完成勘测设计，施工招标； 

（2）2014 年 12 月~2016 年 05 月管道主体结构贯通； 

（3）2016 年 06 月~2016 年 07 月管道内防腐、附属设施、设备施工及安装，

试压，并具备管路连通条件； 

（4）2016 年 05 月松江中途泵站土建及设备安装完成； 

（5）2016 年 06 月~07 月，配合金泽水库工程建设完成，黄浦江上游水源地

原水工程进行整体调试； 

（6）2016 年 8 月底前竣工通水。 

3.8 工程占地 

本工程用地包括松江中途泵站、青浦分水点、金山分水点、闵奉分水点永久

用地以及管线施工过程中的临时用地。 

本工程永久用地面积合计 6.03hm2，其中松江中途泵站用地 4.71hm2，青浦

分水点用地 0.4hm2，金山分水点用地 0.42hm2，闵奉分水点用地 0.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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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工程管理 

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按照少人值守标准设计，而各分水点按照无人值守标准

设计，松江中途泵站管理及工作人员按 35 人考虑。由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负

责运行管理。 

3.10 工程投资 

工程投资概算为 438895.48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16417.25 万元，其他工程

及费用 69128.68 万元，工程预备费 30843.67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21505.88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1000 万元。 

3.11 工程特性表 

表 3.11-1   工程特性表 

管段名称 
管径 

（mm） 
管材 长度（km） 工作井（座） 接收井（座） 备注 

金泽泵站～青

浦分水点 
DN4000 钢管 8.6 8 7 / 

青浦分水点～

松江分水点 
DN4000 钢管 9.6 10 8 / 

松江分水点～

金山分水点 
DN3800 钢管 15.9 17 12 / 

金山分水点～

闵奉分水点 
DN3600 钢管 7.7 8 7 / 

合计 钢管 41.8 43 34 / 

表 3.11-2   管线附属设施一览表 

类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工程量 备注 

排气阀 DN300 处 42 
DN300 排气阀 1 只；DN300

检修阀门 2 只 
设于顶管井内

排水阀 DN500 处 35 DN500 排水阀 1 只 
附井设于顶管

井内 

检修阀 DN4000 处 2 
DN4000 手动蝶阀 1 只，附伸

缩接头 
设于顶管井内

检修阀 DN3800 处 2 
DN3800 手动蝶阀 1 只，附伸

缩接头 
设于顶管井内

检修阀 DN3600 处 1 
DN3600 手动蝶阀 1 只，附伸

缩接头 
设于顶管井内

管网检 
测点 

含 RTU、压力 
表、液位开关 

5 处 管网检测 
含 RTU、压力

表、液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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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   松江中途泵站（含松江分水点） 

类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主要构筑物 

切换井  座 1 / 
调节池 有效容积 10000m3 座 2 / 

增压泵房 240 万 m3/d 座 1 / 
辅助泵房 建筑面积 294m2 座 1 / 

变频器室及泵房控制室 建筑面积 1734m2 座 1 / 
综合办公楼 总建筑面积 1400m2 座 1 / 
备品备件间 建筑面积 450m2 座 1 / 
变电所 35kV/6kV，建筑面积 918m2 座 1 / 
门卫 建筑面积50m2 座 1 / 
大门 8m 樘 1 / 
围墙 H=2.4m m 897 / 

（2）泵站主要水泵设备 

立式混流泵 
流量 17100m3/h；扬程 45m；

功率 3150kW 
套 8 6 用 2 备，全变频

补水泵 / 套 3 / 

潜水泵 
流量 30m3/h；扬程 30m；功

率 6.5kW 
套 2 

/ 

潜水泵 
流量 30m3/h；扬程 10m；功

率 2.2kW 
套 3 

/ 

卧式离心泵 
流量 400m3/h；扬程 40m； 

功率 75kW 
套 3 

冷却水泵，2 用 1
备，变频调速 

表 3.11-4   各分水点工程量及设备 

类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青浦分水点 

流量控制室 占地面积 410m2 座 1 / 
配电仪表室 占地面积 70m2 座 1 / 
备品备件间 占地面积 96m2 座 1 / 
补压塔 占地面积 65m2 座 1 / 

金山分水点 
流量控制室 占地面积 250m2 座 1 / 
配电仪表室 占地面积 70m2 座 1 / 
备品备件间 占地面积 90m2 座 1 / 
补压塔 占地面积 65m2 座 1 / 

闵奉分水点 
流量控制室 占地面积 850m2 座 1 / 
配电仪表室 占地面积 70m2 座 1 / 
备品备件间 占地面积 90m2 座 1 / 
补压塔 占地面积 65m2 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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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区域环境概况 

本工程通过 1 根原水管、1 个中途泵站和 3 个分水点向西南五区供水；原水

管线全长约 41.8km。工程穿越上海市青浦区和松江区。 

4.1 自然环境 

4.1.1 地形、地貌与地质条件 

4.1.1.1 青浦区 

青浦区处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隶属太湖流域下游，境内地势平坦、河流

纵横，属长江三角洲古太湖流域的湖沼平原。地面高程在海拔 2.8～4.8m 之间，

中部和南部较低，北部吴淞江两岸及西部淀山湖地区较高，青浦东片河港交错，

西片湖荡群集，水面积占全区面积的 21.6%。 

青浦区区域地貌上属湖沼平原，地势低洼，河网纵横，周边主要有厂房、住

宅及农田，工程沿线地势平坦、局部有起伏，地面高程一般为 3.5～5.3m，地貌

单一。 

4.1.1.2 松江区 

上海市西南部的松江区地处太湖流域碟形洼地底部。根据地貌单元划分，属

湖沼平原地貌类型与滨海平原地貌类型交汇带。松江区境内地形平坦，地势低平，

整个地平面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稍高，西、北部低洼，一般地面高程约

为 2.8m～3.5m。 

松江区地处太湖流域碟形洼地底部，境内地势低平，属长江三角洲平原。整

个地平面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稍高，西、北部低洼。东部“冈身”一带，

海拔在 3.5～4.5m（吴淞口水准，下同），最高 5m；沿黄浦江两岸及县境南部，

除新五乡有一大片土地（习称泖田，古代三泖之一部）海拔在 2.4m 左右外，其

余一般在海拔 3.2m 左右；西、北部是低洼腹地，海拔在 2.2～3.2m，为太湖流域

碟形洼地最低处。在全县耕地面积中，海拔 3.2m 以下低洼地约占 2/3。 

4.1.2 气候、气象 

4.1.2.1 青浦区 

青浦地处中纬度，太平洋西岸，属北热带季风气候，日光充足，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降雨丰沛，年平均降雨量为 1135.6mm，雨日达 133 天。汛期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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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左右，易造成灾害的雨是 6～7 月份的梅雨，以及 7～9 月份

的热带风暴带来的集中暴雨。受台风（热带风暴）影响，平均每年两次。年平均

气温 15.5℃，绝对最高气温 37.8℃，绝对最低气温为-10.0℃。 

青浦区受季风影响，常年风向春夏季为 SE 与 E 向风、秋冬季为 NNW 与Ｎ

风，年平均风速 5.0m/s；年最大风速达 30m/s。平均每年大于八级以上风日数为

25 天，多发生在秋末及冬天。本区域以冬季雾日为多，盛夏最少，一日中以下

半夜至日出前为最多，多以辐射雾出现，在上午 10 时前消失，对航行安全有较

大影响；多年平均雾日数为 28d，最多雾日数为 53d。据嘉兴气象站和青浦气象

站资料，多年平均雾日数分别为 10.4 天和 35.8 天。 

4.1.2.2 松江区 

松江区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性气候，受冬夏大陆季风和海洋季风交替影响，气

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季温凉多连阴雨，夏季炎热湿闷，常有旱、涝、

台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秋季多秋雨和台风雨；冬季寒冷干燥。2012 年，

全年平均气温 16.8℃,比常年偏高 1.2℃；日照时数 1784.7 小时，比常年偏少 63.6

小时；降水量 1326.4 毫米，比常年偏多 160.3mm。极端最高气温 37.9℃，极端

最低气温零下 5.3℃。年平均无霜期 230d，年最长无霜期 253d，年最短无霜期

201d。本区域光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数 1997.1h。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427.4mm。 

松江区年平均降水量为 1112.8mm，年最大降雨量 1465.3mm，最少降雨量

711.6mm，降水量季节差幅度较大，一般在夏半年（4～9 月）雨量集中，约占年

总降水量的 70%左右，而冬半年（10 月至翌年 3 月）降水量仅占 30%。 

4.1.3 水文水系 

4.1.3.1 黄浦江上游河道水系概况 

黄浦江是一条中等感潮河流，上游有斜塘、圆泄泾、大泖港三大支流会合至

松江米市渡处，经市区、吴淞口流入长江。米市渡至吴淞口为黄浦江干流，全长

82.5km。黄浦江上游三大支流情况如下： 

拦路港—泖河—斜塘，全长 25.7km。拦路港北起淀山湖东南淀峰，南至朱

枫公路大桥与泖河相接，长 8.7km。泖河上承拦路港，下接斜塘，长 10.5km，太

浦河汇入西泖河；斜塘东南流至三角渡与园泄泾相汇，长 6.5km，然后进入横潦

泾，下接黄浦江干流。拦路港上接淀山湖、急水港，与澄湖、白蚬湖、元荡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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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相通，承接太湖及江苏淀泖地区来水。 

大蒸塘—园泄泾，全长 18.2km。大蒸塘西起浙沪交界，东至园泄泾，长

12.5km；园泄泾下接横潦泾，长 5.7km。大蒸塘北接俞汇塘，南与范塘、潮里泾

相通，东接红旗塘，承泄浙江杭嘉湖地区来水。 

胥浦塘—掘石港—大泖港，全长 19.2km。胥浦塘西起浙沪交界，东流与惠

高泾相汇，长 8.7km，然后进入掘石港；掘石港北流与小泖港相汇，长 4.9km，

再进入大泖港；大泖港东流与横潦泾相汇，长 5.6m。胥浦塘上接浙江境内的上

海塘，承泄沪杭铁路以南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来水。 

据有关资料分析，太浦河未开通时，在正常或水量丰沛的年型，黄浦江上游

三支斜塘、圆泄泾、大泖港来水比例以圆泄泾为最大（46～48%），其次是大泖

港（31～32%）、斜塘（20～21%）。由于太浦河上段（钱盛圩）未开通，斜塘水

量基本为拦路港来水，占其 82～92%，拦路港来水占三支总量的 17.3～18.5%。 

太浦河开通后，斜塘一支来水比例显著增加，已成为黄浦江的主要水源，来

水量占 50%以上；同时，圆泄泾、大泖港来水比例均明显减少。斜塘水量中，主

要为太浦河来水（占 49%）。 

黄浦江上游河道水系分布见下图 4.1-1。 

 
图 4.1-1  黄浦江上游河道水系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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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青浦区 

青浦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属太湖流域碟形水系，境内河港纵横交错，

水流相互贯通，全区水面积 124.49km2，水面率为 16.65%。全区河（湖）总长度

2155km（湖泊为岸线长度），水网密度 3.33km/km2。 

青浦区水系特征：从地域范围看，西部地区湖荡簇集，东部地区水面积相对

较少；从地形特征看，全区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低洼腹部，位于青浦区境内中南

部；沿泖地区，位于青浦西南，泖河和大蒸塘两测；沿江地区，位于青浦北部沿

吴凇江一带；沿湖地区，位于淀山湖周围。由于地形关系，东部河流多南北走向，

西部主要河流多东西走向；按水文情势看，青浦区为平原感潮水网地区，境内河

港多受潮汐影响。上游客水下泄，下游潮水顶托，决定了青浦区的水系按水文情

势可分为三种类型：感潮性较强地区，包括泖河、大蒸塘及其两侧的河道；感潮

较弱的地区，主要是青浦区腹部地区的河流；感潮极弱地区，主要包括商榻镇地

区河道。 

青浦区共有河道 1817 条，长 2155km；有湖泊 21 个，总面积 59.3 km2。主

要河道有太浦河、大蒸塘、淀浦河、拦路港、吴淞江、泖河、油墩港等。其中：

淀浦河是连接青浦、松江、闵行三区，横穿青浦腹地的骨干河道，源于淀山湖，

汇入黄浦江；拦路港是连接淀山湖和黄浦江的南北向主要通道。 

太浦河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河流，也是上海市西南部的大河，因沟通太湖和黄

浦江故名。1958～1991 年在天然湖荡的基础上人工开挖连接而成。太浦河（上

海段）于 1991 年开始建设，1997 年全部建成。西起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时家港

（太湖东岸），东至青浦区金泽镇池家港村入上海市境，在练塘镇南大港处与西

泖河相接。长 57.2km，流经江、浙、沪 3 省市 15 个乡镇，其中江苏吴江市境内

长 40.5km，浙江嘉善县境内 1.46km 均是湖荡水面，上海市内 15.24km。太浦河

沿线地形平坦。根据测量资料，太浦河河道面宽 176～318m，河道中心线现状河

底高程为-5.2～-6.2m。太浦河承泄太湖流域的 2/5 洪涝水量。 

4.1.3.3 松江区 

松江区水源属黄浦江水系，上受淀山湖、太湖、浙北天目山等处来水，经黄

浦江下泄入江海。全区域大小河道 3905 条，河道总长度 2640.5km，平均密度

4.36km/km2，均系强感潮河，其中市级河道 10 条，县级河道 62 条，境内河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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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黄浦江、洞泾港、小泖港、斜塘、园泄泾、大蒸塘、泖河、淀浦河、紫石泾、

油墩港等，黄浦江三大源流在本区南部汇合，东流出境。 

4.2 社会环境 

4.2.1 地理位置 

4.2.1.1 青浦区 

青浦区地处上海西部，位于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东侧，东与闵行区毗邻，南

与松江、金山区和浙江省嘉兴市接壤，西连江苏省吴江市、昆山市，北接嘉定区，

居苏、浙、沪交汇处。总面积 669.77km2，其中耕地面积 2.37 万 hm2，水面积

124.49km2。 

4.2.1.2 松江区 

松江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内上海市西南部，北纬 31°，东经 121°14′，松江区位

于上海市西南，黄浦江上游。松江区总面积 604.67km2，占上海市总面积的 9.5%，

整个区域南宽北窄，南北长约 24km，东西宽约 25km，略呈梯形，其中陆地面积

占 87.91%，水域面积占 12.09%。松江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内上海市西南部，北纬

31°，东经 121°45′，在黄浦江中上游。 

4.2.2 行政区划及人口 

4.2.2.1 青浦区 

青浦区现辖 8 个镇、3 个街道、共有 184 个行政村、85 个居民委员会。8 个

镇分别为朱家角、练塘、金泽、白鹤、华新、徐泾、赵巷和重固镇；3 个街道为

夏阳、盈浦和香花桥街道。 

到 2012 年末常住人口 117 万人。户籍人口 46.5 万人，其中，非农人口 32.5

万人。户籍人口出生 3202 人，死亡 3503 人，户籍人口出生率为 6.9‰，户籍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0.65‰。年末登记来沪人员 70.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8 万人。

全年来沪人员出生 5554 人。 

4.2.2.2 松江区 

松江区全区有 153 个居委会，107 个村委会，拥有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市级

工业区，是“十二五”期间上海战略目标向郊区转移的发展重心。松江区下辖岳阳

街道、永丰街道、方松街道、中山街道 4 个街道，泗泾镇、佘山镇、车墩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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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镇、洞泾镇、九亭镇、泖港镇、石湖荡镇、新浜镇、叶榭镇、小昆山镇 11 个

镇以及松江工业区、佘山度假区、五厍农业园区、上海松江科技园区。 

2012 年末，全区共有户籍人口 588777 人，比上年增长 1.7%，其中非农人口

494322 人，增长 2.8%。全年户籍出生人口 5188 人，出生率 8.88‰，人口自然增

长率 1.87‰。 

4.2.3 社会经济 

4.2.3.1 青浦区 

2012 年青浦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71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3 亿元，增长 4.5%；第二产业增加值 413 亿元，增长

4.2%；第三产业增加值 294.8 亿元，增长 13.9%。三次产业比为：1.4：57.5：41.1，

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下降 0.1%，第二产业下降 2.1%，第三产业上升 2.2%。 

2012 年青浦区全年完成财政收入 24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 75.2 亿元，增长 11.7%。全区可安排使用收入 118.7 亿元，增长

13.0%。 

2012 年青浦区全年财政支出 11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10.6 亿元，增长 7.1%；教育支出 20.3 亿元，增长 42.9%；科学技术

支出 5.9 亿元，增长 32.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9 亿元，增长 21.3%；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9.0 亿元，增长 12.3%；医疗卫生支出 5.7 亿元，增长 11.6%；

节能环保支出 3.2 亿元，增长 23.2%；农林水事务支出 5.9 亿元，增长 21.0%；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0.1 亿元，增长 1.8%。 

4.2.3.2 松江区 

2012 年，松江区全年实现松江区生产总值 886.5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下降 5.5%。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8.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540.72 亿元，下降 10.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337.42 亿元，

增长 3.9%。 

2012 年松江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277.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其中，地方

财政收入 88.26 亿元，增长 2.8%。全年地方财政支出 13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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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交通网络 

4.2.4.1 青浦区 

青浦地处江、浙、沪二省一市的交界处，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

地带，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枢纽作用和对华东地区的辐射作用，区内有上

海市郊第一条一级公路---318 国道（上海—西藏拉萨），东西方向的 A9 沪青平高

速公路、A8 沪杭高速公路、A12 沪宁高速公路以及连接上海虹桥机场与苏州的

苏虹公路贯穿全境，南北方向的同三国道、外青松公路和嘉松公路，使青浦区内

及青浦连接周边地区形成了纵横交错、道路密集的陆路交通体系，为加快青浦新

一轮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青浦区的水运优势也十分明显，包括淀浦河和太浦

河两条连接黄浦江的黄金水道，还有毛河泾、上达河、西大盈江、东大盈江、油

墩港等多条六级以上航道，这些航道北连苏州河，南接淀浦河，与江、浙等省通

航，可通 500 吨位船舶的航道有 16 条。 

除了发达的道路交通体系外，青浦区内的公共交通也十分便捷。区内现有直

达区内各镇及跨越上海市境内多个区县的客运专线 40 余条，跨省公交线路 15

条。此外，为适应青浦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需要，青浦城区内还开通四条公交

环线，环线站点遍布青浦城区各个角落，方便了青浦城区居民的交通出行。 

4.2.4.2 松江区 

松江区陆路交通十分便利，区内沪杭高铁、沪杭高速公路（G60 沪昆高速）、

沪青平高速公路（G50 沪渝高速）、同三国道（G1501 上海绕城高速）、嘉金高速

（G15 沈海高速）、机场高速（S32 申嘉湖高速）等干线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道路

交通网，是上海连接整个长三角、辐射长江流域的核心区域，轻轨 9 号线顺利运

营也缩短了松江与市区的距离，松江是沪杭发展轴上重要结点，上海的西南门户，

也是上海连接整个长三角、辐射长江流域的桥头堡和核心区域。 

4.2.5 教育事业 

4.2.5.1 青浦区 

2012 年青浦区全年教育经费投入 20.1 亿元。其中，区财政预算内拨款 1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全区教育单位 207 个。幼儿园 71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 64 所，高中 5 所，特殊教育学校 2 所，中职教育 54 所，其他教育机构 11 所。

另有幼儿看护点 45 个。在校学生 10.5 万人。其中，在园幼儿 2.4 万人；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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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职校 8.1 万人。另有看护点幼儿 6031 人。在编教职工 7476 人。其

中，在编教师 7133人，高级职称 743人，中级职称 2957人，分别占 10.4%和 41.5%。

2030 名和 3313 名考生参加高考和中考。高考一本录取率 29.0%，比上年增加 9.4

个百分点。本科录取率（含艺体类）86.1%，比上年增加 12.4 个百分点。通过了

区域教育现代化综合督政，尚美中学被授予第一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青浦一中和崧泽学校获“全国特色学校”。 

4.2.5.2 松江区 

2012年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启动第三轮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推进“区

新优质学校”建设工作。促进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等协调发展，完成 9 个市社区

教育实验街镇建设任务。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区第三实验小学等 6 所学校建

成投入使用，与东华大学签约合作兴办附属实验学校。2012 年高考本科达线率

73.41%，比上年提高 10.09%，创历史新高。加强教育融合，7.3 万名学前及义务

教育阶段来松从业人员随迁子女顺利入学。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学校 244 所，

在校学生数 13.45 万人。 

4.2.6 文化、卫生 

4.2.6.1 青浦区 

2012 年青浦区全年广播电视播出时间总量 1 万小时，两个重点栏目共播发

新闻 450 余条。文化经营单位 699 家。 

全面推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免费开放。区图

书馆接待读者 45 万余人次。青溪讲坛推出各类讲座 30 余场。区博物馆免费接待

观众逾 10 万人次。举办了“铁笔生花”烙画作品展、白鹤镇沪剧传承基地授牌

暨江南丝竹展示、朱家角镇端午节非遗展示和“三千年江南续”摄影大赛等活动。 

2012 年青浦区全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328 所。全年门急诊次数 432 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 8.4%。出院人数 4.3 万人，增长 8.7%；手术 1.5 万人次，增

长 18.6%；平均住院日 12.1 天。甲、乙类传染病继续控制在历史较低水平。核定

床位数 1647 张，实际开放床位 2003 张，床位使用率 81.3%。学生龋齿充填率

51.3%。家庭医生制服务签约 38.5 万户籍人口，覆盖户籍人口 80.2%。规范化电

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覆盖常住人口 80.1%。 

新农合参保率保持在 99%以上，人均筹资 1260 元/人，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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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预防接种 42.2 万剂次，无孕产妇死亡。总婚检率 50.2%，初婚婚检率 69.8%。

完成妇女病普查 4.1 万人。 

2012 年卫生系统新招聘各类人才 256 名，招聘引进学科带头人 8 名，定向

培养的 59 名乡村医生已走上工作岗位。 

4.2.6.2 松江区 

松江区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区工人文化宫完成设计

招标。2012 年末全区有影剧院 6 座，文化馆、站 16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文化

站图书室 15 个，藏书 114.9 万册，全年接待读者 82.42 万人次。 

2012 年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0023 场，参与人次 84.5 万。深入推进文化

惠民，百姓书声等一批文化配送工程顺利实施，成功创建“中国书法城”。 

松江区广播电视主流舆论宣传引导水平进一步提升。2012 年广播电视台共

自采编新闻 3819 条，外宣工作实现在市级台播出 1025 条新闻，被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采用 94 条，27 部作品获全国、市级奖励。2012 年末，全区有有线电视站

11 个，全年有线电视覆盖户数 38 万户，有效户数 31.34 万户，其中数字电视整

体转换用户 16.39 万户，正常缴费用户 15.12 万户。 

松江区全面推进卫生改革和发展。卫生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区中心医院改扩

建一期工程结构封顶，泗泾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深入推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家庭医生责任制、基本药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重点领域改革。制定实施第三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第四轮建设健

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2012 年全区门急诊 614.5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7%；门

急诊均次费用 137.84 元，比上年增长 9.9%。2012 年末全区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8 个，卫生技术人员 4641 人；民办医疗机构 28 个。 

4.2.7 区域文物古迹 

本工程范围内无文物保护对象。 

4.3 主要环境问题 

工程沿线主要环境问题包括： 

（1）黄浦江上游为开敞式、流动性、多功能水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难以

完全避免 

黄浦江上游事故风险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固定风险源，另一类是移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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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由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

内的固定风险源有明确的限制，污染物排放也受到严格监控，近 20 年未发生过

重大突发性工业污染事件。因此，固定风险源的基本风险性相对较小，列为一般

风险源。 

目前对黄浦江上游水源威胁最大的是水域移动风险源，即船舶事故泄漏污

染。对 1984~2010 年黄浦江发生的污染事故进行统计发现，事故主要泄漏物质是

油品和化学品两大类。在所有突发性船舶事故中，导致污染物质泄漏的事件共有

838 起，有具体泄漏记录数据 712 起，其中，油品泄漏事件有 685 起，占了绝大

多数，另有 27 起化学品泄漏事件，共计泄漏污染物约 1423t。黄浦江突发性船舶

污染事故呈现“小概率、大风险”的特点。近年来，在黄浦江上游航道航行的船

舶约 70 万艘次/年，事故发生概率约十万分之一。尽管有关部门加强了监管，事

故预防和控制效率正逐年提高，但突发性污染事件仍时而发生。 

经调查，在导致污染物质泄漏的 838 次事件中，72％的事故泄漏量小于 0.1t，

6％的事故泄漏量在 0.1t 到 1t 之间，2％的事故泄漏量在 1t 到 10t 之间，另有 2％

的事故泄漏量在 10t 到 200t 之间。虽然泄漏量在 10t 到 200t 之间的大型或特大

型污染事件很少，但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大。 

2003 年 8 月 5 日，泊在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吴泾电厂码头正在卸煤的吨

位 1.2 万 t 的散货船“长阳”号，5 日被一艘不明小船撞击，油舱破损，致使 85t

燃油流入黄浦江，附近水域大面积严重污染，溢油事件污染面积达 10km2，受污

染岸线长度约 8km，该事故是 1996 年以来在黄浦江水域发生的最大船舶污染事

故。事故所在地柴油味浓烈，岸边湿地上一尺多高的水草裹满黑乎乎的油污，防

汛墙等均被裹上了长长的黑色油污带，死鱼漂浮。溢游地距上海水源地 17km，

老百姓饮用水的威胁需要一两月内能解除，整个生态环境影响需要一年左右才能

逐步恢复。事发当时，正值汛期第 5 次天文大潮汛来临之间，8km 的污染河段主

要在事故地点的上游，油污上溯影响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上海市、

太湖流域管理局紧急启动了太浦河泵站，连续 7 天保持下泄流量 200m3/s。 

2004 年 5 月 31 日，黄浦江发生近 5 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油污污染。污染源

位于杨浦大桥不远处的宁国路轮渡站附近，离一个饮用水厂仅 4 海里。污染源所

在区域片片“油花”浮动，污染面积之广，废柴油浓度之重是黄浦江面上 5 年来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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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最严重的。 

2006 年 12 月 2 日下午，上海黄浦江上，一艘万吨巨轮从修船厂驶出后不久

便沉入水中，并造成大量油污泄漏。 

2007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黄浦江闸北 2 号泊位附近水域，出现大量油污。

一艘船名为“上电油 1221”的船舶在油舱之间驳油时发生溢油事故，泄漏重油约

45.33t。 

2007 年 6 月 21 日，一艘六百吨级燃料油运输船在与其它船只发生碰撞后，

倾翻在黄浦江东塘路轮渡站附近水域。黄浦江江面上绵延几公里漂浮着大量油

污。 

2011 年 4 月 11 日，有人将长期储存的废油稀释后倒在公司空地上，废油往

下水道流入淀浦河，致使南门桥处河道内散发出刺鼻味道，河中漂浮着类似油漆

的物质，一度影响下游徐泾水厂取水。 

2012 年 6 月 3 日上午，金山区张泾河、中运河附近水体出现异味。经检测，

水体中 1，2-二氯乙烷和氯苯超标，污染对附近的张堰水厂取水造成严重影响，

导致张堰水厂被迫启用备用取水口。 

2013 年 1 月 10 日，位于掘石港航道的金山木材公司装卸码头发生了一起水

污染事故，停靠在金张公路7135号金山木材公司装卸码头的赣天宜化0003号船，

在装载碳 9 混合液体过程中，未关闭 6 个舱各自联通进出料总管的船底阀门，未

关闭进出料总管的截止阀和通往船底水仓的管道球阀，并未彻底关闭船底阀（截

止阀），导致碳 9 混合液体泄露，发出刺鼻气味；部分化学品泄入河道，导致周

边水域受到污染，泖港水厂停水，影响了周边居民用水，上海出动消防车供水。

并加强对滤池和管网反复冲洗，加大活性炭投放量等应急生产措施，打捞清污，

投放粉末木屑、吸油毡和草包吸附水体污染物，清除停留船只间隙中的残留油污，

清除打捞水葫芦和各类吸污废物，同时加大太浦河向黄浦江输水流量，3 天后，

四区水厂取水口原水恢复正常。 

从各年最大泄漏事件的泄漏量统计看，20 年中的最大泄漏量为 200t，两次

分别发生在 1991 年和 1994 年。大规模的泄漏事件（>100t）均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其他年份的最大泄漏事件泄漏量都在 100t 以下。对于江河而言，100t 以

上的泄漏事件对其产生的污染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一旦此类事件发生，对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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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威胁的可能性相当大。从历史事件的分布趋势看，最大泄漏事件同样具有很

强的不可预测性，具有明显的风险事件特征。 

（2）黄浦江干流段附近受流域来水影响，水质总体评价为Ⅳ类左右 

黄浦江位于太湖流域最下游，受上游来水影响极大，加上平原感潮河网的特

性，造成黄浦江上游水源水质不理想。 

监测数据表明，黄浦江上游自太浦河—斜塘—黄浦江干流一线，水源水质逐

渐下降，总体评价为Ⅲ～Ⅳ类，部分河段、部分指标为Ⅴ类甚至劣于Ⅴ类。 

黄浦江干流段及斜塘负责了黄浦江上游金山区、闵行区、奉贤区以及松江区

的供水，占黄浦江上游现状水量的八成以上，尤其是松浦大桥水源水质无明显改

善，氨氮、总氮等有机物指标有恶化趋向，不完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与此同时，根据上海市水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水文总站）提供的水质监测

资料，2006 年至 2012 年，太浦河金泽段水源水质总体好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

各类指标优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 I~II 类别。国务院 2010 年 5 月批准的《太湖流

域水功能区划》明确太浦河规划水质目标为 II~III 类。此外，根据太湖流域水资

源综合规划有关预测成果，2020 年太浦河后续工程实施后，太浦河两岸实行有

效控制，形成“清水走廊”可较好地保护太浦河供水水质，预测太浦河水质可稳

定在Ⅲ类，能够达到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可见，黄浦江上游干流段水质较太

浦河金泽段水质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3）上游五区水源及原水系统各自独立，“一区一点”的原水供应模式存在

安全隐患 

上海市西南青浦、金山、松江、闵行和奉贤五区的取水口分散分布于黄浦江

上游干流及主要支流沿岸，各原水系统为枝状、独立系统，一旦发生水污染突发

事故，很难实施统一调度与互相支援。当黄浦江松浦段出现水质污染风险时，闵

行区、奉贤就地取水设施也无法确保水质安全。而且分散设置的取水口，也给有

效保护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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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分析 

本工程属城市供水工程，工程建设后将从金泽水库取水后通过连通管道向西

南五区供水。 

本工程对环境的污染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施工期间工作井、顶管施工过程中

会产生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和废气扬尘等污染物。运行期间生产废水、管理

人员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5.1 施工工序与产物环节分析 

本工程施工主要包括原水管道施工、顶管工作井施工和松江中途泵站及分水

点施工 3 部分。 

5.1.1 原水管道施工 

顶管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见图 5.1-1。 

 

图 5.1-1   顶管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5.1.2 顶管工作井施工 

顶管工作井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如图 5.1-2。 

 
图 5.1-2   工作井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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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松江中途泵站施工及分水点 

松江中途泵站及分水点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如图 5.1-3。 

图 5.1-3   松江中途泵站施工及分水点施工工艺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5.2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5.2.1 水污染源 

本工程施工期污废水包括施工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试压清管水和

管道冲洗水四部分。 

（1）施工生产废水 

施工生产废水主要为原水管线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及施

工机械及车辆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 

①顶管施工泥浆废水 

本工程原水管线采用顶管施工，根据青草沙长江原水过江管工程施工经验数

据，顶管施工产生泥浆废水量约为顶管体积的 2.5 倍。本工程采用 DN4000 钢管，

长度约为 18.2km；DN3800 钢管，长度约为 15.9km；DN3600 钢管，长度约为

7.7km。本工程顶管施工中的泥浆部分循环使用，循环利用率可达到 80%，因此，

顶管施工泥浆废水排放量约为 25.08 万 m3。顶管施工泥浆废水主要污染物为高

浓度的 SS，根据有关工程类比，SS 浓度约 70 万 mg/L。 

②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 

根据青草沙长江原水过江管工程施工经验数据，工作井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

量约为工作井体积的 2 倍。工作井的体积为 17246.84m3，则泥浆废水总量为 3.45

万 m3。泥浆废水主要污染物为高浓度的 SS，根据有关工程类比，SS 浓度约 90

万 mg/L。 

③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 

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过程中将产生少量含油废水，约 81m3/d，施工期排放

总量约 5.103 万 m3。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和 SS，其

中石油类浓度为 5～50mg/L，SS 浓度为 30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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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本工程施工高峰期施工人数约 300 人，施工人员污水产生量按 100L/人·d 计

算，每日约排放生活污水 24m3，施工期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 1.512 万 m3。主要

污染物为 CODCr、BOD5、NH3-N 和动植物油，生活污水处理前 CODCr、BOD5、

NH3-N 和动植物油的浓度分别约为 350mg/L、200mg/L、30mg/L 和 40mg/L。 

（3）试压清管水 

根据《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冲洗水量计算》（俞良协等）中管道试压水量的计

算公式，本工程试压清管水量约 48.7 万 m3。根据上海市有关原水工程的运行情

况，试压清管水 SS 浓度约 70～80mg/L。 

（4）管道冲洗水 

根据《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冲洗水量计算》（俞良协等）中管道冲洗水量的计

算公式，本工程管道冲洗水量约为 52.5 万 m3，SS 浓度与试压清管水相似，约

70～80mg/L。 

5.2.2 噪声污染源 

施工期声环境污染源可分为两类：固定、连续的施工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和

施工车辆等产生的移动交通噪声，施工机械大都有噪声高、无规则、突发性等特

点。根据施工机械设备的型号和运作方式，并参照《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

术导则》（HJ2034-2013）中附录 A，得出施工机械设备的噪声源强，见表 5.2-1。 

表 5.2-1   施工机械噪声源强 

机械类型 距离声源（m） 最大声级 Lmax，dB(A) 
泥浆泵 10 88.0 
吊管机 10 90.0 

柴油发电机 10 90.0 
载重汽车 10 86.0 
挖掘机 10 86.0 
推土机 10 85.0 
钻机 10 81.0 

商砼搅拌车 10 84.0 
混凝土振捣器 10 84.0 

生活污水净化装置鼓风机 10 85.0 

5.2.3 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有施工固废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其中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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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分水点以及工作井开挖弃土、顶管施工产生的沉淀湿土、

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等。 

（1）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开挖弃土 

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施工开挖产生 4.32 万 m3 土方，回填土

方 1.09 万 m3，弃方 3.23 万 m3。 

（2）顶管施工沉淀湿土 

本工程顶管掘进距离为 41.8km，根据相关工程的类比，顶管施工开挖的土

方体积的 80％在沉淀池中沉淀为湿土，可估算顶管施工经泥水分离装置产生的

湿土量为 33.54 万 m3。 

（3）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场地清理、开挖、设备拆除等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弃

渣和建筑垃圾，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产生总量为 630t。 

（4）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本工程施工高峰期施工人数约 300 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

人·d 计算，每日约产生生活垃圾 150kg，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约为 94.5t。 

5.2.4 废气和扬尘 
本工程废气主要来自各类施工机械、车辆运转产生的燃油废气和车辆行驶、

装卸、地面开挖等产生的扬尘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扬尘。此外，钢管在焊接

过程中也产生一定量的焊接烟尘。 

根据青草沙长江原水过江管工程施工经验数据，扬尘产生量约 200kg/d。施

工燃油机械和运输车辆运作过程中将产生含 NOx、SO2 等废气，根据《工业交通

环保概论（王肇润编著）》，每耗 1L 油料，排放空气污染物 NOx 9g，SO2 3.24g。

本工程每天施工燃油机械和运输车辆运转过程需要消耗 80L 柴油，因此每天排

放 NOx 720g，SO2 259.2g。工程钢管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焊接烟尘，为间歇性无组

织排放，根据《焊接车间环境污染及控制技术进展》（孙大光等），焊接烟尘的产

生量为 6~8g/kg 焊条。 

5.3 运行期污染源分析 

5.3.1 水污染源 

本工程运行期生产废水主要来自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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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奉分水点中补压塔的每日换水，年换水量为各分水点和泵站设计能力的 1%，

则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补压塔的日换水量分别

为 17.8t、65.7t、13.7t 和 30.1t，补压塔换水为运行期原水，根据上海市有关原水

工程的运行情况，SS 浓度约 70～80mg/L。另外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也排放一

定量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2.8t/d。 

5.3.2 环境空气 

本工程对环境空气的主要影响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油烟废气。 

5.3.3 噪声污染源 

本工程运行期声环境影响主要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卧式离心泵、立式混流泵产

生的噪声。噪声源强约为 65～74dB(A)。 

5.3.4 固体废物 

本工程建成投产后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

圾，产生量约为 17.5kg/d。 

5.4 污染源汇总 

本工程施工期、运行期各环境要素污染源汇总详见表 5.4-1。 
表 5.4-1  施工期主要污染源汇总表 

阶段 污染类别 污染来源 产生量或者源强 

施工期 

污废水 

顶管施工泥浆废水 25.08 万 m3 
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 3.45 万 m3 

施工机械及车辆维护、冲洗废水 5.103 万 m3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1.512 万 m3 

试压清管水 48.7 万 m3 
管道冲洗水 52.5 万 m3 

噪声 
（10m 处源强）

泥浆泵 88.0 dB(A) 
吊管机 90.0 dB(A) 

柴油发电机 90.0 dB(A) 
载重汽车 86.0 dB(A) 
挖掘机 86.0 dB(A) 
推土机 85.0 dB(A) 
钻机 81.0 dB(A) 

商砼搅拌车 84.0 dB(A) 
混凝土振捣器 84.0 dB(A) 

生活污水净化装置鼓风机 85.0 dB(A) 

固废 
弃土 3.23 万 m3 
湿土 33.54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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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污染类别 污染来源 产生量或者源强 
弃渣和建筑垃圾 630t 

生活垃圾 94.5t 

废气和扬尘 

施工扬尘 200kg/d 

燃油废气 
NOX 720g/d 
SO2 259.2g/d 

焊接烟尘 6~8g/kg 焊条 

运行期 

污废水 
生产废水 127.3t/d 
生活污水 2.8t/d 

噪声 
松江中途泵站卧式离心泵、立式

混流泵 
65~74dB(A) 

环境空气 
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油烟废

气 
少量 

固废 生活垃圾 17.5kg/d 

5.5 环境影响因子识别与筛选 

根据工程分析，采用矩阵法对工程建设环境影响进行识别筛选，见表 5.5-1。 

表 5.5-1    环境影响识别表 

环境要素 影响来源 
环境影响 

影响

程度

影响

范围

持续

时间 
是否

可逆 
累积

性 

水环境 
施工污废水 -2P M S Y ×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1P M L Y × 
运行期管理人员生活污水 -1P M L Y × 

大气环境 
施工废气和扬尘 -1P M S Y × 

运行期厨房油烟废气 -1P M S Y × 

声环境 
施工作业噪声 -2P M S Y × 
运行期设备噪声 -1P M L Y × 

固体废物 

施工期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开

挖弃土、顶管施工和工作井施工湿土 
-1P M L Y × 

施工期建筑垃圾、弃土弃渣、生产垃圾 -1P M L Y × 

运行期管理人员生活垃圾 -1P M L Y × 

陆域生态 
陆域施工破坏陆生植被 -1P M L N × 
施工临时占地植被修复 +1P M L Y × 

水土流失 施工开挖、工程弃土 -2P M S Y × 
人群健康 施工期大量人员进驻 -1P M S Y × 
地区经济 改善原水水质，促进经济发展 +2P R L N × 
注： “+”表示有利影响，“-”表示不利影响，“不填”表示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 

“1P”表示轻度影响，“2P”表示中等影响，“3P”表示较大影响； 
“M”表示局部影响，“R”表示区域影响； 
“L”表示长期影响，“S”表示短期影响； 
“Y”表示可逆影响,“N”表示不可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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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累积性,“×”表示无累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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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6.1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6.1.1 历史数据调查与评价 

本评价引用 2013 年全年太浦河和黄浦江干流（金泽水库取水口~松浦大桥）

常规断面水质资料和 2013 年全年黄浦江上游 6 大取水口取水水质资料。 

6.1.1.1 监测断面（测点）布设、监测因子 

（1）监测调查点位 

本工程评价范围及周边共设有 8 个常规监测断面和 6 个取水口，监测断面和

取水口位置见表 6.1-1 和图 6.1-1。 
表 6.1-1  历史水质监测断面布置表 

布点类型 编号 断面名称 GPS 点位信息 

常规监测

断面 

L1 金泽 31°1′13.14″N     120°53′51.47″E
L2 淀峰 31°5'22.98"N     120°58'44.24"E
L3 东方红大桥 31°3'10.95"N      121°2'42.37"E
L4 练塘 31°1'35.75"N      121°2'54.75"E
L5 夏字圩 30°59'41.32"N     121°7'57.10"E
L6 三角渡 30°57'45.36"N      121°9'3.27"E
L7 泖港大桥 30°56'18.29"N     121°13'4.80"E
L8 松浦大桥 30°58′19″N         121°18′27″E

取水口 

Q1 青浦太浦河取水口 31°1'36.92"N      121°2'44.68"E
Q2 松江斜塘取水口 30°59'51.74"N     121°7'49.78"E
Q3 金山水厂取水口 30°57'42.71"N    121°15'17.61"E
Q4 松浦大桥取水口 30°58′19″N        121°18′27″E
Q5 闵行水厂取水口 30°58'45.50"N    121°20'30.75"E
Q6 奉贤水厂取水口 30°59'22.18"N     121°24'3.73"E

（2）监测调查因子 

监测指标包括 13 项水质指标：水温、pH 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

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砷、铬(六价)、总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和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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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历史水质监测断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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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评价标准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 年修订版）》，本工程所在区域涉及《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区。 

6.1.1.3 评价方法 

采用环境质量单因子评价标准指数法进行水质的现状评价，如果评价因子的

标准指数值＞1，则表明该因子超过了相应的水质评价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相应

功能区的使用要求。反之，则表明该因子能符合功能区的使用要求。 

单项水质参数 i 在 j 点的标准指数如下： 

siijij ccS /=
 

式中： 

ijS  ――水质参数 i 在 j 点的环境质量指数； 

ijc  ――水质参数 i 在 j 点的实测平均浓度（mg/l）； 

sic  ――水质参数 i 的地面水水质标准（mg/l）。 

DO 标准指数为： 

Sf

f

jDO DODO

DODO
S j

−

−
=,

   DOj≥DOs 

S

J
jDO DO

DO
S 910, −=

   DOj＜DOs 

DOf＝468/（31.6+T） 

式中： 

jDOS  ――水质参数 DO 在 j 点的环境质量指数； 

fDO  ――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jDO  ――水质参数 DO 在 j 点的实测平均浓度（mg/l）； 

sDO  ――水质参数 DO 的地面水水质标准（mg/l）； 

T   ――水温（℃）。 

pH 标准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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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j, 0.7

0.7
PH
PH

S j
PH −

−
=

   PHj≤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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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sd
j, −

−
=

PH
PH

S j
PH

   PHj＞7.0 

式中： 

PHjS  ――水质参数 pH 在 j 点的环境质量指数； 

jPH  ――水质参数 pH 在 j 点的实测平均浓度（mg/l）； 

suPH  ――水质参数 pH 在地面水水质标准的下限（mg/l）。 

sdPH  ――水质参数 pH 在地面水水质标准的上限（mg/l）。 

6.1.1.4 常规断面水质监测结果与评价 

根据上海市水文总站提供的各常规监测断面的水质数据，本工程评价范围及

周边 8 个常规监测断面 2013 年全年水质特征值及Ⅱ类水水质达标率见表 6.1-2~

表 6.1-8。 

由表可见，8 个常规监测断面溶解氧浓度Ⅱ类水水质达标率范围在

25%~92%，氨氮浓度Ⅱ类水水质达标率范围为 8.3%~50%，溶解氧和氨氮浓度各

断面由西向东达标率逐步降低，淀峰断面和东方红大桥断面达标率最高，泖港大

桥监测断面达标率最差。化学需氧量浓度Ⅱ类水水质达标率范围在 0%~33%，达

标率普遍偏低，上下游变化不明显，淀峰断面和夏字圩断面达标率最低为 0，松

浦大桥断面达标率最高为 25%。总磷浓度Ⅱ类水水质达标率范围在 0%~67%，各

断面达标率由西向东逐步降低，金泽断面达标率最高，泖港大桥断面达标率最低。

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达标率范围在 0%~75%之间，阴离子活性表面剂浓度达标率

范围在 50%~100%之间，油类浓度达标率范围在 58%~100%之间，其余指标浓度

Ⅱ类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 

上述各超标指标的超标原因主要与区域上游河道来水水质较差有关，同时，

区域用地类型以耕地为主的农业面源污染造成了部分指标的达标率在各断面由

上游到下游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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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2013 年金泽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3.3 6.6 5.5 13.1 2.4 0.2 0.090 
最大值 33.7 7.6 12.0 24.9 4.7 1.3 0.267 
平均值 18.6 7.0 8.6 18.7 3.9 0.6 0.162 
达标率 / / 67% 8% 8% 33% 67%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200 0.00028 0.01500 0.03 / 
最大值 0.005 0.00200 0.00200 0.00230 0.20500 0.22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200 0.00116 0.03917 0.10 / 
达标率 100% 100% 100% 83% 100% 92% / 

 
表 6.1-3  2013 年淀峰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4.2 6.4 5.2 15.8 3.6 0.3 0.056 
最大值 31.3 7.2 6.7 30.0 5.0 1.4 0.127 
平均值 19.1 6.8 6.0 21.1 4.1 0.8 0.097 
达标率 / / 92% 0% 0% 50% 17%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200 0.00060 0.02500 0.03 / 
最大值 0.006 0.00200 0.00200 0.00280 0.02500 0.21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200 0.00163 0.02500 0.12 / 
达标率 100% 100% 100% 83% 92% 92% / 

 
表 6.1-4  2013 年东方红大桥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3.8 6.6 4.7 14.3 3.5 0.4 0.067 
最大值 31.6 7.2 6.8 27.4 4.3 1.3 0.145 
平均值 19.3 6.8 6.2 20.3 3.8 0.8 0.101 
达标率 / / 92% 8% 0% 42% 8%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200 0.00050 0.02500 0.03 / 
最大值 0.004 0.00200 0.00200 0.00310 0.02500 0.14 / 
平均值 0.001 0.00200 0.00200 0.00144 0.02500 0.09 / 
达标率 100% 100% 100% 83% 92%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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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2013 年夏字圩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

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4.6 7.0 2.1 15.9 1.8 0.2 0.087 
最大值 32.9 7.5 9.7 27.4 7.0 3.2 0.694 
平均值 18.8 7.3 4.9 18.8 3.6 1.7 0.251 
达标率 / / 50% 0% 75% 17% 33%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100 0.00100 0.00500 0.12 / 
最大值 0.005 0.00200 0.00200 0.00150 0.15000 0.35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183 0.00107 0.04917 0.22 / 
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75% 50% / 

 
表 6.1-6  2013 年三角渡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4.0 6.8 2.6 14.9 1.6 0.2 0.119 
最大值 33.0 7.5 10.0 19.4 4.1 1.9 0.313 
平均值 18.7 7.3 5.4 16.7 2.8 1.1 0.208 
达标率 / / 33% 8% 58% 8% 0%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

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100 0.00100 0.00500 0.09 / 
最大值 0.006 0.00200 0.00200 0.00120 0.10000 0.33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183 0.00103 0.04167 0.21 / 
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75% 50% / 

 
表 6.1-7  2013 年泖港大桥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3.9 7.0 2.0 14.8 1.4 0.2 0.125 
最大值 32.9 7.5 9.0 22.1 4.2 1.7 0.312 
平均值 18.6 7.3 5.4 16.7 2.6 1.1 0.205 
达标率 / / 25% 8% 33% 8% 8%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100 0.00100 0.00500 0.10 / 
最大值 0.005 0.00200 0.00200 0.00100 0.11333 0.31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183 0.00100 0.03819 0.19 / 
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58%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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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2013 年松浦大桥断面水质指标特征值及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mg/L 

特征指标 水温 
pH 值 

(无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最小值 4.4 7.1 1.0 14.0 1.0 0.2 0.129 
最大值 33.3 7.4 9.3 20.3 4.9 2.0 0.338 
平均值 18.8 7.3 5.2 16.8 2.6 1.0 0.208 
达标率 / / 33% 25% 75% 8% 0% 

特征指标 总砷 铬(六价) 
总氰化

物 
挥发酚 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 

最小值 0.001 0.00200 0.00100 0.00100 0.00500 0.11 / 
最大值 0.006 0.00200 0.00200 0.00200 0.13833 0.29 / 
平均值 0.002 0.00200 0.00183 0.00111 0.04528 0.19 / 
达标率 100% 100% 100% 100% 75% 50% / 

 
图 6.1-2  各断面溶解氧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图 6.1-3  各断面氨氮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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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各断面化学需氧量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图 6.1-5  各断面总磷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6.1.1.5 取水口水质监测结果与评价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提供的各取水口水质数据，水质达标评价结果见表

6.1-9~6.1-14。由表可知，各取水口水质均不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超标原因主要与区域河道上游来水较差以及农

业面源污染有关。 
表 6.1-9  青浦太浦河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2013.1 评价类别 / Ⅰ Ⅲ Ⅰ Ⅱ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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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标准指数 0.35 0.73 1.13 0.83 0.76 0.20 

2013.4 
评价类别 / Ⅱ Ⅰ Ⅰ Ⅱ Ⅱ 

标准指数 0.20 0.67 0.93 0.64 0.96 0.40 

2013.7 
评价类别 / Ⅳ Ⅲ Ⅰ Ⅱ Ⅱ 

标准指数 0.30 2.95 1.13 0.68 0.52 0.80 

2013.11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Ⅱ Ⅱ 
标准指数 0.20 1.60 1.20 0.54 0.42 0.5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30 

2013.4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85 

2013.7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4 0.04 0.02 0.50 0.50 0.60 

2013.1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70 

表 6.1-10  松江斜塘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2013.1 
评价类别 / Ⅰ Ⅰ Ⅰ Ⅲ Ⅲ 
标准指数 0.30 0.72 0.93 0.89 1.46 1.30 

2013.4 
评价类别 / Ⅰ Ⅰ Ⅰ Ⅱ Ⅱ 
标准指数 0.35 0.59 0.93 0.70 0.66 0.60 

2013.7 
评价类别 / Ⅳ Ⅲ Ⅰ Ⅱ Ⅲ 
标准指数 0.30 2.65 1.20 0.72 1.00 1.70 

2014.1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Ⅱ Ⅱ 
标准指数 0.25 1.15 1.20 0.56 0.52 0.8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8 0.04 0.02 0.50 0.50 0.55 

2013.4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85 

2013.7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5 0.04 0.02 0.50 0.50 0.75 

2014.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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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65 

表 6.1-11  金山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

氧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 P
计) 

2013.5 
评价类别 / Ⅲ Ⅳ Ⅰ Ⅱ Ⅲ 
标准指数 0.30 1.90 1.67 0.46 0.68 1.30 

2013.8 
评价类别 / Ⅳ Ⅲ Ⅰ Ⅱ Ⅲ 
标准指数 0.40 2.65 1.20 0.77 0.32 1.50 

2014.1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Ⅱ Ⅲ 
标准指数 0.20 1.60 1.07 0.66 0.32 1.8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5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75 

2013.8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60 

2014.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80 

表 6.1-12  松浦大桥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
P 计) 

2013.1 
评价类别 / Ⅰ Ⅳ Ⅰ Ⅴ Ⅱ 
标准指数 0.30 0.65 1.47 0.93 3.62 0.60 

2013.4 
评价类别 / Ⅱ Ⅳ Ⅲ Ⅳ Ⅲ 
标准指数 0.50 1.00 1.40 1.24 2.46 1.20 

2013.7 
评价类别 / Ⅳ Ⅴ Ⅰ Ⅴ Ⅴ 
标准指数 0.40 4.75 1.40 0.71 2.90 2.40 

2013.11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Ⅲ Ⅴ 
标准指数 0.30 2.35 1.07 0.74 1.60 2.2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80 

2013.4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90 

2013.7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4 0.04 0.02 0.50 0.50 0.80 

2013.1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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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3  闵行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2013.1 
评价类别 / Ⅰ Ⅲ Ⅰ Ⅴ Ⅲ 
标准指数 0.30 0.65 1.20 0.88 3.70 1.30 

2013.4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Ⅳ Ⅱ 
标准指数 0.35 1.30 1.13 0.83 2.24 1.00 

2013.8 
评价类别 / Ⅴ Ⅴ Ⅰ Ⅴ Ⅲ 
标准指数 0.40 6.85 1.40 0.78 2.06 1.80 

2013.10 
评价类别 / Ⅳ Ⅲ Ⅰ Ⅲ Ⅲ 
标准指数 0.40 5.20 1.20 0.69 1.22 2.0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75 

2013.4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85 

2013.8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60 

2013.10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80 

表 6.1-14  奉贤取水口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采样时间 
pH 值(无
量纲) 

溶解氧 
化学需氧

量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氨氮 

总磷(以P
计) 

2013.1 
评价类别 / Ⅱ Ⅳ Ⅰ 劣Ⅴ Ⅲ 
标准指数 0.30 0.79 1.67 0.82 4.02 2.00 

2013.4 
评价类别 / Ⅲ Ⅳ Ⅰ Ⅲ Ⅲ 
标准指数 0.25 2.20 1.80 0.38 1.14 1.40 

2013.7 
评价类别 / Ⅳ Ⅲ Ⅰ Ⅱ Ⅲ 
标准指数 0.35 3.10 1.33 0.77 0.36 1.60 

2013.11 
评价类别 / Ⅲ Ⅲ Ⅰ Ⅲ Ⅲ 
标准指数 0.20 1.90 1.33 0.70 1.20 1.60 

采样时间 砷 铬(六价) 氰化物 挥发酚 石油类 
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

2013.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1 0.04 0.02 0.50 0.50 0.50 

2013.4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75 

2013.7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3 0.04 0.02 0.50 0.50 0.70 

2013.11 
评价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标准指数 0.02 0.04 0.02 0.50 0.50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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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地表水环境质量补充监测调查 

6.1.2.1 监测站位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4 月在工程所在区域开展了 1 期地表水补充监测，共

布置 7 个监测断面，分别位于金泽水库取水口、八百亩桥、丁栅闸、夏字圩、三

角渡、松浦大桥和泖港大桥。 
表 6.1-15    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站位表 

序号 监测断面 
W1 金泽水库取水口 
W2 八百亩桥 
W3 丁栅闸 
W4 夏字圩 
W5 三角渡 
W6 泖港大桥 
W7 松浦大桥 

6.1.2.2 监测时间和频次 

2014 年 2 月 23 日~4 月 24 日，对地表水环境质量进行一期监测，每个断面

每天涨、落潮各采样一次。金泽、八百亩、夏字圩和松浦大桥 4 个断面各进行了

268 次水质监测；丁栅闸、三角渡和泖港 3 个断面各进行了 68 次水质监测。 

6.1.2.3 监测项目 

pH 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砷、铬(六价)、

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 12 项指标。采样时同时记录水

温、水深和流速。 

6.1.2.4 分析方法及检测限 

水质分析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推荐方法进行，分析方法及检测限见表 6.1-16。 

表 6.1-16  分析方法及检测限 

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测限

（mg/L） 
1 pH（无量纲）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0~14 
2 溶解氧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6-2009 0.01 
3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GB11914-89 1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2 
5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6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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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分析方法 
检测限

（mg/L） 

7 砷 
原子荧光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国家环保总局，2002 年 
0.0001 

8 六价铬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7-1987 0.004 
9 氰化物 异烟酸-吡唑啉酮比色法 GB7487-87 0.004 

10 挥发酚 
4-氨基安替比林三氯甲烷萃取分光光度法 HJ 

503-2009 
0.0003 

11 石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0.01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16489-1996 0.0000015 

6.1.2.5 现状监测结果及评价 

各断面现状监测结果及评价见表 6.1-17~表 6.1-23。从各断面监测结果，溶

解氧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25%~88%，7 个断面中丁栅闸、夏字圩断面溶解氧

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88%和 82%，泖港断面溶解氧Ⅱ类水达标率仅 25%，

泖港至下游松浦大桥断面，溶解氧达标率有所回升，达 70%。各断面溶解氧Ⅱ类

水达标率比较见图 6.1-6。 

氨氮的Ⅱ类水达标率偏低，在 1%~9%之间，7 个断面中丁栅闸断面氨氮Ⅱ

类水达标率较高，为 19%，其余断面达标率不足 10%，各断面氨氮Ⅱ类水达标

率比较见图 6.1-7。 

化学需氧量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1%~43%，7 个断面中八百亩、夏字圩断

面化学需氧量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34%和 43%，丁栅闸断面化学需氧量

Ⅱ类水达标率仅 1%，各断面化学需氧量Ⅱ类水达标率比较见图 6.1-8。 

总磷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0%~75%，7 个断面中位于上游的金泽、八百亩

和丁栅闸断面总磷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62%、49%和 75%，泖港 68 个监

测频次中总磷指标浓度均不符合Ⅱ类水限值，松浦大桥断面达标率仅 1%，各断

面总磷Ⅱ类水达标率比较见图 6.1-9。 

五日生活需氧量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1%~96%，石油类的Ⅱ类水达标率范

围在 52%~100%，挥发酚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78%~100%，其余指标的Ⅱ类水

达标率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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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7  金泽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单

因子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标准

Ⅰ类

标准

频次

Ⅱ类

标准

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

类

标

准

频

次 

Ⅱ类

水 
达标

率 

1 水温 268 7.8 18.6 11.9 9.3 12.7 / / / / / / 
2 pH 值 96 7.3 8.1 0.1 0.6 7.6 / / / / / / 
3 溶解氧 268 4.39 9.90 3.42 0.17 6.64 6 69 109 45 45 66% 
4 化学需氧量 268 7.50 35.50 0.50 2.37 19.50 15 11 0 139 116 4%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268 2.58 6.88 0.86 2.29 4.83 3 3 0 50 212 1% 
6 氨氮 268 0.05 1.49 0.10 2.98 1.01 1 1 11 92 162 4% 
7 总磷 268 0.05 0.15 0.49 1.54 0.09 0.1 0 167 101 0 62% 
8 砷 96 0.001 0.001 0.016 0.028 0.001 0.1 96 0 0 0 100% 
9 六价铬 9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9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9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9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96 0.001 0.004 0.500 2.000 0.002 0.0 75 0 21 0 78% 
12 石油类 151 0.03 0.14 0.50 2.80 0.06 0.1 78 0 0 72 52%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96 0.06 0.16 0.32 0.82 0.10 0.2 9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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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8  八百亩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

标准 

Ⅰ类

标准

频次 

Ⅱ类

标准

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水 
达标率 

1 水温 268 1.6 18.0 14.1 9.4 11.1 / / / / / / 
2 pH 值 96 7.3 7.5 0.2 0.3 7.4 / / / / / / 
3 溶解氧 268 3.40 11.40 4.90 0.57 5.97 6 27 109 82 50 51% 
4 化学需氧量 268 11.10 0.00 0.74 0.00 16.21 15 90 0 165 12 34%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268 1.30 3.60 0.43 1.20 2.27 3 252 0 16 0 94% 
6 氨氮 268 0.20 1.38 0.40 2.76 0.93 1 0 17 143 107 6% 
7 总磷 268 0.05 0.18 0.52 1.81 0.10 0.1 0 130 138 0 49% 
8 砷 96 0.001 0.001 0.010 0.026 0.001 0.1 96 0 0 0 100% 
9 六价铬 9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9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96 0.001 0.001 0.020 0.020 0.001 0.1 9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96 0.001 0.001 0.500 0.500 0.001 0.0 9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148 0.03 0.11 0.50 2.20 0.03 0.1 129 0 0 19 87%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96 0.05 0.19 0.25 0.95 0.12 0.2 9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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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9  丁栅闸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标

准 

Ⅰ类

标准

频次 

Ⅱ类

标准

频次

Ⅲ类标准

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

水 
达标

率 
1 水温 68 7.6 20.1 11.9 9.1 13.1 / / / / / / 
2 pH 值 16 7.3 7.9 0.1 0.5 7.6 / / / / / / 
3 溶解氧 68 5.19 8.85 2.22 0.07 7.35 6 37 23 23 8 88% 
4 化学需氧量 68 16.20 30.80 1.08 2.05 19.89 15 1 0 0 44 1%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68 2.12 4.24 0.71 1.41 3.09 3 31 0 0 32 46% 
6 氨氮 68 0.30 1.35 0.60 2.70 0.80 1 0 13 13 34 19% 
7 总磷 68 0.05 0.13 0.46 1.30 0.09 0.1 0 51 51 17 75% 
8 砷 16 0.000 0.001 0.008 0.020 0.001 0.1 16 0 0 0 100% 
9 六价铬 1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1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1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1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16 0.001 0.002 0.500 1.000 0.001 0.0 1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68 0.03 0.03 0.50 0.50 0.03 0.1 68 0 0 0 100%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6 0.03 0.10 0.13 0.52 0.06 0.2 1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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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0  夏字圩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标

准 
Ⅰ类标

准频次

Ⅱ类

标准

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水 
达标率 

1 水温 268 7.4 18.3 12.0 9.4 12.4 / / / / / / 
2 pH 值 96 7.4 7.6 0.2 0.3 7.5 / / / / / / 
3 溶解氧 268 4.50 10.00 3.25 0.18 7.09 6 105 114 42 7 82% 
4 化学需氧量 268 11.70 22.30 0.78 1.49 15.67 15 116 0 141 9 43%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268 1.40 4.50 0.47 1.50 2.21 3 258 0 7 3 96% 
6 氨氮 268 0.12 1.85 0.24 3.70 0.98 1 1 18 136 113 7% 
7 总磷 268 0.06 0.22 0.62 2.21 0.12 0.1 0 67 196 5 25% 
8 砷 96 0.001 0.002 0.012 0.032 0.001 0.1 96 0 0 0 100% 
9 六价铬 9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9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96 0.001 0.001 0.020 0.020 0.001 0.1 9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96 0.001 0.001 0.500 0.500 0.001 0.0 9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148 0.03 0.10 0.50 2.00 0.03 0.1 136 0 0 11 92%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96 0.06 0.18 0.30 0.90 0.12 0.2 9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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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1  三角渡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标

准 
Ⅰ类标

准频次

Ⅱ类标

准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水 
达标率 

1 水温 68 7.2 18.8 12.1 9.3 11.8 / / / / / / 
2 pH 值 16 7.3 7.6 0.2 0.3 7.5 / / / / / / 
3 溶解氧 68 3.70 8.60 4.45 0.21 5.80 6 8 22 22 22 44% 
4 化学需氧量 68 12.50 28.80 0.83 1.92 18.10 15 13 0 0 34 19%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68 1.60 4.70 0.53 1.57 2.61 3 54 0 0 11 79% 
6 氨氮 68 0.25 2.49 0.50 4.98 1.20 1 0 2 2 25 3% 
7 总磷 68 0.08 0.36 0.83 3.58 0.16 0.1 0 7 7 49 10% 
8 砷 16 0.001 0.002 0.016 0.032 0.001 0.1 16 0 0 0 100% 
9 六价铬 1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1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16 0.001 0.001 0.020 0.020 0.001 0.1 1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16 0.001 0.001 0.500 0.500 0.001 0.0 1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68 0.03 0.10 0.50 2.00 0.03 0.1 61 0 0 0 90%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16 0.08 0.18 0.40 0.90 0.13 0.2 1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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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2  泖港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值

单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标

准 

Ⅰ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标

准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水 
达标率 

1 水温 68 7.0 18.0 12.1 9.4 12.2 / / / / / / 
2 pH 值 16 7.3 7.5 0.2 0.3 7.4 / / / / / / 
3 溶解氧 68 3.10 7.70 5.35 0.51 5.02 6 1 16 16 16 25% 
4 化学需氧量 68 12.90 29.10 0.86 1.94 19.82 15 6 0 0 33 9%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68 1.70 5.40 0.57 1.80 2.92 3 41 0 0 21 60% 
6 氨氮 68 0.31 4.53 0.62 9.06 2.31 1 0 1 1 5 1% 
7 总磷 68 0.10 0.63 1.04 6.33 0.25 0.1 0 0 0 29 0% 
8 砷 16 0.001 0.002 0.016 0.032 0.001 0.1 16 0 0 0 100% 
9 六价铬 1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1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16 0.001 0.004 0.020 0.076 0.001 0.1 1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16 0.001 0.001 0.500 0.500 0.001 0.0 1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68 0.03 0.07 0.50 1.40 0.03 0.1 62 0 0 0 91%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 
16 0.09 0.20 0.45 1.00 0.15 0.2 1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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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3  松浦大桥断面监测结果和水质达标评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频

次（次）

最小值 
（mg/L）

最大值 
（mg/L）

最小值

单因子

指数 

最大

值单

因子

指数 

均值

（mg/L）
Ⅱ类

标准 

Ⅰ类

标准

频次

Ⅱ类

标准

频次 

Ⅲ类标

准频次

Ⅳ类

标准

频次

Ⅱ类水 
达标率 

1 水温 268 7.6 19.0 11.9 9.2 12.5 / / / / / / 
2 pH 值 96 7.3 7.6 0.2 0.3 7.4 / / / / / / 
3 溶解氧 268 4.10 9.60 3.85 0.11 6.59 6 44 143 67 14 70% 
4 化学需氧量 268 12.70 23.20 0.85 1.55 16.74 15 55 0 199 14 21% 
5 五日生化需氧量 268 1.30 3.70 0.43 1.23 2.22 3 254 0 14 0 95% 
6 氨氮 268 0.25 2.14 0.50 4.28 1.37 1 0 5 53 207 2% 
7 总磷 268 0.10 0.37 0.99 3.66 0.17 0.1 0 3 221 43 1% 
8 砷 96 0.001 0.002 0.012 0.046 0.001 0.1 96 0 0 0 100% 
9 六价铬 96 0.002 0.002 0.040 0.040 0.002 0.1 96 0 0 0 100% 

10 氰化物 96 0.001 0.001 0.020 0.020 0.001 0.1 96 0 0 0 100% 
11 挥发酚 96 0.001 0.001 0.500 0.500 0.001 0.0 96 0 0 0 100% 
12 石油类 148 0.03 0.12 0.50 2.40 0.03 0.1 138 0 0 10 93% 
13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96 0.06 0.20 0.30 1.00 0.13 0.2 96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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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溶解氧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图 6.1-7  氨氮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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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化学需氧量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图 6.1-9  总磷Ⅱ类水达标率统计图 

6.2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为了解和查明工程所在地地下水流和地下水化学组分的空间分布现状和发

展趋势，确定工程建设前场地地下水中相关污染物的本底浓度，且为地下水环境

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预测分析提供基础资料，委托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检测

中心对工程区域地下水进行了现状监测。 

6.2.1 监测点位 

本次地下水现状调查在工程区域布设了 7 口潜水水质/水位监测井及 8 口潜

水水位监测井，具体监测井点位见附图 10 及表 6.2-1 所示。监测点位基本沿管线

走向布设，主要布置于管线起点、终点、跨江位置等控制性点位，兼顾工程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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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地下水上下游关系。 

表 6.2-1   地下水监测点位一览表 

监测井编号 GPS 坐标 监测井功能 监测井深 (m) 
D1# N 30º57.897' E 121º18.486'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2# N 30º58.102' E 121º13.412'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3# N 30º56.791' E 121º12.628'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4# N 31º0.132' E 121º7.427'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5# N 31º1.210' E 121º2.963'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6# N 31º1.586' E 120º58.137'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7# N 30º58.277' E 121º9.850' 水质/水位监测井 9 
D8# N 30º59.277' E 121º8.050' 水位监测井 5 
D9# N 31º3.196' E 121º3.865' 水位监测井 5 

D10# N 30º58.448' E 121º8.490' 水位监测井 5 
D11# N 31º1.397' E 121º1.876' 水位监测井 5 
D12# N 30º57.360' E 121º11.176' 水位监测井 5 
D13# N 30º57.27' E 121º09.474' 水位监测井 5 
D14# N 30º57.486' E 121º15.122' 水位监测井 5 
D15# N 30º57.313' E 121º17.177' 水位监测井 5 

6.2.2 监测项目与方法 

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铬（六价）、

砷、汞、铅、镉、锌、铁、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共 16 项。监测方法及相应

的检出限如下表所示。 

表 6.2-2   地下水监测方法及检出限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检出限（mg/L）

pH（无量纲） 水质 p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0~14 

高锰酸盐指数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指标 
GB/T 5750.7-2006 0.0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0.025 

硝酸盐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346-2007 0.05 

亚硝酸盐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 
GB/T 5750.5-2006 （10.1） 0.001 

挥发性酚类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503-2009 0.0003 

铬（六价）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10) 0.004 

砷 砷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 SL327.1-2005 0.0002 
汞 砷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 SL327.2-2005 0.00001 

铅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11.1） 0.005 

镉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9.1）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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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检出限（mg/L）

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2.1） 0.3 

锌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金属指标 GB/T 
5750.6-2006（5.1） 0.01 

总硬度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4-2006（7.1） 1.0 

氯化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无机非金属指标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 
GB/T 5750.5-2006（2.1） 

1.0 

硫酸盐 地下水检验方法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钡滴定法 测
定硫酸根 DZ/T 0064.64.1993 10 

6.2.3 监测时间和频次 

地下水水质采样监测共进行 2 次，分别于枯水期的 2014 年 3 月 7 日和丰水

期的 2014 年 6 月 8 日进行，采样深度为井水位下 1m 处。 

地下水水位测量共进行 3 次，分别于枯水期的 2014 年 3 月 7 日、平水期的

2014 年 5 月 10 日和丰水期的 2014 年 6 月 8 日进行。 

6.2.4 监测结果与评价 

对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进行检出率、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的统计分析，结

果汇总见表 6.2-3。 

表 6.2-3   水质监测成果统计分析一览表（mg/L） 

分析物 检出率（%） 最大值（mg/L） 最小值（mg/L） 平均值（mg/L） 
枯水期监测结果 

pH（无量纲） 100 7.61 7.03 － 
铬（六价） 0 － － － 

镉 0 － － － 
铅 0 － － － 
砷 57.1 0.0269 <0.002 － 
汞 71.4 0.00084 <0.0001 － 
锌 100 0.141 0.043 0.100 

挥发性酚类 57.1 0.0006 <0.0003 － 
氨氮 100 0.40 0.07 0.17 

亚硝酸盐 100 0.549 0.008 0.110 
硝酸盐 100 2.57 0.47 1.54 

高锰酸盐指数 100 4.50 1.63 2.74 
总硬度 100 594 330 449 
氯化物 100 199 49 113 
硫酸盐 100 139 49.2 83.7 
铁 100 0.25 0.12 0.19 

丰水期监测结果 
pH（无量纲） 100 7.69 7.27 － 
铬（六价）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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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物 检出率（%） 最大值（mg/L） 最小值（mg/L） 平均值（mg/L） 
镉 57.1 0.0002 <0.0001 － 
铅 0 <0.005 <0.005 — 
砷 85.7 0.0027 <0.0002 — 
汞 100 0.00011 0.00005 0.00008 
锌 85.7 0.094 <0.01 — 

挥发性酚类 42.9 0.002 <0.0003 — 
氨氮 100 0.21 0.04 0.09 

亚硝酸盐 100 0.069 0.001 0.021 
硝酸盐 100 1.64 0.17 0.63 

高锰酸盐指数 100 2.92 1.19 1.95 
总硬度 100 308 173 228 
氯化物 100 85.6 27.9 53.9 
硫酸盐 100 126 15.2 42 
铁 100 1.38 0.17 0.74 

 

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对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进行地下

水环境质量等级判定，结果如表 6.2-4 所示。由表 6.2-4 可知，枯水期 pH、汞、

铅、镉、砷、锌、铬（六价）、挥发性酚类、硝酸盐、氯化物、硫酸盐及铁均能

满足地下水 III 类水质水平，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能满足地下水 IV 类水质水平。

仅在个别井位检出的亚硝酸盐和总硬度处于地下水 V 类水质水平。丰水期 pH、

铬（六价）、镉、铅、砷、汞、锌、挥发性酚类、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总硬

度、氯化物及硫酸盐均能满足地下水 III 类水质水平，亚硝酸盐、氨氮及铁能满

足地下水 IV 类水质水平。 

部分点位地下水中的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浓度较高可能与区域地表水受污

染有关。部分点位地下水中亚硝酸盐浓度偏高，这可能与场地历史上农业活动中

长期使用含氮化肥农药有关。区域地下水中检出的铁和总硬度浓度普遍偏高，部

分点位地下水中总硬度处于 V 类水质水平，这可能与区域潜水层地下水中铁、

钙、镁等离子的本底水平较高有关。 

总体上，工程所在地潜水层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主要污染物为亚硝酸盐及

总硬度。枯水期和丰水期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水平总体保持一致，无明显变化。 

表 6.2-4   潜水层地下水水质标准等级 

分析物 
标准等级 

1＃ 2＃ 3＃ 4＃ 5＃ 6＃ 7＃ 
枯水期监测结果 

pH（无量纲） I I I I I I I 
铬（六价） I I 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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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物 
标准等级 

1＃ 2＃ 3＃ 4＃ 5＃ 6＃ 7＃ 
镉 I I I I I I I 
铅 I I I I I I I 
砷 I I III I I I I 
汞 III I II II II II I 
锌 I II II II II II II 

挥发性酚类 I I I I I I I 
氨氮 IV III III III III III IV 

亚硝酸盐 IV III IV II III V IV 
硝酸盐 I II I I I II II 

高锰酸盐指数 IV III III IV IV II II 
总硬度 III III IV III IV III V 
氯化物 III II II III II I II 
硫酸盐 II I II II II II II 
铁 III II II II III II II 

丰水期监测结果 
pH（无量纲） I I I I I I I 
铬（六价） I I I I I I I 

镉 I I I I I II I 
铅 I I I I I I I 
砷 I I I I I I I 
汞 II I II II II II II 
锌 I I I I I II II 

挥发性酚类 III I I III I I I 
氨氮 III III III III III III IV 

亚硝酸盐 II II II I II IV IV 
硝酸盐 I I I I I I I 

高锰酸盐指数 III III II II II II II 
总硬度 II II II II II III II 
氯化物 II I II I II II II 
硫酸盐 II I I I I I I 
铁 II IV IV II IV IV IV 

6.2.5 地下水水位与流向分析 

分别于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分别对工程所在地内设置的 7 口潜水水质/

水位监测井及 8 口潜水水位监测井进行了三期地下水位测量，以了解现场的地下

水位埋深情况并确定工程现场地下水的流向，具体水位监测数据如表 6.2-5 所示。 

由表中数据可知，工程所在地潜水层地下水埋深在地下 0.3-1.2m 左右。丰

水期地下水水位略高于平水期，平水期地下水水位略高于枯水期。根据水位标高，

绘制潜水层的地下水水位等值线图，判断水位流向，具体如图 6.2-1、图 6.2-2、

图 6.2-3 所示。由图可知，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地下水流向基本保持一致，

工程区域西部地区，潜水层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动；工程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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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层地下水流向为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动。 

表 6.2-5   地下水监测井水位测量数据 

井号 井口标高 
 (相对标高 m) 

地下水位埋深 
(井口以下 m ) 

地下水位标高 
(相对标高 m) 

枯水期水位测量结果 
1# 13.05 0.70 12.35 
2# 12.55 0.40 12.15 
3# 11.64 0.82 10.82 
4# 11.77 0.52 11.25 
5# 12.12 0.70 11.42 
6# 13.12 0.47 12.65 
7# 13.09 1.12 11.97 
8# 11.52 0.60 10.92 
9# 11.55 0.90 10.65 
10# 11.69 0.63 11.06 
11# 12.61 0.80 11.81 
12# 11.72 0.70 11.02 
13# 11.89 0.75 11.14 
14# 13.17 1.20 11.97 
15# 12.42 0.50 11.92 

平水期水位测量结果 
1# 13.05 0.56 12.49 
2# 12.55 0.32 12.23 
3# 11.64 0.68 10.96 
4# 11.77 0.44 11.33 
5# 12.12 0.66 11.46 
6# 13.12 0.42 12.70 
7# 13.09 0.88 12.21 
8# 11.52 0.54 10.98 
9# 11.55 0.62 10.93 
10# 11.69 0.55 11.14 
11# 12.61 0.49 12.12 
12# 11.72 0.58 11.14 
13# 11.89 0.66 11.23 
14# 13.17 0.96 12.21 
15# 12.42 0.33 12.09 

丰水期水位测量结果 
1# 13.05 0.52 12.53 
2# 12.55 0.32 12.23 
3# 11.64 0.65 10.99 
4# 11.77 0.42 11.35 
5# 12.12 0.61 11.51 
6# 13.12 0.42 12.70 
7# 13.09 0.83 12.26 
8# 11.52 0.52 11.00 
9# 11.55 0.61 10.94 
10# 11.69 0.53 11.16 
11# 12.61 0.42 12.19 
12# 11.72 0.57 11.15 
13# 11.89 0.66 11.23 
14# 13.17 0.89 12.28 
15# 12.42 0.35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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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潜水层地下水流向图（枯水期） 

 
图 6.2-2   潜水层地下水流向图（平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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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潜水层地下水流向图（丰水期） 

6.3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为定量了解工程区域声环境现状，本评价采用现场实测的方法，分别由上海

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和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检测中心

于 2014 年 8 月对工程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进行了现场监测，以满足评价要求。 

6.3.1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6.3.1.1 监测点位 

本次声环境监测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中现状监测布点

原则，结合本工程施工特性、施工布置、环境敏感目标的分布状况进行布设。 

本工程管线区域涉及声环境功能 1 类、3 类和 4a 类区，但因管线施工采用

顶管施工的方式进行，施工场地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均属声环境功能 1 类区。因此，

本工程在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 32 个点位（N1~N32），一方面用于定量了解工程

区域声环境现状，一方面又为声环境影响预测提供依据。 

此外，由于工程连通管穿越及沿途均为黄浦江及上游航道，因此，工程设置

了 4 个点位（N33~N36）用于定量了解工程区域内航道的声环境现状。 

声环境现状监测点情况见表 6.3-1，具体位置见附图 10。 

表 6.3-1  声环境现状监测点情况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北纬 东经 
N1 高家港居民住宅 31°0′59.04″ 120°53′51.47″ 
N2 叶厍村居民住宅 31°0′51.84″ 121°0′42.83″ 
N3 练塘敬老院 31°1′18.12″ 121°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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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北纬 东经 
N4 泖新村居民住宅 31°0′2.52″ 121°6′56.52″ 
N5 汤家栅居民住宅 30°59′51.35″ 121°6′58.68″ 
N6 杨思泾居民住宅 30°59′44.88″ 121°7′11.28″ 
N7 旺四泾居民住宅 30°59′39.48″ 121°7′22.08″ 
N8 新姚村居民住宅 30°59′26.52″ 121°7′51.96″ 
N9 姚家村居民住宅 30°59′10.32″ 121°8′17.51″ 
N10 北新村居民住宅 30°58′44.39″ 121°8′30.12″ 
N11 夏圩居民住宅 30°58′16.68″ 121°9′11.16″ 
N12 黄泥泾居民住宅 30°57′22.68″ 121°9′37.44″ 
N13 东湾巷居民住宅 30°56′57.48″ 121°9′37.62″ 
N14 北野圩居民住宅 30°56′56.32″ 121°11′0.24″ 
N15 张家厍居民住宅 30°56′53.16″ 121°11′37.32″ 
N16 三家村居民住宅 30°56′49.92″ 121°11′54.60″ 
N17 顾家棣居民住宅 30°56′27.24″ 121°12′31.67″ 
N18 陈家棣居民住宅 30°56′17.51″ 121°12′31.32″ 
N19 石河泾居民住宅 30°56′59.27″ 121°13′31.44″ 
N20 庄行浜居民住宅 30°57′24.48″ 121°13′33.24″ 
N21 渔家村居民住宅 30°57′32.39″ 121°13′49.44″ 
N22 塘口居民住宅 30°57′24.84″ 121°14′2.39″ 
N23 沈家棣居民住宅 30°57′31.68″ 121°15′54.72″ 
N24 黄家棣居民住宅 30°57′26.28″ 121°16′0.84″ 
N25 东斜泾居民住宅 30°57′21.24″ 121°16′22.80″ 
N26 北星居民住宅 30°57′10.80″ 121°16′32.88″ 
N27 顾家角居民住宅 30°57′12.60″ 121°16′41.52″ 
N28 孙家宅居民住宅 30°57′38.16″ 121°18′10.44″ 
N29 孙家浜居民住宅 30°57′38.88″ 121°18′15.48″ 
N30 陈家棣居民住宅 30°59′14.28″ 121°19′1.92″ 
N31 宋家棣居民住宅 30°58′10.56″ 121°19′17.40″ 
N32 川堂房居民住宅 30°58′32.16″ 121°19′40.08″ 
N33 太浦河友岸 31°0′51.84″ 121°0′42.83″ 
N34 斜塘右岸 30°58′16.68″ 121°9′11.16″ 
N35 横潦泾右岸 30°56′27.24″ 121°12′31.67″ 
N36 黄浦江右岸 30°57′12.60″ 121°16′41.52″ 

6.3.1.2 监测项目 

本工程声环境监测项目包括：昼、夜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6.3.1.3 监测时间和频次 

（1）环境敏感目标：2014 年 6 月 1 日~6 月 7 日进行一期监测，每个测点每

天昼间（6:00～22:00）和夜间（22:00～次日 6:00）各监测一次，每次监测 20min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92 

或 1h，监测 1 天。 

（2）航道：2014 年 8 月 21 日~8 月 22 日进行一期监测，每个测点每天昼间

（6:00～22:00）和夜间（22:00～次日 6:00）各监测一次，每次监测 1h，监测 1

天。同步记录船流量。 

6.3.1.4 监测方法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有关规定。 

6.3.2 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6.3.2.1 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由于本工程为线性工程，管线分别穿越《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2011

年修订）》中规定的 1 类区、3 类区和 4a 类区。本次声环境敏感目标和航道评价

标准按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执行 1 类区和 4a 类区标

准，声环境现状评价采用单项指标法，将噪声监测值与功能区昼间及夜间标准限

值进行比较，分析工程周边各声环境功能区及声环境敏感点的声环境质量，分析

超标状况、超标原因及主要噪声源。 

6.3.2.2 声环境监测及评价结果 

声环境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6.3-2。 

表 6.3-2  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值

LAeq[dB(A)] 声环境功能

区划 

评价标准 
[dB(A)] 

达标分析 
[dB(A)] 主要声源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 52.5 43.3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船舶 

N2 51.7 42.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3 51.6 42.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4 54.1 44.8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5 52.6 43.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6 53.7 44.1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7 52.1 43.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8 51.9 42.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9 53.2 44.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0 51.5 42.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1 52.5 43.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2 52.8 43.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3 51.7 42.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4 52.9 43.8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5 53.7 43.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6 53.4 44.2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7 51.8 42.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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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监测值

LAeq[dB(A)] 声环境功能

区划 

评价标准 
[dB(A)] 

达标分析 
[dB(A)] 主要声源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8 53.6 44.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19 52.5 43.1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0 52.1 43.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1 53.3 42.3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2 51.4 42.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3 52.7 43.4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4 52.6 43.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5 52.2 41.7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6 51.3 42.5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7 53.7 44.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8 52.9 43.1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29 53.1 44.2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30 52.4 43.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31 52.7 43.8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32 53.5 44.6 1 类区 55 45 达标 达标 
N33 62.9 51.1 4a 类区 70 55 达标 达标 
N34 58.8 46.6 4a 类区 70 55 达标 达标 
N35 63.4 52.1 4a 类区 70 55 达标 达标 
N36 64.5 53.4 4a 类区 70 55 达标 达标 

由表 6.3-2 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可知，监测期间，本工程所在区域噪声本底

值较低，各声环境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划标准要求，工程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6.4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为定量了解工程区域土壤环境现状，并为可能产生的工程弃土去向的确定提

供依据，拟委托监测单位对工程区域的土壤环境进行监测，以满足评价需要。 

6.4.1 监测点位 

根据工程性质及施工特点，在工程沿线布设 10 个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

具体位置见表 6.4-1 和附图 10。 

表 6.4-1   土壤环境现状调查站位表 
土壤监测点 监测点具体位置 点位对应土地性质 

T1 金泽水库输水泵站 苗圃 
T2 青浦分水点 苗圃 
T3 20#顶管井 苗圃 
T4 松江分水点 稻田 
T5 30#顶管井南侧 苗圃 
T6 40#顶管井 苗圃 
T7 43#顶管井 果园 
T8 金山分水点 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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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监测点 监测点具体位置 点位对应土地性质 
T9 53#顶管井 苗圃 

T10 闵奉分水点 林地 

6.4.2 监测项目 

土壤监测项目包括 pH、As、Hg、Cd、Pb、Cu、Ni、Cr 和 Zn 共 9 项指标。 

6.4.3 监测时间和频次 

2014 年 3 月 13 日进行一期监测。 

6.4.4 监测方法 

土壤监测采用国标方法或参考《土壤理化分析》进行。 

6.4.5 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土壤环境现状评价采用单项指标法，将土壤指标监测值与《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GB15618-1995）中标准限值进行比较，判别土壤环境质量。 

6.4.6 土壤环境监测及评价结果 

土壤环境现状监测及评价结果见表 6.4-2 和表 6.4-3。 

表 6.4-2  土壤监测结果 
分析参

数 单位 污染物浓度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pH 无量纲 8.04  7.69 7.72 7.72 8.02 6.76 7.91 7.38 7.92 7.86
砷 mg/kg 2.84  4.41 5.43 6.68 2.95 9.16 9.05 12.6 13.8 8.39
铜 mg/kg 30.4 24.6 37.9 30.2 34.6 31.9 32.1 30.7 32.7 25.4
铅 mg/kg 21.1 23.3 24.1 26.2 24.1 24.6 24.4 26.3 21.6 22.1
镉 mg/kg 0.14 0.11 0.19 0.33 0.17 0.14 0.15 0.22 0.21 0.20 
铬 mg/kg 90.9 80.9 105 86.2 83.5 96.0 82.7 79.6 100  74.5

汞 mg/kg 0.02
7 

0.01
2 

0.02
6 

0.14
0 

0.10
0 

0.05
8 

0.15
0 

0.14
0 

0.08
5 

0.10
0 

镍 mg/kg 37.3 34.3 41.0 29.8 33.5 44.9 37.6 39.2 39.8 35.8
锌 mg/kg 104  111  128 103 110 105 93.8 100  103  215 

 
表 6.4-3  土壤监测结果类别评价 

分析参数 污染物标准等级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砷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铜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铅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镉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铬 二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汞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镍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锌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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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4-2 和表 6.4-3 可知，工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满足《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砷、铜、铅和汞等 4 个指标在 10 个监测

点位均满足一级标准；镉在 3 个监测点位（T4、T8、T9）符合二级标准，其余

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铬在 4 个监测点位（T1、T3、T6、T9）符合二级标准，

其余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镍在 2 个监测点位（T3、T6）符合二级标准，其

余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锌在 2 个监测点位（T7、T8）符合一级标准，其余

监测点位满足二级标准。 

6.5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6.5.1 调查范围、内容与方法 

由于工程范围主要为乡镇和农村区域，环境空气历史监测资料缺乏，环境空

气现状调查主要采用现场补充监测的方法。 

6.5.2 监测点位 

在工程沿线布置 2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分别位于青浦分水点（K1）和金

山分水点（K2）。具体点位详见下表 6.5-1。 
表 6.5-1  工程沿线环境空气监测布点 

点位编号 点位名称 坐标 
K1 青浦分水点 121°18′49″E,30°59′09″N 
K2 金山分水点 121°24′31″E,30°59′07″N 

6.5.3 监测项目 

环境空气监测项目包括：SO2、NO2、PM10、TSP 共 4 项指标。 

6.5.4 监测时间和频率 

本次评价于 2014 年 3 月 5 日~3 月 11 日开展了一期监测，连续监测 7 天。

SO2、NO2 小时均值取样点每天采样 4 次，采样时间为北京 02、08、14、20 时，

每小时至少有 45min 采样时间；SO2、NO2、PM10 日均值取样点每天采样 1 次，

连续采样不小于 20 小时。TSP 日均值取样点每天采样 1 次，连续采样不小于 24

小时，日平均浓度监测值应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数据

的有效性规定。同步监测和记录风速、风向、气温、气压等气象条件。 

6.5.5 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监测期间气象条件，见表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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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  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检测日期 温度℃ 气压 kPa 相对湿
度% 

风速
m/s 

主导风
向 

天气状
况 

2014.03.05 

02:00~03:00 5.9 102.7 79.4 1.7 北 晴 
08:00~09:00 6.8 102.6 66.8 2.0 西北 晴 
14:00~15:00 10.3 102.5 39.9 2.6 西北 晴 
20:00~21:00 6.1 102.7 55.5 2.1 北 晴 

2014.03.06 

02:00~03:00 5.0 102.8 77.5 2.9 东北 多云 
08:00~09:00 6.3 102.5 65.1 1.6 东北 多云 
14:00~15:00 8.1 102.6 50.5 2.0 北 多云 
20:00~21:00 5.7 102.9 59.7 1.2 北 多云 

2014.03.07 

02:00~03:00 4.7 102.8 83.7 3.1 东北 晴转多
云 

08:00~09:00 5.9 102.7 69.4 1.9 北 晴转多
云 

14:00~15:00 8.7 102.5 55.9 2.7 北 晴转多
云 

20:00~21:00 6.8 102.7 65.4 2.0 东北 晴转多
云 

2014.03.08 

02:00~03:00 4.1 102.9 82.9 2.5 东北 阴 
08:00~09:00 5.7 102.7 73.8 1.9 东北 阴 
14:00~15:00 8.0 102.5 65.4 2.2 北 阴 
20:00~21:00 6.2 102.7 70.5 1.6 东北 阴 

2014.03.09 

02:00~03:00 2.5 102.6 80.5 1.5 西北 晴 
08:00~09:00 5.6 102.6 78.3 2.4 西 晴 
14:00~15:00 13.0 102.4 46.7 2.1 西北 晴 
20:00~21:00 9.0 102.5 59.4 1.8 西 晴 

2014.03.10 

02:00~03:00 6.2 102.8 87.2 2.0 西 晴 
08:00~09:00 9.7 102.7 67.5 1.5 南 晴 
14:00~15:00 14.0 102.5 41.8 2.4 西北 晴 
20:00~21:00 8.1 102.7 65.9 1.0 西北 晴 

2014.03.11 

02:00~03:00 7.2 102.6 85.7 1.7 东南 晴 
08:00~09:00 9.9 102.5 76.3 2.0 南 晴 
14:00~15:00 15.1 102.0 48.7 2.7 东南 晴 
20:00~21:00 10.5 102.3 68.1 2.3 北 晴 

6.5.6 监测结果 

2014 年 3 月空气环境监测结果见表 6.5-3~表 6.5-6。 
表 6.5-3  SO2 小时平均浓度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一小时浓度范围 小时浓度标准值
超标率 
（％） 

最高值 
超标倍数 

青浦分水点 K1 0.016~0.025 
0.5 

0 － 
金山分水点 K2 0.016~0.04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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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4  NO2 小时平均浓度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一小时浓度范围 小时浓度标准值
超标率 
（％） 

最高值 
超标倍数 

青浦分水点 K1 0.015~0.025 
0.2 

0 － 
金山分水点 K2 0.015~0.058 0 － 

表 6.5-5  SO2 日平均浓度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日均浓度范

围 
日均浓度标

准值 超标率（％）
最高值 

超标倍数 平均浓度 

青浦分水点
K1 0.019~0.024 

0.15 
0 － 0.021 

金山分水点
K2 0.018~0.021 0 － 0.02 

表 6.5-6  NO2 日平均浓度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日均浓度范围 日均浓度标

准值 超标率（％）
最高值 
超标倍数 平均浓度 

青浦分水点
K1 0.018~0.021 

0.08 
0 － 0.02 

金山分水点
K2 0.023~0.038 0 － 0.03 

表 6.5-5  PM10 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日均浓度范

围 
日均浓度标

准值 超标率（％）
最高值 

超标倍数 平均浓度 

青浦分水点
K1 0.0112~0.136 

0.15 
0 － 0.124 

金山分水点
K2 0.113~0.14 0 － 0.125 

表 6.5-6  TSP 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 日均浓度范围 日均浓度标

准值 超标率（％）
最高值 
超标倍数 平均浓度 

青浦分水点
K1 0.132~0.235 

0.3 
0 － 0.181 

金山分水点
K2 0.125~0.219 0 － 0.166 

6.5.7 评价方法 

（1）单项污染指数法 

评价方法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分项进行达标率评价，评价标准选用《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公式如下：  

其中： Ii —— 第 i 项空气污染物分指数； 

      Ci—— 第 i 项污染物日均实测浓度值，mg/m3； 

oi

i
i C

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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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i——第 i 项污染物评价标准值，mg/ m3。 

Ii≤1 表明能符合空气质量评价标准的要求，Ii>1 说明超过规定的评价标准。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比较法 

评价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评价

方法采用与标准比较的方法，分项进行评价。 

6.5.8 现状评价结果 

（1）单项污染指数法 

空气环境各污染因子单项指数计算结果见表 6.5-9 和表 6.5-10。 
表 6.5-9  各污染因子小时均值单项指数计算结果 

监测站位 污染因子 小时均值（mg/m3） 单项指数 

青浦分水点 K1 
NO2 

最大值 0.025 0.13 
最小值 0.015 0.08 

SO2 
最大值 0.025 0.05 
最小值 0.016 0.03 

金山分水点 K2 
NO2 

最大值 0.038 0.19 
最小值 0.023 0.12 

SO2 
最大值 0.058 0.12 
最小值 0.015 0.03 

表 6.5-10  各污染因子日均值单项指数计算结果 
监测站位 污染因子 日均值（mg/m3） 单项指数 

青浦分水点 K1 

NO2 
最大值 0.021 0.26 
最小值 0.018 0.23 

SO2 
最大值 0.024 0.16 
最小值 0.019 0.13 

PM10 
最大值 0.136 0.91 
最小值 0.0112 0.07 

TSP 
最大值 0.235 0.78 
最小值 0.132 0.44 

金山分水点 K2 

NO2 
最大值 0.038 0.48 
最小值 0.023 0.29 

SO2 
最大值 0.021 0.14 
最小值 0.018 0.12 

PM10 
最大值 0.14 0.93 
最小值 0.113 0.75 

TSP 
最大值 0.219 0.73 
最小值 0.125 0.42 

由计算结果可见，在空气环境现状监测期间，各监测点的 NO2、SO2、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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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 浓度均未超标，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比较法 

对环境空气的采样分析结果见表 6.5-11~表 6.5-13。 
表 6.5-11  SO2、NO2小时平均浓度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小时平均浓度(mg/m3)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2014.03.05 

02:00~03:00 0.025 一级 0.033 一级 0.017 一级 0.033 一级

08:00~09:00 0.017 一级 0.022 一级 0.021 一级 0.026 一级

14:00~15:00 0.023 一级 0.027 一级 0.018 一级 0.03 一级

20:00~21:00 0.024 一级 0.031 一级 0.023 一级 0.031 一级

2014.03.06 

02:00~03:00 0.016 一级 0.041 一级 0.015 一级 0.027 一级

08:00~09:00 0.017 一级 0.039 一级 0.022 一级 0.028 一级

14:00~15:00 0.022 一级 0.02 一级 0.019 一级 0.032 一级

20:00~21:00 0.024 一级 0.029 一级 0.016 一级 0.028 一级

2014.03.07 

02:00~03:00 0.023 一级 0.048 一级 0.017 一级 0.043 一级

08:00~09:00 0.017 一级 0.026 一级 0.024 一级 0.026 一级

14:00~15:00 0.018 一级 0.023 一级 0.018 一级 0.031 一级

20:00~21:00 0.016 一级 0.021 一级 0.02 一级 0.058 一级

2014.03.08 

02:00~03:00 0.019 一级 0.021 一级 0.018 一级 0.029 一级

08:00~09:00 0.017 一级 0.032 一级 0.021 一级 0.02 一级

14:00~15:00 0.019 一级 0.037 一级 0.022 一级 0.03 一级

20:00~21:00 0.017 一级 0.023 一级 0.017 一级 0.034 一级

2014.03.09 

02:00~03:00 0.017 一级 0.028 一级 0.016 一级 0.021 一级

08:00~09:00 0.017 一级 0.022 一级 0.021 一级 0.044 一级

14:00~15:00 0.023 一级 0.038 一级 0.02 一级 0.021 一级

20:00~21:00 0.022 一级 0.027 一级 0.024 一级 0.031 一级

2014.03.10 

02:00~03:00 0.025 一级 0.03 一级 0.017 一级 0.036 一级

08:00~09:00 0.024 一级 0.032 一级 0.023 一级 0.033 一级

14:00~15:00 0.016 一级 0.022 一级 0.021 一级 0.041 一级

20:00~21:00 0.018 一级 0.016 一级 0.015 一级 0.047 一级

2014.03.11 

02:00~03:00 0.018 一级 0.031 一级 0.025 一级 0.015 一级

08:00~09:00 0.023 一级 0.029 一级 0.016 一级 0.032 一级

14:00~15:00 0.021 一级 0.026 一级 0.018 一级 0.034 一级

20:00~21:00 0.018 一级 0.026 一级 0.015 一级 0.031 一级

表 6.5-12  SO2、NO2日平均浓度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日平均浓度(mg/m3)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2013.09.05 00:00~24:00 0.02 一级 0.018 一级 0.028 一级 0.029 一级

2013.09.06 00:00~24:00 0.022 一级 0.021 一级 0.038 一级 0.031 一级

2013.09.07 00:00~24:00 0.022 一级 0.02 一级 0.027 一级 0.023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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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日平均浓度(mg/m3)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2013.09.08 00:00~24:00 0.023 一级 0.021 一级 0.024 一级 0.026 一级

2013.09.09 00:00~24:00 0.019 一级 0.02 一级 0.027 一级 0.038 一级

2013.09.10 00:00~24:00 0.019 一级 0.019 一级 0.022 一级 0.038 一级

2013.09.11 00:00~24:00 0.024 一级 0.02 一级 0.027 一级 0.027 一级

表 6.5-13  PM10、TSP 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日平均浓度(mg/m3) 
PM10 TSP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青浦分水点
K1 

金山分水点
K2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数值 类别

2014.03.05 00:00~24:00 0.123 二级 0.115 二级 0.132 二级 0.125 二级

2014.03.06 00:00~24:00 0.114 二级 0.116 二级 0.136 二级 0.141 二级

2014.03.07 00:00~24:00 0.117 二级 0.136 二级 0.178 二级 0.171 二级

2014.03.08 00:00~24:00 0.112 二级 0.12 二级 0.168 二级 0.162 二级

2014.03.09 00:00~24:00 0.131 二级 0.113 二级 0.185 二级 0.158 二级

2014.03.10 00:00~24:00 0.134 二级 0.138 二级 0.235 二级 0.187 二级

2014.03.11 00:00~24:00 0.136 二级 0.14 二级 0.231 二级 0.219 二级

从表 6.5-11~表 6.5-13 可以看出，监测期间工程区域 SO2、NO2 小时平均浓

度指标全部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SO2、NO2 日

平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PM10、TSP 日

均浓度指标全部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工程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良好。 

6.5.9 实时空气质量发布数据调查与评价 

实时空气质量发布数据调查与评价引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实时空气质量

发布系统 2014 年 5 月 15~21 日连续 7 天的上海市 PM2.5-24 小时平均浓度监测数

据。由表 6.5-14 可知，除了 5 月 20 日有 3 个监测站点以及 5 月 21 日全部监测站

点的监测值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浓度限值要求外，

其余监测时间段内各监测站点的监测值均可达到二级浓度限值要求。此外，上海

市全市平均 PM2.5-24 小时平均浓度可基本达到 GB3095-2012 中二级浓度限值要

求，仅在 5 月 21 日出现超标，出现超标现象主要与区域总体环境较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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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4  PM2.5-24 小时监测与评价结果 

监测站点 
监测日期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单位 μg/m3 

普陀监测站 
24h 平均 51.6 31.6 53.7 27.6 44.8 69.3 94.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杨浦四漂 
24h 平均 61.5 47.0 69.8 39.5 52.0 78.1 122.9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超标 

卢湾师专附小 
24h 平均 57.9 35.7 55.6 29.0 45.9 67.0 105.7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虹口凉城 
24h 平均 50.3 34.6 57.6 30.8 45.4 67.2 10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静安监测站 
24h 平均 58.9 34.8 57.7 27.4 63.9 72.7 101.6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徐汇上师大 
24h 平均 70.0 36.5 58.6 26.8 47.1 84.8 116.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超标 

浦东川沙 
24h 平均 38.8 30.0 43.8 22.7 27.2 38.6 85.2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浦东张江 
24h 平均 45.9 30.7 47.1 25.9 35.3 54.6 98.4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浦东监测站 
24h 平均 50.7 33.1 52.0 28.0 36.8 63.5 99.8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全市平均 
24h 平均 54.4 34.8 55.1 28.6 42.1 66.3 102.7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超标 

6.6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6.6.1 调查范围、内容与方法 

6.6.1.1 调查范围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现状，我院委托华东师范大

学于 2014 年 3 月上旬开展一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工作，陆生生态调查范围为工

程管线、松江中途泵站及各分水点外扩 500m 的陆域，水生生态调查范围为太浦

河水域（金泽水库输水泵站上游 1km 至太浦河与西泖河相交处）、西泖河、斜塘、

横潦泾、竖潦泾、黄浦江（竖潦泾至松浦大桥下游 1km）以及与本工程相交支流

河道外扩 500m 范围的水域。 

6.6.1.2 调查与评价内容 

本次调查与评价内容包括陆生生态调查与评价和水生生态调查与评价两个

部分。 

陆生生态调查与评价包括： 

（1）土地利用解译：遥感影像解译和分析； 

（2）陆生植被调查：现场校验与陆生植被样方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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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生动物调查：区域资料收集和现场校验。 

水生生态调查与评价包括： 

（1）浮游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的种类、密度、生物量、叶绿素浓度； 

（2）底栖动物：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密度、生物量； 

（3）鱼类：鱼类种类、数量特征，群落结构，体长体重等生物学特征； 

（4）高等水生植物：种类、生物量。 

6.6.1.3 调查与分析评价方法 

（1）采样方法 

①陆生植物 

采用典型样地记录法和照片记录进行调查，样地面积乔木层为 10m*10m，

灌木层为 5m*5m，草本层为 1m*1m，记录样地内群落整体以及群落中各垂直层

次的高度和盖度。 

②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定量分析水样采用有机玻璃采水器于水面下 0.5m 处取 1000mL，

加入 10mL 鲁哥氏固定液固定，置实验室静置浓缩后进行种类的鉴定以及显微镜

记数。 

③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中轮虫、枝角类等测定通过取 20L 水样经 13 号浮游生物网过滤后，

采用鲁哥氏液固定后带回实验室，然后进行浮游动物的种类鉴别以及带回进行定

量计数。 

④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采用 1/16m2 改良式彼得逊采泥器进行采集。采集后底

泥样品经 0.5mm（60 目）孔径尼龙网筛洗后，用 75%乙醇固定后带回实验室进

行种类鉴定和计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鉴定至科、属，进而鉴定或区分至种。 

⑤鱼类 

本次鱼类群落调查结果主要引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2013 年 11 月对黄浦江及其上游支流调查的相关数据。该次调

查在黄浦江上游至下游共设置 10 个点位，并在黄浦江上游太浦河段，园泄泾段

和大泖港段各设立 2～3 个监测点位，其中涉及太浦河有两个点位（太浦河、黄

浦江-太浦河）。主要以单拖网为主，采用渔船对黄浦江各站点进行拖网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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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站点拖网作业 20～30min，用 GPS 记录航线和航速（每次航行距离约为

1.5km），收集渔获物样品送实验室鉴定分析。 

⑥陆生动物 

主要采取对历史资料、文献的收集与现场访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以对《上

海动物志》、《中国动物志》、《野生动物识别与鉴定》、《上海野生陆生动物植物资

源》等资料、文献的查询、整理为基础，到研究区进行访问调查，对象主要是研

究区内的工作人员和生活于研究区附近的居民，对其进行访谈，并展示该地区可

能分布的野生动物图片供识别，以了解该地区野生动物种类、分布及数量状况，

并要特别注意保护动物种的出现情况。 

⑦遥感影像解译 

采用遥感解译手段及现场样方调查等方法，重点调查工程沿线主要影响区

域。采用 2012 年资源三号（ZY-3）卫星影像数据，并结合近年航片、地形图等

资料，半自动机助解译和人工解译、现场校验相结合，对工程管线（两侧各 2km）

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根据项目要求及影像特征，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工业

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城市绿地、市政建设用地、农

业用地、水域、其他用地 9 个大类和其下 32 个小类。在 ArcMap 下进一步分析，

得到各类型的斑块数量、总面积及面积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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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   土地利用覆被调查技术流程 
（2）分析方法 

①陆生植物 

采用经典的 Braun-Blanquet 多盖度分级方法确定物种多盖度级，以量化各物

种在群落中的存在情况。 

表 6.6-1   Braun-Blanquet 多盖度分级方法 
分布状况 等级值 

不论个体多少，盖度>75%。 5 
不论个体多少，盖度为 50%~75%。 4 
不论个体多少，盖度为 25%~50%。 3 

不论个体多少，盖度为 5%~25%，或者盖度虽小于 5%，但数量很多。 2 
个体数量较多，盖度为 1%~5%，或者盖度虽大于 5%，但数量稀少。 1 

个体数量稀少，盖度<1%。 + 
盖度很小，个体数量很少，属偶见种。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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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个体数的测定采用计数框行格法。 

计数框：面积 20*20 毫米、容量为 0.1 毫升，其内划分横直各 10 行格，共

100 个小方格；对计数框进行全片计数。计数单位采用个体表示。每一计数样品

取样和计数 3 次，取其平均值。把计数所得结果换算为每升水样中浮游植物的数

量时采用下列计算公式： 

N= n
Va
Vs

Ac
A

⎥⎦
⎤

⎢⎣
⎡ ×  

式中：N——每升水样中的浮游植物数量（个/升）； 

      A——计数框面积（毫米 2）； 

      Ac——计数面积（毫米 2）； 

      Vs——1 升原水样沉淀浓缩后的体积（毫升）； 

      Va——计数框的体积（毫升）； 

      n——计数所得浮游植物的数目。 

按上述方法，A 为 20*20=400 平方毫米，Vs 为 50 毫升，Va 为 0.1 毫升 

③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个体数的测定采用计数框行格法。 

计数框：容量为 1.0 毫升；对计数框进行全片计数。计数单位采用个体表示。

每一计数样品取样和计数 3 次，取其平均值。把计数所得结果换算为每升水样中

浮游动物的数量时采用下列计算公式： 

N= n
Va
Vs

V ⎥⎦
⎤

⎢⎣
⎡ ×

1  

式中：N——每升水样中的浮游动物数量（个/升）； 

      Vs——20 升原水样经生物网浓缩后的体积（毫升）； 

      V——原水样体积（升）； 

      Va——计数框的体积（毫升）； 

      n——计数所得浮游动物的数目。 

按上述方法，V 为 20 升，Va 为 1.0 毫升。 

④叶绿素 a 

将水样带回实验室充分搅匀后，取 500ml 的水样通过孔径为 60mm 的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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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滤膜吸滤。将载有浓缩样品的滤膜放入研钵中，加入适量丙酮溶液将滤膜研

碎，然后用丙酮溶液将已磨碎的滤膜和丙酮溶液洗入带刻度的带塞离心管中，置

于暗处浸泡 24h。将上述溶液离心提取上清液，取上清液倒入 1cm 比色皿中，以

丙酮溶液为对照溶液，至分光光度计分别读取波长 750nm，663nm，645nm 和

630nm 的吸光度。从各波长的吸光度中减去 750nm 波长的吸光度作为已校正过

的吸光度 D，按下式计算叶绿素的浓度： 

Chla=
LV

VDDD
•

•+−
2

)10.016.264.11( 1630645663  

式中：V1：提取液的定容体积，ml； 

      V2：过滤水样的体积，L； 

      L：比色池的光程长度，mm； 

      D：已经校正过的提取液吸光度。 

⑤鱼类 

调查水域各测站拖网资源密度的估算采用扫海面积法（唐启升，2006），鱼

类资源各站拖网渔获量(重量、尾数)和拖网扫海面积来估算，计算式为： 

ρi＝Ci/aiq 

式中：ρi—第 i 站的资源密度（重量：kg/km2；尾数：103 ind./km2）； 

Ci—第 i 站的每小时拖网渔获量（重量：kg/h；尾数：ind./h）； 

ai—第 i 站的网具每小时扫海面积（km2/h）（网口水平扩张宽度(km)×

拖曳距离(km)），拖曳距离为拖网速度(km/h)和实际拖网时间(h)的乘积； 

q—网具捕获率（可捕系数，＝1－逃逸率），取值范围 0～1，本次鱼

类 q 取 0.2。（网具对淡水鱼类的捕获率暂未有标准，参照 SC/T 9110-2007 标准

确定）。 

（3）评价方法和标准 

①区域生产力分析 

工程区域内陆生植被的生产力利用 Leith 等人根据生物第一生产力与降水

量和温度的相关关系所建立的 Miami 模型来进行计算： 

tt e
TSP 119.0315.11

3000
−+

=
 

)1(3000 000664.0 N
N eT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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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SPt—植物干物质产量（g/m2•a）（以气温计算） 

TSPN—植物干物质产量（g/m2•a）（以降水量计算） 

N—年均降水量（mm） 

t—年平均气温（℃） 

②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H） 

H 是表征种类和种类中各体分配上的均匀性的综合指标，反映群落结构复杂

程度和稳定性。表达式为： 

H= -∑ )/(log)/( 2 NniNni  

式中：N 为样品生物总个体数；ni为第 i 种生物的个体数； 

依据《环境生物学》（孔繁翔，2000）的 H 值分级标准：>3 为无污染或清洁；

1~3 为中污染；0~1 为重污染。 

③Pielou 均匀度指数（e） 

反映种间个体分布的均匀性。表达式为： 

J=H/log2S 

其中 H= -∑ )/(log)/( 2 NniNni  

式中：S 为生物种类数； 

    H 为生物多样性指数； 

N 为样品生物总个体数； 

ni为第 i 种生物的个体数 

根据《微型生物监测新技术》（沈韫芬等，1990）的均匀度分级标准：0.8~0.5

为清洁至轻污染；0.5~0.3 为中污染；0.3~0 为重污染。 

④Goodnight 修正指数（G.B.I） 

计算公式为： 

N
NoliNIBG −

=..  

式中：N 为样品中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总个体数；Noli 为样品中寡毛类的个

体数。 

该方法的分级标准为：1～0.40 为清洁至轻污染；0.40～0.20 为中污染；0.20～

0 为重污染（这里 0 的含义为样品中生物全为寡毛类）；0 为严重污染（这里 0

的含义是样品中无任何底栖动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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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调查站点 

本工程生态调查采样站点详见表 6.6-2~3 与附图 10。 

表 6.6-2   陆生生态调查采样站点 
点位 经度 纬度 主要土地类型 
Ls1 120°57'33.17" 31°1'29.21" 林地 
Ls2 120°59'30.00" 31°1'14.09" 林地 
Ls3 121° 2'45.06" 31°1'25.91" 防护林、农田 
Ls4 121° 8'57.30" 30°57'49.88" 防护林、农田 
Ls5 121° 9'19.10" 30°57'55.01" 林地、农田 
Ls6 121°13'38.84" 30°57'40.04" 防护林、农田 
Ls7 121°15'12.84" 30°57'37.30" 防护林 
Ls8 121°19'24.42" 30°58'50.37" 防护林 

表 6.6-3   水生生态调查采样站点 
点位 经度 纬度 
S1 120°57'45.88" 31°1'13.04" 
S2 121°3'00.55" 31°1'37.74" 
S3 121°7'53.29" 30°59'44.30" 
S4 121°12'56.05" 30°56'40.85" 
S5 121°15'29.57" 30°57'47.09" 
S6 121°19'25.86" 30°58'58.76" 

6.6.3 调查结果及评价 

6.6.3.1 陆生植物 

（1）各点位调查结果 

①Ls1 

该调查区域位于太浦河北岸北蔡村与龚家庄之间乌家荡南，为本工程永久占

用地，位于评价区域最上游。该处植被类型为较整齐人工林，区域含三种主要植

物群落：A，覆以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

等为乔木层的人工林，物种组成单一，优势度明显，高 7-8m，盖度 90%-100%，

生长整齐良好，无灌木层，草本层为常见杂草，包括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救荒野豌豆（Vicia sativa）、蛇莓（Duchesnea indica）、黄鹌菜（Youngia 

japonica）等；B，农田植物群落，调查期间主要农作物为油菜（Brassica napus）、

小麦（Triticum aestivum）等；C，湖泊水生高等植物群落，主要植物为野生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lis）、人工种植茭白（Zizania latifolia）（调研时已收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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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2   样方 Ls1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Ls1 样方选取于该地人工林地，包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

乔木样方内为香樟林（Cinnamomum camphora），物种单一，棋盘形种植，生长

整齐，均高 7-8m，层盖度为 100%，胸径范围为 5.6-10.4cm。由于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自身生长特点，群落内光环境闭塞，一定程度阻碍草本群落的发展。

草本样方内主要植物为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救荒野豌豆（Vicia 

sativa）、蛇莓（Duchesnea indica）等，人工清理痕迹明显。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香樟决定，样地生物量约为

75.3t/hm2（干重）。 

表 6.6-4   Ls1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a 7-8 5.6-10.4 3m 5 

草本层 
猪殃殃 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 -- -- -- 2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 -- -- +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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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3   样方 Ls1 

②站点 Ls2 

该调查区域位于太浦河南岸高家港桥附近，为单一香樟林（Cinnamomum 

camphor），Ls2 样方选取于该人工林地中物种密度较均匀，代表性高的区域，包

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树高达 11m，层盖度 70%-80%，无灌

木层，草本层稀疏，多见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香樟幼苗

（Cinnamomum camphor），间以小飞蓬（Comnyza canadensis）、黄鹌菜（Youngia 

japonica）等。 

     

图 6.6-4   样方 Ls2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香樟决定，样地生物量约为

76.2t/hm2（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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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5   Ls2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11 6.1-12.4 2-3 5 

草本层 

猪殃殃 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 -- -- -- + 
香樟幼苗 Cinnamomum camphor -- -- -- +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 -- -- + 
小飞蓬 Comnyza canadensis -- -- -- 1 

     

     

图 6.6-5   Ls2 样方 

③站点 Ls3 

该调查区域位于黄浦江南岸朱枫公路桥西侧，为水源地涵养林。该地涵养林

层次丰富，植物种类较多。乔木层高可达 5-6m，层盖度可达 50%-80%，以女贞

（Ligustrum lucidum）、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等为主要构成植物，间有

桂（Osmanthus fragrans）、山矾（Symplocos sumuntia）等。群落内部光环境较好，

草本层植物种类较丰富，分布较广的物种有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波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扶芳藤

（Euonymus fortunei）、东南景天（Sedum alfredii）等；层盖度达 70%-100%。人

工清理痕迹不明显。 

Ls3 样方选取于涵养林内植被较典型、植物密度适中、层次多样的区域，包

括 10×10m2乔木样方及 1×1m2草本样方。乔木样方内，以女贞（Ligustrum lucidum）

为乔木层主要构成种，间有香樟（Cinnamomum camphor）；另有海桐（Pittosp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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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ra）、山矾（Symplocos sumuntia）等灌木。草本层除了葫芦藓（Funaria 

hygrometrica）外，以波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为主要物种，间有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黄鹌菜（Youngia japonica）、及其他菊科草本植物（无花序未定

种）；草本群落总盖度达 70%。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女贞、香樟决定等，样地生物

量约为 114.5t/hm2（干重）。 

     

     

图 6.6-6   样方 Ls3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表 6.6-6   Ls3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

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4-5 5.9-9.9 3 5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5 6.1 2 1 

灌木层 
桂 Osmanthus fragrans 2-2.5 -- -- 2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1.7 -- -- +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1.0 -- -- + 

草本层 

猪殃殃 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 -- -- -- 4 
波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 -- -- -- 3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 -- -- 2 
葫芦藓 Funaria hygrometrica -- -- -- 1 
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 -- -- 1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 -- -- + 
女贞（苗） Ligustrum lucidum -- -- -- + 
海桐（苗） Pittosporum tobir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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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7   样方 Ls3 

④Ls4 

该调查区域位于黄浦江南岸斜塘大桥西侧，为水源地涵养林。该区域离黄浦

江边较近，周围有村落，主要有两类植物群落：A，涵养林物种较丰富，植被种

植整齐，以香樟（Cinnamomum camphor）、无患子（Sapindus saponaria）为主要

群落构成种，间有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等，层高可达 5m，草本层物种稀少；B，农田植物群落，调查期间

主要农作物为油菜（Brassica napu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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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8   样方 Ls4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Ls4 样方选取于该地人工林地，包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

乔木层人工清理痕迹明显，香樟（Cinnamomum camphor）、无患子（Sapindus 

saponaria）、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均匀分布，层高达 5-6m，间有少量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等。无灌木层，草本层种类稀少，主要为救荒野豌豆（Vicia 

sativa）、猪殃殃（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间以香樟幼苗（Cinnamomum 

camphor）。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香樟、无患子、枫香、水杉等

决定，样地生物量约为 54.7t/hm2（干重）。 

表 6.6-7   Ls4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4 7.5 3 3 
无患子 Sapindus saponaria 4-5 4.8 1.5 3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4 5.6 2 3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2.5 4.2 1.5 +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5 6.3 1.5 +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3 4.5 0.5 + 

草本层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 -- -- -- 3 
猪殃殃 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 -- -- -- 2 

香樟幼苗 Cinnamomum campho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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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9   样方 Ls4 

⑤Ls5 

该调查区域位于圆泄泾、斜塘汇流点边水源地涵养林。主要乔木为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意大利杨（Populus euramevicana）。植被稀疏，部分

已被砍伐移栽。无灌木层，草本层亦稀疏。 

     

图 6.6-10   样方 Ls5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Ls5 样方选取于该地长势较好的香樟（Cinnamomum camphor）人工林地，

包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乔木层植物为香樟（Cinnamomum 

camphor），层盖度约 60%。草本层主要植物为救荒野豌豆（Vicia sativa）。具体

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香樟决定，约为 83.5t/hm2（干重）。 

表 6.6-8   Ls5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4 4.8-6.7 1.5 4 
草本层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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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1   Ls5 样方 

⑥Ls6 

该调查区域位于黄浦江竖潦泾汇流点右岸，地处村落周边，植被人为干扰痕

迹明显。以香樟（Cinnamomum camphor）、山矾（Symplocos sumuntia）等乡土

树种为主要构成种。江边主要有柳（Salix babylonica）、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等零星分布。 

Ls6 样方选取于该地人工林地，包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

乔木层主要构成种为香樟（Cinnamomum camphor），间以杜英（Elaeocarpus 

sylvestris）、山矾（Symplocos sumuntia）。无灌木层。草本层几乎无植被覆盖，主

要为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偶见黄鹌菜（Youngia japonica）、早熟禾（Poa 

annua）。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香樟决定，样地生物量约为

75.2t/hm2（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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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2   样方 Ls6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表 6.6-9   Ls6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10 4.5-9.9 1-2 4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4 3.1 1 +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4 7.3 1 2 

草本层 
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 -- -- -- 1 
早熟禾 Poa annua -- -- -- +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 -- -- r 

     

     

图 6.6-13   Ls6 样方 

⑦Ls7 

该调查区域位于黄浦江南岸松浦大桥西侧，为距离黄浦江防护堤仅 8m 的水

源涵养林。人工林物种单一，以无患子（Sapindus saponaria）和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为主要树种，间排种植，排列整齐，乔木层最高可达 11m，无

明显灌木层。调查期间为冬春季落叶期，草本层稀疏。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18 

     

图 6.6-14   样方 Ls7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Ls7 样方选取于该地人工林地，包括 10×10m2 乔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

乔木层为无患子（Sapindus saponaria）、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物

种较单一，优势度明显，草本层主要为早熟禾（Poa annua．），间以小飞蓬（Comnyza 

canadensis）、繁缕（Stellaria media）等，层盖度约 25%。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水杉、无患子等决定，样地生

物量约为 65.2t/hm2（干重）。 

表 6.6-10   Ls7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无患子 Sapindus saponaria 3 3.2 1 3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11 8.4 2 3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3 7.5 1.5 + 

灌木层 香樟幼苗 Cinnamomum camphor 0.5 -- -- + 

草本层 
早熟禾 Poa annua． -- -- -- 2 
小飞蓬 Comnyza canadensis -- -- -- + 
繁缕 Stellaria medi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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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5   样方 Ls7 

⑧Ls8 

该调查区域位于女儿泾与黄浦江交界处南岸人工种植林，区域内主要为杨梅

（Myrica rubra）、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等经济作物，人工清理管护痕迹明

显。草本群落内植物种类丰富，层盖度为 80%-90%。 

     

图 6.6-16   样方 Ls8 周边区域植被群落 

Ls8 样方选取于该地层次丰富、具有代表性的的人工林地，包括 10×10m2 乔

木样方及 1×1m2 草本样方。乔木层以杨梅（Myrica rubra）为主要构成种，间以

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海桐（Pittosporum tobira）等，层高为 2-3m；无明

显灌木层；群落内光环境较好，草本层盖度可达 70%-100%，主要物种为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波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斑种草（Bothriospermum 

chinense）、早熟禾（Poa annua．）等。 

具体样方调查结果见下表，样地生物量主要由杨梅、枇杷等决定，样地生物

量约为 39.7t/hm2（干重）。 

表 6.6-11   Ls8 样方调查结果 

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乔木层 
杨梅 Myrica rubra 2.5-3 5.6 2-2.5 4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2.5-3 5.1 2 2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3 4.8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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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层次 中文名 拉丁名 高度

（m）

胸径 
（cm） 

冠幅 
（m） 多盖度

草本层 

早熟禾 Poa annua． - - - 4 
波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 - - - 3 
斑种草 Bothriospermum chinense - - - 3 
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 - - 2 

     

     

图 6.6-17   Ls8 样方 

各样地的生物量表及其主要植被类型见下表。 

表 6.6-12   样方生物量（干重）结果及主要植物 
点位 生物量（干重）t/hm2 主要植物 
Ls1 75.3 香樟 
Ls2 76.2 香樟 
Ls3 114.5 香樟、女贞、桂、海桐、山矾 
Ls4 54.7 香樟、水杉、无患子、枫香、山矾、杜英 
Ls5 83.5 香樟 
Ls6 75.2 香樟、山矾、杜英 
Ls7 65.2 无患子、水杉、杜英 
Ls8 39.7 杨梅、枇杷、海桐 

 

（2）重点保护植物 

本次 8 个监测点均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区域植被

覆盖率高，种群结构丰富，植物物种丰富。调查共涉及 23 科 33 属 33 种高等植

物，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 II

级保护植物；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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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I 级保护植物、《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国家 I 级保护植物。但上述植

物在本次调查区域所属的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分布非常广泛，园林绿化中

被普遍采用。 

6.6.3.2 高等水生植物 

本次水生调查点 S2~S6 由于水流较大，冲刷强烈，近岸河道无浅滩可供水

生植物生长，且河道内来往船只较多，水域调查点周边无明显水生植物生长。仅

有水生调查点 S1 周围有挺水植物芦苇（Phragmites australlis）生长。冬季芦苇

生物量干重约为 1450g/m2，调查点周围芦苇覆盖面积约 85m2，区域周边水生高

等植物量共计 123.25kg。 

     

图 6.6-18   S1 水域高等水生植物现状 

6.6.3.3 浮游植物 

（1）种类组成 

共鉴别到浮游植物 7 门 44 属 93 种，其中蓝藻门（Cyanophyta）4 属 4 种，

绿藻门（Chlorophyta）18 属 36 种，硅藻门（Bacillariophyta）17 属 43 种，裸藻

门（Euglenophyta）1属5种，隐藻门（Cryptophyta）2属5种，黄藻门（Chrysophyceae）

1 属 1 种，甲藻门（Xanthophyta）1 属 1 种，其中绿藻门和硅藻门的种类相对较

多。 

从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整体上可以看出，硅藻门以及绿藻门具有一定的优

势，分别占种类总数的 45.3%以及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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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19   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 

在本次调查涉及的各监测点位浮游植物的种类数上，6 个采样点位浮游植物

的种类数主要在 39~62 种，其中 S1 监测点位种类数相对较多（为 62 种），而 S3

和 S4 两个监测点位种类数相对较少（均为 39 种）。 

 

图 6.6-20   各监测点位浮游植物种类数比较 

种类组成上，各个点位均主要以绿藻门、硅藻门和隐藻门为主，绿藻门和硅

藻门种类数所占比例均超过 75%，硅藻门、绿藻门、隐藻门浮游植物种类占种类

总数的 85%。其中常见种主要包括绿藻门的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椭圆小

球藻（Chlorella ellipsoidea）、三角四角藻（Tetraedron trigonum）、微小四角藻

（Tetraedron minimum）、镰形纤维藻（Ankistrodesmus falcatus），硅藻门的小环藻

属（Cyclotella spp.）、颗粒直链藻最窄变种（M.granulata var. angustissima）、放

射舟形藻（Navicula radiosa）、简单舟形藻（Navicula simplex）、尖针杆藻（Syne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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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s）、线性菱形藻（Nitzschia linearis），蓝藻门的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颤藻属（Oscillatoria spp.），隐藻门的尖尾蓝隐藻（Chroomonas 

acuta），啮蚀隐藻（Cryptomonas erosa）等。 

表 6.6-13   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特征 
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门 6 6 5 5 5 5 
种 62 49 39 39 45 47 

 

图 6.6-21   各监测断面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比较 

各监测点位的优势种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优势种为蓝藻门的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绿藻门的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三角四角藻

（Tetraedron trigonum）以及硅藻门的小环藻属（Cyclotella spp.）、尖针杆藻

（Synedra acus）。 

（2）数量特征 

从浮游植物的数量特征上看，6 个采样点位的浮游植物个体密度差异较大。

各采样点的分布密度在 2517-14771 个/毫升，其中浮游植物密度最高和最低的分

别是 S1 和 S4 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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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22   各监测点位浮游植物生物量组成 

为了进一步比较各采样点位在种类组成以及生物量分布上的差异，对各采样

点中硅藻门、绿藻门以及蓝藻门等各门种类组成以及个体密度进行分别计算，见

下表。比较各监测点位的生物量组成，可以看出，硅藻门和绿藻门在各监测点位

个体密度中均具有较大的优势，其次为蓝藻门、隐藻门和裸藻门，甲藻门仅出现

在 S1 点位，黄藻门仅出现在 S2 点位。 

表 6.6-14   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特征 (个/毫升) 
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种类 个/毫升 个/毫升 个/毫升 个/毫升 个/毫升 个/毫升 

绿藻门 5050 3020 935 717 1150 1650 
硅藻门 3720 2590 1580 1370 1570 1720 
蓝藻门 3190 3960 2020 53.3 1530 1480 
隐藻门 2640 889 642 367 467 333 
裸藻门 152 155 36.7 10 16.7 10 
甲藻门 19 0 0 0 0 0 
黄藻门 0 77.3 0 0 0 0 
总数 14771 10691 5214 2517 4734 5193 

 

图 6.6-23   各监测点位浮游植物生物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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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质生物学评价 

根据浮游植物的个体数计算所得各监测点的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

数（H）均在 3 以上，Pielou 均匀度指数（e）在 0.799-0.845 之间，因此根据评

价标准，水质等级可以被评价为轻污染或清洁，而且各个测点之间多样性指数以

及均匀度指数差异均相对较小，表明水质总体状况较为相近。 

表 6.6-15   水质生物学评价结果汇总 
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H） 4.901 4.488 4.235 4.464 4.494 4.502
Pielou 均匀度指数（e） 0.823 0.799 0.801 0.845 0.818 0.806

 

图 6.6-24   水质生物学评价结果 

（4）叶绿素 a 及营养状况 

各监测断面叶绿素含量如下表所示，6 个采样点的叶绿素 a 含量存在一定的

差异。叶绿素 a 含量最高的断面是 S1 号点断面，为 6.15mg/m3；叶绿素 a 含量

最低的是 S4 号点，为 3.13mg/m3。根据美国环保局利用叶绿素 a 划分营养型的

标准，叶绿素含量大于 10mg/m3 为富营养型，小于 4mg/m3 的为贫营养型，介于

4 和 10mg/m3 之间的为中营养型，即 6 个调查站点中只有 S4 站点为贫营养型，

其余均为中营养型。 

表 6.6-16   各监测断面叶绿素含量 
点位 叶绿素含量 mg/m3 评价类型 
S1 6.15 中营养型 
S2 4.69 中营养型 
S3 4.86 中营养型 
S4 3.13 贫营养型 
S5 4.38 中营养型 
S6 5.24 中营养型 

6.6.3.4 浮游动物 

（1）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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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是河流生态系统的初级消费者，一般包括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

和桡足类等几类，其种类组成和生物量能间接反映水体所处状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 6 个采样点中共观察到浮游动物 17 种，其中轮虫类、

枝角类、桡足类及其它分别检出有 12 种、1 种、3 种和 1 种。在浮游动物的种类

分布方面，常见种主要有长三肢轮虫（Filinia longisela）、萼花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lyciflorus）、壶状臂尾轮虫（Brachionus urceus）、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中华哲水蚤（Sinocalanus sinensis）以及桡足幼体

（Copepodites）等。 

从各监测点位种类数分布中可以看出，监测点位 S1~S6 分别检出浮游动物

种类数 12 种、7 种、4 种、7 种、6 种、10 种。 

 

图 6.6-25   所有调查点浮游动物种类占比情况 

（2）数量特征 

从各监测断面浮游动物的生物栖息密度上看，6 个采样点位的浮游动物的栖

息密度分别为 50.4 个/升、14.4 个/升、8.4 个/升、19.6 个/升、5.6 个/升、197.4

个/升。 

表 6.6-17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及数量特征 
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种类数 12 7 4 7 6 10 

个体数(个/升) 50.4 14.4 8.4 19.6 5.6 197.4 
 

（3）水质生物学评价 

根据目标河流的实际情况，结合各监测断面浮游动物的具体监测结果，采用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对水体水质进行生物学评价。根据浮游动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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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计算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 H，可以看出，6 个监测点生物多样性

指数 H 值在 1.84~3.20 之间，对比评价标准，S1 为无污染或清洁，S2~S6 水质等

级均为中污染状态。 

表 6.6-18   各调查点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点位 S1 S2 S3 S4 S5 S6 

多样性指数（H） 3.20 2.75 1.84 2.55 2.52 1.91 
评价结果 无污染或清洁 中污染 中污染 中污染 中污染 中污染

6.6.3.5 底栖动物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作为河流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群落组

成以及形态变化等能较好地反映河段生境条件的变化以及河流系统所处的状态。 

（1）种类组成 

S3 点位由于缺乏桥梁等辅助采样构筑物、近岸部分均为硬质护岸和河床，

无法采集到底泥样品。根据现场调查和采样分析，从底泥样品中共检出大型底栖

无脊椎动物 3 种，种类组成相对较为贫乏。监测结果表明底栖动物为铜锈环棱螺

（Bellamya aeruginosa）、河蚬（Corbicula fluminea）、霍普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2）数量特征 

在底栖动物个体密度和生物栖息密度方面，S1~S2、S4~S6 各监测点位的生

物密度分别为 40.20g/m2、44.07g/m2、13.00g/m2、94.34g/m2、6.81g/m2，个体密

度分别为 16 个/m2、64 个/m2、16 个/m2、96 个/m2、32 个/m2。各监测点位种类

组成和个体密度情况见下表。 

表 6.6-19   采样断面底栖生物种类组成和生物密度 
点位 种类数 个体密度（个/m2） 生物密度（g/m2） 
S1 1 16 40.20 
S2 1 64 44.07 
S3 - - - 
S4 1 16 13.00 
S5 2 96 94.34 
S6 2 32 6.81 

（3）水质生物学评价 

根据调查区水体实际情况，选用 Goodnight 修正指数（G.B.I 指数）评价水

体的水质状况，从评价结果中可以看出，除 S6 点监测点位的 G.B.I 值为 0.5 外，

其余点位 G.B.I 值均为 1，评价结果清洁或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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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20   采样断面底栖生物 G.B.I 指数 
点位 G.B.I.指数 评价结果 
S1 1 清洁至轻污染 
S2 1 清洁至轻污染 
S3 - - 
S4 1 清洁至轻污染 
S5 1 清洁至轻污染 
S6 0.5 清洁至轻污染 

6.6.3.6 鱼类 

（1）总体鱼类物种组成 

2013 年 11 月黄浦江及其上游支流调查共采集到物种 30 种，其中鱼类 24 种，

贝类、虾类和蟹类各 2 种。鱼类 24 种，鲤形目 2 科 12 种，占鱼类物种总种数的

50.0%；鲈形目 6 科 7 种，占总种数的 29.2%；鲇形目 1 科 2 种，占总种数的 8.3%；

鳗鲡目、鲱形目和鲀形目各 1 科 1 种，分别占鱼类物种总数的 4.2%。从生态类

型上看，洄游性 2 种，河口性 2 种，其余均为淡水型。优势种主要为刀鲚、光泽

黄颡鱼和鲢。 

太浦河相关 2 个点位共采集到物种 8 种，其中鱼类 5 种，分别为刀鲚、鲫、

似鳊、翘嘴鲌以及白鲢，其它黄蚬、三角帆蚌、日本沼虾等 3 种。除刀鲚为河海

洄游鱼类外，其余均为淡水种。其中太浦河点位采集到物种 4 种（鱼类 2 种），

黄浦江-太浦河点位采集到物种 7 种（鱼类 4 种）。 

表 6.6-21   太浦河拖网渔获物的组成 
物种 数量（尾） 数量百分比 重量（g） 重量百分比 
白鲢 1 0.6% 1450 42.2% 
刀鲚 164 96.5% 1856.8 54.0% 
鲫 1 0.6% 82.2 2.4% 

似鳊 1 0.6% 16.1 0.5% 
翘嘴鲌 3 1.8% 31.5 0.9% 
蚌 5 - 496.9 - 

日本沼虾 1 - 1.1 - 
黄蚬 12 - 60.9 - 
（2）鱼类群落结构 

2013 年 11 月黄浦江调查中共记录到鱼类 24 种。从数量组成上来看，刀鲚、

光泽黄颡鱼在数量上占主要优势，其数量百分比分别为 81.57％和 14.88％；从重

量组成来看，刀鲚、光泽黄颡鱼、鲢在重量上占优势，其重量百分比达到 65.73％、

19.05％和 9.24％；从出现频率上看，刀鲚、光泽黄颡鱼和似鳊最高。 

其中，太浦河 2 个站点拖网渔获物从数量组成来看，刀鲚占主要优势，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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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比为 96.5%；从重量百分比来看，刀鲚和白鲢在重量上占优势，其重量百

分比分别为 54.0%和 42.2%。 

（3）鱼类资源密度 

2013 年 11 月份太浦河调查水域鱼类资源总密度（分尾数密度和重量密度）

为 0.18×104 ind./km2 和 184.43 kg/km2。黄浦江-太浦河调查水域鱼类资源总密度

（分尾数密度和重量密度）为 5.38×104 ind./km2 和 776.86kg/km2。。 

（4）鱼类生物学特征 

太浦河调查结果分品种（生物学测定的部份个体的）体重范围、平均体重、

体长范围、平均体长等如表所示。从测定结果及资源量上来看，主要经济鱼类有

刀鲚、翘嘴鲌等。 

表 6.6-22   太浦河各鱼类物种的体长和体重 

物种 
2013 年 11 月 

体长（cm） 体重（g） 
白鲢 40 1450 
刀鲚 13.0(8.9-19.1) 8.71(2.6-25.0) 
鲫 13.7 82.2 
似鳊 9.8 16.1 

翘嘴鲌 9.8(9-10.3) 10.5(8.8-12.5) 
蚌 9.66（8.6-12.5） 99.4（4.7-208.5） 

日本沼虾 3.9 1.1 
黄蚬 2.45（1.5-3.2） 5.1（1.4-8.9） 

注：括号内为体长或体重的变化区间 

6.6.3.7 陆生动物 

根据区域历史资料，工程所在区域内，鸟类有雁、燕子、鹌鹑、鸽、雀、斑

鸠、画眉、白头翁、鸬鹚、黄鹂、啄木鸟、乌鸦、喜鹊、杜鹃等；两栖动物有泽

蛙、金钱蛙、黑斑蛙、蟾蜍；爬行动物有青梢蛇、四脚蛇、壁虎、龟、鳖等；野

生兽类主要有褐家鼠、小家鼠、铁鼠、蝙蝠、黄鼬等。但本次调查并未发现野生

个体。 

6.6.4 总体评价 

6.6.4.1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现状 

评价区域内分布着工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城

市绿地、市政建设用地、农业用地、水域、其他用地 9 个土地利用类型。 

总体而言，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较为简单，农业用地、水域、居住用地、工业

用地是主要的土地利用形式，分别占到 58.15%、21.36%、7.02%、5.26%，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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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市政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等的土地利用形式面积较小，均不足 1%。 

从景观组分上看，农业用地、居住用地、水域是最主要的景观斑块，个数分

别为 1525、1000、512 个。农田、水域斑块面积大，为景观生态系统中的基质。

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斑块数多，城市绿地、居住用地平均面积较

小，分别为 15129.88m2 和 13793.26m2，反映区域景观割裂，人为干扰较严重。 

表 6.6-23   区域土地利用及景观斑块统计 

代码 用地类型 斑块数 
（个） 

总面积 
（m2） 

面积比分比 
（%） 

平均斑块面积 
（m2） 

1 工业用地 302 11326508.02 5.26% 37504.99 
2 道路交通用地 179 10535293.49 4.89% 58856.39 
3 公共建筑用地 69 4223465.08 1.96% 61209.64 
4 居住用地 1000 15129875.08 7.02% 15129.88 
5 城市绿地 112 1544845.48 0.72% 13793.26 
6 市政设施用地 2 16567.03 0.01% 8283.52 
7 农业用地 1525 125269530.50 58.15% 82143.95 
8 水域 512 46015233.19 21.36% 89873.50 
9 其它用地 75 1378545.64 0.64% 18380.61 

景观是高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系统，是一个清晰的和可度量的单位。景观由拼

块、模地和廊道组成，其中模地是景观的背景地块，是景观中一种可以控制环境

质量的组分。模地的判定是空间结构分析的重要内容。判定模地有三个标准，即

相对面积大、连通程度高、有动态控制功能。模地的判定多借用传统生态学中计

算植被重要值的方法。决定某一拼块类型在景观中的优势，也称优势度值（Do）。

优势度值由密度（Rd）、频率（Rf）和景观比例（Lp）三个参数计算得出。其数

学表达式如下： 

Rd=（拼块 i 的数目／拼块总数）×l00％ 

Rf=（拼块 i 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l00％ 

Lp=（拼块 i 的面积／样地总面积）×l00％ 

Do=0.5×[0.5×（Rd+Rf）+Lp]×100% 

表 6.6-24   区域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 
代码 用地类型 Rd（%） Rf（%） Rd（%） Do（%） 

1 工业用地 8.00 100 5.26 29.63 
2 道路交通用地 4.74 100 4.89 28.63 
3 公共建筑用地 1.83 100 1.96 26.44 
4 居住用地 26.48 100 7.02 35.13 
5 城市绿地 2.97 100 0.72 26.10 
6 市政设施用地 0.05 100 0.01 25.02 
7 农业用地 40.39 100 58.15 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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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用地类型 Rd（%） Rf（%） Rd（%） Do（%） 
8 水域 13.56 100 21.36 39.07 
9 其它用地 1.99 100 0.64 25.82 
由上表可以看出，农业用地、水域、居住用地优势度最高，市政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优势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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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26   黄浦江上游连通工程周边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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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2 区域生产力现状 

由于陆生生态系统生物（陆生植被）生产力主要受温度和水份的影响，可采

用 H.lieth 生物生产力经验公式计算工程所在区域干物质生产力： 

tt e
TSP 119.0315.11

3000
−+

=

 
)1(3000 000664.0 N

N eTSP −−=  
式中：TSPt—植物干物质产量（g/m2·a）（以气温计算）； 

TSPN—植物干物质产量（g/m2·a）（以降水量计算）； 

N—年均降水量（mm）； 

t—年平均气温（℃）。 

根据气象资料，工程所在区域穿越青浦（1135.6mm 15.5℃）、松江（1143mm、

15.7℃），区域多年平均气温均约为 15.6℃，且多年平均降水量差异性较小，取 2

个区的均值得工程所在区域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1139.3mm，计算可得 TSPt 为

1896.41g/m2.a，TSPN 为 1592.07g/m2.a。由于区域降水量较为充沛，物质生产力

的主要受限因子为温度，因此，此区域的干物质生产力约为 1896.41g /m2.a。 

根据有关资料，长江中下游区域较高的干物质生产力为 2500g/m2.a，可以认

为此区域的生态系统生产力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以工程所在区域 TSPt 及植物含

水率 70%～80%推算，区域在自然状态下平均生物量可以达到 6321.37g/m2.a～

9482.05g/m2.a。 

6.6.4.3 生态系统多样性现状 

生态系统组成方面，主要以农田生态系统、人工林生态系统、近自然林生态

系统、河流生态系统为主。 

区域农田生态系统是本区域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工程河段所处平

原河网区域，此区域人类耕作多年，土层肥厚、气候暖和、日照强烈、水源丰富，

区域农业生产力较高，主要种植油菜、茭白、水稻、小麦等作物。 

区域林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区域的防护林、果园、苗圃、防护绿地等。上海

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带，四季分明，具有夏热、冬冷、春秋温暖的特征，

与此相适应的自然植被是以落叶阔叶群落为主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上海市低

山丘陵面积很小，人口众多，由于长时期的农业开发与城市化，上海的自然植被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34 

多已消亡，植被受人为影响强烈。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现存主要植被为本土乡

土树种、人工绿化植被和杂草，植物多样性较高，人为干扰较大。 

区域河流生态系统浮游植物以绿藻、硅藻、隐藻的属数和种数相对较多，主

要优势种为蓝藻门的铜绿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绿藻门的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三角四角藻（Tetraedron trigonum）以及硅藻门的小环藻

属（Cyclotella spp.）、尖针杆藻（Synedra acus）浮游动物以长三肢轮虫（Filinia 

longisela）、萼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 calyciflorus）、壶状臂尾轮虫（Brachionus 

urceus）、广布中剑水蚤（Mesocyclops leuckarti）、中华哲水蚤（Sinocalanus sinensis）

以及桡足幼体（Copepodites）等为主；底栖动物为河蚬（Corbicula fluminea）；

鱼类优势种主要为刀鲚、光泽黄颡鱼和鲢。 

总体而言，调查区域内各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干扰、管理程度高，但由于区

域位于水源地保护区，保护强度较高，植被覆盖率高，河流水质较好，总体各群

落结构完善，生态系统发育良好。 

6.6.4.4 生态完整性评价 

陆地生态系统存在复杂性，以物理和化学完整性评价，指标需求量大，且生

态系统功能可反映生态系统进程状况，因此，常以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来代替理化

指标，其指标选择涉及生态系统生产力、营养物质循环、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

系统演替等。 

本工程影响区域陆地生态系统植被覆盖率高，现存主要植被为本土乡土树

种、人工绿化植被和杂草，群落结构完善，生态系统组成要素完整，生态系统健

康且发育良好；农业用地占评价区域的 58.15%，且生产力较高。根据区域生产

力计算结果，对照 Odum1959 年将地球上生态系统按照总生产力的高低划分为最

低（小于 0.5g/m2.d）、较低（0.5～3.0g/m2.d）、较高（3～10g/m2.d）、最高（10～

20g/m2.d ）的四个等级标准。区域在自然状态下平均生物量可以达到

6321.37g/m2.a～9482.05g/m2.a，折合 17.32g/m2.d~25.98g/m2.d，可以判断出该地

域自然生态系统属于最高的生产力水平。 

区域自然系统的稳定状况可从恢复和阻抗稳定两方面进行分析。低等生物具

有较强的自身恢复能力，但其修复功能低不足以使系统整体具备高亚稳定性，而

高亚稳定性组分是有高等生物量的生物组分，尤其是乔灌木来决定。通过遥感影

像图可以看出，由于人类长期垦殖活动，评价区农田为主要拼块，分布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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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价区域的 58.15%，城市绿地所占比例为 0.72%。林地和农田均是人工引进

组分，其中农田分布面积的最大，农业用地类别部分的植被覆盖以耕地为主要斑

块，共有 261 个，占总农业用地面积的 66.24%，其次为林地，斑块数 146 个，

占农业用地植被覆盖的 31.49%。评价区域天然生物组分相当少，基本被人工植

物所替代，人工化和物种单一化现象明显。因此，系统的生态功能的组分差异性

较低，自然系统的阻抗稳定性不高，恢复稳定性较弱，如果不经过人工辅助措施，

恢复到本底的高亚稳定状况是较为困难的。但由于基本为人工植被，因此在遭受

破坏时，通过人工辅助措施，可以较快的恢复到破坏前的现状水平。 

总体来说，区域陆生生态系统生产力较高，生态系统植被覆盖率高，群落结

构完善，生态系统组成要素完整，生态系统健康且发育良好，陆地生物物种丰富，

虽然区域自然系统恢复稳定性较弱，阻抗稳定性不高，区域整体陆生生态系统完

整性较好。 

对于区域水生生态系统，调查显示，由于水流较大，冲刷强烈，近岸河道无

浅滩，且河道内来往船只较多，水域调查点周边及管线沿岸缓冲区域内无大面积

水生植物生长，仅有水域调查点 S1 周围有小面积挺水植物芦苇，缺乏沉水、挺

水、浮水植被的合理配置，水生植物生存环境受人工干扰显著，生产力较低，组

分相当少，物种单一化现象明显。此外，水生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调查结果显

示，区域水质为清洁到中污染，受人类活动影响较为显著，底栖动物物种较为单

一。总体来看，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的组分差异性较低，自然系统的阻抗稳

定性不高，虽然有较强的自身恢复能力，但其修复功能较低，不足以使水生生态

系统整体具备高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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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27   黄浦江上游连通工程周边植被覆盖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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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5 敏感生态问题评价 

本次调查期间共记录高等植物共 33 种，分 23 科 33 属，其中以禾本科、豆

科、菊科种类居多，以樟科、十字花科数量最多。浮游植物 7 门 44 属 93 种，以

绿藻门和硅藻门的种类相对较多，6 个点位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H）

均在 3 以上，Pielou 均匀度指数（e）在 0.799-0.845 之间，水质等级可以被评价

为轻污染或清洁；6 个采样点的叶绿素 a 在 3.13mg/m3~6.15mg/m3 之间，S4 为贫

营养型，其余均为中营养型；浮游动物 17 种，其中轮虫类、枝角类、桡足类及

其它分别检出有 12 种、1 种、3 种和 1 种，6 个监测点生物多样性指数 H 值在

1.84~3.20 之间，S1 为无污染或清洁，S2~S6 水质等级均为中污染状态；从底泥

样品中共检出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3 种，种类组成相对较为贫乏，除 S6 点监测

点位的 G.B.I 值为 0.5 外，其余点位 G.B.I 值均为 1，评价结果清洁或轻污染。 

总体而言，调查区域由于受到城镇化进程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系统出现

一定退化趋势，自然结构与功能受到干扰，区域生态环境呈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

态势。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土壤污染和退化、生

态系统脆弱化和退化等。 

6.7 各主要环境要素监测点位数量与相应导则的符合性分析 
本工程各环境要素监测点位与相应导则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6.7-1。 

表 6.7-1  各环境要素监测点位数量与相应导则的符合性分析 

序号 环境要素 评价

等级 
相应导则监测点位数

量要求 
本报告监测点位

情况 
符合性

分析 

1 地表水环境 三级 点位数量无明确规定 7 个点 符合 

2 地下水环境 二级 至少 5 个点 7 个点 符合 

3 环境空气 三级 2～4 个点 2 个点 符合 

4 声环境 二级 

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

标的声环境现状以实

测为主，但点位数量

无明确规定 

本工程沿线所有

敏感点均进行实

测，共 32 个点；

同时对工程连通

管穿越及沿途的

黄浦江及上游航

道声环境现状进

行实测，共 4 个点 

符合 

5 土壤环境 / / 10 个点 / 

6 生态环境 三级 / 陆生生态 8 个；水

生生态 6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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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7.1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7.1.1 施工生产废水排放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本工程施工生产废水主要有原水管线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工

作井施工泥浆废水及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 

本工程全线采用顶管的方式，顶管过程中将采用在管子和土层之间的空隙中

压入润滑介质的方式以降低顶进阻力，所用润滑介质的主要成分是膨润土和少量

的添加剂（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其成分无毒无害，不会对水体（及土壤）造

成污染。顶管施工泥浆废水的污染物主要为高浓度的 SS。顶管施工中的泥浆部

分循环使用，其余通过泥水输送系统送至地面泥水处理场脱水处理，循环利用率

可达到 80%，预计泥浆废水的排放量约 25.08 万 m3。同时工作井围护施工产生

的泥浆废水量约 3.45 万 m3。上述泥浆废水在收集和处置过程中若因操作不善或

泥浆废水未经处理任意排放，将对周边环境和受纳水体的水质产生影响，造成局

部水域 SS 含量明显上升。施工机械及车辆在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含油冲洗废

水，若直接排放进入附近水体，将会引起局部水域石油类含量上升，影响水体水

质。 

泥浆废水通过泥浆泵抽排至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

以外的施工基地内，与其它施工生产废水一起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相关标准后回

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处理达到上海市《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

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不会对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7.1.2 施工生活污水排放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生活污水主要来自施工基地临时生活区的粪尿、食堂、公用设施

等，以及施工现场人员的粪尿。据工程分析，工程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24m3/d。 

施工临时生活区布置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施工

基地内，一般都配备简易厕所，在对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并采用一体化成套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

“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相关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

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经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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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殊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

河道中。施工现场则布置移动厕所，对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通过

抽粪车抽运处理，确保日产日清。因此，工程施工生活污水合理处置后不会对水

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7.1.3 试压清管水和管道冲洗水排放影响分析 

根据《供水管道安装工程冲洗水量计算》（俞良协等），本工程试压清管水量

约 48.7 万 m3，管道冲洗水量约为 52.5 万 m3，SS 浓度约 70~80mg/L。试压清管

水和管道冲洗水取自黄浦江或太浦河，不添加任何试剂。试压清管水量是在安装

完工后，新装管道试压时消耗的水量。顶管施工结束后，钢管管壁上残留了少量

泥土，管道试压时管壁上的泥土经大量原水稀释后，基本不会增加原水中 SS 的

浓度，因此，试压清管水直接排入黄浦江或太浦河后对水环境影响甚微。管道冲

洗水量是指管道交付使用前（管道并网运行前）冲洗新装安装管道时消耗的水量，

管道冲洗前，试压清管已将管壁上残留的少量泥土基本清理干净，因此，管道冲

洗水直接排入黄浦江或太浦河后也基本不会对水环境产生影响。 

7.2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与预测 

7.2.1 区域水文地质现状 

本次区域水文地质现状调查是在收集以往地质成果与水文地质资料的基础

上，对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展开调查整理与分析。 

7.2.1.1 地质构造 

松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河口滨海平原，山丘总面积约 2.4km2，全区均为

第四纪沉积物所覆盖，其厚度在 300m 左右。晚白垩系上统见于松江盆地，其南

东侧受枫泾－川沙断裂带控制，是在晚侏罗世天马山构造火山盆地背景上，继承

发育起来的箕状断陷盆地；其沉积为紫红色粉砂质泥岩与泥质粉砂岩建造，间夹

薄层石膏多处。上更新统地层，多在 10~20m 以下。在东部区域的钻探表明，地

面下 23m 有暗绿色硬土层，证明现在地表沉积物质是在全新世形成的。基岩主

要为岩浆岩，其中侵入岩面积较少，绝大部分为火山岩。火山岩露头部分，形成

九峰地区的十几座山丘。有的低山小丘已被覆盖层埋入地下，如天马乡庙头村附

近。距地表一米左右下有一座鳖山。九峰诸山以中生代熔岩与火山碎屑岩分布最

广，其中以粗面流纹岩、英安流纹岩、粗面流纹质熔结凝灰岩、流纹质（岩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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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屑凝灰岩、流纹质玻屑凝灰岩为多。它们的生成时间，大约距今 1.5 亿年左右。 

松江处于枫泾－川沙大断裂与廊下－大场大断裂交叉处，为火山岩建造、碎

屑－碳酸盐岩建造。枫泾－川沙大断裂形成于晚元古代，自枫泾经车墩、周浦、

川沙一线继续分布，由多条断裂组成宽约 4～6km 的断裂带。这一断裂是上海地

区 IV 级构造单元：青浦－宝山拗褶断束与金山－南汇隆褶断束的分界线，南西

延入浙江省嘉善县境内，北东经白龙港附近延入东海海域。总体走向北东 60°，

倾向北西，倾角 75°以上。廊下－大场断裂带，由廊下经松隐、车墩、七宝至大

场，呈北东 25°方向断续分布，西南可能越杭州湾，与浙东丽水－上虞断裂相连，

大场以北不显，至启东延入黄海。断裂带宽度约 2～3km。此外，境内尚有：1.

兴塔－泖港断裂，位于兴塔－洙泾－泖港一线，走向北东 60°与枫泾－川沙大断

裂南段相平行，北东为廊下－大场断裂所截。2.卖花桥－吴泾断裂，沿卖花桥西

－颛桥－吴泾，呈向北突出的弧形展布，构成松江－北桥断凹的北界，为断面南

倾的正断层，全长 38km。3.天马山断裂，呈北东走向。 

青浦区低平原地貌的成因和整个长江三角洲一样，主要是受外营力（河流、

湖泊、海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经历了漫长的海陆变迁过程。中生代时期（距

今 22500 万年—7000 万年），由于地壳运动频繁，岩浆活动普遍，形成一系列东

北向断裂（赵屯—黄渡、无锡—崇明）等构造线；喷出的岩浆活动形成佘山等山

丘。新生代第四纪后，上海地区地体不断下降，海面相对上升，在江流海潮的作

用下，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所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三角洲冲积平原，冲积层

厚达 270－290 米。少数较高的山峰未被冲积物掩埋，成为高出地面几十米至百

米的小山丘。距今 7500 年，海面上升减慢，海岸线在太仓、外冈、漕泾一线，

直达杭州湾。两侧的泥沙逐渐淤高，形成长江南岸与杭州湾北岸相连的沙嘴（或

称沙堤）。沙嘴受海浪作用，泥沙与贝壳日渐填高成长江老三角洲平原，俗称冈

身。 

由于长江泥沙的不断淤积，地面日益淤高，青浦区境内西部古太湖的水面被

分割，逐渐形成湖荡、河流密布的太湖平原。古太湖的东部遂成淀山湖、鼋荡等

大小湖荡。淀泖地区原是近海的沼泽区，在海水倒灌和海水与淡水交互作用下，

海水上升，泥沙覆盖后，贝类和牡蛎进入海湾繁殖，积成贝壳层。尔后海水又上

升，被泥沙再次淤积，随着芦苇的生长，形成泥炭层，然后再被泥沙覆盖成为低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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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地层岩性 

根据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和部分收集到的有关工程地质勘察成果，项目所在区

60m 以内深度范围的土层根据其成因、时代、土性及物理力学性质上的差异，可

划分为多个不同特征的工程地质层，其埋藏分布条件及特征自上而下可分述如

下： 

（1）表土层 

为全新世晚期（Q4
3）河—湖相沉积。本区普遍分布，厚 2-3m，岩性以褐黄

色粘土、粉质粘土为主，局部夹有粉砂层，颗粒组份主要以粉土粒为主，含少量

粘土粒，粉砂粒，及少许细砂颗粒。见有泥炭浸染、铁锰质斑点。 

（2）第一软土层 

全新世中期（Q4
2）滨海―湖沼相沉积。除新五西南地区缺失外，其他地区

均有分布。顶面与表土层相接，埋深 2-3m，厚 5-12m 不等。岩性为灰色粉质粘

土、灰色砂质粉土，土层中粉砂呈团块状产出，湿-很湿，高压缩性，软塑-流塑，

标准贯入试验 N63.5 为 1-2 击。 

（3）第一硬土层 

全新世中期（Q4
2）冲湖相沉积。区内仅西南部与金山区接壤处有分布，其

他地区基本缺失。其顶面与第一软土层相接，深 10m 左右，厚 6m 左右。岩性为

暗绿色粘土，中等压缩。 

（4）B 砂 

全新世早期（Q4
1）河口―滨海相沉积。呈透镜体状零散分布于软土层中，

其顶面与第一硬土层、第一、二软土层相接，埋深浅部为 2.5-7m，厚度为 5-6m，

深部埋深为 22 m，厚 6-8m。岩性为灰色粉细砂，湿～饱和。 

（5）第二软土层 

全新世早期（Q4
1）滨海湖沼相沉积，区内分布广泛。顶面与 B 砂、第一硬

土层和第一软土层相接。深 9-15 m，厚 8-20m。岩性为灰色粘土、灰色粉砂夹粘

质粉土，局部含泥炭薄层，湿～很湿、软塑～可塑，高～高偏中压缩性。 

（6）第二硬土层 

晚更新世晚期（Q3
2－3）冲湖相沉积，区内广泛分布，仅与闵行区接壤处基

本缺失。顶面与第二软土层与 B 砂层相接，埋深 17-24m，厚 3-8m。岩性为暗绿

色粘土、粉质粘土，稍湿、硬塑、低压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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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砂层（即第一承压含水层）：详见 7.2.1.3 节水文地质条件章节。 

（8）第三软土层 

晚更新世晚期（Q4
2－1）滨海湖沼相沉积，区内除北部卖花桥一带缺失外，

其他地区广泛分布。顶面与第一砂层相接，埋深 40-55m，厚 7-14m 不等。岩性

为灰色粉质粘土与薄层粉砂，湿～很湿，软塑～可塑，中等压缩性。 

（9）第二砂层（即第二承压含水层）：详见 7.2.1.3 节水文地质条件章节。 

7.2.1.3 地下水赋存条件和含水层划分 

工程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条件与上海市整体区域相似，以孔隙水为主要类型

的地下水资源主要赋存在第四系松散岩层中。按照地质时代、水动力条件和成因

类型的不同，自上而下可划分为：全新统的潜水含水层～微承压含水层、上中更

新统的第一、二、三承压含水层和下更新统的第四承压含水层。区域水文地质剖

面图见图 7.2-1，各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简述如下。 

（1）潜水－微承压含水层 

属全新世河口三角洲相和冲湖积相堆积的一套上海组松散堆积物，含水层岩

性为灰、灰黄色粉质粘土、砂质粉土、粉砂、粉细砂。由于受全新世大规模海侵

的影响，区内部分地段地段堆积了较厚的淤泥质粘土和粉质粘土，使其分隔为上

下两层，下层具微承压性。含水层厚度一般小于 10m，受沉积环境控制，岩性变

化较大，透水性差，水量贫乏，单井涌水量一般为 10~100m3/d，局部为

100~500m3/d，并呈季节性变化规律。潜水水位 0.5~3m，水化学类型自西至东由

HCO3-Ca﹒Mg、HCO3-Ca﹒Na 型向 Cl-Na 型过渡，矿化度也呈逐渐增大的规律，

由淡水向微咸水、半咸水过渡。 

区域潜水含水层埋藏分布图与富水性分布图如图 7.2-2 所示。区域潜水含水

层 1：50000 综合水文地质图如图 7.2-3 所示，潜水层上覆包气带厚度及覆盖层岩

性情况如图 7.2-4 所示。 

（2）第一承压含水层 

含水层组主要由上更新统滆湖组、昆山组的粉细砂、细砂、中细砂组成。东、

北局部地区第一、二含水层基本沟通。顶板埋深为 25~31m、厚度为 12~25m。

富水性在 1000-3000m3/d，水温为 18-19℃，矿化度以 1-3g/L 的微咸水为主，水

化学类型为 Cl-Na 型水。区域第一承压潜水含水层 1：50000 综合水文地质图如

图 7.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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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承压含水层 

该含水层水质具明显的水平分带、由东北向南依次分布有 Cl-Na、

HCO3·Cl-Ca·和 HCO3-Ca·Na 型水。水质特征为：古松～新五～柳港一线以南为

Cl-含量小于 100mg/L。该线以北至松江城区～张泽一线之间 Cl-含量为

100~300mg/L。其余地区则 Cl-含量大于 300mg/L。另外，古松～新五～柳港一线

以南为矿化度小于 1g/L。硬度小于 450mg/L，以北侧为矿化度大于 1g/L，硬度

大于 450mg/L。 

（4）第三承压含水层 

由东向西分布有 Cl-Na（Na·Ca）、Cl ·HCO3-Na（Na·Ca）、Cl-Na（Na·Ca）和

HCO3-Na（Na·Ca）型水。且东北部以及西南部以 Na-Ca 型水为主，东部及东南

部以 Na 型水为主。水质特征：全区 Cl-含量西南部新浜地区为小于 100mg/L。硬

度小于 450mg/L，矿化度小于 1g/L。东南部柳港～张泽一带 Cl-含量为 100～

300mg/L，硬度大于 450mg/L，矿化度为 1～3g/L，叶榭地区 Cl-含量大于 300mg/L，

硬度大于 450mg/L，矿化度大于 3～<8g/L。 

（5）第四承压含水层 

本区水化学类型单一，为 HCO3-Na 型水。水质特征：全区 Cl－含量以小于

100mg/L 为主。仅北部卖花桥附近，略大于 100mg/L，矿化度均小于 1g/L，硬度

小于 45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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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区水文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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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潜水含水层埋藏分布图与富水性分布图 

工程所在位置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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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    潜水含水层 1：50000 综合水文地质图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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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包气带厚度及覆盖层岩性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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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第一承压含水层 1：50000 综合水文地质图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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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 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1）潜水层补径排条件 

①补给条件 

本区气候湿润，雨量丰富，历年平均降水量 1098.2mm（本次工作统计年份为

1956～2000 年，其中最多年份 1999 年为 1626.8mm，最少年份 1998 年为 651.5mm），

且多年年降水量在 1100mm 以上。区内充沛的降水量形成了丰富的地表径流量（年均

18.63 亿 m3），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入渗水源。同时，由于地势平缓，除西部地下水包

气带渗透性能较差，以及中心区、居民区大片土地为不透水面渗透性视为零外，其他

地区地表土层尤以陆域东南部均具有良好的渗透性能。但由于地势高低、排水条件各

异，表层土渗透性能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降水持续时间不同，各地区水位上升幅度有所

不同。因此，浅层地下水蓄变量（储存量）亦因地而异。 

区内农田灌溉水源为地表水，其灌溉入渗对潜水水位的影响较大。这一部分灌溉

用水除了植物吸收及蒸发外，部分入渗补给了浅层地下水，每年 4 至 10 月份，灌溉

地区潜水水位比非灌溉区同期水位略高，尤其是集中灌溉的潜水位上升较为明显，因

此，地表水灌溉入渗是本区潜水补给主要来源之一。 

另外，区内主要地表水系如黄浦江等均直接切割潜水含水层，对潜水含水层水资

源量有一定数量的补给。 

②径流条件 

区内潜水含水层颗粒微细，水位较平缓，水力坡度很小，地下水流速缓慢，径流

条件较差。潜水被纵横密布的地表水切割，潜水流向受一定的地表水位所控制，且径

流途径较短。另外，潜水面形态受地形形态控制，潜水位高低与地形起伏基本一致。

在青浦、松江一带，潜水面为一低槽，地下水排泄不畅，径流路程较短，潜水汇入淀

泖低地，并汇入黄浦江上游。 

③排泄条件 

本区地面蒸发量较大，多年平均为 981.8mm（1956～2000 年）。据以往潜水资源

计算，潜水蒸发量约占大气降水入渗量的 55～75%，可见，潜水蒸发是区内潜水的主

要消耗项。 

根据潜水与地表水彼此间动态变化规律，潜水向地表水体排泄也是潜水排泄途径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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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上所述，大气降水是本区潜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其次受农田地表水灌溉及江、

湖地表水补给。潜水的径流速度缓慢，径流条件差。潜水排泄主要是潜水蒸发，其次

为人为开采和排泄于地表水体。故上海市潜水为大气降水－蒸发型地下水。 

因此，工程区域内潜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雨和农田灌溉入渗为主，排泄以

蒸发为主，其次是人为开采，此外由陆域向大海渗流也是一种排泄方式。区域潜水径

流排泄条件如图 7.2-6 所示。 

（2）承压水层补径排条件 

上海地跨长江三角洲前缘河口三角洲平原、滨海平原及太湖流域东缘低地，西、

西北部与江、浙两省接壤，东部依托东海大陆架，源自江苏常州、浙江嘉兴以西的长

江、钱塘江古河道流经本区后流入东海。新近的深层承压含水层测年资料成果显示，

上海承压含水层是距今 1.5 万-5 万年间补给的，这主要是晚更新世末期海退事件，导

致地下水力坡度加大，地下水交替加快，以及古河道被切割而发生侧向和垂向补给作

用，随着海平面的迅速上升，含水层被埋藏，埋藏后的含水层中的地下水没有发生明

显的侧向流动。 

由于上海地区承压含水层历经一百多年的人为开采，已经相应改变了承压含水层

地下水的天然停滞状态，而且上海地区不仅自身进行人工回灌（补给）及地下水开采

（排泄），而且受邻省江苏、浙江的开采影响，故承压含水层地下水的补给、径流、

排泄条件不尽相同。特别是第三、四承压含水层地下水（江、浙为二、三承压含水层）

在江、浙地区集中开采，在局部地区早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使上海地区来自西部的

侧向补给减少甚至逆向补给江、浙地区，而接受埋藏于东海深部和杭洲湾水域下的承

压含水层中的地下水补给。 

因此在天然状态下，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主要沿同层的河道由西部向东进行侧向径

流补给，并向东海区排泄。然在受西部浙江省开采影响后，地下水流向亦发生改变，

即由天然状态下的由西向东径流变为目前的由东向西径流。其补给方式主要是袭夺东

部邻区静储量。排泄方式除本区有少量开采外，主要是向西部浙江省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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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区域潜水径流排泄条件与水位图 

7.2.1.5 地下水间及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 

上海地区水网发育良好，地表水系可直接切割潜水含水层构成侧向补给和排泄。

依据潜水水位与地表水水位动态观测资料初步试算，长江水系对沿岸的潜水侧向补给

量为 0.0557 亿 m3/a，淀山湖为 0.00023 亿 m3/a，合计约 0.056 亿 m3/a，占区内潜水总

补给量的 0.4%。对拟建工程区域而言，其各个方向均被河流所分割，河水与潜水之

间存在较为密切的水力联系。若河流水位较高时，河水会对潜水形成暂时性的补给，

反之若河流水位低，周边潜水会向河流排泄。 

从区域地层资料来看，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层、第一、二承压含水层及第三、四承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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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含水层之间以厚实的粘性土为隔水层，之间无沟通接触，但是第一与第二承压含水

层间、第三与第四承压含水层间在部分区域连通。 

7.2.1.6 地下水开采与回灌 

由于浅层地下水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上海市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实施了一系列

农改水措施。至 80 年代末，自来水管网已形成“村村到户”的格局，本工程所在地

附近的村民也已用上了由区县自来水厂提供的自来水，潜水井（俗称“灶片井”）的

开采一直处于大幅减采甚至是废弃不用并被填埋的趋势。如今，随着松江和青浦区域

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新城及城镇新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工程所在区域范围内大多数潜水

井被不断的废弃填埋且数量也大幅减少。根据工程及其周边范围内近几年的地下水污

染现状调查可知，该范围内的潜水井多已被废弃填埋，剩下不多的潜水井所开采的浅

层地下水也仅被用于农村居民冲扫庭院和浇灌屋边自留地等，不做生活饮用水。 

因此，除工程所在区域极少数农村的“土井”外，工程所在区域目前不对潜水层和

第一承压含水层的地下水进行开采，亦尚无开采潜水层和第一承压含水层地下水的规

划。工程所在区域农村已经全部接通了自来水，即使有地下水井，取用的地下水也仅

作洗衣、冲洗等用途，不作为饮用水源使用。 

区域地下水开采层次为第二、四层承压含水层，作为生活用水的含水层地下水开

采量主要集中在第四承压含水层，第二承压含水层开采量仅作为生产厂家使用，只体

现在采灌井上的开采量。上述含水层自 1990～2011 年地下水开采量由 1990 年起逐年

增加至 1996 年和 1997 年的最高开采量后转为快速下降趋势，从 2008 年起跌破

5×104m3/a。2007 年第二承压含水层停采，只剩下第四承压含水层维持在少量开采的

状态。 

区内的地下水回灌层次为第二、四承压含水层，主要回灌层次为第二承压含水层，

1990～2008 年间共回灌了 66.01×104m3，年均回灌量为 3.47×104m3。期间，第四承

压含水层自 1996 年起一直处于停灌状态，第二承压含水层自 2009 年起至今也一直处

于停灌状态。各含水层回灌动态具体表现为： 

第二承压含水层：1990 年～2011 年间仅回灌至 2008 年，2009 年起至今一直处于

停灌状态。在 17 年的回灌过程中一共回灌了 57.76×104m3，其中，年最低回灌量为 1991

年仅为 500 m3，年最高回灌量为 2002 年达 16.96×104m3，年均回灌量为 3.40×104m3，

回灌量各年间蝙蝠较大；第四承压含水层：1990～2011 年间只有 1990 年、1993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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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这 3 年有过回灌，自 1996 年后一直处于停灌状态。3 年间一共回灌了

8.25×104m3，年均回灌量为 2.75×104m3。 

7.2.1.7 地下水水位特征 

（1）潜水含水层 

上海地区的潜水资源利用程度较低，仅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广大的农村地区

作为生活用水资源而利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潜水利用量逐年减少，转而利用自

来水。因此，潜水资源在利用的过程中，水位下降地区规模较小，下降速率小，基本

处于稳定状态。数十年来的监测结果表明，潜水水位基本稳定在 3～3.5m 的高位状态，

但受大气降水影响较大，一般潜水位年内变幅度在 1m 以内，特殊降水量大的时期，

年度变幅在 2 m 左右，具体如图 7.2-7 所示。其变化趋势基本受控于大气降水的相对

强弱，多年来的监测结果表明，尚未出现趋势性上升或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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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上海市潜水水位变化图 

（2）第一承压含水层 

上海地区第一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因其水质差、水量小，多年来未曾连续、集中开

采，但其水位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采时期及 90 年代以来受工程建设过程中降水或

处于与下部含水层沟通地区水位下降影响，而表现出低-高-低的变化特征。 

该含水层地下水曾在 1961-1967 年间有少量的开发利用，开采量较小，介于 8~16

工程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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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3/年，因此，开采阶段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水位最低时低于-16m，1968 年后至今

停止集中开采，1968 年停采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至 0m 左右，并保持稳定状态。 

1968 年地下水停采后至 80 年代初，区域地下水位总体较高，1981 年，区域最低

水位在-1m 左右，并分布在中心城区。上世纪 80 年代后至今，地下水位有小幅下降，

沿袭前期水位分布格局，中心城仍为低水位分布区，2001 年，为最低水位分布阶段。

中心城区南部、浦东、闵行等地区与第二承压含水层沟通地区，因受第二承压含水层

地下水位下降影响，表现出相对较低特征，局部最低水位超过-7m，区域水位一般在

-1～-5m。2006 年，中心城最低水位略有上升，区域水位与 2001 年时基本相当，一般

为-2～-4m。2006 年～2011 年间，拟建工程临近地区的第一含水层水位动态变化基本

维持在-1～0m 的标高。 

（3）第二承压含水层 

1966 年前该含水层集中于中心城开采，最高年开采量大于 0.8 亿 m3，占全市总

开采量的 42%，形成了市区为中心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中心地下水位达-37m，同时

产生了严重的地面沉降灾害。为减缓地面沉降发展趋势，上海市政府从 1965 开始大

幅度压缩地下水开采，使地下水位迅速上升，1971 年时地下水位基本在 0m 左右变化，

与区域地下水位基本一致；随着 1965 年后市区地下水人工回灌工程的实施，在冬灌

期局部地区因水位上升形成反漏斗，地下水位年变幅增大为 3～10m。地下水位高分

布状态，对控制地面沉降作出了重大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承压含水层开采逐渐向邻近的宝山、嘉定等工业地区转移。

而且为满足远郊棉纺织厂等车间空调用水所需，崇明、南汇、奉贤、金山等咸水分布

区，在 80 年代后也有一定程度的开采，开采强度一般小于 20 万 m3/平方公里。至上

世纪 80 年代末，第二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量保持在 1200～1400 万 m3，在此开采

格局下，全市地下水位保持较高水平，一般在 0～-5m，中心城由于采灌作用影响，

年内地下水位变幅较大，局部达 8m 以上。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全市第二承压含水层强度空间差异转化，中心城、宝山、

嘉定地区开采强度相对较大，崇明岛也有一定规模开采，期间，全市地下水位开始呈

现微量下降趋势。中心城普遍在-6～-10m，区域水位在-4～-6m。受浙江、江苏两省

地下水开采影响，金山枫泾地区、嘉定华亭和外岗等地区地下水位下降速率明显增大，

形成区域性的水位漏斗。金山枫泾地区地下水位为全市最低分布地区，最低水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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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m。2000 年以后，在全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地下水位

普遍出现上升的态势。至 2006 年，全市第二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普遍在-2～-6m，松

江、崇明局部地区为 0m。2001 年起，因江苏境内地下水位的不断恢复，使邻近江苏

的嘉定等地区地下水位明显回升，局部地下水位漏斗已消失，而浙江嘉善地区因地下

水开采仍保持较大的强度，西南部金山枫泾地区受邻近浙江开采影响较大，地下水位

处于较低状态（-10～-24m），但自 2010 年以来有逐年回升态势，拟建工程场区受中

心城区水位抬升的影响和金山区水位较低状态的作用，该含水层地下水位处于-2～-4 

m 之间。 

（4）第三承压含水层 

第三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强度总体略大于第二承压含水层开采强度，第二、三

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格局总体相似，地下水位动态变化规律基本相同。1966 年中心

城沿袭前期低水位分布态势，漏斗中心水位仍处于较低状态，年度最低地下水位在

-10～-15m。 

1966 年后第三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由中心城逐渐向西部的宝山、嘉定及南部的

奉贤、金山等地区转移。 

1966 年至 80 年代，第三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地区向郊区转移，使中心城地下

水开采强度大幅度减弱，中心城第三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迅速恢复，总体处于高水平

状态，大部分地区为-2～-5m，局部小于-10m。 

上世纪 90 年代全市第三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量微量增加，但开采地区波及远

郊的金山、奉贤、青浦等地区，导致全市地下水位总体处于下降态势，中心城及近郊

区普遍在-6～-14m，区域水位在-4～-5m。但金山枫泾地区因受邻近浙江地区开采影

响，地下水位为全市最低分布地区，年度最低地下水位在-10～-28m。2000 年以后，

在全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地下水位出现回升的态势，至 2006

年地下水位普遍在-3～-7m，崇明局部地区为 0m，西南部金山枫泾地区仍受邻近浙江

开采影响，地下水位仍呈逐年降低状态（-14～-38m），但自 2010 年以来，该含水层

地下水位有逐年缓慢回升的态势，拟建工程地段因受金山区低水位降落漏斗边缘的影

响，地下水位处于-1～-6m 间。 

（5）第四承压含水层 

第四承压含水层地下水资源丰富、地下水质量好且分布范围广，上世纪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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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为上海地区广泛开发利用，经历了持续开采过程。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或下降程度

的相对大小与开采强度的动态变化或大小具有正相关特征。 

上世纪 60-70 年代，中心城因开采强度较小，故地下水位总体下降幅度较小，地

下水位基本在-10～-15m；80 年代至 90 年代开采强度不断加大，且开采地区遍及全市，

在持续、不断增加开采量的过程中，使全市地下水位普遍出现持续下降现象，宝山大

场地区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闵行吴泾地区、奉贤燎原农场地区也形成局部降落漏斗，

青浦白鹤地区及金山枫泾地区因受江苏和浙江地区开采地下水影响，也是地下水位低

分布地区。1996 年，在地下水开采强度最大时期，地下水位达创历史最低，中心城及

近郊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大于-20m，大场漏斗中心大于-45m；2000 年以后，在全

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地下水位出现上升的态势，2006 年，大

场地区地下水位在-28～-30m，水位降落漏斗基本消失，区域水位在-12～-20m。而青

浦白鹤地区因受江苏开采影响，已成为北部最低水位分布地区；拟建工程地区受南部

星火农场与燎原农场地下水开采的影响，地下水位相对处于较低状态。但自 2006 年

以来，该 2 处农场地下水开采量呈逐年大幅减少趋势，地下水位呈逐年缓慢回升的态

势。 

7.2.2 工程场地水文地质 

7.2.2.1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 

为获取拟建工程场地范围内浅部地层的详细地层资料和潜水层水文地质参数，本

次评价特在工程所在地布设了3口潜水含水层勘察井进行野外的环境水文地质勘察试

验，勘察井位置如图 6.2-1 中 1#、4#及 6#地下水监测井位置。潜水含水层勘察井钻孔

深度约 8.5m，在钻探过程中均为全取心，土样基本按 1 个/m 进行取样，观察土层地

质特性并选择代表性原状土样进行土工试验。勘察井建成后，均开展洗井工作，洗井

工作结束后待井内水位稳定后立即进行抽水试验以获取含水层渗透系数。 

浅部各地层渗透系数的室内土工试验及野外抽水试验结果汇总如下： 
表 7.2-1    场区内各土层的渗透系数 

层序 岩性 
室内试验 野外抽水试验 

备注 Kv Kh K 
10-7cm/s 10-7cm/s 

②1 粉质粘土 1.95 2.74 
37.9 潜水含水层 

③ 淤泥质粉质粘土 5.41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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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浅部地层特性 

根据环境水文地质勘察试验结果及《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程连通工程项目建议

书》中所列项目所在地相关地质条件信息，项目所在地浅层地层特性总结如下： 

• ①1 层：填土，灰黄色，以粘性土为主，层厚 2.40~4.10m，平均 3.03m，松散，含

植物根茎等杂质，土质不均匀； 

• ②1 层：粉质粘土，含氧化铁，局部含大量有机质，饱和软塑，压缩性高，层厚

0.40~2.0m； 

• ③层：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色，层顶埋深 2.40~4.10m，平均 3.02m，层厚 0.50~2.30m，

饱和，流塑，高等压缩性，物理力学性质差； 

• ④层：淤泥质粘土，中上部暗绿~草黄色，硬塑，中下部草黄~灰黄色，夹粉土，

可塑，层厚 6.20~10.70m，土层物理力学性质佳； 

• ⑤1 层：灰色粘土，含云母、有机质，夹薄层粉砂和贝壳碎片，软塑，压缩性高，

层厚 1.0~5.0m； 

• ⑤2 层：灰色砂质粉土，含云母，夹薄层粉砂、粘土，稍密~中密，层厚 1.0~5.0m； 

• ⑤3 层：灰色粉质粘土，含云母、有机质，夹薄层粉砂，软塑，层厚 3.0~15.0m； 

• ⑥层：暗绿色粉质粘土，含铁锰结核，可塑~硬塑，压缩性低，强度中等，层厚

1.0~5.0m； 

• ⑦1 层：草黄色砂质粉土，含云母、氧化铁，夹粉砂、粘土，中密~密实，压缩性

低，强度高，层厚 1.0~5.0m。 

7.2.2.3 浅部含水层水文地质特征 

拟建场地内潜水层地下水类型属第四纪松散层孔隙潜水，潜水主要赋存于浅部填

土、粘性土（②1 层粉质粘土、③层淤泥质粉质粘土）中，水量贫乏，其补给来源为

大气降水，与地表径流滞缓，以蒸发排泄为主，地下水位随季节、气候有一定变化，

基本在地下 1m 左右。 

拟建场地浅部有⑤2 层砂质粉土层的微承压水分布，深部有⑦层砂质粉土的第一

承压水分布。 

7.2.2.4 潜水含水层与承压含水层间的关系 

根据工程场地区域地质资料可知，上覆的潜水含水层与第一承压含水层有厚大于

10m 的低渗透性粘性土层，其中渗透性极低的粘土层大于 5m，因此工程所在地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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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与第一承压含水层之间无水力联系。 

上覆的潜水含水层与其下的微承压含水层间隔有一层低渗透性的淤泥质粘土和

灰色粘土，总厚度大于 5m，因此工程所在地潜水含水层与微承压含水层之间亦无水

力联系。 

7.2.3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7.2.3.1 影响源调查与分析 

（1）地下水水流与水位影响源调查与分析 

工程施工期可能对所在区域地下水水流及水位产生影响的活动主要为地面开挖

和工程降水。根据工程内容与工程分析，本工程全部输水管道采用顶管铺设，不存在

降水的问题。管线顶管铺设中需要设置的工作井分别采用不排水施工的沉井、地下连

续墙、灌注桩维护+止水帷幕等施工形式，这些施工形式决定了工程降水量也非常有

限。松江中途泵站增压泵房施工采用钻孔灌注桩＋三轴搅拌桩止水帷幕的基坑围护结

构形式，同样基本不存在工程降水问题。但是松江中途泵站进水切换井及调节池采用

大开挖分级放坡施工，需要井点降水，将会引起局部地下水水流及水位的变化。 

（2）地下水水质影响源调查与分析 

工程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及施工废水经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

用或排放，废水处理设施一旦发生事故性废水渗漏将难以及时发现，其中的污染物将

慢慢进入潜水层随地下水渗流扩散，进而污染地下水水质。由于上述废水渗漏情况属

事故工况，因此其影响分析详见“环境风险分析”有关章节。 

7.2.3.2 地下水水位影响预测分析 

（1）预测情景分析 

由上述地下水水流与水位影响源调查分析可知，本工程可能存在的主要地下水水

位影响问题是工程施工期松江中途泵站进水切换井及调节池施工过程中的工程降水

对周边潜水层地下水水位及水流造成的影响，本次评价以此作为工程地下水水位影响

预测情景。 

根据相关构筑物的埋深数据可知工程施工期对地下水水流及水位的影响主要集

中于潜水含水层，由于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含水层和微承压含水层及承压含水层间基本

无水力联系，因此基本不会对微承压含水层及第一承压含水层产生影响，此处不对微

承压含水层和第一承压含水层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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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源强概化 

由前述地下水水流与水位影响源调查与分析可知，项目松江中途泵站进水切换井

及调节池采用大开挖分级放坡施工，需要井点降水，将会引起区域地下水水流及水位

的变化。松江中途泵站共设一个进水切换井和两个并排的调节池，三者布置在一处，

相聚较近，呈“品”字形布设。本次评价中假设上述三个构筑物将一起进行开挖施工，

共设一个基坑降水区域，评价中将对该处井点降水引起的场地区水位变化情况进行预

测计算。进水切换井平面尺寸 22m×22m，基坑开挖深度为地面下 4.7m，每座调节池

平面尺寸 62m×44m，基坑开挖深度为地面下 4m。整个降水区域基坑平面尺寸按

100m×100m 考虑，降水深度按地面下 5m 考虑。 

（3）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模拟区地下水含水系统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均衡要素主要包括大气降水

入渗、河流入渗补给、蒸发和河流排泄等。 

模拟区空间地质结构清楚，地层水平分布连续且均匀，垂向地层变化明显，具有

统一连续的地下水位。地下水系统的物质输入、输出虽然随时间变化，但是高水位季

节往往是一年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季节，出于保守的角度考虑，本次评价采用地下水高

水位时期（丰水期）的流场作为全年的稳定流场进行影响预测。综上所述，可将工程

区地下水流系统概化为非均质各向异性、外部环境通过边界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三

维稳定流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水文地质边界条件确定如下： 

四周边界范围：模拟区以施工降水边界为起点往外扩约 150-300m，其中东至斜

塘，南至古松市河，西至小东浜，北至姚家浜。四周边界均为自然河流，河床常年有

水，属自然水文地质边界，按定水头边界考虑，模拟区及边界情况如图 7.2-8 所示。 

上部与下部边界：上部计算边界是地表面，通过该边界，地下水系统与外界发生

垂向水量交换。由于计算区潜水含水层与其下的微承压含水层之间有厚达 5m 以上的

低渗透性粘性土层，层间无直接水力联系，因此本次评价关心的只是潜水含水层；故

将计算区内潜水含水层下稳定的隔水底板作为模拟计算的下部边界。 

补给边界：上部补给边界即接受大气降水入渗的地表面，此外模拟区一侧的河流

作为评价区的补给流入边界。 

排泄边界：评价区地面蒸发以及一侧河流为评价区的排泄流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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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边界：为潜水含水层下部的粘性土层，即为相对隔水层。相对隔水层具有弱

透水性，垂向渗透系数在 10-7 cm/s 左右，厚度在 5m 以上。 

 
图 7.2-8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建模区域 

（4）地下水水流模拟 

①数学模型及计算软件 

本次地下水水位及水流影响模拟计算采用数值法。在地下水数值计算时，主要包

括建立数学模型、参数识别、模型验证、求解数学模型以及模型预测等几个步骤。本

次预测仅涉及项目区及影响区的地下水水流和水位，采用地下水水流模型，其控制方

程采用导则附录 F.4.2.1 推荐的地下水水流模型，其中边界条件采用第一类边界条件即

定水头边界条件。 

上述控制方程与项目区的实际初始和边界条件一起构成本次地下水环境影响评

价的地下水数学模型。 

本次地下水环境影响模拟采用国际上通用的 Visual Modflow 2011（简称 VMOD），

水流模型计算采用 MODFLOW2000 引擎。 

②模拟区网络剖分 

本次地下水水位数值模拟的目的是在项目设定的预测情景条件下，预测地下水水

流与水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此，在对模拟区单元进行网格剖分时，综合考虑了项目

松江中途泵站降水区域

模拟区北侧边界－姚家浜

（定水头边界）

模拟区东侧边界－斜塘 
（定水头边界） 

模拟区西侧边界－小东浜

（定水头边界）

模拟区南侧边界－古松市河 
（定水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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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以及项目所在地水文地质条件等实际情况，水平方向横向和纵向的网格间距为

10m（其中施工降水区域及其周边进行了加密剖分，网格间距为 1m），垂直方向上将

包气带和潜水含水层剖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填土和粉质粘土（对应①1 和②1 层），厚

度约为 4.2m；第二层为淤泥质粉质粘土（对应③层），厚度约为 3m；各层厚度根据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程连通工程项目建议书》中所列工程所在地相关地质条件信息

中各个地层的平均厚度确定。剖分结果如图 7.2-9 所示。 

 
图 7.2-9    模拟区网格剖分 

③模型参数输入 

A.  初始水文地质参数输入 

参考项目所在地的地质情况、水文地质条件信息以及项目所在地环境水文地质勘

察中的土工试验结果和野外抽水实验结果，评价区水文地质参数初始赋值情况如表

7.2-2 所示。具体各土层的渗透系数和孔隙度取自《黄浦江上游奉闵原水支线工程岩

土工程勘察报告》（江苏省地质工程勘察院，2013 年 3 月）中的土工试验结果，黄浦

江上游奉闵原水支线工程位于本工程东侧区域，与本工程所在地同属一个大的水文地

质单元，水文地质参数基本一致，相关参数可以参考引用。 
表 7.2-2    水文地质参数赋值 

参数 第一层 填土/粉质粘土层 第二层 淤泥质粉质粘土层 
横向渗透系数(cm/s) 2.74×10-7 4.35×10-6 
垂向渗透系数(cm/s) 1.95×10-7 5.41×10-7 

孔隙度 0.44 0.56 

B. 水力边界条件 

以水文地质概念模型中确定的水力边界条件为基础，根据评价区水文地质调查的

结果进行模型水力边界条件的设定，具体如下所示。其中各个定水头边界的给定水头

值根据丰水期地下水水位监测期间松江中途泵站四周各条河流的河水面相对标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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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综合确定，河水面相对标高测定时采用的相对基准点与地下水水位测定相对基准

点相同。 

• 北侧姚家浜定水头边界：稳定水头值 11.40m-11.35m 

• 南侧古松市河定水头边界：稳定水头值 11.10m 

• 西侧小东浜定水头边界：稳定水头值 11.40m-11.00m (由北向南递减) 

• 东侧斜塘定水头边界：稳定水头值 11.35m-11.00m (由北向南递减) 

（5）地下水水力模型验证 

在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以上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为依据，以 2014

年 6 月 8 日的实测地下水水位数据为验证对象，通过手工多次调整相关参数进行反复

试算，模拟得出与实测地下水水位线趋势基本一致的工程所在区潜水层地下水位等值

线，具体如图 7.2-10 所示。图中红线为根据实测水位数据差分计算得到的水位线图，

蓝线为模型模拟计算的水位线图。由图可知模型模拟得出的水位线图与根据实测结果

差分计算得到的地下水水位线的趋势基本能保持一致。 

 
图 7.2-10    地下水水流模型验证 

（6）地下水水力模拟结果 

工程降水实施前松江中途泵站所在区域潜水层地下水水位情况如图 7.2-11 所示。

在验证的地下水水力模型的基础上输入地下水影响源强概化中确定的地下水排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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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源项，模拟工程降水对区域地下水水位的影响，结果如图 7.2-12 所示。 

 
图 7.2-11    施工前所在地潜水层地下水水位等值线图 

 
图 7.2-12    施工降水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 

由两图对比可知，进水切换井及调节池施工降水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半径

约为 270m，其中导致 1m 以上地下水水位降深的范围不超过 1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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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下水水位影响分析 

由模拟预测结果可知，工程松江中途泵站进水切换井及调节池施工过程的井点降

水对周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范围有限，为基坑外 270m。施工降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施工区域附近，对周边区域地下水位影响有限。此外，由于工程施工期的时间有限，

这种影响具有可逆转性，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影响会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慢慢恢复，工

程施工期对地下水水位影响有限。由于施工期各个构筑物的建设不会对工程所在区域

潜水含水层形成大范围的切割，故而也不会对区域地下水的补水、排水产生明显影响。 

土地荒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

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上海地区气候湿润多雨，大风日数较

少；工程所在区域为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良好；工程施工期井点降水对区域地下水

水位的影响程度、影响时间及影响范围均非常有限，并且这种影响是可逆的，会随着

施工期的结束而结束。因此工程建设阶段井点降水不会给所在区域带来土壤次生荒漠

化的问题。 

地面沉降是在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地层固结压缩，导致地壳

表面标高降低的一种局部的下降运动。由地下水水力预测结果可知，工程施工期井点

降水对区域地下水水位的影响程度、影响时间及影响范围都是非常有限且可逆的，大

部分受影响区域的水位变化值与地下水水位年均自然变化值相当；工程所在区域位于

乡村地区，主要为公路绿化带和农田，基本无高大建筑物，地层所受压力有限，因此

工程建设阶段井点降水基本不会给所在区域带来大范围的明显地面沉降问题。 

此外，工程所在区域的河流等地表水体均不是以地下水作为主要补给来源，加上

工程降水量有限，因此工程井点降水对周围河流的径流量也基本无影响，不会影响到

地表水环境。如前所述，工程施工期井点降水对区域地下水水位的影响无论从影响程

度、影响时间还是从影响范围等角度来讲均非常有限，加上工程所在区域常年湿润，

雨量充沛，因此工程建设阶段井点降水基本不会对地面的自然生态景观、植被与树木

等产生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工程建设阶段井点降水不会造成周边区域的地面沉降、土地荒漠化、

地表水流失以及植被与树木的破坏，井管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非常有限。 

7.2.3.3 对地下水水力连通的影响分析 

由工程场地浅部地层特性可知，工程所在地的潜水含水层与其下第一承压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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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有很厚的低渗透性粘性土层隔离，隔水层厚度大于 10m，工程所在地潜水含水层

与第一承压含水层之间均无水力联系。第一承压含水层顶板埋深在 20m 以上。由工程

内容可知，工程输水管道主要埋设于潜水含水层的③层淤泥质粉质粘土，而对于穿越

河流处的管道则埋深较深，对于穿越太浦河等大型河流的顶管井净深（地面至底板面

距离）约需 20m；对于穿越小型河流及其他障碍物的顶管井净深为 15m。由此可见穿

越段管道将埋设于潜水含水层和第一承压含水层间的隔水层中，不会达到第一承压含

水层。因此工程管线施工不会导致工程所在地潜水与第一承压承压含水层贯通。 

此外，穿越段原水管道在隔水层中施工可能会遇到微承压含水层的⑤2 层灰色砂

质粉土，顶管井是可能造成微承压水与潜水水力连通的重要通道节点，在做好顶管井

井壁与管道间的止水工作的情况下，原水管线施工也不会导致潜水与微承压水层贯

通。 

7.3 施工噪声对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设备产生固定、连续的噪声和施工车辆等产

生的移动交通噪声。根据所用的各类施工机械和设备，确定施工噪声源强，预测计算

施工噪声随距离衰减情况，参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评价施工场界达标情况及施工噪声对周围声

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7.3.1 点声源影响预测分析 

7.3.1.1 预测方法及参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采取无指向性点声源半

自由声场几何发散衰减公式对施工机械运行噪声进行预测。 

LA（r）＝LA（r0）－20lg（r/r0）－△L 

式中：LA（r）——距声源 r（m）处的 A 声级，dB； 

LA（r0）——距声源 r0 处的 A 声功率级，dB； 

r——测点与声源的距离，m； 

r0——测点距离机械的距离，m； 

△L－其它因素引起的噪声衰减量，dB。 

7.3.1.2 预测分析 

根据工程分析中施工期噪声污染源源强，施工中涉及的主要施工机械、车辆的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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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值及影响距离见表 7.3-1。 

表 7.3-1  主要施工机械、车辆噪声级及影响距离 

施工机械、车辆 
距离声源不同距离的噪声值，dB(A) 

20m 40m 60m 80m 100m 200m 300m 600m
泥浆泵 82 76 72 70 68 62 58 52 
吊管机 84 78 74 72 70 64 60 54 

柴油发电机 84 78 74 72 70 64 60 54 
载重汽车 80 74 70 68 66 60 56 50 
挖掘机 80 74 70 68 66 60 56 50 
推土机 79 73 69 67 65 59 55 49 
钻机 75 69 65 63 61 55 51 45 

商砼搅拌车 78 72 68 66 64 58 54 48 
混凝土振捣器 78 72 68 66 64 58 54 48 

生活污水净化装置鼓风机 79 73 69 67 65 59 55 49 

从表中可以看出，昼间距离施工设备 100m 外的平均 A 声级能满足《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夜间要求施工机械距离施工场界 560m 处，

噪声值才能符合限值要求。 

考虑环境噪声背景值叠加影响后，昼间距离施工机械、车辆 560m 外基本可满足

1 类功能区要求，180m 外基本可满足 3 类功能区要求，100m 外基本可满足 4a 类功能

区要求；夜间距离上述施工设备 1770m 外的平均 A 声级才能基本可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功能区要求，560m 外基本满足 3 类和 4a 功能区要求。

但实际情况，由于同时作业的可能性不大，且并不是所有的时间同时达到最大噪声影

响，设备之间都有一定的分散距离，实际值要低于预测值。另外，由于本工程作业的

地形限制，作业场所在敏感点有高差、传播路线有遮挡，每天的作业时间不连续等因

素，实际影响时间、程度较预测值要低。 

7.3.1.3 声环境敏感目标影响预测分析 

由于施工场地多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行，将产生噪声叠加影响，一般将增加 3～

5dB(A)，因此施工场地多台机械设备的噪声源强为 109dB(A)。本工程施工期环境敏

感目标主要为工作管线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和分水点周边 200m 范围内敏感点，施

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见表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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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汇总表   单位：dB(A) 

序号 敏感目标 

多台机

械施工

噪声叠

加源强 

多台机

械施工

噪声预

测值 

标准值 噪声背景值 噪声叠加值 噪声超标值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高家港 109 76 55 45 52.5 43.3 76.0 76.0  21.0  31.0 
2 叶厍村 109 76 55 45 51.7 42.7 76.0 76.0  21.0  31.0 
3 练塘敬老院 109 70 55 45 51.6 42.6 70.1 70.0  15.1  25.0 
4 泖新村 109 81 55 45 54.1 44.8 81.0 81.0  26.0  36.0 
5 汤家栅 109 67 55 45 52.6 43.7 67.2 67.0  12.2  22.0 
6 杨思泾 109 77 55 45 53.7 44.1 77.0 77.0  22.0  32.0 
7 旺四泾 109 69 55 45 52.1 43.5 69.1 69.0  14.1  24.0 
8 新姚村 109 77 55 45 51.9 42.5 77.0 77.0  22.0  32.0 
9 姚家村 109 74 55 45 53.2 44.6 74.0 74.0  19.0  29.0 

10 北新村 109 68 55 45 51.5 42.5 68.1 68.0  13.1  23.0 
11 夏圩 109 71 55 45 52.5 43.6 71.1 71.0  16.1  26.0 
12 黄泥泾 109 73 55 45 52.8 43.7 73.0 73.0  18.0  28.0 
13 东湾巷 109 68 55 45 51.7 42.5 68.1 68.0  13.1  23.0 
14 北野圩 109 79 55 45 52.9 43.8 79.0 79.0  24.0  34.0 
15 张家厍 109 76 55 45 53.7 43.5 76.0 76.0  21.0  31.0 
16 三家村 109 79 55 45 53.4 44.2 79.0 79.0  24.0  34.0 
17 顾家棣 109 72 55 45 51.8 42.7 72.0 72.0  17.0  27.0 
18 陈家棣 109 68 55 45 53.6 44.5 68.2 68.0  13.2  23.0 
19 石河泾 109 77 55 45 52.5 43.1 77.0 77.0  22.0  32.0 
20 庄行浜 109 71 55 45 52.1 43.6 71.1 71.0  16.1  26.0 
21 渔家村 109 79 55 45 53.3 42.3 79.0 79.0  24.0  34.0 
22 塘口 109 79 55 45 51.4 42.7 79.0 79.0  24.0  34.0 
23 沈家棣 109 76 55 45 52.7 43.4 76.0 76.0  21.0  31.0 
24 黄家棣 109 65 55 45 52.6 43.6 65.2 65.0  10.2  20.0 
25 东斜泾 109 76 55 45 52.2 41.7 76.0 76.0  21.0  31.0 
26 北星 109 70 55 45 51.3 42.5 70.1 70.0  15.1  25.0 
27 顾家角 109 79 55 45 53.7 44.6 79.0 79.0  24.0  34.0 
28 孙家宅 109 66 55 45 52.9 43.1 66.2 66.0  11.2  21.0 
29 孙家浜 109 70 55 45 53.1 44.2 70.1 70.0  15.1  25.0 
30 陈家棣 109 66 55 45 52.4 43.6 66.2 66.0  11.2  21.0 
31 宋家棣 109 65 55 45 52.7 43.8 65.2 65.0  10.2  20.0 
32 川堂房 109 74 55 45 53.5 44.6 74.0 74.0  19.0  29.0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由于各声环境敏感点距离施工场界较近，施工期噪声对其影

响较大，特别是夜间施工，造成各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不同程度的超标。施工噪声使

得各环境敏感目标昼间噪声超标范围为 10.2~26.0dB(A)，夜间噪声超标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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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0dB(A)，整体超标较为严重。因此，在各敏感目标处施工时，应提前告知相

关村委会和居民区，并通过采用临时隔声屏、高噪声设备分散使用等措施控制噪声污

染；除混凝土连续浇筑外，应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尽可能减小对敏感目标处的声环境

影响。 

此外，工程施工中将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和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抽排至施工基地废

水处理设施过程中的泥浆泵以及施工基地一体化生活污水净化装置中的鼓风机为高

噪声设备，其运行噪声对周边敏感目标产生影响。由于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未

确定施工基地的位置，因此泥浆泵和鼓风机的位置也未确定。根据表 7.3-1，并在考

虑环境噪声背景值叠加影响后，昼间距离泥浆泵 445m、距离鼓风机 300m 外，夜间

距离泥浆泵 1405m、距离鼓风机 995m 外的平均 A 声级才能基本可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1 类功能区要求。因此，施工时应尽量按照上述影响分析后的

达标距离进行布置定位，方能确保不会对周边敏感点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由于施工机械产生噪声的时间较短，且本工程为线性工程，对于某一

个敏感目标而言，施工时间就更短，从而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施工过程是临时性的，

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也是短期的。 

7.3.2 线声源影响预测分析 

7.3.2.1 预测方法及参数 

各种自卸汽车和载重汽车的交通运输产生的噪声均可视为流动声源，其噪声的大

小与车流量、车型、车速及路况等因素有关，拟采用下列模型计算其衰减量。流动声

源预测模式： 

135.7loglog10
1

−⎟
⎠
⎞

⎜
⎝
⎛++=

+a

Aeq r
K

VT
NLL  

式中：Leq——预测点处的声压级，dB（A）； 

LA— 距行驶路面中心 7.5m 出的平均辐射噪声级，载重汽车昼间为

85dB(A)，夜间为 83dB(A)； 

N — 车流量，根据施工设计，昼间车流量为 50 辆/h，夜间车流量取昼间

1/2； 

V — 车辆行驶速度，根据施工设计，昼间为 40km/h，夜间为 30km/h； 

T — 评价小时数，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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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车辆密度修正系数，取 15； 

r — 测点距离行车中心线距离，m； 

a— 地面吸收，衰减因子，取 0。 

重型车辆 LA＝77.2＋0.18V 

7.3.2.2 预测分析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

范》（GB/T15190-1994）以及《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2011 年修订版）》，本

工程施工交通便道两侧范围内区域执行 1 类、3 类及 4a 类功能区标准。 

表 7.3-3  不同距离的施工交通噪声预测值   单位：dB(A) 

距离（m） 10 20 30 50 100 120 310 
昼间 71.1 66.6 63.9 60.6 56.1 54.9 48.7 
夜间 67.3 62.8 60.2 56.8 52.3 51.1 45.0 

由表 7.3-3 可见，按 1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昼间和夜间分别对道路两侧 120m

和 31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按 3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昼间和夜间分别对道

路两侧 30m 和 10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按 4a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昼间和

夜间分别对道路两侧 15m 和 10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 

根据工程施工组织，工程施工便道主要利用现状道路，仅在施工基地附近新增少

量便道。施工道路沿线有一定量的居民点和单位，车辆运输交通噪声将对沿线道路两

侧的居民点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车辆交通噪声影响多为瞬时性，影响程度不大。总

体来说，本工程施工期交通噪声对区域声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局部和暂时的，随着施工

的结束，污染影响也随之结束。 

7.4 施工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有施工固废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其中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为工程开挖弃土、顶管产生的沉淀湿土、施工废渣和建筑垃圾等。 

（1）工程开挖弃土 

顶管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及分水点施工过程中将产生 3.23 万 m3的开挖弃土，

开挖弃土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不

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2）顶管施工沉淀湿土 

顶管施工过程中将产生 33.54 万 m3 的泥浆废水，这些泥浆废水经分离后可被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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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重复利用，同时沉淀产生大量的湿土，顶管施工沉淀湿土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

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3）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 

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主要产生在场地清理、开挖、设备拆除等过程，约 630t。施

工废渣和建筑垃圾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

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4）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本工程施工人员每日会产生 150kg 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予以清

运，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7.5 施工扬尘、废气对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和车辆排放的废气、钢管焊

接烟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施工扬尘，施工扬尘主要产生于场地清理、物料装卸和运

输环节等。 

（1）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中 TSP 污染占主导地位，据对类似施工现场及周边的 TSP 监测，在施

工现场处于良好管理水平的情况下，如施工场内经常保持湿润，空气中 TSP 的监测结

果见表 7.5-1，距施工场地不同距离处空气中 TSP 浓度值见图 7.5-1。从监测数据可知，

施工场地周边地区 TSP 浓度值在 40m 范围内呈明显下降趋势，50m 范围之外，TSP

浓度值变化基本稳定。如采取洒水措施后，距施工现场 30m 外的 TSP 浓度值即可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日平均二级标准，洒水前后 TSP 浓度变化

情况见表 7.5-2。 

表 7.5-1  施工近场空气中 TSP 浓度变化   单位：mg/m3 

序号 距离 浓度范围 浓度均值 
1 场界 1.259～2.308 1.784 
2 场界下风向 10m 0.458～0.592 0.525 
3 场界下风向 30m 0.544～0.670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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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  距施工场地不同距离处空气中 TSP 浓度值 

表 7.5-2  施工场地洒水前后 TSP 浓度变化对比表    单位：mg/m3 

监测点位置 场地不洒水 场地洒水后 

距场地不同距离处 
TSP 的浓度值 
（mg/m3） 

10m 1.75 0.437 
20m 1.30 0.350 
30m 0.78 0.310 
40m 0.365 0.265 
50m 0.345 0.250 

100m 0.330 0.238 

根据表 7.5-2，结合图 7.5-1 施工场地 TSP 浓度变化图分析，分布在工程顶管井、

松江中途泵站和分水点周边和施工基地周边 50m 范围内的敏感点施工期间受 TSP 影

响相对较大，其 TSP 浓度不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日平均二

级标准；分布在工程顶管井、松江中途泵站和分水点周边和施工基地 50m 以外的居民

点，TSP 浓度虽然略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但超标率较低，且随距离

的增加其浓度逐步接近二级标准。在采取场地洒水等降尘措施后，距离工程顶管井周

边和施工基地 30m 外分布的居民点 TSP 浓度可以满足二级标准要求。此外，在工程

土方运输过程中，如防护不当易导致物料失落和飘散，将使路面起尘量增大，对道路

两侧 50m 范围内的居民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知，施工 TSP 对距离工程顶管井周边和施工基地周边 50m 范围内

的居民区、学校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影响较大，在通过洒水降尘后，对 30m 外的敏感

目标基本不产生影响。根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可知，距离本工程 30m（含 30m）范围

内主要为泖新村、北野圩、渔家村、沈家棣、顾家角等 5 个敏感目标，距离本工程

30m~50m 范围内主要为高家港、叶厍村、杨思泾、新姚村、张家厍、三家村、石河

泾、塘口、东斜泾等 9 个敏感目标，在通过洒水降尘措施后，可确保正常生活，影响

较小，但此影响都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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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机械及车辆废气 

施工期间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械设备、施工车辆在施工场地附近排放一定量的

SO2、NOx、CO 和碳氢化合物等废气。本工程施工作业具有流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

施工机械及车辆废气使所在地区废气排放量在总量上增加不大。另外，本工程施工作

业区域地形开阔，大气环境容量比较充裕，且空气流动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扩

散。因此，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排放的有害气体将迅速扩散，只要加强设备及车辆的

养护，其对周围空气环境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3）钢管焊接烟尘 

施工期钢管在焊接过程中产生一定量的焊接烟尘，由于钢管焊接的间歇性特点，

加之焊接烟尘使得所在地区废气排放量在总量上增加不大。同时，焊接作业区域地形

开阔，空气流动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因此，钢管焊接烟尘不会对区域环

境空气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7.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7.6.1 陆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对陆生植被的影响 

工程对陆生植被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分水点和顶管井占地的植被破

坏，以及施工造成的直接、间接影响。 

本连通工程永久用地包括松江中途泵站、青浦、金山、闵奉分水点用地，面积合

计 6.03hm2。其中：松江中途泵站占地面积约 4.71hm2；青浦分水点用地约 0.4hm2；

金山分水点用地约 0.42hm2；闵奉分水点用地约 0.5hm2。工程永久占地共计 60300m2，

该区域的植被将均被破坏占用，按照区域生物量计算，占地区域损失生物量达到 3t。 

本工程临时占地包括顶管铺设工程中设置顶管井占用地（其中工作井共计 43 座，

接收井共计 34 座），工程临时堆场以及施工人员居住用地，会直接破坏地表植被，使

得施工区的人工栽培植被及灌草丛受到破坏。工程施工期间的堆土场将对生物量、分

布格局及生物多样性均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工程施工，必然改变临时占地区

域的植被，以及相应的用地类型。由于运输车辆的碾压、建筑材料散落后的不及时清

理，可能会导致施工期结束后，植物在短期内无法正常生长。总体来说，工程区土地

利用类型主要以耕地和林地为主，工程占地面积相对于植被覆盖区来说比例很小，工

程的建设不会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产生大的影响。同时，工程完工后可以进行复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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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恢复原有植被，或根据发展要求进行有效的植被补偿建设。因此工程临时占地

所造成植被损失总体来说是暂时的，可逆的。 

（2）对陆生动物的影响 

施工期对两栖类和爬行类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施工占地及扰动、施工机械和交通

工具等产生的噪声，工程施工使得原来生活在区域内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受到较大

影响，这些动物大多数将自然逃离现场，种群数量在本区域将下降。工程建成后随着

植被的逐渐恢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它们将陆续返回，种群数量会得到恢复。 

施工期对鸟类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施工占地及扰动、施工机械和交通工具等产生

的噪声；施工期所产生的粉尘，施工人员的人为活动干扰、工程建设施工原材料堆放、

施工场地和临时建筑等也会直接或者临时占用鸟类部分栖息地。施工期区域鸟类由于

栖息地的占用以及被噪声暂时性惊吓而远离该区域，会迁往它处生活。但工程附近仍

有大片相同的生境可以供鸟类栖息觅食，所以工程建设对鸟类的影响不大，是短期的

影响。施工期结束后，生态环境稳定后这些鸟类还会迁回。 

施工期对兽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动物栖息觅食地所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对

施工占地区植被的破坏，各种施工人员以及施工机械的干扰等，使评价区及其周边环

境发生改变，占地造成栖息地面积减少，其个体数量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一些

动物会迁徙至附近干扰小的区域。由于工程区域地势比较平坦地带，人为活动比较频

繁，兽类动物较少见。兽类中除蝙蝠类和鼠类的物种在项目影响区分布较多外，其它

分布于此的物种数量较少。蝙蝠类和鼠类的物种多为常见种，分布较广，适应性强，

虽然施工开始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而先暂时离开此地，但施工结束后大部分兽类随着

生境条件的恢复将逐步迁回。 

7.6.2 水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管段采用顶管敷设，工程线路穿越太浦河、圆泄泾、大泖港等骨干河道，

南大港、环桥港、东塘港等内河河流，管线均深埋河道河床下，不会对河床及底质产

生扰动作用，因此，本工程顶管施工不会对水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顶管和工作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废水、以及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其主

要污染物是 SS 和石油类，上述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余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的河道水体中，处理达标后排放的生产废水中

的 SS 和石油类对水域生态环境，尤其是对鱼类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由于成鱼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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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较强，对其的影响更多表现为“驱散效应”。对鱼卵仔鱼而言，SS 产生可能造成

其死亡，影响其存活率；其次，受施工污废水排放造成的有机污染物浓度上升可能会

降低这一水域鱼卵仔鱼和幼鱼的成活率，减少经济鱼类成体的数量。但由于本工程生

产废水处理达标后的排放量与工程周边河道最小月平均径流量相比（污径比）很小，

排放后经河道水体的稀释扩散以及生化降解作用，施工废水排放对水域生态环境影响

的程度是有限和暂时的，并将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 

工程施工期施工机械对区域声环境造成影响，可能对施工区域河道内的底栖生

物、鱼类数量有一定影响，使其暂时逃离工程施工现场，影响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  

7.7 施工对交通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施工工区附近交通、干线车流量将会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区域的陆路运输压力。同时，伴随着各种偶然因素如交通调度不善、交通事故等，还

有可能造成局部交通拥堵的现象，进而对当地居民正常的生活与出行造成不便。 

7.8 人群健康的影响分析 

施工期施工人员大量进入工区，高峰时施工人员可达 300 人，造成工区人口密度

上升，同时由于施工场地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给各种传染性疾病提供了传播途径，工

区是潜在的疾病流行、暴发场地，受影响的主要人群为施工人员，也可能对附近居民

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 

工程施工道路、临时工程区的建设等施工活动可能使栖息在野外田间的鼠类向附

近村庄迁移，增加工程区域周边村庄和工区的鼠密度，经鼠类传播的疾病（如钩端螺

旋体病）有上升的可能。 

施工人员饮用不洁水源或食用不洁食品可能导致肝炎、痢疾等疾病，并可能相互

传染，导致肝炎和痢疾在工区暴发、流行。 

因此，工区不仅是潜在的疾病暴发、流行的场地，而且可能给当地各种传染病提

供传播途径，施工人员健康情况各不相同，外来带入的各种疾病也容易在工区蔓延和

传播。但可通过采取相应的人群健康保护措施，完全能够控制住以上疾病和传染病的

暴发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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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 

8.1 水环境影响分析 

（1）补压塔换水影响分析 

本工程属市政输水管线工程，运行期生产废水主要来自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

站、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中补压塔的每日换水，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金

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补压塔的日换水量分别为 17.8t、65.7t、13.7t 和 30.1t。补压塔

定期换水即是连通管运行后的原水，水质同原水水质，可直接通过各分水点及泵站的

雨水管道排放至河道中，不会对河道水环境产生任何影响。 

（2）生活污水影响分析 

松江中途泵站位于松江区石湖荡镇，属于松江西部污水厂服务范围。松江西部污

水厂位于松江区小昆山镇沈娄村，上级管理单位是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

司，污水厂占地面积 100 亩，服务范围包括方松公司、永丰街道、松江新城公司、松

江大学城公司、城通公司、科投公司、松江西部科技园区、石湖荡及佘山镇等九个行

政区域，是上海 2003-2005 年三年行动计划中污水治理项目之一。污水厂于 2002 年 9

月开工建设，止 2003 年底完成主体工程，设计水处理能力为 5 万 t/d。截止目前，污

水厂已满负荷运作，处理水量约 5.6 万 t/d。松江西部污水厂的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多模

式 AAO，即根据进水水量、水质特性和环境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运行模式，既可

按常规厌氧-缺氧-好氧流程运行，也可按缺氧-厌氧-好氧模式运行。污水经处理达标

后排入油墩港中。 

目前，拟建松江中途泵站周边的新松公路和松蒸公路均建有 DN400 市政污水管

道，管网设施现状良好。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运行期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长

约 1km 的 DN300 污水管直接纳入松蒸公路污水管网中，该污水管道为松江中途泵站

的主要建设内容。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量约为 2.8t/d，水质简单，

污水污染物浓度符合上海市地方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DB31/445-2009）的要求。同时，2013 年上海松江西部水环境净化有限公司决定对

松江西部污水厂进行改扩建，计划于 2014 年底完成土建工程主体建设任务，2015 年

投入使用，改扩建完成后的污水设计处理能力达到 10 万 t/d，而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

于 2016 年 8 月开始运行，晚于松江西部污水厂改扩建后的运行时间。此外，污水管

道也将与松江中途泵站同时通过验收并运行，保证了生活污水纳管与松江中途泵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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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运行。 

因此，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的排入不会对松江西部污水厂产生冲击负

荷影响。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纳入泵站周边市政污水管道，最终排至松江

西部污水厂集中处理是完全可行的，运行期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本工程建成后不改变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及功能等级。 

8.2 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本工程对环境空气的主要影响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废气。厨房废气主要

来自两个部分：燃具燃烧尾气和油烟气。厨房采用天然气或液化气为燃料，燃烧主要

产生 CO、NOX、烟尘等，燃气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基本可忽略不计。油（烹饪油）

烟废气成分比较复杂，根据相关报道（王凯雄、朱杏东，烹调油烟气的主要成分及其

分析方法，上海环境科学，99 年 11 期），油烟气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烷烃和烯烃；

其次是醛类化合物（戊醛、已醛、庚醛、辛醛、壬醛），其中已醛含量较高，另外庚

醛和反 2 庚烯醛的含量也较高；再次是酮、脂、芳香化合物和杂环化合物等。 

本工程建成后厨房产生的油烟废气经高效油烟排气罩和静电油烟净化装置处理

后高空排放，对周围空气环境无明显影响。 

综上，工程区域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和环境功能等级不因本工程建成而改变。 

8.3 声环境影响 

8.3.1 噪声源平面布置 

根据工程分析，本工程运行期噪声源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增压泵房中的卧式离心

泵、立式混流泵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根据平面布置图，噪声源距厂界距离见表 8.3-1。 

表 8.3-1   噪声源距厂界距离 

设备名称 噪声源强 dB(A) 数量（套）
距离厂界距离（m）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卧式离心泵 74 2 96 68 116 35 
立式混流泵 65 6 96 68 116 35 

8.3.2 预测模型 

为了解工程运行后噪声影响范围以及程度，并取得准确度较高的预测结果，采用

Cadna 软件进行对本工程噪声源强进行预测，该软件由德国 DataKustik 公司编制，主

要依据 ISO9613、RLS－90、Schall 03 等标准，并采用专业领域内认可的方法进行修

正，计算精度经检测得到认可，具有可以三维模拟区域声级分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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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预测结果 

由于卧式离心泵、立式混流泵均布置在增压泵房内，因此，将增压泵房做为 1 个

噪声源进行预测，设定增压泵房的隔声量为 10dB(A)进行预测。 

（1）厂界噪声 

松江中途泵站的四至厂界均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区限值。噪声源传至厂界外的噪声贡献值见表 8.3-2。 

经预测，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东侧厂界、南侧厂界、西侧厂界、北厂界均可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区限值。 

表 8.3-2    厂界噪声贡献值 

建筑物名称 
厂界噪声贡献值 dB(A)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增压泵房 21.3 20.7 21.5 25.8 

（2）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对环境保护目标噪声影响贡献值详见表 8.3-3，泵站运行后

噪声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水平声场预测详见图 8.3-1。 

表 8.3-3    敏感目标处的噪声贡献值 

建筑物名称 
敏感目标噪声贡献值 dB(A) 

姚家村 新姚村 
增压泵房 16.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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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   敏感目标水平声场分布图 

根据松江中途泵站对环境保护目标噪声影响贡献值，结合敏感目标声环境现状监

测值，得出声环境影响的预测值，详见表 8.3-4。 

由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运行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噪声贡献值很小，姚家村和新姚

村昼夜声环境质量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表 8.3-4   声环境敏感目标噪声预测值 

序号 环境敏感目标 方位 与泵站相对距离（m） 贡献值dB(A)
预测值dB(A) 达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姚家村 北侧 172 16.1 53.2 44.6 达标 达标

2 新姚村 东南侧 111 16.7 51.9 42.5 达标 达标

综上，本工程建成后不改变区域声环境质量及功能等级。 

8.4 固体废物影响 

本工程建成投产后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松

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7.5kg/d，经统一收集至站内指定垃圾收集

点，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对环境卫生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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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对景观生态的影响 

区域景观组分上看，农田斑块面积大，斑块数量相对较少，为景观生态系统中的

基质，水域则起到廊道作用，建筑用地、草地、林地则为主要斑块。 

工程导致的区域景观生态变化主要是分水点占用的 4 块耕地、林地转化为市政设

施用地。但是，由于总体转化面积较小，仅为区域总体面积的 0.04%，对区域景观生

态无不良影响，因此认为工程前后景观生态无明显变化。 
表 8.5-1   工程实施后区域土地利用及景观斑块统计 

代码 用地类型 斑块数 总面积 
（m2） 

面积比分比 
（%） 

平均斑块面积 
（m2） 

1 工业用地 302 11326508.02 5.26% 37504.99 
2 道路交通用地 179 10535293.49 4.89% 58856.39 
3 公共建筑用地 69 4223465.08 1.96% 61209.64 
4 居住用地 1000 15129875.08 7.02% 15129.88 
5 城市绿地 112 1544845.48 0.72% 13793.26 
6 市政设施用地 6 101767.03 0.05% 16961.17 
7 农业用地 1525 125184330.46 58.11% 82088.09 
8 水域 512 46015233.19 21.36% 89873.5 
9 其它用地 75 1378545.64 0.64% 18380.61 

 
表 8.5-2   工程实施后区域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 

代码 用地类型 Rd(%) Rf(%) Lp(%) Do(%) 
1 工业用地 7.99 1 5.26 29.63 
2 道路交通用地 4.74 1 4.89 28.63 
3 公共建筑用地 1.83 1 1.96 26.44 
4 居住用地 26.46 1 7.02 35.13 
5 城市绿地 2.96 1 0.72 26.10 
6 市政设施用地 0.16 1 0.05 25.06 
7 农业用地 40.34 1 58.11 64.14 
8 水域 13.54 1 21.36 39.07 
9 其它用地 1.98 1 0.64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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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1   工程实施后周边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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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陆生生态的影响 

工程建设需新增永久占地，工程共计永久占地面积 60300m2。青浦分水点、松江

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闵奉分水点对应的陆生高等植物调查区域为 Ls3、Ls4、Ls7、

Ls8 四个陆生生态调查点，四个地块主要用地类型为人工林地和农田。其中，青浦分

水点为生物量较高的人工水源涵养林，植被群落以女贞、香樟为主；松江中途泵站为

生物量较低的人工水源涵养林和农田（不属于基本农田），涵养林植被群落以香樟、

无患子、枫香、水杉为主；金山分水点为生物量较低的一般人工林，植被群落以水杉、

无患子为主；闵奉分水点为生物量较低的人工水源涵养林，植被群落以杨梅、枇杷为

主。 

 

图 8.5-2   土地利用转换地块位置、现状及工程实施后情况 

除上述永久占地外，工程范围内其他占地类型主要为人工林、农田、苗圃等，考

虑工程区域占用区域植物均为常见种，因此仅在植物数量上有所损失，不会影响当地

的生物多样性。在采取必要的经济补偿以及复耕还林措施后影响不大，工程进入运营

期后对区域的陆生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 

8.6 对社会环境影响 

黄浦江上游水源是上海市城市供水水源之一，但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受上游来水

污染、本地污染排放和通航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原水水质不稳定和应对突发性水污

染事故能力薄弱等问题。本工程建成后将黄浦江上游五区分散取水口通过连通管连

通，一旦出现金山水污染等突发事件，水务部门将及时关闭污染地取水口，借助连

通管输送其他取水口的安全水至受污染地区。本工程的建设可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明显提高黄浦江上游地区原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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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全保障能力和应对突发水污染事故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太浦河金泽段水源水质总体好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各类指标优于黄浦江上游松

浦段。本工程建成后以太浦河金泽段为供水主导水源，可改善上游五区的水源水质。 

因此，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的要求，提高西南五区水

源地安全保障能力、改善原水水质的要求，提高中心城区事故时的应急响应能力，具

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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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业结构、规划相容性以及选址合理性分析 

9.1 规划相容性分析 

9.1.1 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的相符性 

本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连通管线、松江中途泵站（设计规模 240 万 m3/d）、青

浦、松江（泵站内）、金山、闵奉四处分水点流量分配站；连通管总长度为 41.8km，

管径DN4000~DN3600，其中金泽输水泵站—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长度 18.2km，

口径 DN4000，松江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长度 15.9km，口径 DN3800，金山分水点

—闵奉分水点长度 7.7km，口径 DN3600。工程的建设可确保水源地保护区的建设实

施，提高黄浦江上游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从而优化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取水布局。

本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鼓励类第二大类“水利”

第 3 小类“城乡供水水源工程”，不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因此，本工程建设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要求。 

9.1.2 与《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的相符性 

上海市供水系统专业规划以水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以提高供水水质为主线，按

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和“安全、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的总体思想，重点

围绕城乡一体化一网分片规划，水源布局规划，提高供水水质措施，加强用水调度管

理，对全市原水和清水系统进行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规划构建与上海市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相一致，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水环境功能区划相适应的，运行安全、调度

灵活、经济合理、远近结合，水量供应充裕、水质不断提高、水源得到有效保护，并

能适应各类不同用户用水要求的城市供水系统。 

上海城市水源的发展方向将逐步从内河向黄浦江和长江转移。规划新建大型水厂

水源须取自黄浦江上游和长江边（中）水库。区（县）水厂水源应逐步从分散取水向

集中取水过渡。在现有原水水质条件下，通过对原水预处理、改进水厂处理技术，加

强水质管理，更新改造输配水管网等手段提高供水水质，使供水水质标准逐步达到国

际先进水质标准。为保护水域环境，应逐步对市、区等中心水厂排泥水进行处理及污

泥处置，达到有关环境标准。 

黄浦江上游连通管工程的建设将青浦、金山、松江、奉贤、闵行等西南五区（以

下简称“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金泽水库取水。西南五区所需原水由金泽水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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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黄浦江上游连通管线输送，从而解决黄浦江上游取水口实施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封闭管理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西南五区的水源安全保障能力，符合上海市供

水规划的要求。 

9.1.3 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相符性 

本工程范围为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至黄浦江松浦原水厂闵奉分水点，与闵奉

支线和松浦原水厂衔接。本工程从金泽水库输水泵站接出 1 根原水管道，沿太浦河、

泖河、斜塘和黄浦江南岸敷设，至松浦大桥南侧斜向穿越黄浦江接入松浦大桥原水厂，

途中设置分水点向西南五区输送原水。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

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例行为： 

“①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②网箱养殖、旅

游、游泳、垂钓；③船舶航行、停泊、装卸，但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航行的除外；④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⑤其它可能

污染饮用水水体的一切活动。” 

本项目属于原水管线工程，属于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建设项目，不属于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无施工船舶，不设置水上作业。本工程在

松浦大桥原水取水口一级保护区内的工程内容主要是管线顶管施工，采用的为非开挖

施工工艺，不属于“条例”禁止的内容。本工程基本符合“条例”的要求。 

“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例行为： 

“①设置排污口；②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③设置固体废物

贮存、堆放场所；④设置畜禽养殖场；⑤危险品水上过驳作业；⑥向水体排放生活垃

圾、污水；⑦在水体清洗车辆；⑧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容器

和包装器材；⑨冲洗船舶甲板，向水体排放船舶洗舱水、压舱水；⑩在黄浦江上游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中的淀山湖、元荡内从事投饵养殖；向水体排放其它各类可能污染水

体的物质。” 

本工程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的工程内容主要是管线工程及分

水点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运行期无污染物排放，施工期施工基地及临时场地均设

置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外，上述工程建设内容均不属于“条例”禁止的范畴。因此，

本工程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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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的相符性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中明确：为提高黄浦江上游原水供应安全保障程度，

将西南五区现有取水口归并于太浦河金泽和松浦大桥取水口，形成‘一线、二点、三

站’的黄浦江上游原水连通工程格局，实现正向和反向互联互通输水。同时，在太浦

河北岸金泽地区利用现有湖荡建设水库，以加强水源地的集中保护，稳定水质。 

黄浦江上游连通管工程起始于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至黄浦江松浦原水厂闵

奉分水点，与闵奉支线衔接，沿线新建青浦分水点、松江分水点（含松江提升泵站）、

金山分水点，本工程的建设将青浦、金山、松江、奉贤、闵行等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

金泽水库取水，西南五区所需原水由金泽水库通过新建的黄浦江上游连通管线输送，

工程建设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具有较好的相符性。 

9.1.5 与湿地保护相关规定的相符性 

本工程涉及《上海市重点湿地名录》中的“太浦河”、“大蒸塘-园泄泾”、“大泖

港-胥浦塘”湿地，管线敷设由河床以下穿越太浦河、园泄泾和大泖港。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在湿

地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①开（围）垦湿地，放牧、捕捞；②填埋、排干湿地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③

取用或者截断湿地水源；④挖砂、取土、开矿；⑤排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⑥破坏

野生动物栖息地、鱼类洄游通道，采挖野生植物或者猎捕野生动物；⑦引进外来物种；

⑧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本工程属于原水管线工程，管线沿太浦河、泖

河、横潦泾、黄浦江南岸顶管敷设，途中顶管穿越太浦河、园泄泾和大泖港，不属于

“规定”中的上述禁止行为。 

本工程涉及《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2006-2015)》附录 1 中的“太浦河”、“黄

浦江”、“拦路港—竖潦泾”、“大蒸塘—园泄泾”、“大泖港—胥浦塘”湿地，管线敷设

由河床以下穿越太浦河、园泄泾、大泖港和黄浦江。 

《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2006-2015)》在规划目标中提出：“基本保持长江

口、杭州湾湿地以及内陆主要湖泊湿地生态特征和生态服务功能，为生态型城市提供

比较优异的基础生态空间”；在保障措施中提出：“全市湿地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循‘零

损失’原则，即湿地资源，包括土地、滩涂、渔业、野生动物、苇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强度不超过湿地生境更新及恢复的速度，保持生境不存在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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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的建设将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金泽水库取水，减少了连通管沿线现有取水

口在河流湿地的取水量，从而减少对河流湿地的生态特征的扰动。这与“基本保持长

江口、杭州湾湿地以及内陆主要湖泊湿地生态特征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规划目标相符。 

同时，本工程管线敷设采用顶管施工方法，不占用河道及湿地的面积。这与“全

市湿地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循‘零损失’原则，即湿地资源，包括土地、滩涂、渔业、

野生动物、苇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不超过湿地生境更新及恢复的速度，保持生境不

存在净损失”的保障措施相一致。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与《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和《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

(2006-2015)》相符。 

9.1.6 与《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的相符性 

2004 年 12 月，上海市港口管理局制定了《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

该修订报告提出，上海市内河航运要适应上海港集装箱发展的需要，结合上海洋山港

区、外高桥港区的建设，以建设集装箱集疏运通道为重点，加快内河航道整治，全面

提升与上海深水港相贯通的内河航道层次，扩大内河运输能力，缓解城市道路交通的

压力。对全市内河航运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战略集中”，将建设范围集中到“一环

十射”四级以上内河航道网和集装箱、大宗散货、液体化工、滚装码头建设上来，实

现“航道景观化、码头集约化、船舶标准化、管理信息化”的战略目标。 

在修订报告中的内河航道规划部分中提出，在“一环十射”高等级内河航道网规

划框架的基础上，首先打造与江浙两省和上海枢纽港相连接的集装箱运输主通道，以

适应外高桥和洋山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道网规

划》目标，到 2010 年实现内河航道基础设施基本适应运输发展需要，内河航运的优

势和规模效益得以体现并步入良性发展阶段的要求，把连接江苏的苏申外港线和苏申

内港线、连接浙江的杭申线和长湖申线（上海段为太浦河）航道规划等级分别由原来

的 IV 级调整为 III 级，使江浙地区的集装箱通过运价低廉的内河水运抵达上海港。同

时，把平申线、油墩港、罗蕴河、金汇港等航道等级由 V 级提升到 IV 级，形成区域

航道成网直达的规模效益。 

本工程连通管穿越长湖申线、杭申线、平申线等航道，根据工程管线穿越河道典

型断面图可知，管线均敷设在现有河道河底高程以下最少 5m 处，不会对长湖申线、

杭申线、平申线等航道通航、船舶运行和航道景观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工程建设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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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相符。 

9.1.7 与《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的相符性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和上海港口局于 2007 年组织编制了《上海市内河港区规

划》，该规划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航运发展规划为依据，以建立上海航运

中心为目标，以服务“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为宗旨，依托“一环十射”高等级骨干

航道网络，形成干支配置的航运体系，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规模化、集约化、

机械化、现代化的内河港区，充分发挥内河航运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为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通畅、高效、便捷、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内河运输服务。 

《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中的内河港区布局规划是在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的

基础上，设置市级港区 15 个，区级港区 48 个，共 63 个港区。其中青浦区为“一主

四辅”的港区布局，“一主”为拦路港港区；“四辅”为华新港区、白鹤港区、新城

港区、练塘港区。松江区设置 3 个集约化内河港区，分别为塔汇（松江）、米市渡、

叶榭港区，其中塔汇港区松江部分为市级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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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上海市内河港区布局与本工程位置关系图 

本工程管线跨越青浦区和松江区，根据图 9.1-1、工程管线穿越河道典型断面图、

地形图以及现场调查，本工程输水管线不穿越现有航道的内河码头或《上海市内河港

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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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中规划的内河港区，不会对码头或港区在发挥内河航运的运输服务功能产生

影响。因此，工程建设与《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相符。 

9.1.8 小结 

（1）本工程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订）中的鼓励类项

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2）《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明确：上海城市水源的发展方向将逐步从内河向黄

浦江和长江转移。规划新建大型水厂水源须取自黄浦江上游和长江边（中）水库。区

（县）水厂水源应逐步从分散取水向集中取水过渡。黄浦江上游连通管工程的建设将

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金泽水库取水，西南五区所需原水由金泽水库通过新建的黄浦江

上游连通管线输送，从而解决黄浦江上游取水口实施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封闭管理

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西南五区的水源安全保障能力，符合上海市供水规划的要求。 

（3）本工程建设内容不属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禁止的范畴，与《上

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基本相符。 

（4）《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中明确：为提高黄浦江上游原水供应安全保障程

度，将西南五区现有取水口归并于太浦河金泽和松浦大桥取水口，形成‘一线、二点、

三站’的黄浦江上游原水连通工程格局，实现正向和反向互联互通输水。本工程与《黄

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相符。 

（5）本工程涉及《上海市重点湿地名录》中的“太浦河”、 、“大蒸塘-园泄泾”、

“大泖港-胥浦塘”湿地，管线敷设由河床以下穿越太浦河、园泄泾和大泖港。工程

建设内容不属于《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禁止的范畴，管线敷设采用顶管施工方法，不

占用河道、湿地面积，符合《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2006-2015)》。 

（6）本工程管线均敷设在现有河道河底高程以下，不会对航道通航、船舶运行

和航道景观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同时，工程管线不穿越现有航道的内河码头或《上海

市内河港区规划》中规划的内河港区，不会对码头或港区在发挥内河航运的运输服务

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工程建设与《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和《上

海市内河港区规划》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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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工程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9.2.1 管材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为长距离输水管道工程，因此输水管材的比较和选择对保证工程安全运

行、节省投资、方便施工意义很大。 

钢管、球墨铸铁管、PCCP 管、预应力混凝土管、玻璃钢管都是城市给水工程中

输水管线较常采用的管材，这些管材各自具有优势的适用范围，也有各自的缺陷。目

前球墨铸铁管中小口径使用较多，国内大口径(DN>2200mm)球墨铸铁管生产厂家不

多，价格较高；钢管使用范围很广，但防腐要求高，防腐工程质量直接关系着输水管

线的寿命；玻璃钢管的应用也日益普遍，但相对而言管壁较薄，为柔性管道，对基础

与回填要求较高。预应力混凝土管为保证安全输水，一般口径不应超过 DN2000mm，

工作压力一般选用 0.4～0.8MPa，对口径较大、工压高、管线折点较大的工程应注意

安全性。PCCP 管重量较大，管材运输和施工安装时相对较为困难，另外对管基也有

相应的要求。 

本工程结合实际情况，选用钢管作为本工程的管材。从方便施工角度讲，钢管可

采用顶管非开挖施工，且具有成熟的经验，钢管及其管配件可工厂生产或现场制作，

接口一般采用就地焊接，施工安装方便，临时占地较少。从运行安全角度讲，钢管采

用刚性焊接，不易漏水，运行较为安全，即使漏水，通过内贴钢板，可快速修补，维

护方便，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本工程选用钢管在环境上是合理的。 

9.2.2 管道施工方案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管道施工方案考虑钢顶管和 PCCP 埋管+钢顶管穿越障碍两个方案。不同

的管道施工方案，工程投资、施工工期、绿化、管线搬迁、环境影响不同。本工程根

据沿线地形、地质条件，管道口径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采用钢顶管施工方

式。 

PCCP 埋管实施难度高，沟槽开挖沿途绿化基本清除，施工完毕后需恢复，且对

周围现有基础设施造成影响，埋管需筑沿线施工便道且等级高，管道运输较困难。 

相比于 PCCP 埋管施工，钢顶管施工除工作井和接收井需临时开挖地面外，其余

均不开挖地面，能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具有临时占地

面积小，减少征地拆迁带来的社会影响和费用，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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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在施工结束后通过对不同用地类型进行复耕复植，可在短期

内使得生态环境恢复原貌，快速使区域达到新的生态平衡。因此，本工程管道施工采

用全线顶管施工的方案在环境上是合理的。 

9.2.3 顶管工作井施工方式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顶管工作井施工方式包括地下连续墙、沉井法和钻孔灌注桩工法 3 种。较

深的工作井采用地下连续墙施工，较浅的工作井采用钻孔灌注桩和沉井法施工。 

对于工作井较深的采用地下连续墙围护形式，可避免施工过程中地下渗水较多、

容易引发地面塌陷等问题发生，同时运行期还可作为永久结构，地下连续墙围护形式

可一次到位，并避免了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发生。虽然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泥浆护壁，

但泥浆成分中除膨润土和水外，一般添加 CMC 和纯碱两种添加剂，其中 CMC 是一

种纤维素醚，由天然纤维经化学改性后获得，属于一种水溶性好的聚阴离子纤维化合

物，无色、无味、无毒，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牙膏等行业，起到增稠、保水、助

悬浮的作用。泥浆成分按重量的配比大约为：水:膨润土:CMC:纯碱=100: （8-10）:

（0.1-0.3）:（0.3-0.4）。因此，泥浆中没有重金属、剧毒类、有机类污染物，且无毒

添加剂含量较低，泥浆随地下水的扩散影响范围一般不超过 15m。 

钻孔灌注桩施工噪声和振动较小，可在各种地基上均可使用。与地下连续墙相似，

在其施工过程中也使用泥浆护壁，且钻孔过程中泥浆使用的时间要比地下连续墙短的

多，因此对地下水的影响也较小。 

沉井采用不排水下沉施工，具有工期短、不排水、经济和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等特

点。特别是该法施工时不排水，且作为应力补强材的型钢可以全部回收利用，有效减

少废弃物的产生量。 

综上，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工程顶管工作井采用的地下连续墙、沉井法和钻

孔灌注桩工法 3 种施工方法合理。 

9.2.4 工程选线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路由走向为：起始点为太浦河金泽水库出库点（输水泵站），穿越太浦河，

沿太浦河南岸至泖河，折向东南，沿泖河和斜塘西南岸敷设，穿越圆泄泾后沿横潦泾

南岸东行，穿越大泖港后沿竖潦泾东岸向北，而后沿黄浦江南岸敷设至黄浦江闵奉分

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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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管主线基本上布置在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内的河道沿线涵养林带，位于防

汛通道外侧。除穿越上述大型河道外，还需穿越老朱枫公路、新朱枫公路、G60 高速、

松蒸公路、沪杭高铁、S32 高速公路、闵塔公路、G1501 高速公路、沪杭铁路、松金

公路、松卫北路、G15 高速、车亭公路、金山支线铁路等主要道路和 30 处大小内河。

主线需避让太浦流域工程管理处、金泖渔村、上海兴湖纺织有限公司和上海长胜纺织

制品有限公司等密集建筑区。主线路由除上述障碍外，沿线无重大拆迁和重大地下工

程设施障碍。 

从上述分析可知，工程选线减轻减少征地拆迁带来的社会影响和费用，最大程度

上减免了居民、团体等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投诉问题。因此，本工程选线在

环境上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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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保护措施 

10.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前，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张布通告，提前告知本工程施工内

容，施工期限、并标明投诉电话，建设单位在接到投诉后应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及所

属村镇取得联系，及时处理各种环境纠纷。 

10.1.1 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10.1.1.1 水源保护相关要求 

本工程管线涉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 

根据《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

列活动：（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二）网箱

养殖、旅游、游泳、垂钓；（三）船舶航行、停泊、装卸，但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航行的除外；（四）使用化肥和化学

农药；（五）其它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一切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设置排污口；（二）新建、改

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三）设置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所；（四）设置畜

禽养殖场；（五）危险品水上过驳作业；（六）向水体排放生活垃圾、污水……。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新建、扩建污染水体的建设项

目或者会增加排污量的改建项目；（二）设置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堆放场所和处置场

所；（三）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和包装器材；（四）

向水体排放含重金属、病原体、油类、酸碱类污水等有毒有害物质；（五）堆放、倾

倒和填埋粉煤灰、废渣、放射性物品、有毒有害物品等各种固体废物；……”。 

根据上述《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本工程是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项目，与《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对水源保护区保护

的要求不矛盾。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排放任何污废水；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内禁止设置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各种固体废物堆放场所，以防雨水冲刷或渗

滤而污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 

综上，本工程应将施工基地、临时堆土场布置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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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外的区域，施工污废水经基地内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相关标准后可回用于

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多余水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

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具备可行性。此外，对于布置于准保护区内的施工

基地产生的各种固废应即产即清，确保不对水源保护区河道水质产生影响。 

10.1.1.2 施工废水处理措施 

（1）处理工艺 

①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和工作井泥浆废水 

本工程原水管线顶管施工和工作井施工均有泥浆废水产生，主要成分为高浓度的

SS，SS 浓度约 70～90 万 mg/L。顶管机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采用顶管机配备的泥水

处理系统进行泥水分流，分离后的浆液可重复利用，多余泥浆废水通过泥浆泵抽排至

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施工基地内处理。工作井泥浆废

水通过泥浆泵抽排至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施工基地内处理。

上述泥浆废水拟采用具有处理设施投资少，运行成本低的常规混凝沉淀处理。在 5 个

施工基地中各设置一套废水处理设施。废水处理设施设预沉池，沉淀去除易沉降的大

颗粒泥沙，再通过沉砂池可使高浓度 SS 降低至 1000mg/L 左右，然后在反应池中添加

混凝剂去除废水中的较细的泥沙颗粒，经沉淀池混凝沉淀和消毒处理后使出水达到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

的相关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经处理

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排入黄

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由于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阶

段未确定施工基地的位置，因此排放点位置也未确定，但要确保排放点应位于黄浦江

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岸边。采取上述措施后，顶管泥浆废水

对水环境影响较小。原水管道泥浆循环处理系统采用的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10.1-1。泥

浆废水处理系统工艺流程见图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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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顶管施工泥浆循环处理工艺流程图 

 

 

 

 

 

 

 

 

 

 

图 10.1-2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②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 

本工程施工生产的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主要污染物质为 SS、CODCr、BOD5

和石油类等。每个施工基地设置 1 处洗车平台（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二

级保护区以外区域），洗车平台四周设置明沟收集冲洗废水。施工机械及车辆维护、

冲洗废水先经过隔油处理后汇同预沉池出水一起进入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相关标

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经处理达到上海

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可排入黄浦江上

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施工机械及车辆的冲洗废水经收集后

再次进入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施工生产废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10.1-2。 

（2）处理效果分析 

原水管线顶管施工泥浆废水经泥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分离后的浆液可以重复用于

顶管施工，既节约大量的顶管施工用水，又大大降低了泥浆废水的排放量、保护了水

环境。 

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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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进入预沉池去除大部分粒径较大、易沉降的颗粒，施工机械

及车辆的冲洗废水进入前，应先经隔油处理，再与经预沉淀的其它生产废水混合后集

中处理，降低废水中的 SS 和 pH；混合废水先进入初沉池，经沉淀后原废水中 SS 去

除率可达到 85%左右；再进入反应池并投加混凝剂、助凝剂、絮凝剂等药剂，进行混

凝沉淀和絮凝除油处理，一方面可以去除废水中粒径较细的泥沙颗粒，SS 去除率可

达到 90%以上，一方面可以将 pH 调低至符合排放标准的范围内，同时使得石油类的

去除率达到 95%以上；再次经沉淀后，SS 去除率可达到 80%以上，同时在沉淀池中

加入氯片进行消毒后，其出水可完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以及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的要求。 

（3）排水方案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

列活动：（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二）网箱

养殖、旅游、游泳、垂钓；（三）船舶航行、停泊、装卸，但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航行的除外；（四）使用化肥和化学

农药；（五）其它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一切活动。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设置排污口；（二）新建、改

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三）设置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所；（四）设置畜

禽养殖场；（五）危险品水上过驳作业；（六）向水体排放生活垃圾、污水……。 

本工程管线涉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

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排放任何污废水。据此要求，本工程施工生产废水需要运至饮水水

源保护区一级、二级保护区外的施工临时污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施工生产废水可

供选择的运输方式主要为槽车运输和泥浆泵抽排。考虑到本工程施工生产废水量较

大，槽车运输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滴漏，对运输沿线的敏感目标产生噪声、扬尘影响。

而水泵抽排工作效率高，可将生产废水及时抽排至施工基地内的施工临时污废水处理

设施，使得顶管施工可以顺利进行。本工程选用选择高强度耐冲压的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管，具有抗冲击，耐磨损，柔韧性好，强度高，有弹性，可弯曲等特性。管口内衬

钢圈，可以确保管口长期安装拆卸中不变形、不断裂、不滴漏，确保输送的可靠性。

本工程选用的泥浆泵抽排的方式已经在太湖流域底泥疏浚工程、宁波东钱湖生态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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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泥浆泵抽排技术较为成熟，因此本

工程施工排水通过泥浆泵抽至施工基地内的施工临时污废水处理设施的方式较为合

理。 

10.1.1.3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处理措施 

本工程施工基地设置施工临时生活区，一般情况下根据生活污水水质、水量以及

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选择处理效果好，流程简短、先进可靠、经济实用，运行操作

方便的处理工艺。目前生活污水处理中经常采用且较成熟的技术主要有化粪池和成套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本工程施工基地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尽量回用于场地、道路冲洗、出入工区的车辆

冲洗，多余水经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

护水域标准后排放。化粪池显然不能满足上述回用及排放相关标准要求，故推荐采用

一体化生活污水净化装置处理的方案。污水处理装置采用目前较为成熟的 A2/O 处理

技术，设备型号选用 WS-AO 型，处理能力 3m³/h，出水可以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 ）及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2009）的相关标准。污水处理设备设在施工基地生活区附近，工艺流程

见图 10.1-3。 

 
图 10.1-3  施工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对于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及各分水点施工现场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由于其产

生分散的特点，采用移动厕所进行集中收集，并委托环卫部门通过抽粪车外运处理，

确保日产日清。因此，施工现场人员生活污水不会对施工现场周边河道水质产生明显

不利影响。 

综上，施工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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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其它污染防治措施 

为减小施工对水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应进一步采取

以下防治措施： 

（1）加强施工机械及施工车辆的管理，及时维护和修理施工机械、车辆，避免

机油跑冒滴漏对水环境的污染影响，含油施工废水应经过隔油沉淀处理，若出现滴漏，

应及时采取措施，用专用装置收集并妥善处理。 

（2）加强对污水处理系统的管理，定期监测排放口水质，加强对沉淀污泥和隔

油池废油的外运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3）本工程区域内不得设置施工机械的专门维修点或清洗点。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严格按施工操作规范执行，

避免和减少污染事故发生。 

10.1.2 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尽量减少降水时间，保持降水的连续性，尽量避免间歇性和反复性的不连

续抽水。 

（2）在基坑开挖中保证施工机械的清洁，并严格文明、规范施工，避免油污等

跑冒滴漏进而污染地下水。 

（3）在开挖基坑四周设置必要的拦挡措施，避免地面降水汇集后流入基坑，导

致地面降水直接进入地下水系统。 

（4）降水过程中应对地下水位的变化及基坑周围地面、道路进行监测，应做好

土体变形和地面沉降观测及地面建（构）筑物的变形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明显地面沉

降问题应立即停止施工，论证采用其他施工方式的可行性。 

（5）施工基地中的污废水收集处理池应采用防渗混凝土结构，混凝土防渗等级

建议达到 P8 以上，厚度 300mm 以上，防止污染物泄漏对地下水可能产生的影响。 

（6）输水管道材质应满足设计要求，保证管材质量；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管道铺

设的质量管理，尽可能防止管道泄漏事故发生。 

（7）加强顶管井的施工质量管理，特别是涉及河流穿越的较深的顶管井中井壁

与输水管道外壁间的密闭止水施工要求严格按照施工工艺规定实施，确保施工质量。

具体施工中可采用预埋优质防水套管、加设止水环翼、填充符合规定的填充材料、止

水环满焊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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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噪声减缓措施 

根据实地踏勘和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工程管线顶管井周边分布有一定数量

的声环境敏感目标，施工期噪声对其影响较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的影

响。降噪措施应从场地布置、机械设备管理、施工计划安排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由于

目前为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施工期噪声防护措施仅进行原则性要求，费用暂

按类似工程进行估算，待下阶段设计中进行工程的施工场地详细设计和布置后再进行

针对性的防护设计。 

（1）各类施工机械均应选择技术成熟、噪声小、功率小的的机型。 

（2）临时施工区的选址应远离居民区等声环境敏感目标。 

（3）施工期间，工程管线顶管井周边和施工基地应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噪声限值要求，即昼间噪声限值 70dB(A)，夜

间噪声限值 55dB(A)。 

（4）合理安排施工计划，施工期间除混凝土连续浇筑外，严格禁止在夜间进行

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对于需要在夜间 22 时至次日凌晨 6 时施工的，需按

照《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与《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

工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要求，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向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手续，在居民集中住宅区附近施工或夜间施工

前在现场及周边张布通告，或提前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相关村委会，以获得周边群众谅

解，并尽量降低影响。 

（5）为保证施工场界噪声达标，按照《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中

相关规定，尽可能减少本工程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施工场地布置中应考虑采取如下

防护措施： 

①靠近居民区边界的施工工区设置 2.5m 高的临时围屏用于降噪抑尘。 

②易产生噪声的作业设备，设置在施工现场中远离居民区一侧的位置，并在设有

隔音功能的临房、临棚内操作；高噪声设备和进出施工场地的临时道路应尽量远离声

环境敏感点。 

③合理布局施工现场，避免在同一地点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施，避免局部声级过

高。 

（6）施工计划安排上应考虑如下噪声减免因素： 

①对于距离工程 200m 范围内的居民区，尽量缩短居民区附近的高强度噪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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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时间，并注意尽量避开周末和夏季午休时段的施工，减少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②合理安排施工车辆行驶线路和时间，注意限速行驶、禁止高音鸣号，以减少对

附近居民区的影响。对必须经居民区行驶的施工车辆，应制定合理的行驶计划，并加

强与附近居民的协商与沟通。 

③针对施工过程中具有噪声突发、不规则、不连续、高强度等特点的施工活动，

应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以缓解。 

（7）施工设备管理上应采取如下措施： 

①施工单位应尽可能选择低噪声、先进的作业机械，选用符合《机动车辆允许噪

声》（GB1495-79）标准的施工车辆，禁止不符合国家噪声排放标准的机械设备和运输

车辆进入工区，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②对产生噪声较大的挖掘机、吊管机可通过安装消声管、消音器、隔声罩或隔离

发动机振动部件的方法降低噪声。 

③一切闲置的设备应予及时关闭。一切动力机械设备均应适时维修，维修不良的

设备常因松动部件的震动或降低噪声部件（如消音器）的损坏而产生很强的噪声。限

制设备的使用量和数目，对施工机械按类别实行分组施工。 

④及时修理和改进施工机械和车辆，加强文明施工，杜绝施工机械在运行过程中

因维护不当而产生的其它噪声。 

（8）其它管理及防护措施 

①施工前，建设单位应责成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张布通告，提前告知本工程施工

内容，施工期限、并标明投诉电话，建设单位在接到投诉后应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取

得联系，及时处理各种环境纠纷。 

②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产生高强噪声的施工机械，减少接触高

噪声的时间，或穿插安排高噪声和低噪声的工作。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个人防护，对高

噪声设备附近工作的施工人员，可采取配备、使用耳塞、耳机、防声头盔等防噪用具。 

③加强施工期间道路交通的管理，保持道路畅通，工程运输车辆穿越居民区时，

应限速、禁鸣。 

④提倡文明施工，建立控制人为噪声的管理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大声喧哗，增强

全体施工人员防噪声扰民的自觉意识。对人为活动噪声应有管理措施，要杜绝人为敲

打、叫嚷、野蛮装卸噪声等现象，最低限度减少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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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各施工点要根据施工期噪声监测计划对施工噪声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调

整施工进度。 

⑥施工单位应对机械操作人员进行上岗培训，避免出现因操作不当产生的超标噪

声。 

10.1.4 固体废物控制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有施工固废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其中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为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开挖弃土、顶管施工产生的沉淀湿土、施工弃

渣和建筑垃圾等。对于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合理设置临时堆土场，加强对临时占地的管理，其选址应布置于黄浦江上

游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二级区以外的地区，且应远离居民区、周边河道等，临时堆

土场应距离周边河道保持至少 50m 的控制间距，少占用耕地、林地等，应尽量减少大

填大挖，做好水土保持，减少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2）临时堆土场选址确定后，应首先对适宜进行表土剥离的占地区域进行耕植

土剥离，并将剥离的表土临时堆置在周转场内，以备后期绿化覆土及场地复耕使用；

同时为减少场地内土方堆置期间降雨对堆体表面的冲刷，遇降雨和大风在堆体的裸露

坡面采用土工布苫盖，土工布可重复利用，另外在场地四周布置一圈填土工布，以防

止水土流失。 

（3）在施工时，应禁止任意向水体中抛弃各类固体废物，同时应尽量避免各类

固体废物散落进入水体。对散落在水体的固体废物，尤其是短期内不易沉入水底的漂

浮物，施工单位应尽力打捞回收。 

（4）加强施工工区生活垃圾的管理，分片、分类设置垃圾箱，避免生活垃圾混

入施工弃土（渣），并定期由环卫部门予以清运，以防生活垃圾经雨水冲刷后，随地

表径流带入附近河道。 

（5）各施工单位加强对临时居住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不随地大小便，不随处随

手乱扔垃圾，保证粪便和生活垃圾能集中处置。 

（6）对于本工程施工弃渣、建筑垃圾、管道施工产生沉淀湿土和开挖弃土，根

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结合本项目的施工特点，提出如下

的防治管理措施： 

①建设单位应当在青浦区和松江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本辖区建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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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和工程渣土运输单位中选择具体的承运单位。 

②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工程施工或者建筑物、构筑物拆除施工安全质量监督手续

前，向青浦区和松江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证，

并应当提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消纳申请。处置证应当载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名

称、运输单位名称、工程名称及地点、排放期限、消纳场所、运输车辆车牌号、运输

线路、运输时间等事项。 

③施工单位应当配备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排放管理人员，监督施工现场

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规范装运，确保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驶离。 

④运输单位应当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运输车辆作业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施工现场

管理要求做好运输车辆密闭启运和清洗工作，保证运输车辆安装的电子信息装置等设

备正常、规范使用。 

⑤运输车辆应当统一标识，统一安装、使用记录路线、时间和消纳场所的电子信

息装置，随车辆携带处置证，并按照交通运输、公安交通等部门规定的线路、时间行

驶。 

⑥运输车辆应当实行密闭运输；运输途中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不得泄漏、撒落

或者飞扬。 

（7）在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进行地表清理，清除硬化混凝土，将工地的剩

余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干净。 

10.1.5 环境空气污染控制措施 

根据《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上海市

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等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提出下列环境空气污染防治和响应

措施： 

（1）结合噪声污染控制措施，在施工工区靠近居民住宅附近设立简易隔离围屏，

将施工工区与外环境隔离，减少施工废气对外环境的不利影响。 

（2）各施工区应设置洗车平台，完善排水设施，防止泥土粘带。施工期间，应

在物料、渣土运输车辆的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车辆驶离工地前，应在洗车平台清

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 

（3）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 48 小时内不能完成清运的，应当在施工工地内设置

临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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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工地内堆放水泥、灰土、砂石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应当在其周

围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封闭性围拦。 

（5）进出工地的运输车辆，应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运输，应采用密闭车

斗，并保证运输途中的物料不得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减少运输扬尘对沿线居民

的影响。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辆不符合密闭化运输要求的，市容环卫管理部

门不予发放《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证》。 

（6）各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在进场施工前，应按有关规定，配置尾气净化装置，

确保其尾气排放可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应使用高标号的燃油，禁止使用含铅汽油，

确保其尾气排放可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7）配合有关部门搞好施工期间周围道路的交通组织，避免因施工而造成交通

堵塞，减少因此而产生的怠速废气排放。 

（8）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提高全体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坚持文明施

工、科学施工，减少施工期的大气污染。同时，施工时要落实有关劳动保护措施，防

止粉尘等影响施工人员身体健康。 

（9）应严格按照《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要求，根据空气重污染预

警等级启动相应的应急措施，结合本工程施工特点，响应措施主要为：①Ⅳ级响应措

施应提高道路保洁频次，尽可能减少地面起尘；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

工扬尘管理。②Ⅲ级响应措施应除特殊工艺外，停止桩类施工、土石方工程、建筑构

件破拆、建设工地脚手架拆除等作业；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堆场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

洒水降尘工作；加强道路保洁，尽可能减少地面起尘；散装建筑材料、工程渣土、建

筑垃圾运输车辆停止上路行驶。③Ⅱ级和Ⅰ级响应措施应除特殊工艺外，停止所有影

响环境空气质量的建筑工地室外作业。易产生扬尘污染的堆场停止作业，并做好场地

洒水降尘工作；增加道路保洁频次，最大程度减少地面起尘；散装建筑材料、工程渣

土、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停止上路行驶。 

10.1.6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为了把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应与工程施工单位签

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要

求各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章，设立环保管理部门并配置

专、兼职管理人员。必须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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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业方案必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2）本工程施工基地、临时施工便道、临时堆土场等施工临时占地应按照少占

耕地、林地，不得侵占基本农田，应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同时避开因工程

占地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生态脆弱区等的原则进行选址布置。对临时占用耕地的，

应剥离表土另外堆存，待工程结束后，平整土地，清理地表碎石杂物等，然后回填表

土复耕。对临时占用未利用地，施工后应恢复原貌或进行植被绿化。 

（3）施工期应严格控制施工车辆、机械及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尽力缩小施工

作业带宽度，以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碾压，减少对陆生动物生境及觅食场所的破坏。 

（4）为保护工程区域内爬行类动物，应避开爬行类动物的冬眠期，以便其迁往

临近的栖息地。 

（5）严禁在施工区等区域猎鸟、捕鸟、毒鸟及捕杀蛇类等其他野生动物。 

（6）施工结束后，应及时采取生态补偿措施。由于工程主要导致陆生高等植物

损失，因此应根据工程实施前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结果，确定损失的高等植物种类

和生物量，在永久占地周围适宜区域采取补种措施；对于堆放取弃土等施工场地临时

占地造成植被破坏，应尽快予以清理、补种，使植被尽快恢复；植被恢复应尽量选择

乡土物种和本地常见种，避免生态入侵造成的生态问题，并尽量恢复区域植被的多样

性。 

（7）工程施工监理中应包含生态保护监理内容，监理人员应对施工区和生活区

进行现场检查和监测，全面监督和检查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应提出

限期整改要求，将施工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 

（8）本工程施工临时构筑物在施工结束后，应将表土回填至设计高程进行土地

整治，平整后按设计覆土厚度均匀地铺垫剥离表土并及时复植绿化，形成的地表坡度

不超过 2°为宜，以保证大气降水能快速排出，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10.1.7 对交通影响的缓解措施 

为进一步将工程区域企业、居民生活和交通的影响程度降至最低，一方面在确保

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另一方面建议施工单位根据工程建设进度，与交通

管理部门、道路运输部门一起制定运输计划，从车型的配置，车辆的调度、行驶路线

的确定、运输时段的安排等做出详细部署，使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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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为保护施工人员及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防止疟疾、痢疾及其它疾病流行，建议

采取以下措施： 

（1）在施工人员进入工区前应由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对施工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严禁患有传染病的人员进场。地方卫生防疫站对施工人员健康进行监督管理，发现传

染疾病应即时隔离治疗，以防止传染病流行；对患病或受伤的施工人员及时进行治疗，

治愈后方可进入工区；并对所有施工人员定期进行体检。 

（2）保证工区饮用水卫生清洁，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加强饮食卫生管理，避

免不洁食物，以免造成肝炎、痢疾等疾病的暴发流行。 

（3）为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加强工区的卫生防疫宣传教育，普及卫生常识，

做好工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制订工区卫生管理制度，加强对工区的卫生状况检查。 

（4）加强工区垃圾及其它污物的管理和处置，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收集后及时

清运。 

（5）定期对施工生活区进行灭蚊、灭蝇、灭鼠，并对生活区进行消毒，避免痢

疾、肝炎、疟疾等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10.2 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 

10.2.1 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松江中途泵站属于松江西部污水厂服务范围，运行期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直

接通过长约 1km 的 DN300 污水管纳入松蒸公路污水管网中，对周围水环境无污染影

响。 

10.2.2 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加强输水系统水压水流的监控及输水管线的定期巡视，发现泄漏事故应立

即抢修，防止原水泄漏带来的地下水水位上升问题。 

（2）管道的日常运行管理中应加强对顶管井的检查维护，定期对顶管井内的渗

水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发现井壁与输水管道外壁间有渗水情况发生应立即采取措施予

以解决，防止顶管井成为引起区域潜水含水层与微承压含水层间水力联通的通道节

点。 

10.2.3 环境空气污染控制措施 

（1）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规定，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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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厨房应在灶台上方设置油烟排气罩收集油烟，油烟排气罩带有高效油烟过滤器，过

滤后的油烟在经静电油烟净化处理后通过排油烟竖井排至食堂屋顶排放。 

（2）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应按照基准灶头数量对松

江中途泵站厨房的规模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和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小型饮食单位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60%，中型饮食单位净

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75%，大型饮食单位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85%。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为 2.0mg/L。 

（3）油烟气排放口位置设置油烟专业烟道，排气筒出口朝向应避开易受影响建

筑物，同时排烟系统应密封完好。 

（4）根据《饮食业环境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上海市餐饮服务业

环境污染管理办法》、《上海市饮食行业环境保护设计规程》（DGJ08-110-2004)，本项

目厨房设置的油烟集气罩及油烟净化装置应满足如下要求：油烟集气罩罩口投影面应

大于灶台面，罩口下沿离地高度宜取 1.8-1.9 米，罩口面风速不应小于 0.6m/s；油烟气

排风水平管道宜设坡度，坡向集油、放油或排凝结水处，且与楼板的间距不应小于

0.1m，管道应密封无渗漏；放置油烟净化设备的专用空间净高不宜低于 1.5m，设备

需要维护的一侧与其相邻的设备、墙壁、柱、板顶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45m；油烟净

化装置应置于油烟排风机之前，排气筒出口段的长度至少应有 4.5 倍直径的平直管

段；应当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证油烟净化设施的正常运转。 

（5）根据《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饮食业环境环境保护

技术规范》（HJ554-2010）等规定：厨房所在建筑物高度低于 24m，其油烟排放口不

得低于所在建筑物的最高位置，油烟应于厨房所在建筑物的楼顶排放，油烟排放口应

距离居民住宅 20m 以上。 

10.2.4 声环境减缓措施 

（1）工程设计时，首先应选用振动小、噪声低的设备及配套设施。 

（2）对水泵基础、轴流风机采取相应的减振降噪处理，可采用在泵进出口两端

安装挠性橡皮接头、设备基础安装防振垫等措施，有效减少设备的运行噪声。 

（3）将水泵设于室内，并对其进行隔声处理，运行时关闭门窗，有效减少噪声

外逸。 

（4）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等，减少设备非正常运行所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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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同时加强对设备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避免因管理人员操作不当、或者对

某些故障的处理不当而导致设备噪声提高。 

（5）专业设计单位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

求进行设计，确保厂界达到相关功能区要求。 

10.2.5 固体废物控制措施 

管理人员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予以清运。 

10.2.6 输水管线和分水点控制措施 

（1）输水管线 

根据《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对原水引水管渠“是指黄浦江上游、长江

引水系统中敷设在原水水厂、泵站以外的全部钢筋混凝土渠道、钢管、透气管渠及其

附属设施”的定义，本工程输水管线属于办法中所指的原水引水管渠。因此，输水管

线运行期间应严格执行《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

技术标准》和上海市规划局对管线选址选线的规划意见，划定输水管道保护范围和输

水管道控制范围，并对保护范围和控制范围内的行为活动进行限制或禁止。 

本工程运行期划定输水管道保护范围为钢管及其外缘两侧各 8m 内的区域，输水

管道控制范围为保护范围两侧各 40m 内的区域。在管线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建造建筑

物、构筑物；不得堆放砂石、砖瓦、金属、木材等物品；禁止打桩、凿井、机械耕作、

开沟、挖坑、取土等不符合《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的活动。在管线保护范

围内，凡需要进行工程建设及其他有关活动，均应填报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印制的

《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控制范围建设施工申请表》，经上海市给水管理处审核同

意后，方可办理有关建设工程审批手续。在管线控制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及其他有关

活动时，建设单位应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书面通知上海市给水管理处，

必要时应填报《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控制范围建设施工申请表》并提供有关文件

和资料，经上海市给水管理处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此外，管线运行单位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应全面加强对管线的日常监测和监管

工作，减少管线受损造成的风险事故。根据本工程输水管线周边现状用地类型调查，

结合现状用地类型的解译，输水管线保护范围（钢管及其外缘两侧各 8m 内的区域）

内的用地类型主要为农业用地，相应的植被覆盖类型主要为耕地和林地；控制范围（保

护范围两侧各 40m 内的区域）内的用地类型主要为农业用地、居住用地、市政设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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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域，相应的植被覆盖类型主要为耕地、林地和园地。由此可见，本工程管线周

边部分防汛墙、防汛道路等市政设施用地位于输水管线保护范围以外，控制范围以内。

根据《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工程对沿线防汛设施安全影响论证报告》，今后如在本

工程输水管沿线实施防汛墙改造工程，只要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措施得当，是可以避

免影响本工程安全的。因此，本工程输水管线的建设与周边土地利用现状情况基本相

符，建设可行，对运行期维护和风险管理也起到保障作用。 

（2）分水点内调节池 

为了减少分水点内调节池周边的污染源对调节池的安全运行产生不利影响，调节

池周边应该设置一定的防护距离。根据《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调节

池周围 10m 以内不得有化粪池、污水处理构筑物、渗水井、垃圾堆场等污染源，调节

池周围 2m 以内不得有污水管道和污染物。 

10.2.7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在运行期，可按照施工期结束后生态补偿措施完成情况，平整土地、种植

树木、草皮或农作物，适度持续开展地表植物恢复工作，植被种植选择乡土物种和本

地常见种，以尽快恢复原来的生态面貌，并为鸟类、兽类种类数量的恢复创造条件。 

（2）对单位职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教育，降低因新建市政设施引入人群对周围

生态环境的破坏。 

（3）针对本工程占用的绿化林地，建设单位应主动与林业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缴纳相应的绿化林补偿费。 

10.2.8 备用取水口环境保护要求 

本工程建成后将西南五区上移至松浦大桥取水口取水，青浦太浦河取水口、斜塘

取水口和金山取水口现状取水口日常停止取水，作为应急备用取水口保留，应加强对

备用取水口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据《上海市供水企业备用取水口管理办法》，对上述

备用取水口提出以下几方面环境保护要求。 

（1）划定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 

青浦太浦河取水口、斜塘取水口、金山取水口和松浦大桥取水口位于已经划定的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备用取水口范围同现在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2）保护要求 

在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内，污染物排放应按照《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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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1/199－2009）中对特殊保护水域的分级要求进行监管。在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

内，禁止下列活动： 

①新建、改建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或者增加排污量的改建项目。 

②设置危险废物、生活垃圾裸露堆放场和填埋处置场所。 

③新建、改建和扩建危险品装卸码头。 

④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和包装器材。 

⑤向水体排放含重金属、病原体、油类、酸碱类污水等有毒有害物质。 

⑥堆放、倾倒和填埋粉煤灰、废渣、放射性物品、有毒有害物品等各种固体废物。 

⑦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3）水质监测 

加强备用取水口头部的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备用

取水口头部受到污染。 

（4）防潮运行和日常清洁 

加强备用取水口的运行维护和日常清洁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做好备用取水口头部

的防潮运行工作，防潮运行所取用的原水不得进入制水系统。 

（5）管制要求 

备用取水口启用期间管制要求如下： 

① 供水企业应配置应急处置的相关设施。 

② 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内的排污口不得向河道排放污水，禁止船舶停泊，直至

启用结束。 

③ 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内的市政泵站，在启用期间

禁止向备用取水口所在的河道排水 

④ 备用取水口所在河道的支流水闸应改变调度方式，按水务部门的调度要求减

少向河道排水。 

⑤ 备用取水口保护范围内禁止通行装载国家禁止水路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及危险

废物（除废矿物油以外）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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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风险分析 

11.1 评价目的和内容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危险、有害因素，建设项

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

引起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等物质泄漏，所造成的人身安全与环境影响和损害程度，提

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

接受水平。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的规定，结合项目风

险特征，本工程环境风险评价的主要内容为识别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可能发生

的风险环节和潜在事故隐患，确定潜在环境风险事故的影响程度，并提出事故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使项目的环境风险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达到安

全施工、运行之目的。 

11.2 环境风险识别 

从环境风险产生时段来分析，可分为施工阶段和运行阶段。由于环境风险为小概

率意外事故发生后环境所承担的风险，因此，从施工阶段一系列活动和运行阶段运行

情况来分析，结合类似市政工程的经验，本工程可能出现以下方面的环境风险：顶管

施工产生的泥浆水事故排放风险，施工区至施工基地的泥浆水管线泄漏风险，施工污

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风险，施工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风险，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

压油泄漏风险，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风险，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

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的风险；运行期输水管道泄漏风险，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切换

井溢流事故风险。 

11.2.1 施工期环境风险识别 

（1）顶管施工产生的泥浆水事故排放风险 

在顶管施工过程中，但若发生加药处理装置故障等事故工况下，可能使未经处理

的泥浆水漫溢并排至周边河道，对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环境将造成较大影响。 

（2）施工区至施工基地的泥浆水管线泄漏风险 

本工程顶管和工作井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通过泥浆泵经管线全封闭输送至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的施工基地内处理，管线较长，沿途需要接力

泵泵送，管线如发生泄漏或接力泵机械故障时会发生泥浆废水泄漏从而对泄漏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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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环境将造成较大影响。 

（3）施工污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风险 

由于停电等因素可能导致施工污废水处理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施工污废水未经处

理达标集中排入河道，可能对下游河道水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本工程各施

工区施工污废水产生量较小，仅为少量泥浆废水和车辆及机械设备冲洗废水，且施工

污废水中基本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未经处理集中排入河道后，影响范围及影响程度均

较小。 

（4）施工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风险 

本工程施工机械、车辆包括反铲挖掘机、推土机、自卸汽车等，施工机械在施工

作业及行进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及人为操作失误或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而可能引起

油品泄漏。施工所用机械仅带自身燃油，载油量小，一般的管理操作失误或碰撞不会

引起溢油事故，即使发生溢油事故，源强也较小。另外施工机械车辆运行时速较低，

也不会产生较为剧烈的碰撞。且施工期会尽量避开台风、大雾等灾害性天气，因此造

成的施工机械车辆溢油事故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 

（5）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风险 

本工程在顶管施工过程中采用泥水平衡式机械顶管施工技术，顶管推动力主要来

自主顶液压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使用液压油。由于油箱焊缝不严、系统压力波动较

大、油液污染、油管布局不合理等原因，可能导致液压油从油箱和管道中泄漏出来。

液压系统自带的液压油量较小，通过设备定期的检查、保养、维护，并装配严格验收、

加强巡检等，运行过程中一般不会引发油泄漏事故，即使发生溢油事故，源强也较小。

同时，施工中会严格按照流程规范操作，尽量避免碰撞、操作失误等，因此造成液压

系统液压油泄漏事故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 

（6）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漏风险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各种污废水均经收集后进入施工基地的废水处理设施中进

行处理，由于处理池焊缝不严、管道连接处松动等因素，产生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

事故。一旦发生渗漏，将会影响周边的地下水水质。工程施工期持续时间有限，而且

施工期这部分污染物本身污染程度也有限，另外工程建设过程中均会对其进行合理有

效的处理与处置，废水处理设施均采用防渗混凝土结构，发生渗漏事故进而影响地下

水水质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与范围均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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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的风险 

本工程连通管顶管施工在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时，由于顶管施工、顶管

井沉井和地下连续墙施工、顶管井基坑施工等，可能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

对区域防洪排涝产生不利影响。但工程连通管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都与防汛通道、

防汛墙和水闸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在正常施工情况下，不会使防汛通道、防汛墙

和水闸结构和基础产生较大变形，使其影响控制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 

11.2.2 运行期环境风险识别 
（1）输水管道泄漏风险 

由于本工程生产运行中产生各种水力过渡过程时，如管线检修等情况时，上、下

游阀门可能会突然迅速关闭，水流对阀门和输水隧道会产生一个压力，由于管壁光滑，

后续水流在惯性的作用下，迅速达到最大，并产生破坏作用，产生“水锤效应”，对阀

门和输水管道的安全运行造成一定的危害，导致输水管道泄漏。但是，埋地输水管道

发生事故性泄漏的可能性较小，一旦发生也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处理。 

（2）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风险 

由于松江中途泵站在运行时突发停电事故，连通管上游管道的水不能通过中途泵

站切换井往下游管道继续输水，为防止管道中的上游来水对泵站形成水压，这时就产

生了切换井溢流事故，溢流最大设计流量为 120 万 m3/d，溢流水为管道中的原水。溢

流水直接通过松江中途泵站的溢流管排至斜塘中。由于松江中途泵站运行期为两路供

电，突发停电的概率非常小，因此，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发生的概率也非常

小，一旦发生也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处理。 

11.2.3 环境风险事故的影响特征 
突发性环境风险事件与其他风险事件相比，具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征，如事故形式

不确定性，事发环境条件不确定性，事故信息不确定性等，这就给事发前的风险预测

评估以及事发后的应急与决策响应带来了一定困难。 

（1）气象水文条件的不确定性 

由于突发性环境风险事件发生时间的不可预测性，事发时的气象水文条件也成了

一个不确定性因素。流速、水温，以及风速风向等，都会对污染物质在水中的变化趋

势和迁移过程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污染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此外，

气象水文条件对应急处置技术方法的运用，应急器械的使用也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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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形式的不确定性 

工程事故形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泄漏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物

质在水中污染行为的差异，并对具体应急措施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3）事故信息的不确定性 

工厂、污水厂等突发性污染，排放的污染物质一般较为肯定，泄漏量在排放口一

般也有记录，而管线泄漏事故等突发性环境风险事件与之相比，环境风险事故的类型、

影响范围和程度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明确。这一时间上的延迟，较之其他突发性

事故，增添了应急响应的紧迫性，加大了紧急处置的难度。 

（4）应急行动复杂性特征 

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后，对于环境风险事件的应急处置，整个行动往往需要多个职

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如环保局、水务局、流域管理部门、公安局、消防局、卫生防疫

部门、应急工程队伍等，进行跨部门合作才能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应急行动

的实施复杂性。 

11.3 环境风险事故分析与评价 

11.3.1 顶管施工产生的泥浆水事故排放影响预测分析 

根据表 2.5-1 分析可知，本工程涉及的取水口距离施工顶管井的距离为

120m~270m；另外，顶管井周边场地地质条件良好，均设置在远离河道的陆地处。因

此，在顶管施工过程中，如发生加药处理装置故障等事故工况下，出现使未经处理的

泥浆水漫溢并排至周边河道的情况。但在泥浆水进入河道前，经过陆地处土壤或植被

的吸附，进入周边河道泥浆水的污染物浓度也减至较小，不会对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环

境造成较大影响。 

11.3.2 施工区至施工基地的泥浆废水管线泄漏事故分析 

本工程顶管和工作井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通过泥浆泵经管线全封闭输送至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的施工基地内处理，管线较长，沿途需要接力

泵泵送。管线如发生泄漏或接力泵机械故障时会发生高浓度泥浆废水泄漏入附近河

道，其影响特征同顶管施工的泥浆废水直接排放影响。参照 11.3.1 节中的分析，泥浆

废水管线泄漏不会对周边河道水质产生明显影响。 

11.3.3 施工污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生产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SS，浓度一般为 3000～10000mg/L。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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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性排放的污废水浓度较大，但是由于生产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单一，排水量较小，

与排入的河道径流量相比均非常小，生产废水在施工排放的情况下可充分混合、稀释

和扩散。同时，事故性排放的时间较短，在处理设施抢修后即可正常运行。因此，施

工期生产废水事故性排放仅对区域局部水域的水质产生短期的影响，对下游水体威胁

不大。此外，施工基地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施工污废水

的排放点距离一级保护区边界在 1km 以上，因此，施工污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不会

对各水厂取水口的水质产生明显影响。 

上述 3 种情况下的事故排放不但会造成河道水质恶化，而且高悬浮物污染会阻碍

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影响浮游动物的生长率、成活率、摄食率，从而造成浮游动植

物生物量的损失，同时高浓度的悬浮物还会造成水生生物的鱼卵、仔鱼和幼鱼造成伤

害，表现为：①影响胚胎发育；②悬浮泥沙颗粒堵塞鱼类的鳃部引起窒息死亡；③大

量悬浮泥沙会造成水体缺氧而导致鱼类死亡。 

11.3.4 施工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影响分析 

11.3.4.1 溢油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油类含有多环芳烃致癌物质，可经水生生物富集后，通过食物链的形式进入人体，

危害人体健康。 

11.3.4.2 溢油事故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1）水生生物急性中毒效应 

本工程一旦发生溢油污染事故，将对一定范围内水域形成污染，对河道内的生物、

鱼类影响较大。以石油污染为例，其危害是由石油的化学组成、特性及其在河道内的

存在形式决定。在石油不同组分中，低沸点的芳香烃对一切生物均有毒性，而高沸点

的芳香烃则具有长效毒性，会对水生生物生命构成威胁和危害、直至死亡。 

（2）对浮游动物的影响 

浮游动物石油急性中毒致死浓度范围一般为 0.1～15mg/L，而且通过不同浓度的

石油类环境对桡足类幼体的影响实验表明，永久性（终生性）浮游动物幼体的敏感性

大于阶段性（临时性）的底栖生物幼体，而各自幼体的敏感性又大于成体。 

（3）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实验证明石油会破坏浮游植物细胞，损坏叶绿素及干扰气体交换，从而妨碍它们

的光合作用。这种破坏作用程度取决于石油的类型、浓度及浮游植物的种类。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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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许多毒性实验结果表明，作为鱼、虾类饵料基础的浮游植物，对各类油类的耐受

能力都很低。一般浮游植物石油急性中毒致死浓度为 0.1～10.0mg/L，一般为 1.0～

3.6mg/L，对于更敏感的种类，油浓度低于 0.1mg/L 时，也会妨碍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的速率。 

（4）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溢油事故发生后，会对底栖生物带来严重伤害，即使不被污染致死，也会影响其

存活能力。此外，沉积物中未经降解的油类也可能对局部水质造成二次污染。 

（5）对鱼类的影响 

①对鱼类的急性毒性测试 

根据近年来对几种不同的鱼类仔鱼的毒性试验结果表明，石油类对鲤鱼仔鱼

96hLC50 值为 0.5～3.0mg/L，因此污染带瞬时高浓度排放（即事故性排放）可导致急

性中毒死鱼事故。 

②石油类在鱼体内的蓄积残留分析 

石油类在鱼体中积累和残留可引起鱼类慢性中毒而带来长效应的污染影响，这种

影响不仅可引起鱼类资源的变动，甚至会引起鱼类种质变异。鱼类一旦与油分子接触

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油臭，从而影响其食用价值。以 20 号燃料油为例，石油类浓度

0.01mg/L 时，7 天之内就能对大部分的鱼、虾产生油味，30d 内会使绝大多数鱼类产

生异味。 

综上，溢油对人体健康和水生生物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由于本工程施工

不使用船舶等水上机械，采用的陆上机械仅带自身燃油，载油量小，一般的管理操作

失误或碰撞不会引起燃油溢油事故，即使发生溢油事故，源强也较小。根据表 2.5-1，

太浦河取水口距离最近的青浦分水点施工场地 160m，斜塘取水口距离最近的顶管井

施工场地 180m，金山取水口距离最近的顶管井施工场地 120m，松浦大桥取水口距离

最近的闵奉分水点 270m。同时，本工程施工场地与上述取水口所在河道的最近距离

也均在 35m 以上，加之工程临时施工道路设置在施工场地与现有市政道路之间，因此

溢油事故点与取水口所在河道的距离也在 35m 以上。当施工车辆在施工道路或施工场

地因管理操作失误或碰撞导致溢油事故发生后，燃油大部分被施工道路或施工场地周

边的土壤和植被所吸附，加上河道两侧护岸挡墙的阻隔，使燃油集中在陆域一定范围

内，也很难进入水体。从最不利角度出发，因事故点附近挡墙破损原因使得燃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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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体中，其量也是微小的。经过扩散、漂移和风化，溢油事故不会对取水口水质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施工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的影响较小。 

11.3.5 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影响分析 

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事故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对土壤和地下水的影响。泄漏后的

液压油由于重力作用沿垂直方向向土壤下方渗透，液压油粘度较大，渗透深度有限，

泄漏渗入土壤后，将堵塞土壤孔隙，使得土壤板结，通透性变差，从而造成土壤长期

处于缺氧还原状态，土壤养分释放慢。另外液压油向土壤深层迁移，对地下水水质产

生影响。但本工程大部分工作井主要采用沉井（不排水下沉施工）作为围护结构；在

开挖深度较深，环境保护要求严格的地段采用地下连续墙；其他的采用灌注桩+止水

帷幕井。上述工作井施工方式造成的工程降水有限，已从人工和自然方面阻断了土壤

和孔隙进入地下水的通道。此外，由于工作井不处于地下水承压层的补给区，因此，

液压油向土壤深层迁移不会对地下水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事故的主要影响是对土壤的影响。 

11.3.6 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影响分析 

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地下水方面，渗漏的

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含水层随地下水渗流扩散，进而污染地下水水质。由于工程所在地

潜水含水层与承压含水层间无直接水力联系，因此这种影响将仅仅局限于潜水层。 

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具有低流量、长时间的特性，本次评价采

用导则推荐的一维稳定流动定浓度边界一维水动力弥散解析解方程进行计算。根据该

方程可计算得到污染源下游不同距离处不同时刻的污染物浓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iK/n 

其中：C－t 时刻 x 处污染物浓度，mg/L 

      Co－污染物补给浓度，mg/L 

x－离源距离，m 

t－时间，d 

      u－饱水带实际水流速度，m/d 

      i－饱水带水力梯度，根据实测水位数据估算，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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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饱水带水平渗透系数，取 0.01m/d 

      n－饱水带土壤有效孔隙率，取 0.44 

      DL－纵向弥散系数，参考岩性及流速由经验公式获取，取 0.0003m2/d 

erfc()－余误差函数 

其中饱水带水平渗透系数和饱水带土壤有效孔隙率根据本次评价水文地质勘察

试验的潜水层抽水试验结果和土工试验结果确定。 

本次施工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对地下水水质影响分析的预测因子

选择生活污水中的典型污染物 CODMn 和 NH3-N 以及施工废水中的典型污染物石油

类，污染源强分别为 CODMn70mg/L，NH3-N 30mg/L 以及石油类 50mg/L。 

地下水中不同污染物浓度随时间迁移的情况如下列表所示。 

表 11.3-4   地下水中 CODMn迁移预测结果 

迁移时间（a） 
不同离源距离处地下水中 CODMn浓度 （mg/L） 

0.2m 0.3m 0.5m 0.6m 0.8m 0.9m 1.4m 1.5m 
5 7.2 1.0       

15   5.1 2.1     
30     3.1 1.6   
50       3.4 2.4 

表 11.3-5   地下水中 NH3-N 迁移预测结果 

迁移时间（a） 
不同离源距离处地下水中 NH3-N 浓度 （mg/L） 

0.4m 0.5m 0.9m 1m 1.3m 1.4m 2.3m 2.4m 
5 0.031 0.001       

15   0.032 0.008     
30     0.028 0.011   
50       0.027 0.015 

表 11.3-6   地下水中石油类迁移预测结果 

迁移时间（a） 
不同离源距离处地下水中石油类浓度 （mg/L） 

0.3m 0.4m 0.6m 0.7m 0.9m 1.0m 1.7m 1.8m 
5 0.70 0.05       

15   1.53 0.57     
30     1.15 0.57   
50       0.77 0.50 

由上述迁移预测计算结果可知，以 CODMn 的《地下水质量标准》III 级标准限值

3mg/L 为评价标准，其 50 年内该浓度污染羽包络线往下游迁移的距离不超过 1.5m；

以 NH3-N 的《地下水质量标准》III 级标准限值 0.02mg/L 为评价标准，其 50 年内该

浓度污染羽包络线往下游迁移的距离不超过 2.4m；以石油类的荷兰干预值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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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mg/L 为评价标准，其 50 年内该浓度污染羽包络线往下游迁移的距离不超过 1.8m。 

施工期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的产生量及其污染物浓度均有限，即使发生渗漏地下

水污染源强也更为有限。由水文地质条件可知，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层特别是上层潜水

层部分渗透系数很小，水力梯度也非常小，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迁移非常缓慢。预测计

算结果表明，废水泄漏的污染物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集中在废水处理设施附近，难以往

外扩散。加上工程所在区域不取用地下水，废水处理设施距离河道也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工程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很小，也不会影响到黄浦江水

质。 

11.3.7 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的风险影响分析 

根据工程布置，与本工程连通管平行走向的主要河道有太浦河、拦路港（泖河、

斜塘）、黄浦江上游干流段（横潦泾、竖潦泾、黄浦江），与上述河道防汛墙的距离为

35~170m 不等。连通管主线位于河道防汛通道外侧，多数布置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河道沿线涵养林带下。除上述大型沿线河道外，连通管还穿越 35 处河道

（河口），其中穿越骨干河道 3 处，穿越河口（河口处均设置水闸）32 处。工程在穿

越 35 处河道（河口）时设置在河道两侧的工作井均距离河道防汛墙 35m 以上。根据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工程对沿线防汛设施安全影响论证报告》，工程管道顶管施

工、顶管井沉井和地下连续墙施工、顶管井基坑施工不会对防汛墙、水闸等防汛设施

的安全产生影响，另外，连通管管顶距地面≥10m，在穿越防汛通道时也不会对道路

基础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的安全

不产生影响，风险可控。 

11.3.8 运行期输水管道泄漏影响分析 
运行期输水管道泄漏的事故有可能造成泄漏点附近区域短时间的地下水水位上

升。工程所在区域地下水埋深较浅，在地下 1m 左右，因此即使发生输水管道泄漏事

故，其所造成的地下水水位的变化范围较小，影响程度有限。此外，埋地输水管道发

生事故性泄漏的可能性较小，一旦发生也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处理，因此这种影响也是

短时间的，并且同样是可逆的，会随着泄漏点的封堵而慢慢恢复到原始状态，不会造

成土壤次生盐渍化及土壤次生沼泽化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事故性泄漏不会对区域地

下水水流及水位产生影响。同时，水管道泄漏的为原水，水质较好，也不会对地下水

水质产生明显影响，并且由于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含水层和承压含水层间基本无水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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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基本不会对承压含水层产生影响。 

11.3.9 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影响分析 

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形成的溢流水为金泽水库中的原水，通过松

江中途泵站中的溢流管排入斜塘后，不会对斜塘的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11.4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 

11.4.1 施工期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 

（1）建设单位应委托施工经验丰富的施工单位进行顶管施工，以便精确地确定

顶管位置和精度，杜绝施工事故发生。工程施工前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学习、培训，制

定科学的顶管方案，提高操作水平。 

（2）加强施工废水的收集和管理，杜绝施工废水未经处理排放。 

（3）加强泥浆废水管线的施工维护，保证管线的密封性；加强施工区域的交通

疏导和管理，在管线沿线设立临时警戒标示，防止施工以外的因素破坏管线的密封性。 

（4）选择高强度耐冲压的泥浆废水管线，在管线接口位置分设阀门便于发生泄

漏时切断管线间联通。 

（5）设置泥浆废水管线压力在线监测装置，如发生压力骤减则立即通知顶管施

工停止作业，并检测管线的密封性能。 

（6）加强对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定期进行维护，保证废水处理设施

的稳定、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处理尾水水质达到相关标准后方可回用。 

（7）定期对施工期生产废水排放口水质进行监测。 

（8）加强对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的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增强管理人员的业务

能力，避免因人为操作失当引起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发生故障。 

（9）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的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如遇问题及时

上报并立即进行排除。 

（10）合理安排施工作业面和施工临时道路，分别设置进场道路和出场道路，减

少各类施工机械车辆碰撞几率，加强机械设备的检修维护。 

（11）工程施工前与交通部门沟通，与交通管理部门研究划定施工界限，获得施

工许可；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开工；加强施工质量和进度管理，严格按照既定的施工

要求和施工进度进行施工，尽量避免车流量高峰期施工。 

（12）加强对施工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和车辆驾驶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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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严格操作规程，避免人为操作失当引起溢油事故发生。 

（13）建立避台防汛应急预案，施工期间如遇恶劣天气必须将工程机械车辆及时

撤离，保证设备安全。 

（14）液压系统装配时应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操作，应重视各密封部位密封性及密

封圈的清洁度，并按规定方法正确安装，防止密封圈在装配时发生破损；在加油和检

修时都应特别注意保持液压油和液压元件的清洁；同时，应尽量减少管接头等连接部

位的数量，定期更换密封圈，加强巡检力度。 

（15）在液压系统底部分别铺设吸油毡和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膜，并在油箱、管道

及元件的连接处外包一层吸油棉。 

（16）施工单位应配备简易围油栏，当溢油事故产生后，及时铺设在溢油事发地

点附近，从源头对油污进行控制。 

（17）制订施工期溢油事故应急预案，预案应包括应急事故组织机构、应急救援

队伍、应急设施及物质的配备、应急报警系统、应急处理措施、应急培训计划等内容；

施工场所张贴应急报警电话。 

11.4.2 运行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对于管线中存在的水锤效应，对整个原水管线和泵系统采用 PLC 自动控制系统

消除水锤；可以在管线上安装泄压保护阀消除水锤；还可以在泵站出入口安装快闭式

止回阀、水力控制阀等消除水锤。 

11.5 环境风险事故应急计划 

根据国家环保局(90)环管字 057 号文要求，通过对污染事故的风险评价，制定防

止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工作计划，消除事故隐患的措施及突发性事故应急处理办

法等，一旦出现重大事故，能有效的组织救援，及时控制污染、减少污染损失。 

本应急计划重点针对水源地水域可能发生施工溢油等事故后，能否迅速而有效地

作出应急反应，对于控制污染，减少污染损失以及消除污染等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为使本工程施工期对于一旦发生的溢油事故能快速作出反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污

染对各取水口的危害，建立应付突发性事故的抢险指挥系统，组织制定一份可操作的

风险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习是非常必要的。 

11.5.1 应急计划内容 

（1）应急组织机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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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负责工程水域水源地取水工作，因此应由上述 4 个

自来水公司联合负责设立该水域的水污染事故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由 4 个公司的总

经理任组长，同时由青浦区环境保护局、松江区环境保护局、金山区环境保护局、青

浦区水务局、松江区水务局、金山区水务局、青浦区地方海事处、松江区地方海事处、

金山区地方海事处等相关部门（单位）工作人员组成。 

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所有成员手机必须保证 24 小时处于开启状态，以便发生突

发事件时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人员外出时，则按照工作接替

制度由相应科室其他负责人替补。 

（2）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主要职责为贯彻上级对处置溢油、废水事故排放等环境风险

事故的指示精神，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协调

安排应急处置工作组协同工作，加强与外部抢险队伍联络合作；组织对事件和纠纷进

行评估，向上级报告有关情况，在有必要启动更高级别应急预案的情况下，向上级提

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11.5.2 预警预防机制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负责该水域水源地的日常检测和管理，加强对供水

设施的巡检，保证设施完好，各公司的水质部门对水源地水质进行检测。 

如接到预警报告在取水口保护范围外溢油污染事件时，各公司必须加强值班与监

测，直至预警报告解除；如在监测期间发现溢油污染取水口时，将预警报告转为应急

响应。 

各公司的水质部门负责做好水源水质的监管，对检测信息进行检测和分析，及时

向工作小组汇报，直到预警解除或应急结束，水质恢复正常为止。 

11.5.3 应急响应 

（1）应急流程 

一旦发现溢油等可能引发的水污染事故，现场人（目击者、单位或个人）有责任

和义务立即拨打应急处理电话报告。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应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指令

相关部门派人前往现场，检验人员迅速采样进行检测，30min 内将检测结果报告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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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工作小组，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

水有限公司、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的水质部门在接到信息后 60min 内迅

速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复验，初步判定事故等级。事故一经确认，立即向应急领导和工

作小组报告。 

发生事故的相关单位应在事故发生后尽快写出事故情况报告，报送应急领导和工

作小组，再由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报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情况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②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③事故简要经过、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④事故抢险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⑤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处理的有关事宜； 

⑥事故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2）即时处置 

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及时通知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

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立即启动原水污

染应急预案，做到： 

①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先期处置，防止事态扩大； 

②密切关注水源地取水口污染事态发展情况； 

③迅速派人赶赴事故现场，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和证据收集工作； 

④服从政府统一部署和指挥，了解掌握事故情况，协调组织抢险救灾和调查处理

事宜，并及时报告事态趋势及状况； 

（3）应急响应 

根据水源地突发事件污染范围、污染物性质和取水口供应量，污染事故等级分为

特别重大水污染事件（I 级）、重大水污染事件（II 级）、较大水污染事件（III 级）和

一般水污染事件（IV 级）四级。 

①发生特别重大水污染事件（I 级）、重大水污染事件（II 级）、较大水污染事件

（III 级）的应急响应 

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赶赴事件现场，同时与环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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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有关部门联系，配合处置水源地污染物的处置。同时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

资和设备，根据需要及时增援。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则在应急领导和工作小

组的统一协调下，组织实施企业突发时间的应急处置工作。 

②发生一般水污染事件（IV 级）的应急响应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在接到一般突发事件信息后立即进入 IV 级应急响

应，并赶赴事故现场判断事件性质、类别，及时启动本单位制定的有针对性的专项预

案，组织抢险队伍、设备，采取各种措施快速处置，并及时向单位的供水管理部门报

告。一旦需要支援，应立即向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报告，由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组织

增援。 

（4）应急处置 

①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配合环保、水务、海事等部门对水源地、取水口油

污进行处置； 

②明确水源地溢油的污染范围、污染物在水体适时的运动方向，并提出处置建议； 

③如在距取水口一定范围内发生溢油事故，使黄浦江受到污染，威胁取水口时，

各公司应采取预防措施，在取水口外围用围油栏形成保护圈，沉淀池做好吸油毡放置

准备。 

④如取水口受到溢油事故污染时，各公司立即在取水口放置围油栏，抛洒吸油毡，

沉淀池放置围油栏及吸油毡。 

⑤加强原水监测，安排水质应急监测人员在取水口每 15min 测试一次闸口水质，

在水厂进水调节池每 15min 进行一次水质监测。如发现进水水质无法满足取水要求则

立即停止取水作业。 

（5）信息发布 

溢油污染事故信息由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集中、统一管理，以确保信息传递及时、

准确。 

（6）应急结束 

溢油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结束后，由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宣布应急结束，并转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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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 

（7）后期处置 

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应整理和审查所有应急记录和文件等资料，并总结和评价导

致应急状态的事故原因和在应急期间采取的主要行动。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在应急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向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

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发生事故的基本情况、事故原因、发展过

程及造成的后果分析、评价，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及其有效性，主要经验教训和

事故责任人及其处理等。 

11.5.4 应急保障 

（1）通讯保障 

通信是保证供水正常运行、迅速处理事故的重要工具，发现故障及时排除，保证

电话及手机畅通。应急领导和工作小组成员的手机应全天开机，以备急用。 

（2）装备保障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应联合青浦区地方海事处、松江区地方海事处、金

山区地方海事处组建应急处置队伍，同时应配备围油栏、吸油毡、粉末活性炭、高锰

酸钾稀释罐等隔油、吸油物资和设备，以达到隔油、吸油效果。 

（3）培训演习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应联合青浦区地方海事处、松江区地方海事处、金

山区地方海事处要有计划地开展供水系统事故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和宣传教育，以保

障相关人员熟悉和掌握应急预案规定的任务和行动，以及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提高执

行应急预案的能力。 

11.6 本章小结 

本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主要环境风险为：顶管施工产生的泥浆水事故排放风险，

施工区至施工基地的泥浆水管线泄漏风险，施工污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风险，施工

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风险，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风险，施工期施工基地废

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风险，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和水闸的风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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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输水管道泄漏风险，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风险。这些风险事故发

生后均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危害，但各风险事故发生概率均很小，通过采取相应对

策进行防范，本工程环境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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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管理与监测 

12.1 环境管理 

12.1.1 目的和意义 

环境管理是工程管理的一部分，是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建设

项目环境管理的目的在于按国家、省、市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落实有关环保责任，贯彻“三同时”原则，加强本工程

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境管理，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使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得以减免，达到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之目的。 

12.1.2 施工期环境管理 

本工程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承担，并接受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和检查。 

12.1.2.1 建设单位环境管理机构和职责 

建设单位设立“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并安排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和具

体落实从工程施工开始至工程竣工验收期间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对施工期的

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监督、协调施工单位依照承包合同条款、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的内容开展工作，在工区内实施环保措施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设立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以便开工后即开始处理有关

环保事务。建设单位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如下： 

（1）明确“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组成人员及职责； 

（2）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管理程序和制度； 

（3）负责将环境保护措施要求纳入招标文件和施工承包合同； 

（4）制定环境保护工作年度计划； 

（5）审核和安排年度环境保护工作经费； 

（6）安排年度环境监测工作及委托； 

（7）组织实施建设单位负责的环保措施及安排监测； 

（8）监督施工单位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 

（9）协调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环保工作； 

（10）处理本工程建设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及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 

（11）安排编制环境保护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报告及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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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培训。 

12.1.2.2 施工单位环境管理机构和职责 

施工单位按照承包合同中规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接受建设单位、监理机构以

及有关管理部门对环保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程环境保护办公室在施工单位进场时成

立，工程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撤消。施工单位施工期环境管理主要内容如下： 

（1）制定环境保护年度工作计划； 

（2）检查环保设施的建设保护工作进度、质量及运行、检测情况，处理实施过

程中的有关问题； 

（3）核算年度环保经费的使用情况； 

（4）定期向建设单位、施工监理单位汇报承包合同中环保条款执行情况。 

12.1.2.3 环境监督、检查 

本工程施工活动必须接受上海市环境保护局、青浦区环保局和松江区环保局监

督、检查，以确保施工活动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污染防治法等

的环境保护要求。 

12.1.3 运行期环境管理 
本工程进入运行期后，原施工期“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的环境管理职能全部移交

由本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承担，运行单位应配备环保专业人员，负责开展运行期环境保

护工作，相关环保措施采取合同方式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承担。主要环境管理职责如

下： 

（1）贯彻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法令，执行国家、地方和行业环

境保护要求； 

（2）落实工程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制定运行期环境管理办法和制度； 

（3）负责落实运行期的环境监测，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如发现问题，则会

同地方环保部门等及时解决； 

（4）监控运行期环保措施，处理运行期间出现的环境问题； 

运行期环境管理主要内容为对连通管线、松江中途泵站、分水点进行日常管理、

运行和维护。 

12.2 环境监理 

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从事本工程的环境监理工作，具体环境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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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应持有相关业务上岗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12.2.1 环境监理范围 

本工程环境监理范围包括工程各标段承包商及其分包商施工作业现场、施工生产

及生活营地，实施全过程环境监理。 

12.2.2 监理机构职责 
环境监理既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应设立独

立的工程环境监理部，由具有监理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工作，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法令、标准以及施工承包合同中有关环保条款，根据环境监测

数据及巡查结果，全面监督和检查施工单位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及

时发现、纠正违反合同环保条款及国家环保要求的施工行为。 

12.2.3 环境监理内容、要点与组织方式 

12.2.3.1 环境监理具体内容如下： 

（1）编制环境监理计划，确定环境监理项目和内容。 

（2）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活动进行监理，防止和减轻由施工活动引起的环境污染

和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3）全面监督和检查各施工单位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和效果，及时处理和解

决施工中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 

（4）全面检查施工单位负责施工迹地的处理、恢复情况。 

（5）负责落实环境监测措施的实施，审核有关环境报表，根据水质、环境空气、

声环境等监测结果，及时对工程施工及管理提出相应要求，尽量减少工程施工对环境

带来的不利影响。 

（6）在日常工作中作好监理记录及监理报告，组织质量评定，参与竣工验收。 

12.2.3.2 环境监理要点如下： 

（1）施工期环境监理应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推进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作

的通知》（环办[2012]5 号）中相关要求实施。 

（2）施工单位是否严格做好污水处理设施及贮存池的防渗处理。 

（3）施工单位是否合理安排施工方式、时间，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标。 

（4）施工单位是否保持场地整洁，减少扬尘污染；是否保证施工机械和车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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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放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施工期间，施工单位是否采取管理措施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施工活动结

束后，是否尽快进行植被恢复。 

12.2.3.3 环境监理组织方式如下： 

（1）工作记录制度：环境监理工程师做好监理工作记录（日记），重点描述现场

有关工程环境保护的巡视检查情况，指出存在的环境问题，问题发生的责任单位，分

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及处理结果。 

（2）监理报告制度：监理工程师应组织编写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环境监

理报告以及承包商的环境月报，报建设单位环境管理办公室。 

（3）函件往来制度：监理工程师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问题，应下发问

题通知单，通知施工单位及时纠正或处理。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某些方面的规定或

要求，一定要通过书面的形式通知对方。若因情况紧急需口头通知，随后必须以书面

函件形式予以确认。 

（4）环境例会制度和会议纪要签发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环保会议。由施工单位

根据合同对本月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回顾总结，监理工程师对该月各标段的环境保护工

作进行全面评议，会后编写会议纪要并发给与会各方，并督促有关单位遵照执行。重

大环境污染及环境影响事故发生后，由环境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环保事故的调查，会同

建设单位、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共同研究处理方案，下发给施工单位实施。 

工程环境监理部及工作程序见图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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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工程环境监理机构及工作程序图 

12.3 环境监测计划 

本工程不设置专门的环境监测机构，施工期及运行期水质监测、环境空气监测、

噪声监测和卫生防疫监测可由业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和卫生防疫部门实施，

技术要求按照有关环境监测规范的规定执行，以保障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12.3.1 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 

12.3.1.1 水质监测 

（1）监测项目 

地表水水质监测指标包括 pH 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及石油类

等 5 项指标。 

施工生产废水监测指标包括 pH、CODCr、SS 以及石油类等 4 项指标。 

施工生活污水监测指标包括 CODCr、BOD5、NH3-N 及动植物油等 4 项指标。 

（2）监测点位 

工程沿线共布置 7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分别为金泽水库取水口、丁栅闸、八百亩

桥、夏字圩、松浦大桥、泖港大桥和三角渡。同时根据施工基地的布置、废水处理设

施和生活污水净化装置分布情况，并同步保证上述污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的稳定，

在基地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的进水口和排放口各设 1 个监测点。 

（3）监测时间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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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水质施工前监测 1 期，施工期每季度监测 1 期，共 8 期。 

对于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监测，本工程属于线性工程，分 5 个标段进行施工建设，

每个标段各设置 1 个施工基地，每个施工基地每季度监测 1 期，每个施工基地监测共

3 期，共计 15 期。 

（4）执行标准 

工程区地表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标准。施工

期间，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河道禁止排放施工污废水；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准水源保护区属上海市特殊保护水域，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199-2009）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回用的施工期污废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标准。 

12.3.1.2 噪声监测 

（1）监测项目 

等效连续 A 声级。 

（2）监测点位 

在距离施工区近且较为敏感的高家港、叶厍村、练塘敬老院、泖新村、杨思泾、

新姚村、姚家村、夏圩、黄泥泾、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顾家埭、石河泾、庄行

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孙家浜、川堂房的居民住宅第

一排各设置 1 个噪声监测点，共 23 个监测点位，具体位置见附图 11。 

（3）监测时间和频率 

根据施工进度安排及各标段施工前后顺序，在施工标段内的施工区任选择 2 处靠

近居民区等敏感目标处进行监测。筹建期监测 1 期，每个施工标段监测共 3 期，共计

16 期。噪声监测分昼夜两时段进行，昼间噪声监测时段为晨 6:00～晚 10:00，夜间噪

声监测时段为晚 10:00～晨 6:00，分别连续采样 20min。 

12.3.1.3 环境空气监测 

（1）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包括：TSP，同步监测和记录风速、风向、气温、气压、云量等气象条

件。 

（2）监测点位 

在距离施工区近且较为敏感的高家港、叶厍村、练塘敬老院、泖新村、杨思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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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姚村、姚家村、夏圩、黄泥泾、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顾家埭、石河泾、庄行

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孙家浜、川堂房居民住宅前排

各设置 1 个环境空气监测点，具体位置见附图 11。 

（3）监测时间和频率 

根据施工进度安排及各标段施工前后顺序，在施工标段内的施工区任选择 1 处靠

近居民区等敏感目标处进行监测，每个施工标段监测共 3 期，共计 15 期。 

（4）执行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 

12.3.1.4 水生生态监测 

（1）监测项目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等 4 项指标。 

（2）监测点位 

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断面、青浦分水点断面）、黄浦江（松江中途泵站断

面、大泖港断面、金山分水点断面以及闵奉分水点断面），共设 6 个监测点。 

（3）监测频次 

施工期监测 1 期。 

12.3.2 运行期环境监测计划 

12.3.2.1 噪声监测 

（1）监测位置 

松江中途泵站四至厂界各设置一个声环境监测点位，共 4 个。 

（2）监测项目 

Leq(A)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运行初期监测 1 期，噪声监测分昼夜两时段进行，昼间噪声监测时段为晨 6:00～

晚 10:00，夜间噪声监测时段为晚 10:00～晨 6:00，分别连续采样 20min。 

12.3.2.2 油烟废气污染源监测 

（1）监测位置 

松江中途泵站的厨房烟道上设置一个油烟废气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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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废气净化设施前后的油烟废气浓度。 

（3）监测时间和频率 

运行初期监测 1 次，每次采样 1 天，昼间采样 1 次。 

12.3.2.3 水生生态监测 

（1）监测项目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等 4 项指标。 

（2）监测点位 

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断面、青浦分水点断面）、黄浦江（松江中途泵站断

面、大泖港断面、金山分水点断面以及闵奉分水点断面），共设 6 个监测点。 

（3）监测频次 

运行初期监测 1 期。 

12.3.3 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本工程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见表 12.3-1。 

表 12.3-1  本工程监测计划一览表 
阶段 分类 污染物源 处理装置 监测位置 监测内容 监测频率 

施工期 

水质 

施工生产

废水 
混凝沉淀

池 
基地施工废水处理设施进水口

和排放口各设 1 个监测点。

pH、CODCr、SS 以

及石油类 
每 3 个月监测 1 期，

共 15 期 
施工生活

污水 
生活污水

净化装置 
基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水口

和排放口各设 1 个监测点。

CODCr 、 BOD5 、

NH3-N 及动植物油 
每 3 个月监测 1 期，

共 15 期 

地表水 / 

工程沿线共布置 7 个地表水监

测断面，分别为金泽水库取水

口、丁栅闸、八百亩桥、夏字圩、

松浦大桥、泖港大桥和三角渡

pH 值、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及石油类等 5 项

指标 

地表水水质施工前

监测 1 期，施工期

每季度监测 1 期，

共 8 期。 

噪声 施工噪声 临时声屏

障 

在距离施工区近且较为敏感的

高家港、叶厍村、练塘敬老院、

泖新村、杨思泾、新姚村、姚家

村、夏圩、黄泥泾、北野圩、张

家厍、三家村、顾家埭、石河泾、

庄行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

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孙家浜、

川堂房的居民住宅第一排各设

置 1 个噪声监测点 

LAeq 

施工期每 3 个月监

测 1 期，共 8 期。

噪声监测分昼夜两

时段进行 

环境空气 
施工扬尘

和燃油废

气 
/ 

在距离施工区近且较为敏感的

中范居民住宅、南张家居民住

宅、金家埭居民住宅、胡家宅居

民住宅、南浜居民住宅、石家浜

居民住宅、芮家沥居民住宅和王

家塘前排各设置 1 个环境空气

TSP 施工期内每季度 1
期，共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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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分类 污染物源 处理装置 监测位置 监测内容 监测频率 
监测点 

生态环境 水生生态 / 

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断

面、青浦分水点断面）、黄浦江

（松江中途泵站断面、大泖港断

面、金山分水点断面以及闵奉分

水点断面），共 6 个监测点位 

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底栖动物、鱼类

等 4 项指标 
施工期间监测 1期。

运行期 

声环境 运行噪声 / 松江中途泵站四至厂界各设置

一个声环境监测点位，共 4 个
 

LAeq 
运行初期监测 1期，

昼夜各 1 次 

环境空气 油烟废气 油烟净化

装置 
松江中途泵站的厨房烟道上设

置一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 油烟废气 
运行初期监测 1次，

每次采样 1 天，昼

间采样 1 次 

生态环境 水生生态 / 

太浦河（金泽水库输水泵站断

面、青浦分水点断面）、黄浦江

（松江中途泵站断面、大泖港断

面、金山分水点断面以及闵奉分

水点断面），共 6 个监测点位

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底栖动物、鱼类

等 4 项指标 
运行初期监测 1期。

12.4 竣工验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是监督落实环境保护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

投产或者使用，以及落实其他需配套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重要制度，应当与主体工

程竣工验收同时进行。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依法向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提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

法》规定，依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结果，并通过现场检查等手段，考核项目是

否达到环境保护要求，验收通过后工程方可投入运行。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

见表 12.4-1。 

表 12.4-1  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一览表 
污染源/项目 验收内容 措施效果 责任单位

施工

期 

污废水 

施工生产废水采用混凝沉淀处理，生

活污水采用一体化污水净化装置处

理，施工生产废水经处理后达到《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标准后回用，余

水 达 到 《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31/199-2009）中特殊保护水域标

准后排放，严禁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

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排放；施工

现场设置移动厕所，生活污水经收集

后委托环卫部门通过抽粪车抽运处

理，确保日产日清。 

施工废水回用水应达到《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车辆冲洗、建

筑施工标准；排放应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

特殊水域标准；黄浦江上游饮用水

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河

道禁止排放施工污废水；施工现场

人员生活污水不泄漏不外排 

建设单位

噪声 隔声降噪、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加强

管理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应达到《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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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项目 验收内容 措施效果 责任单位

（GB12523-2011） 

废气 

施工工区设立简易隔离围屏；定期冲

洗道路和轮胎；堆放水泥、灰土、砂

石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在其周围设

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封闭性围拦

施工废气无组织排放达到《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建设单位

固体 
废物 

施工废渣、建筑垃圾、管道施工产生

沉淀湿土和开挖土按照《上海市建筑

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要求

进行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不泄漏不外排 建设单位

生态 
环境 施工临时占地恢复原有土地功能 恢复原有的地类功能 建设单位

环境 
管理 

建立环境管理机构，实施环境监测计

划，环境监理，监理单位按照实际情

况，编制施工环境监理报告 

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得到落实，环保

设施正常运行，实现工程全过程的

环境管理。施工结束后将施工环境

监理报告交给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调查单位，作为竣工验收调查的附

件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运行

期 

污废水 纳管排放、松江中途泵站到松蒸公路

污水管网的污水管道 不泄漏不外排 建设单位

噪声 

首先应选用振动小、噪声低的设备及

配套设施。对水泵基础采取相应的减

振降噪处理。运行时关闭门窗，有效

减少噪声外逸。 

厂界噪声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1 类功能区排放

限值 
建设单位

环境空

气 

新建食堂灶台上方应设置油烟排气罩

收集油烟，油烟排气罩带有高效油烟

过滤器；油烟气排放口位置设置油烟

专业烟道；油烟排放口位置应当距离

居民住宅、医院或者学校 20m 以上。

油烟废气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GB18483-2001）小型饮食单

位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60%，

中型饮食单位净化设施最低去除

效率为 75%，大型饮食单位净化设

施最低去除效率为 85%。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为 2.0mg/L 

建设单位

固体废

物 委托环卫部门外运处置。 不泄漏不外排 建设单位

环境管

理 

运行单位应配备环保专业人员，负责

开展运行期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环保

措施采取合同方式委托具备资质的单

位承担 

落实工程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制

定运行期环境管理办法和制度；负

责落实运行期的环境监测；监控运

行期环保措施，处理运行期间出现

的环境问题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环境

风险 事故 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采取的措施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没

有因管理失误造成对环境的不良

影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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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参与 

13.1 公众参与目的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 年 2 月 14

日，环发 2006〔28 号〕）和上海市环保局《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

导意见》（沪环保评[2013]201 号）的规定，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该编制

公众参与篇章。通过公众参与工作，了解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意见、要求和看法，从

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取有益的建议，使工程设计更

趋完善和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公众参与还可为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环境保护部门和工程所

在地区民众及社会各界人士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有利于取得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

促进工程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的综合社会效益。 

13.2 公众参与总体方案概述 

13.2.1 公众参与实施主体 

本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建设单位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及环评机构上海勘

测设计研究院，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对本工程公众参与全过程以及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并承担法律责任。 

13.2.2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 

本工程公众参与的调查对象为练塘镇叶港村（高家港）、练塘镇东田村（叶厍村）、

练塘敬老院；石湖荡镇泖新村（泖新村、汤家栅、杨思泾、旺四泾、姚家村）、石湖

荡镇新姚村（新姚村、北新村）、石湖荡镇东夏村（夏圩）、泖港镇徐厍村（黄泥泾）、

泖港镇范家村（东湾巷、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泖港镇泖港村（顾家埭、陈家

埭）、泖港镇新建村（石河泾、庄行浜、渔家村、塘口）；叶榭镇四村村（沈家埭、黄

家埭）、叶榭镇徐姚村（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叶榭镇团结村（孙家宅、孙家浜，

陈家埭）、叶榭镇堰泾村（宋家埭，川堂房）、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

自来水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上海市青浦区林业站、上海市

松江区林业站。共计 13 个行政村 32 个敏感目标和工程周边 4 个取水口的上级主管单

位及其他相关组织。 

为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工程建设的看法，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主要为工程沿线敏感

目标内居民，并对工程影响周边的企业单位进行调查。本评价选取的公众参与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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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环境敏感目标覆盖率达到 100%。 

13.2.3 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 

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的主要形式为：现场张贴公示、公众意见问卷调查、报纸公

示和互联网公示等，其中公众意见问卷调查分团体问卷和个人问卷两种形式进行。 

13.3 公众参与实施过程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2014 年 8 月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公众参与过

程见表 13.3-1。 

表 13.3-1   公众参与各环节的实施进度 

序号 工作方式 实施时间 
1 第一次上海环境热线信息发布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 
2 第二次上海环境热线信息发布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 

3 书面问卷调查 
2014 年 6 月 24 日~2014 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

2014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第二次）

4 金山报 2014 年 6 月 9 日 
5 松江报 2014 年 6 月 10 日 
6 青浦报 2014 年 6 月 10 日 
7 基层组织宣传栏中进行信息公告 2014 年 6 月 11 日~2014 年 6 月 25 日 
8 公众意见回访 2014 年 7 月 25 日~2014 年 7 月 30 日 

13.3.1 调查问卷的发放及回收情况 

二次公示有效期满后，我院张鑫等同志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2014 年 7 月 25 日和

2014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期间，对工程区周边的村镇居民进行了两次问卷

调查，并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受调查单位或个人查阅。本次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

通管工程周边的居民（高家港村、叶厍村、泖新村、汤家栅、杨思泾、旺四泾、新姚

村、姚家村、北新村、夏圩、黄泥泾、东湾巷、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顾家埭、

陈家埭、石河泾、庄行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黄家埭、东斜泾、北星、顾家角、

孙家宅、孙家浜、陈家埭、宋家埭和川堂房）共发放个人调查问卷 190 份，回收 182

份，回收率 95.8%。工程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书面问卷调查的覆盖率达到 100%，本

次共对 20 家单位进行了团体调查，分别为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

东田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委会、练塘敬老院、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村委

会、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龚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委

会、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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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委会、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上海

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上海市青浦区林业站、上海市松江区林业站。团

体回收问卷 20 份，回收率 100%。个人调查问卷的发放及回收情况见表 13.3-2。 

表 13.3-2   个人调查问卷的发放及回收情况 

问卷发放对象 类别 
与本工程 
相对关系 

问卷发放 
数量 

有效问卷 
回收数量 

青浦区练塘镇 
叶港村 高家港 居民 45m 50 50 
东田村 叶厍村 居民 45m 28 28 

松江区石湖荡镇 泖新村 

泖新村 居民 25m 5 5 
汤家栅 居民 126m 4 3 
杨思泾 居民 40m 4 4 
旺四泾 居民 100m 4 3 
姚家村 居民 55m 4 4 

松江区石湖荡镇 新姚村 
新姚村 居民 41m 6 6 
北新村 居民 115m 6 6 

松江区石湖荡镇 东夏村 夏圩 居民 78m 2 2 
松江区泖港镇 徐厍村 黄泥泾 居民 65m 2 2 

松江区泖港镇 范家村 

东湾巷 居民 110m 2 1 
北野圩 居民 30m 3 3 
张家厍 居民 45m 2 2 

三家村 居民 32m 2 2 

松江区泖港镇 泖港村 
顾家埭 居民 68m 1 1 
陈家埭 居民 107m 1 1 

松江区泖港镇 新建村 

石河泾 居民 42m 3 3 
庄行浜 居民 80m 3 2 
渔家村 居民 30m 3 3 
塘口 居民 33m 3 3 

松江区叶榭镇 四村村 
沈家埭 居民 5m 6 6 
黄家埭 居民 154m 6 6 

松江区叶榭镇 徐姚村 
东斜泾 居民 45m 5 4 
北星 居民 85m 5 4 

顾家角 居民 30m 5 5 

松江区叶榭镇 团结村 
孙家宅 居民 140m 4 3 
孙家浜 居民 86m 5 5 
陈家埭 居民 145m 4 3 

松江区叶榭镇 堰泾村 
宋家埭 居民 160m 5 5 
川堂房 居民 54m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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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公示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上进行了第一次网

上公示。在完成报告书初稿基础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上海环境

热线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现场公示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进行，张贴地点为青浦区

练塘镇叶港村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泖

新村（原古松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村

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

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

徐姚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村委会，同时提供

环评报告供公众查阅。2014 年 6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10 日分别在金山报、青浦报、

松江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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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现场公示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原古松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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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现场公示 

 

 
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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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现场公示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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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泖港镇新龚村村委会现场公示 

 
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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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现场公示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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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现场公示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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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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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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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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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金山报 

 

 

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松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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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青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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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公众调查典型问卷 

公众参与典型个人问卷（一） 

~ /i-} :i ;;:; :aa :!T !i!i ~ ca. ~ \II 11;1 "' !I -lit ~ ~ I jll ~ ~ ~ ~ );if :<; ?i5 ~ ~ J1l; H J!- llC ~ ::;:: 5l ~ ~ ~ "" ;» 

* ~ ~ $ ~ 
., 

~ ~ ~ (iii )!1: "t ~ ~ R * lilt * ~ * ~ v. .. ,. ;:al • r llli ~ ll:j! H "" ~ ~ ~ ~ !XI h * -ll- H H H llli ~Or 1!11 
,.. 

?i5 0 .i:J. jq ~ 
...,, 

' = 
o-t 

;::3 ~ ~ ;;:; ~ ~ :;:! *' lo & ~ Sii'i j';l; hill ~ ;!! ~ ~ l1i R ~ i'<> 
)i ~ ~ ~ ~ ~ t:;: ~ H tt ~ $ l\0. ~ ~ ill ;r, * !il> -91: 1-r >- F.C 0 0 t.-
:1 ~ ~ r ill ~ !\a Xl * ~ e ~ !ll= :1 ~· H ::;:: H "' ~ !!§) .;,_ .. :::;; ~ !i ~ 1$ & ® )!1: ill "!> l'el ;& * llli ~ ~ i'i ~ ~ hill .... 

* * 0 0 0 .(-. ., 
~ l!! s ~ liffi e !XI ft. i>f: II h !\a }i, ~ Ill m ~ ::n lDr ~ '* * * l-::1 ~ m- ~ S;:] ~ ~ $ !it! lilO ~ "t ;'li! * "' Ill * $ ~ h ~ ~ 

~ :; >- ::;J -,j all g m 3{l ~ ~ ~ ~ !XI ~ ?J ¢, ~ ~ H ~ ;!i l;lf $t 
~ ::; ~ ;:;;. ~ H ~ $ ~ i ~ ;:) liF )eli ); ~ ~ hill ?.' * l!;i 0 Q 

~ ~ 
h )?;: $ * /i-} !XI .r; .,.. :a i3t ~ j;; r. H ~ ii> ~ ~ ll:j! 0 5 0 * "' .:. 1!* ea ~ ~ lifr .... J!- ... Iii ~ ;:;;. $ fil> :$i ~ §jj ;il. "' /:!< H 0 -? -ll- ;tf 

iii ~ s $ i'iV ~ ..ll. IX: h * ~ * 
0 ~ I hill !ili\ 

;; 
~ S!i * -.: "' ~ ~ 5ii f-: 1;!: 11 ~ >;l s '* i!lli "" !' 07 .. /ili ~ 0 ~ 2!! ~ i<i' * ~ ¢ 

~ :t ~ ~ )!1: "t i:1'i * ~ ~ @) -l ~ ~ ;:;;. ;;:r, ~ ~ ~ 'i:l H £Ill ~ 
l:!r ~ ~ o\:;1 .!J7 ~ )!1: * ~ ~ eft ~ :§l ~ ~ s rl H ;::; 

* 
;::) 

" '* 11::1 ~ H ~ llC :-:; ~ r :il 3 * f.., >- ~ ::::: ~ if !!\< ~ 
~ ~ '* ¥! :31 \1t >- $ H :;:; SJ. ~ )3l ~ ::t: f'i 

~ i3t 0 -& 0 lll!l 
~ ~ dft R; ~ ..... !ll: ~ ~ =lf ~ ~ ~ ~ ~ h ~ :.:: s:-> ~ ~ ~ ~ ~ • :F. ~ ~ 

... 0 * I !Oil :iii ~ .. $ ~ };;1 ~ ;; 0 i!!i -& R 8 >!' )3: "' ~~ ~ ;;:: l'it ..,, !:is '3f 3 :a i-; =t ~ ~ ,... I& ><; 
~ I !Xi 

~ 
~7 ~ ~ .,.. 

""' ~ ::;: ~ ~ 7~ ~ ill' ~ ;! ltii 0 ~ c 
~ * "' * ~ ,fr ~ ~ ~ /i1; @ II" (it. * ~ H -* * IJf z ~ 

..,. 
~ 

* 
0 l1r. 8 $= 0 ;;:; 

)$ :m. ll )!1: ><; ;;t! ~ )!1: 1¥!i ~ ,r t:: H e:; R ~ ~ ~ 

~ ~ ;a ~;- 0 ~ ... $.!1 Of 1:11 l$ $!) illil l'# If $ t:ll • ~ ? !XI ~ ... 
"" 

.., ... ~ >- >+ 0 ~ ~ H + ~ '!:If 
,.. 

a::J: i>f: ~ ?.: ~ :;; * .. 1:1; j. "' ~ ('(). );;:> ~+- ~ 

i ~ !f.i ~ )$ ~ ~ ~ * ~ '!:i >- ::::! R R< ~ r. .., 
n~ s r- .!!1 r;o: a 0,. s: ~ i!lj ~ ~ 

"" -& lii1. >- ......... <:It * @) ~ :lJ: ~ ~ ~ :3 * ca. "* rl ¥> j';l; ... J!- 0 ~ -'"I 
~ ,;r 1i)li )!1: :!0! i!3 ~. .. e: ~ ~ >- ll!: ~ 

;)§ ilt 0 ~ ];:-> 
(it. Eli :s<i • $ );::; * "' lit ~ 3 )3!: rl f.., ~ >+ 0 

"' !ll= 
.., 

~ llC ;:t :li; fit >- :e ~;'( I=! 1,7 ,_.. hill ~ 'Sl' 0 <-:t v. ..-;;;; El; J!- ? 
"\> ~ :1 trt .'i/. 51\ :s; ~ r:t il1i {'a: !l\ ta >- ~ * 

__, 
~ 0 y 8 ....., 

~ ! ~ ~ :t> ~ 0 

* :s; ~i ;:r. sa> j; iHl l3J fcl :t:t "' ~ "" II;: "" ~ ~ * p ~ 

* a * ?: ~ ~ ~ ~ >- ~ 4::- Jrr 
IU ~ * 'S; ~ 1-r ~ ll!: p a ... E- H 1!0 )3Il ~ -S> t.£ .... 0 
I ~ t::J ;;on ~ iiii ill: Ht If _, ~ -& ·~> 1-r 0 

~ "" ~ 
V> »* '<li lil' :aJ lml $+ :n fi!'. ~ H "' * It;> ~ 0 "' li$f 
"' ($ 0 

~ !it- :lJ: i3t @ ;q iE! liD Oil ~ I+ ~ l1r. ~ 

"" ~ 6)lj: "'' ':::) 
~ Ji- 1!0 I;! h $ * 3 rl a 1\li Jii; 

-r~ 
!ll= * ~ tT 

rx; ::;; ><; ~ iXl l-::1 * ~ o:; * '§!. ilro B l\0. 

,.. "' lli Q.. .. s...._:-> G:l ?' 0 !A [9 I$J .. 0 ~ 0 "' 0 ,... 
1;11 ~ ~ ~ ;s it; 

A$ ~ ~ 
~ e'!t 

!a )<:t ~ =t ~* * (.;! ~ e-i EE: Ill ~ * ~ ]lJ (11 ~ ~ lii "t ~ :iii ~~ * "" 
lfi 41; ~ ~ ~ ~ t« ~ ~ 

,. 
~ ;1,i ~ ill! ~ ~ 1"' ll)f (.;? J!F ~ ~ ~ 

l!¥ !" :- ~ ~ 
~ lli> '-' ;il. :.r ~ ~ ~ llf ~ Dl\ $ !j!; ~ ;:r. 

* l<* ;a "' J!-
l$h:Jil r- ~ ~ * * * ;Si 0 If $t Fli -.j t» 0~ ~ ~ 11;:: \<fr 

:~~ ~ jq :. ~ ~~ H r;;J ~ 
,. !l j1'o: :0, ~ :su .,.} 

~ "" = 
~ jill e; ~ ~ iiD 0 M s !XI ~ ~ 51t R ~ 111! llC 

.. ""-,:: ~ ~ ~ $ ~ M ~ r. ~ f* iii )lit ~ 1-r llC 3 :& 
1-r~~ llC 

1:!;. 0 ~ trr !;; :il- H ~ s c~ ...t ~ g_~ l<> !4 "5 ~ 

* 0 
~* !& :;r =t ~ 14 =- ~ ::! ':::!-

I""~ "\> :Ill: e-i ~ :m: 1!lo 7{ ?i ~ :lJ: * H ~ ~ ~ s l;i:! * ~-s l6i lii1. ~ $ 

~~~ 
); ~ ~ ~ :;bf i<f; 

!lit 
im >+ (~ $.!1 

ll)l 
~ 

H ><I Ia- * $ ill [\1: $ :$: * =t ~ ~ Ro >+ ,. if !a ~ 

!i!i'. ~ 1!!i l:Jt ftr )<It f-. Itt: a= r.r ~ 0 l':il il:tl ii 14 ilia '>l l;lf l!' };l 

*'*~ ~ ~ ~ 311 f-. ~ ~ ~ i!lf ... -,j l!;i .. .£. Si )[;! ~ 0 ~ -ff Ill )lit ... :s: c) IS ~ 

~~~ $ ~ I;! u.~ 0 ~ ~ t'l' ::!:t 
~ ~ (it. :iii ~ rl ~.: r.r 

I " ~ t:i; " ~ $ 
~ 1i< :f: 1-r ~ l!il ~ :it\; I;! lfi 

s:-> ~ )8 $ 3 -!!- ~ !*S 
.!!!:~~ a ~ ~ ~ :::;: >+ ~ Q.i * $ ~ .£. s 

-'!i.h- !;\ ~ 0 ~ )lit ~ ~ * .., >- ~ ~ e 
j!:: 

~ ~ . % 0 ~ ~ ~ ;il. 0 IT lr- 0 0 $ )lit = 14 
~ Sli liill ~ 0 Jl :;:; ~ 1G ~ ;a ~ :!IS <:n " ($ 0 24 ;:;;. ~ ~ &:! "5 i'iV ~ ~ ~'of; ~ ~ •< ..,, 

~ '1i • 
~ 

0 >+ ~ I 
i'<> ~ * ~ iii 7- =it H ;:; Iii: 

~~~ i'i )r; ~ "" lil> lil> ~-lf ~ ~ =it 111' ~ :i "" ~ l<i :: [t; 2J :!T !Pl ..,., 
~ll!t~ 

l 
lf 0 14 =~ :lit ~ 

~~ (j j1!f~~ ~ :;; 
/iii $1;> ~ ~ ~ a; ~~ JSi ~ :!:! ~* ~ 

~ ~ 1!lo 

JS "" 
.,.. 

$ 
0 0 ~ j:; ~ 

~ 
j0:1 

~ ~ ;;;; 
~ :1:¢ * = R> 

~ ''" ~ 
(a h "" 

~ :0 . 
l 

i::!l * ~ ~ !;\ :lJ: r. ~ 
~ ~ ~ 

~ ~ * 
:rr 
AA EE: ~ 111' ~ ;II ~ $ 
~ )8 ~ 'i 1:' ~ ·~ 

..:} 
i!ii !;; ~ :it 



黄
浦
江
上
游
水
源
地
连
通
管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25
3 

 

 
公

众
参

与
典

型
个

人
问

卷
（

二
）

 
 

~~IT~~*~~~~~IN~~~~*~~~~~~~~~ 

~~~:~, ;J:~4!u HilE'l'!frr~mA, Alii_ H 
l'tJJIJ, 0 9J ~k IIY<~:Ii.>.'\. <•t!ili~•l!ffiffff'JJ) :1 Hfdtt&Jof 
~~' 0 18~1;.tr 018-29;§1 03()..39;!1 GJI'Q-.49;11 OSo-60;§1 060i;.tJ:: 

Jtit.f!i!J.![; 0 ,J,'f. Dtll'ft Oil'li'ftli£9> I} ~'It O;k!;-;$:f'L&J;.ll: : 

~)jk, 0:&1.\': Oilfll\: D-tW:H\' O~~lil o-!f)tl:t*AM ~~AlA O'i':~ 

D"f.A OT.A OI~H~Itr...'t 09<~,£!M~A!ii Oll(ll!f.I:A!Ji OJtfl!l 
-,.fll£ 

"loti!OU.J:if17l<~Jtl!itlill'J'i' If\1{!r'f tjijtli t'i'i!OIX:.fntctl~. it\ltf'l~:t~il!Mlliit~t'f;~J!(JJ{ 

YJ;!Jlll'i~f~·?b](J!~i't-Jif.i7]<1j'ilt-l!l. 1:11~ ON4000-DN3600 • .S-IS::!ll43km: lfrlll*U.'ftia!~ll:.(',l; -

~. 15m/a!~ 230 fj m'ld: Wr~o\'iill:5t7l</..i .• .f'l~tl#7l<.o.~. (tf.f'l}ii'l•ial~YJ;J!j), ~LIJ#7l</.\i. f;ij 

~#7]<.<1.\ . ;1<Ti!i!llt:.$:T.!'lJ\:I. 2014 If- 12 F.l'lfTllilt. 2016 If 8 !Hillll!. _Lf'il.S!ltlif 437555 fjjf, . 

.::,'fij~'"*~ 
4'...C~~11tLJ111~~'fl.i~lfBIHUf!I&"&J1J<~, .!f!-cJ1(:)j(, blliiA!ii1:.iroi'i)j(, .!lJ:t/L~~ 

f<, ~T'f.~.fi'~tJ.lJI<, h1l...CJj\JJ'J!.f11.!f!IA!A1:.iliNJ&. 

-~C:Lf!il""'''l'x~* 11 t& T.ii. ili rr l111± •llfw•ft~~M* o ti'.f!ltAJnnlilnY.J'tmH ,oj(.fll't mt>tJ& ~;.t 

&.f'lltr:<fli.t11<1lillh:l:~<>~- ilf*j:(~f5Jii:, 1lllihtJA.m~.·"!l't¥JII.IiJ'<. 

~- lll*l!Xi¥J'fl:i~lNII'.!f! 

~.I:Wl: <D*Lfll~.t.tft&~:L,t; .IMh :lt~JW{f.!6!Iill:hl!i~1&,t;Jtl\l$JiltY'llE"lotl1Dl.LLi1i'll;.::ffl7J< 

ill7.f!t.lJ''IR - i:J!JR, =i:JlliW~HY.JIX:~ ®4'J:t:£~8n:~~~~~7J<, ~l!I!~Ef'J:l(l]()j(Jii:l!IJ'i'.htiJ:tl' 

Jtl\JAI!IJ:.f'lt, tll7l<ni5f!J (.!Ji,Jif5)j(JlJ:!bf•JI1l lli•tii't'lffl)j()j(}Jll) <GBffl8920-2002) f.i'iflUri[iilffl'f 

~ .-.:iltril "JII><l.li!IMI¥.ilh'lHqJ~J. ~J:'!'ft'liiY.milt. ~*t~~:l!i5fiJi5ur.iJG:.A~i!niTJ:.i!Jttffl7l<* 

~-t!f.JILi:Jl~IPIRJ;.l*I¥J~•Jilto:Jl. @~...CA~Hillll;liJI!!~)jjf.'ift: . .f'Jil!Jt~ti~f5)j('f'JffliJ;(:(fi¥JJ! 

1:.ill:~!&lUd:~. ®.i!i*f.il'~JI<W~km~. i'l:illi~J"ill:~UH!i:Jloill:nmMI¥Jfoli1111B'I~Jlf/jl . @I[x 

JIJJm>lUlli\lMIII!J~JnM. IIX:JI.J~lUJii"J,of(, lill£lU!. ®~H.ffii'I:J. i¥J!IJ:JI, 1-'ltl<ft~ (J-jfiJ•Iil!$t 

ti(J&~IJ.:tllilt±Jd:Jl7Jllll~~) i¥J~.lRJd:lt. 

iiltfWJ, <DiliJIJI~mi<;*~Jm~;Jt'fJ!lllliliiHi?~iliJd:.ll, izi;Jmi!Hli:IR~•liif£r5)j('i1~11¥JII!ill: 

tlil5/.!lli1'Hiff1Jc. ®~o~B11\'fr.Jilt~ill.JF ".ii*Jf, rqflUJHI'rllitl<$!f4 . ®~lfo1V&t.lt !&~1!MP;iia 

lim:J&!&Jii.\\i, lll'fJ!mlfl&D·timG.Jd:J'I', J1J.f'!AE~~lM~'J' . 

[1JJ,Jflj~!M!ti~ 

-j;J.:f'i!RiPJf£1fi1]{Yff&Ii'i!. Htll:ill:filU!J: - lJi1Jn~itii1iU. tilt•ltil?..li!!~!P. R:i!J:-llil!Ht!K 

~~*·nR~M~~hM~•.Afi~81¥.ill*MA.-.:~rn~ai¥J~~~~~~~~«•[JIJI, 

@i!'l!i~lf4.Qf.vf:l!A'~. t'iB·JM, ofJr!i¥J, iiJil!ii:J: ·>i!ll\.!tT·J;.l~!e. ;f{f.tf~!ML.f'£3thUii¥J~'J!'-ll!l 

*· WJit, !Aifl:i~IPflli~JIHtJIJ:, 4'1!ill:lilillliJH. 

~W!tf~itHii.l:ifiJKI&'ilt!!itJill1'l'Iiii¥J~lll~lf>Itr. il'I~Ifli!iltfm-:ti*(IIJ.f:f'l~'l<ll.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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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tiAJ~.blliillll~.J'al¥.llil):~!MM __ ? <iiJ;ti1l 

o 11;\\;1< o Ai...Ct!l:J~ o 1:.i"'Hli.l:!!* o :&~~1:.,"'&}~ft!! 

0 tllfiHf _¢~!f4 0If'i1ii't+ OJ-~it!l _ _ 

5. av..J~4'Ti!i!.blliix-tJtrr:fl'm .flu: f'F.fl'~!Mil'l' 
~~If! o Lt~M~:k o e:<•f!x o xrrrm 
~ •v..h$8~t¥.J~asMmm~•'*'~·~~a*<~~~' 

o JHt~---

Q)j('f}/1. 0 'F.$'fll 0 ililf.IA 0 Jtt: __ _ 

7. /.lotiAJ.I4'I~l.ltllt1ftlt1JM'f;!ilt!!Mf4oi1f:iti*Q"J? 

~- Otlt1J 0~·· 
8 /bl-.'fei!flll.!llll:it. l~xHINIJ!iJtM~!ll? 

d:t!l¥ 0 :rr;Ht:R:t.f o ..tHiU1 o &~1 
11i'ili.I!IJa:tii¥Jili.&Jt·t4'I~R:J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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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Ot. *~~~Y~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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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Iil!~ ~TIXJ.YI.!mrr.JM'£jql$tl, .!&T '[:1\'j(y.ji'J'~. ~*~J'r,Jt;jlJJ;5!5J<Jci!*}..~iifiliJiHittff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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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七） 

 

rm :l>t ll3 l1lf iii ~ ]E ~ ~ Iii Cit- ~ ll\ "" 
.., II ~ ~ ~ I )E!t 

l>i !-iii ,<\: ?0 ;l1i !lll )<!; 
~ 

H dl- ~ ~ ~ !lll 
~ a IQf * * ~ ;l1i :!\: ~: ~ >$ ~ {;5; ?;: "d: Iii ~ ~ * Ill: -!>.- ~ * 2: li •• ia 

~ j;'> rl lilt ~ "~ rl Fr ~ ~ ~ ~ iXl rl * -l!- " ., ,-J lll> ;u, ~. i!ll ?0 ~ ~ ~ '"<• ::,.. ~ :ij. m iil!l ~ ~ ~ s ii!S :.ll ~ .I .!IT s ~ Iii} iil!l ~ ~ ~ ~ Zii ~ 
/iiC '*' • :ij. ;u, iS %; 1!0 ?;: Jill H ~ s :Jl: )ej 'lil ! Iii :ij. * >'!> -ll: 1-r ~ ~ h-
:§I ~ :at ~ . e ~ ~ ~ ~ * IX: e ~ ~ a ...,, f- :,p rl tl ~ !i ~ l'll liO ~ $. Ell- (@) 1$ ~ llll "S ~ ~ -!>.- lilt f!!! ~ ;:§'. s ~ iil!l 0 * * :Jl: j; ft ~ l9 s • Ii'E @ ~ ~ 1% I I H liil )i;- ;r; ,.1: :Tf ~ ~ lDr i'O\ * j\'~ * t-.:l i'Cil ,. ;:>1 ~ Iii> ~ :Jl: ~ Jill :;re "d: llll * 'a- );i -1>.-

~ 
:Jl: Cit- ~ ll.'j\ ~ 

""' 
ill lD ~ illil ~ ~ ~ IX' 'lW ;a; t; .. t;~ ~- H !-iii "" :1i :Jl: !; 
~ 

iiCi "·· ~ ;-1 Hi :Jl: lt7 ; ~ ~ 1$ )k! !; fi1: ~ ;:!;! * IE.: r;t: 
:Jl: !t H :Jl: * l1lf iXl l1il :lli ~ 3r "'" !; H h ~ ~ ~ "l l:l) 

~!it )jl iil!l :1i i$ Iii} ... ~ '!if i:!i ~ ;:;!i i Ill: ~ :;re Ji8 ;ij. "' lr;t Pi. rl 
~ 5¥ ~ s s l1lf :;;t -!!- * :X h * ~ * 

~ I iil!l raBl :1m ... ll!if 
l<i H 1:1" ~ ~ ~ s * fi1: :!=! i' Dr :;;; ~: "" 0 11\ a ~ !"< s ~ l1l!l ?;: "d: ~ *' :ill :3 @ ;-1 r.+ i'it- ;:;!i '"<I ii Iii ~ -il ~ 

:ll\ lr;t ~ .!IT ~ ?;: * ~ 11> -:It ~ @) ~ ~. s h -{ i3 t:J H 
~ ~ i$ liO • rl Jll :a * 

,. >- ~ :m * it) ~ ;u, ... 
iii s il'O :';'/. ?'- ill ~ R=l >- s h ~ t;. )\il )30 ~ * 0 3r i'i1ll 
14 r;: 1$ ~ :J ::!0 5I )30 =& :Iii iil!l ~ ~ ~ Itt ~ 2 

z :II• ~ ... ~ ~~ lilt il 1$ iO!ll ):5 Jl!! ~ "* Iii ~ PI ~ ~ ~ H ? a 
~ !* ~ fd Hi ~~ ~ lit 3B ~ H :t: :3 ~ ~ lt7 )<!; 

~ X. ~ 

'"' ~ l9 r.+ 5$ ~ i$ ur. ~ 3B '<'< Iii 4~ :ij. ~ 0 ~ 
Iii l!l! ~ ~ if:.: @ ~ i'it- * * ~ :-i l:r * Iii 

, ... * z ~ !:"-> ~ 
rl ~ ;nr ... .... l1l!l );[; jj. ~ ~ :';'/. ~ jlt ?;: * AAi i$ 4 n;; H "' "' p $ 

~ iii; ~ 'at ~ 
...., 1$ li'i) ;11 )'!:\ ~ Iii s ll:l ~ ~ ~ XI ~ ... .,._ 

R\ Jali ~ l;j; p 7 !!!! o:t l9 ii'l: /)f ~ ~ jo],\ ~ * 00 ~ ~ 
~ !!> h- ;jj. l;l.: ,:(; )<!; h; )j!l c; * llit 1".: >- ::::; H ;t; ~ D!t 

s !iii' s f- ~ 1% 
~ 

::1:- )30 Iii ~ -fr )q )<!; 
-;j:t ~ ~ * @ ;l5 s ~ ~ ~ II>} Cit- :;;; 1-' !"- ~ ... dl-

~ ~ 
ji!j r.+ !Jili ?;: ~ ;:a 01 00 1& &; iS >- ~- ~ 

¢1 ~> R=l ~ Cit- o;; XI • ~ ):I ~ ~ ffi' )<!; ~ SI rl ~ tt+ 
~ i'il ~ if; ~ r.+ >- 0 l:r • ~ tit- ;:e )lll ~ lll> ;., dl-:ij. 

~ "S ;l$ =t in :1i ~ )31; 0 ~ R ~ 51< ~ ";-' ~ [.!t 
~ H ~ ! ~ 3 ;?,; iii; 0 

* ~ ;jj; 

"'" 
;a; IS lh1" 

~ 
ij. 

~· I ll!l 1!0 * H ~ * iii; * * %! ~ ~ ~ Jrr Ht "'· )!'} 
~ 

1$ ~ * .... '!!: 1>! 
~ 

~ )k! H -a tl ~ 
r~ ~ 

~ 11> R=l ~ 
l!i!r ::) ,.,.. :li\1 an iili ;!!: 

!i 
~ fi1: 8: -fr ~ 

~ ~ :B) ~ ~ >+ :n 1!11 ~ h * ~ ~ I$. 
~ 

(il: )1$ ~ ~ 3r @ :nt 3B :!ll Iii ~ :3 V> ;u, l!ti it H ;-<::..- ::n ~ ~ s ::jl dl- IS IS H s * all rl "" ;l$ m ?II ~ * l'iil XI it[\ )<!; ~ iXl t-.:l * 
.., CI!! * ~ >.¥ B )k! 

~ ~ 0 00 ~ :-' ~ ?' 0 !-" I!J rn ,.. g) "' 0 !" 0 :- ~ ~ --.J !I'll! 

~ e.;< 
lii )of ~ =t (-$t * (-$t H (-$t ~f, e~ * e* it (.;'! --.J (.;'! lili 

"" 
:ll\ 411 ~ ~ ~ ~ ~ ~' ..,. ;:;!i ~ ~ :';'/. ~ 1jJ Jii "S ~ :ill 

:- ..,. (.;'! ~ 
..,, 

~ ~ (-$t !if ~ * ")of i'il ':zt lll> ::;,< :ij. ~ + ~ ~ ~ ~ D)( dl- s :!Fi 
-{ 411 0!> * -1>.- ~ iii ~ fi1: ~ R=l ....,. 

~ D~ );[; ~ 
il'i!l l>! i<i h ~ f-' 

fi1: 
;-1 &) m s ~ tfi m ~ 

~ )<n Ef ;il!l 0 liD IQ ;il:l 0 s !X: ~ 1m % H lilt 
lilt :';'/. ~ ~ s ~ Iii ?-ti ;-1 :';'/. f* lot lll> ~ m: 1-r !!a 
!!a ~ IQ 0 )<!; ffi' ~"'* ;ij. f- ~ s (fi rBr ~ 5I; lii !iii' "d: 
"S H t:t e.;; ~ :tt o.)t l& ~ ~ jj. ~ s "'' t:t &) ?<i I!J 14 :Sii * 0!> 
)!:l; ;:!;! lii'l ~ ;:t; ~ ~ ~ >t- (-;< $ ~ s ~ ~ ~ * ~ ~ ii;, 
($ s + * "r lll> .... s 0 >t- ttr ii D)( rc h :';'/. i'it- * ::.t Ht )of H 1!:1: a: ~ 0 ~ 0 ~ ('(> ii 14 ~ ~ h1i $ 
151 )ill 411 :tlll '-!{ E!t 0 51< h H'r jj. ~ ('(> -~ 

"71 IE.: F-) s !if. ~ 11.* 0 ~ ~ ~ -==~ 
""' 

l1il ~ -~ di !:) 
~ l'iil )<!; ~ lll> ~ h ~ Itt 

I 

'!if :t !:= rl -!>.-;e s s ..,. 
-!!- ;ij. 'rit I+ 5!i )[? m ;:e ;t 

~ ~ AA ~ =+: >t =t ~ 0 d; * :Jl: ~ ;t 1«1 0 

"" 
)!» ~ ~ * -~ ll!i >- ~ )!;!, 

%:: 0 -~ ~ ~ ~ jj. 0 r.- i'i!o 0 0 s )!» liD i+ ilil: jj. 0 $ ); 
~ 

~ liil .. 
['~! !!a ~ ?-ti lit ..'ii 1<1;1 -~ r.;: .=. 

"" 
~ ~ 

~ 0 

"" 
I 

~ '<'< '<* ii *' 
!iii "d: ..,, 

>t- ~ Iii> 
t:ii 

~ :;;t :--1 =! )!:l; 
=! ~ ~ ~ ::;,< :;;t (I"} El Itt /C. 

I 
l} 0 14 iB: 

'<'< ~~ ;:5. 
I>+ ~ ~ ~ :;:! (-)t 

* h ($ • ~ 0 0 ~.;'! ;t 
l<:1 ;j::; ~ ~ 
~ -1>.- il'O ($ ;-1 ~ 

I 

;:m * ~ s 
)<!; ~ w; ~ 
~ ~ 
('Jit ;ij. 

"" ~ l.tr 
lr;t ~ 



黄
浦
江
上
游
水
源
地
连
通
管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26
1 

 

 
公

众
参

与
典

型
团

体
问

卷
（

八
）

 

~~rrL~*~~~~~Im~m~~m~~~~~~~~~ 

4'1&8#, v " . • • . 011 1z "w"' 'Y'~ r (ffQ 

-,IIlli. 

~. ~~. ~~~~~~~*~•· *~~~§eyrr . 

;I;(IR_ij:l(i!liUJ:~Ik~.lt!!i!iiliff J:~e'1Jf.llfl~ J:il'. ii'I~J:f>lil!i9Ji~111*(!(]-f'.f!J~~. t!!./; 

7·~8(!(]AMtta.we"~~HUM*A~a~~~~5. *••N*J:NB&mwa~Nil! 
i)( . 

:/1\'iilitt J:imlk~.lt!!iiiili'ffT.Nl:!l TJ:iW$i'f!i1il><.,fOf'~iiJR . l!i9fl.J:ff±iJlft!HiiiilU:ff!~lk* 1i, i.lllf?l!Ji' 

~~.!lil€00$7bj(£\(!(]1*7)('11ili-if,!, 'i'i'li DN4000--DN3600 .. !,ti':J.ll43km: l'lil!tt:ii<fi§!*~

)j!, ~itl!lm 230 7l m31d: l'liilltrlifi5)'7j(,\5,, t~ii~Ikli. <l'E~ii<Pi5!1J<~Jil), ~w~*-~- ~ 

$~7)(.'<'1: * I:NI9.4<Il¥19. 2014ll' 12 Jl ifTBi9. 2016 If 8 Jl il!l£, T.f'i!.!,t!l(!rt 437555 n ;t. 

=- ~l.IUt~~~tlf 

4cTS1~T.Wl:t:!:!Jf~~'11!;1u]~_r:fl1"'{l>H~ct, ~T.Jt)j(, btlAWtif.r57)(, ~I!Il~~ 

~-btT.~~H-~#-btL~rJ1,fObtiAM~if.~8. 

4<INQ$8~7kftaiN.~fiWl±B~.Il~111l*~WftAMma~~if.~7kN~if.N8~ 

&~ii<fi§!·M~~·~·-•*m~M-~WM!Il~~~(!(]~~. 

.=o , W.*~(!(]>f:fijlj!lF!lUI!i 
~T.WJ , CD+ TNII&'r'fttbtl .S.It!!~~. Jt>t-Hi.U~ 1: i9bt~fUilt!!~i9'1il'E:lot111ii:L.I:ib'ltXm7k 

ifi~lf'rx: -mrx:, ..:t.!!I!<'~~~(!(][><:J~ . ®4.:TW~J:!t;JtiliDI<rl1*- ~illl~~fl1**•llll'£1lii'ff 

.lt!!Jil!IJ:J'!', Wl.)c@;ti<J <~~fi'57kN~f'Jffl ~ili'!t~ffi7k7k~lD <0Bffl8920-2002) fi'XUiiCJffl )'· 

!Jiiiltfi111II,O.il~(!(]Jh'£.Jil!ff;tJ, ~ 1: "f.~(!(];<1>~. ;J't)j(!IJ:lllfitl'!Jitfi'Jci!$J...)I'{1!1iiiJ:~tXffl7k7k 

~-tll,fO -tll~l1"11W~~(!(]ii'Jili<P . ®lliiAMfllffl3.1t!!£\';f1)J<i{l:, .f!Jfflclt'l:mi~lk.f!Jffl&ff~E 

~-&~m!ll:lllf. ®au&~#~~lll.M.t£a~#i95~fi~~eyg~~•"•u~m . ®I~ 

mmW:krnl~•mm. I~fl.J~~~*-•INa.®NT#m±(!(]!IJ:I. @MB<J:.$Ba 

J1J&,fOJ:.fj!iJl±!IJ:.II'ilfft~~) (!(]'!:!:J<!IJ:.il . 

!EffWJ, CDfiWl~mi'57kli::Wl~Ji~E1lllJ'1i!Hf~~JE!IJ:fl., izi<Wll!H8~h£J1Ii!<i'57kfl'l"!(!(]}!i9 

tl'II£!Pl'i'l'!$&. ®JJo5iiiB'I1;(!(]W:~m~ .,~~. ~f~i9~~fl<~'11!. ®1:mt~•m -~!I!!£~ film 

~t.it8~JI!R,;, Elll1-Eilllf1&"tff!E!IJ:Jllf, NJ:f.~E~~iflti'J' , 

I!!I,Jf.!Jtl<lfl!'i!i~ 

4<T.~I.ii mil!i:~lk'i'l'txl.r.l. Il'lil!&tmi!!:-!P JJo5iliJtli1irrJ:ib'l7kifi.lt!! !llf'. ;6l.i!!:-!Pm71-~ 

~-lk·&·~-~fmh(!(]~B.a#~&(!(]liftBA . Il'lHTEI£~~~Jf.~~lfl~BtrhtJ:Wl. 

~--~~MAIJil(!(],~"(!(],~~(!(]. ~-rl-Ji:M~Jif~~~. ~Wl'E~if!IW~~Ji~Mh~ 

I. !&iJH;' H'l!\tP!fiJI.tl*Il'1? 

o T~ 'fi IJii!l.rl D ~;l<IIJfiJI.cl 

2. -~.Jijl.t£(!(]Jf.Jl:{}(I£Jl:Niilii!:? 

D iii!~ D tii~i.~ d .fiiii~; 
1 •~~mrr~~•rr(!(]~•Jf.!li'5•~~•, <$•) 

'lSY7ki'5* tsY3!"\i'5* IS!~~ 13"-t:Jtr~• 13'H, 
4. !.?;V..J.;~IWl~·j!&;(l(]~.k~'11!Jl: __ ? < ~$-) 

&( 1\\\11; B' 61'§ J::f!l:'t ri ~i'"t.if.rl17k IIi t<:~'+.i"' &.!tit!! 

'1i' i:IJfi.:ftJ! Dx~'11! 'tfiWil'!± DJtft!l __ 

5. !lV..l~*H<htD.J!.?;fJ{J'l:if.,fOJ:ftff~ifl"'<? 

D x~t¥>1 ~~lf<l~J:: '!;>(~if!}.: 0 ~Mirl 
~ ev..h~~§(!(]~•lri"•~l1-il<Pff~•~~*<eye~, 

0 7klf!l D 14:~~~ 0 fo'Jf~ D W8 __ _ 

7. 8iJ.-J.J 4>:J:f'i!ti9{fil/:·tJ' Jldf ~Jt!!~~ilft;()&B')? 

d {j Dilt:ti O'l'i>'i~ 
8 ~~5~1.lli:IJR. 8Q.TWil!i9~~~? 

D cltft!l __ _ 

t/ :H¥ D lfJdH~ 0 kMi¥1 o lii.M 

i#iJI.BJl!U:tf. ~lii.N4ciW~:I::~W.~: l{j~-r: ~u "( ~ ~:f'rj-qi. 
~1- IM~ ~"A i& ~~ J_, -- • . 

9 j.1J",jcif'j!J;f~f*~cltit!!/Jlii(!(]i;Jll.;f!JB\i(: if.~ ~fi4' M~..;.·ti1 ;! 4jj;t,:;.. -r-P/w12 r;r L 1 <:; . . A') ~ ' 
iJlHJJ, 1. fi{Eg :SiifJtfj(Ji!;H:tJiffJ:tf..t u.; litJX!iHJ. PI , 

z.~~·~~illHJJMm~s~~#~il~r$§4~m. ~ 

~\ltl\tl:!l: J:-l}t~~)j(fl'l!l{~j;j ~~'I'J¥i.fri:; t•IIJJJlilfit 'T"~ 

~~ 



黄
浦
江
上
游
水
源
地
连
通
管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26
2 

 

 
公

众
参

与
典

型
团

体
问

卷
（

九
）

 

M~rr~•*~····Ifi~m~~-&~0A·~--~ 

J/1.#8#: I - ,.,_,, ~ CJ (l.. K ,__ C ' . -
JtHf:JJ:rt (£8itii!.._if!.Tf3fff:!9), ---=i!..Lz_,_fD-'tJ"---UU..,O:__ _______ _ 

-,lftiJI. 

~. ~~. ~~~~~~~*~•· 4~~~9~rr . 

hi't<~iotiiU!I.tih'l*i!lt!!iiil!i'i'fl:fiHJIJJ.i;~!JilfJ"T: ft , ifl~I:fi~ !ltflt1ll:JIEI)(];r-,f1]1t;~. 1!!..13 

7·~·1¥J*M«A.~-"~~~~M*AI¥J~~~.13H5.n••"4IftD~·WaE~U 

i51.. 

iotiffltl.tib'l*~>!lt!!itii!i'lfi!'£&Ft.illfllf1fiiUIK~it!IIx: . lt~Jil~i:cl!!§tliffiUii~tli*~ Ji, \llilEJil!l¥ 

:<litilli:~i)ij.#jt*A\I)(]Jli\*fl'ill -*· 'tm DN4000-DN3600 .. (,). K~ 43km; ffilttl!Iti'~~M 

!'!. iltiiM!'.t!l230 Ti m'ld, ffiUl'fii1i5t*l.1:· t~!I5t!l<.o!.\ <t£it!I.P~MMJ!l>, ii1l15l'*.o!.c t)\J 

~7t*.~· >$:T.ftJ!J.*IWW.2014{f t2Jl)fT.Il!il!. 2016ii'SflllthJ<, Lft.(,).f9:!1f437555Jj7f., 

=-~lt~if!j}-:lff 

I. f&;.Jl.~f~!OC!frill.i14<T.ft? 

0 7~ Ei!frill.i1 

2. !fi;MIMl'£1¥Jlf~:{}(1l1.Roai~.i? 

o iiUl: s' ~~.~ 

0 ~;f<nfriJI.i1 

o H~a 
*J:I'£~IWLl'Jflfl.flli>~:JIELI~ r.I'Jt"l&!M'Il. bll!II1f!](, ~IAPl1:ii'if57)C ~It'lli&lli 3. !fl;iJ..Mfi{£1!<.~JM:ffi¥J:t~.lfliM~IoJI!i.fl., < ~m> 

jl<, ~l:'f-li'i~r'l!tiiJ.!II<, ~ f.[oll/'Jt.flibll!IAWtif.Nlll. . Ef 1](75!4,', rY>i!"{l;-!4.; rJ 1\l!il< sf r~Jfi/4< r:f 'f.~ 0 Jtft!l _ _ _ 

4T.&~llf8tli*W~Ift . illrrm:tW~J.fl~~:J!Eg'i'f~A-~$1¥J~ffiY5*~~~Nlll.~ 

&•rr•~MM~~~~M.M*11FRM.8.Kt'l~~~I¥JIIJ.!#. 

=:. W.*:~I¥J~J:Ui!~llt!ila 

bllil JVJ, Q)4>:Tm~'l'l'!x~Ir'ilt!!?r. Jl::>ltRi:ff~Iiltb'&~~olt!!l$J!lt.lll'f!iii1&!I I:W!iXIll* 

~-·~ ~~-~-~~*I¥J~~- ®4>:I.!Mb'&I~*N•I'Jt*·*M4~1'Jt**MM~~l:ft 
Jtll.Jilld:~. tl:ll]<@it~J (~mY5*M1:.fiJill ~llf~lll7!ot;[9l) (GBrrt8920-2002) Ui1Hi[nlffi·r 

~l:il!i'll ~I[X:JM~I¥Jth~.f!ll$tJ. ~T.$li'ii¥Ji'J'lJ'i, **lll:l'llit~Jittr•r.i14i'.A.!iii\1i!I.tib1ttlll** 

~-•~ ::mf¥~1!i ~rri¥JMm•. ®~IA9lmm 3Jtll.f\':1%Mft . .f!JillJI/i'mr5*-flllfli~HfR'~ l' 

1:\ll:i'tl&!U!:J'I. ®.iM'HI.tllJk)l<~frt'\~. i'B'iilliJH~i>Uiili!miltliJfi#JI)(]rlffiJ111'i£JI<I# . @If><: 

Jlil[f;liltil:l'i£1ftl!i~tlllm. [li<:FJ!ElVlil§*· /liif411il!!. ®"TJ'f.il't±ft-JJIJ:Jl, @M~?. < t.i#f,lilUt 

t~Jtl.fl!If'i!il'! LJd:.ll'l'Il'I'J:Il!lE> l)(]~;j(Jd:Jl . 

ilirrm,<DiliJVJ1:m~*~M•~.lfEBnmu*iliJd:.ll.~mm•l!<.~l!faH*ftMMYilt 

M'lli.M'I'l'lt$. ®1mliil8'ii;I¥JiJt~!i£~'3f.1!:h, Jllf(l;ilt~l\l!JI<IU!f!. ®1:m~lll.!Ji -l&li!~Mfl.llll 

;E~J&am..a. ~~nan&ll1~illld:l'I. H.lfl.flE1:1Uif!~+. 

11!1-~ll~if!ta~ 

4Ii'iJ.lirli8'1Bi*'lti:Hl1L I.!M~ilt~ill-zv!mliil!iiiili!Il:~*i!lt!!·~· Jl.ill M!:JT~ 

~•*••R~-~~hi¥J~~.A:ff~&I¥JueaA.Ii'imE•I¥J~~~liiD~~~a~rm. 

~--IU!f!h'o.BI¥J.~II11¥J.~~I)(].~~i1-~M~}~~~. ~~l'fB!J!IN~~MM~~ 

4. f&J.iJ..J9~LmXJ!f!;I)(]~J;:ID~fl. __ ? <uT~.ilio> 

l5i IIi# s ~Ifil~ E11:!""tmm* o :&~~1:~&Jtlrl! 
r/ t!Hr-1'fil' DA:ID~ SU'ilii-'iJ.: OJtft!l __ 

~ EiJ..h>$:1:i'i~l:M.M1:ffiflli~U~if!~? 

0 XIU~ ~ ~~-1'* o ~~.k o :!:Jilii\1 

6. I EiJ..h>t>:~H I¥Jl.l!hl<ffi~tllillillfl.fl<Pfl z.~~.ll* < liJ~m> 

fi *~It 0 1:.~~Jfl; 0 F'~J.fl 0 :lt'i?: __ _ 

~ -~.13*IB~ilt~&ft~fililt!!I¥J~---~? 

ri rr o&:ff o:r-mfl! 

8 ~lf~flli!Uil •. E"*Ll¥Yilti¥J~~? 

ri xr.f o 1iH<f4xn o xMiR o &M 

ihili.BJl!HI~~&M*I.!MI¥J.£~ffill~j, M~ 1*.1 gJ, 'M~ 

9 ~~~1-*I.!M~Jt~fi"Jl:frl!1iiltii¥J~E~l.l!K -------- ---

i#.!JIJ, 1. iltEi!Jil.:&iSJUfJ~IMlftJ.:tr.t •.;" lit.IA!J!DB/JfJF'fff: 
2. AftJii'Uili#.!JIJ!Affi!!!fl~:t'tlllifii!Jr;fq~:f'nfilff. } 
ililtlfl.i;i, J:ilfJ/tt!!:liit *=HIII!~jjj ~iiflfl.{9:, .tl!Jl!bJHl!:itlill, l'll 



黄
浦
江
上
游
水
源
地
连
通
管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26
3 

 

 
公

众
参

与
典

型
团

体
问

卷
（

十
）

 

-~ITL~*~~~~~I~~~~~m~~0A~~~~$ 

41f!tiftt, 7U~,1i~ ~r Y~ 
.QUi:!f.it r rfJ i£1!KrfJ-f'f;JIIJ$.J, --S.IIS-~(JIF:)krc.:+-1---------

-,l(1ji\ 

•· ~*· M~••~•••••· ~--~~~u. 
h~&•Mrr~•*•••~wr•~~•••xw.m•r••••••~~~~~.&h 

7~~-~~•a~. ~-~~~~~•*A~~mWh§3.#Wm~4<rnm••rna~~• 

ii( . 

.iili!:Ltih'l.rK~.~--;m'o'l'HHH !-.illiifi!lrM!t,fotNil1< . fl!·i"i~ t~fMiilliifl!~ittlil*:fli Ji, i.l'lffrll~ 

MtNlfi~OO~Ht*.#.~~'ii*Wltl: -Ill. 'i'l'l£ DN4000-DN3600 •. ~.i>:ilt 43km: lliiJJlt~rr<PJa;*M -

!'l! •• iH~./3! 230 Jj m3/d: lliilll'i'l11i5t*R.:- t,:rr5J-*.#. <t:Et~!:L.Pia;JJ!Uirll l, ~w;t*li., i:.J 

:4>5t*f.i. *Tf'l!!!J-4< If.H!l20 14 1f 12 Fl:ffD! •. 2016 ff. 8 f1 ilUilt. TfiL~.flt!i't 437555 7hr. . 

=- ~-~~;Hir 

4<IW~IM~~~-~~-~~I·~--~-~Tffi*-~IAI~mM*-~Im~W 

~-~Tt~b··~-~~~--~IAI~m~•· 

I. /!JJJH§ IM-!&IfriJI.i:l:-t<Im 

r:j 1ft- 0 lfrill.i:l: 

2. !.1i~!Jl\t:E~lfl~;:tk1.5Ul'3!iiii..f:? 

o illii~ dt2iU: 

0 M.:lCUJT\ll.i:J: 

0 ,FJ,;;~ 

3. !!JJ\AJ~ffi{E[?<.~lJfTf~~'ll!:lfW~!-lHiJN!~ : < 'ti.!J; > 

r0K~~ &J~~i'i~ o 1\il" JY.i.lli"'i\1!1 /H:: o JUt!!~--
4<Tf.ljj!rtJi!J(~!*'l1!'&Tf.l. Jii1rM1':l!':lflUJ~*~ffl'I'A!ili-1~JI<~~r~i'5*·fWtmN•~ 4. ff!J.iAh»ti..t:MM!f!J.~!itk~lf~llo~_? < oJ$illol 

&fl:i.I<P~~illii&A~·C.•:fli, ill.rKffifi~'L ~i.itl:'llll7;l"'t~l\i~ D D!kP' zy'»tiD!i'£ 0 'i:l"'ttMJ1* D t<~~'Ef"&JtftP. 

.:=., ~Jf:~~Jfl:l.iNtl»ti g/:Jiif:.f'~ Dxlt<~ OTijliiH Ojtftll_~ 

ht LWl: l!),f.: IB~*fftliht T .'i-9~ • .lt>itiMiht..t:.htl\'. ft .'.i Ji!!l$Ji'.l'll {£~iiliti.tini'0:/1l lK 5. ff!J.il-J-J 4n:B~Dtf,1;~'tii'i.fll..t: W=lflt<if!n'}? 

i1i:lf~~IR ·t!!IR, _:t~t[x:W·~~v<:l!£ . ®4<LW~I1>;itift!.'!i<~>Jc ~irtJ'tf'f£***lili3i»tii'3' o x~~ g~~-1'7\ o ~~7\ 0 ..tffiil'l 

·Pl~llll . tll7!CI•~iti!J (~rnt5.rKl4't.flJ!Il ~rlH~IIl**mi > <GBrT18920-2002) tii<ltEici@Jffl T

»tiJ:illffi'HfX:!Jll!M~1!J1:JQJili<J, htT'f-li'i~i'l'i$1;. >it*~llitJ:'Jittl'lriJt.A.tl\'h1li'I1:ih'I'O:IIl** 

•-••=•m~~~*~Mltl: • • ®»tiiAMmm~•~mmtt.~mx~rni"'i*~lll•=lf~E 

'i:R&&·~-.0-N&.#W~m~. {[~D!k~--~ili~&~8·M·N·U~M.@T!R 

mrn•~•u~•mM. £~fllmM~*-••~a . ®Mfff~~~~~.~••<~**Y~ 

~••rw•J:.•IwR•m> ~••••· 

JEifWJ , CDiliM~mi"'i*lEM~M:.ifJ'illll'liltfi'*~··· ~Mlt!l\SIX:~11i~i5*fi~~YR 

t.'ll£!fl't¥Jt/I<. @lro~B1it~--~l1"!;;i\l~. r.lfi.\.51\ifl<~~. @~tM~JJHJi -&!.k¥Mrlll1l 

1Eiii.1Jk& •. #.. Elll'f.E£llfl&a:tffi.ili.!l. ~1:lfW.E'l:~~t2'J' . 

l1!J,J,fljt~~fri!iie 

-4"I.f!ljjlf!Ji!J(tM*'i'ft.liift, ..t:BY·f~ilt /VIro~.!i·M!:L~!I'/lKil!i·rt~. ~ilt-!Vtl!fHK 

~r£•*1!\B:Ji'~fil~R:h~l/lf·. A:ff~.ll~~t±-t-~~. IBffiii'.il<lt~~.flJ:lfW~~t:•rr.otiM. 

fE!ii!:"\;~~~Fai£ll~, 'l'iflt~, iiJ~~. iiJ~i:J:-)Efl'i»ti'f~lll~ . :.f'ti·tE~~IW'9;»ti~lli'l t-lfl9 

~ ff!J.iAh*~R~Yl<ltfi~Rm:lfW~*~~~~x <~~Al 

Q' *lf-li o 'i:.tilfW o #lfW o Jt'E_~_ 
~ ff!J.iAh~YWY&4&4~f~Ji!!~mmRa~? 

_J 1i D&'l'f O.fr,li~ 
8 M.!.H+l.lll&:llR. ff!J.:.!t-4"T.f'i!ll.~.t:IJ!? 

ak~ o N>kf4~l\f o xMi~ 0 &:.It 

ilfili.~JHU:I'l'l!XI.ii)-t*..t:.f'i!~.l·f*~ , ~------~--~-

9 !f!J.~4<HllfWi\ll1" Jtftll.JfiliT~;i:.!l'.,f!IYi51: -----------

'<..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64 
 

 
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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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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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十四） 

1m if; ll3 lin- ~ /<; &; ~ ;'& ~ ('i. 'ill lll )<;: 'di' ll ->1> ~ ll;: I )11!1: 
f;i 5-lil I<> ?<5 ~ li!ll 5$ I H » ~ ~ ~ !iii! 

~ it ll)f * * ~ iS :!\: ~ ~ )$ ~ ~ Iii !!? 'll: ~ \\'! ~ -\>;- ~ * ~ * ~ ii )$ ,. i!i; 

~ :if H ~ ~ :ol ..... H :::.r ~ ~ ~ ~ X: ..., ~ -£- H 1-: H ~ ~Di 1!11 i!al ?<5 ~ 1<1: ~ :ft m ii1ll )lli ~ ~ ii1ll ~ :a I. "--I' I $! f;!1 ~>.; ii1ll -;It ii1ll ~ 1l'i l'iJ ~ ~ ~ /?;D -m Jll :ft ~Ilr l$ ii$ ll:l !!? ~ H E ~ s ~ )iJ ~ ~ :ft -\>;- >Ji -lit fr ~ h-
l11 f!l> ;:jf ~ . 8 r+- iii ~ ;;a :xl * X" 8 ~ ll;: =r ...,, r. ~ :-1 t:l '1: !ill &$ ~ liD ~ ~ !!!- @ 1$ !!? lilil 'll: iOI ~ * ~ &B i2J. ~ s $ ii1ll 0 * * $ • Sit ~ lS $! Ill !iii: @ ~ J1; r;;: ,I h jill );; I> )If, ,. a '- ~Ilr ;'& -;:r 

* ~. 

~ * fd ifii ,ft. "'~ 'lil /ili ~ $ ~ ~ ~ "i!= lilil * 'at ~ -!>- 3 $ ('i. 
~ ~ ~ ell 'll! lD jjj; illi # ~ ;); ... IX! ~ 

"'* 
r.:-.. t:~ ~ H ?{ !lli Iii' 

.:ll. $ J<1; ::; ill} ;J!i ~ r. ~ s 8 t& ~ t:ll iii: ~· ~ ~ llli ii1ll * ldi!i (;!: 
$ 3\t H 5<:0 $ * ~:: X. ~ ~ ~ ~ ~ J<1; H H ~ ii'I l!ll t:ll G::l 

E 
~ ii1ll .:ll. 5$ li'< ... » /,0; ~ $ if: '* :!:lJ :liE j} N /,0; h ~ "'· e ~ ~ ,.. 

~ $! $ ~J -fr * X: H * ii;t * ii1ll ):J "'' ... lltt i\i> Iii h li1i ~ )$ ~'st s i€' ~ :a !'t :Jr ~ ~~ ~ 0 ~ ;a ~ 
$ :at ii1ll ~ 'll: ~ *' iil( :'!'; @ H ~ ('i. ;J!i -il iii: ~ '1: -ri :lil /;; illi Jrr ~ ~ * ~ ~ ,!( i!! @ ~ ~ s h H ;:; 

* 
cl fr 

~ ~ )$ llO :-:> ~ H :it :ill -\>;- f,t >- ii;t :n: 
~Ilr it: ~ 

ldi!i $ ~ ~ ~ €!! :.:1 ft! >- $ H :R 'I& )1( )3D ,Jt o;l 0 =r iittl 14 ~ I# ~ ::; lt.J 1!:! )3D ~ t& ii1ll ~ r<; ~ t'l- )<;: H z .,.,. 
~ ~.~ =r ~ ... "" I I ~ :/j; ~ ;011 A: em ;;'> 1.!> ~ );;) ~ ill; ;); 1St ~ ? ;a 

lin- ~ "' f-d l$; .... ~ '!f E l:i> H ::!:; ;'!\' ~ ;;:: 8 )$ 
~ :xi ~ iii> ~ lS ~ 5$ ~ 5$ lJJ; ~ i'!ll '<'< 1.!> 

"" 
:ft !5 0 ~ ..... * ~ iii: H ifii ~ ~ /;;i @ ~ ('i. * * ~ H If * ~ 0 

~Ilr 3 ~ .., l!ll; jj. ~ 1';:: .';!. ~ i!'J 1';:: * :¥:i 5$ :,>- m H "' "' ~ ~ itiE 0 
~ ~ at ~ ~~ • "ii 1$ s:& .:a\ )];;\ ~ 1.!> $ •a ~ "" ft! ? ~ 

~ Jfl li1i ~ 7 ~ :;It lS iifJ r>f ii;t ?- ~ ~ * 00 ~ ill: ~ * " jj. i?<i ii$ )$ ;:4 ~ c; * Ill} 1.! >- :::n ~ ?.<: 
1!; Dfl' 

$ !i s ,t- ~ r;;: 
tD [T )3D 1.!> 1!; -& )?,! .,;;; 

<it ~ 71 * @ ~ $ ~ ;)!! ~ 3 * ('i. ~ H f' ~ ... » 
:Ill i!! li!l H>- li15 1';:: !i' 3 tn 00 

jjj: &1= l$ >- ~ 
..., ¢1 ~;-> '* ('i. 51< IX! ~ $ :(;:! :;; oD f'f .,;;; $ )3:: h "' f,-~ N 11:: 3 

~ llli jill ~ if; @ f,>- >- ;s If • ~ &.- 1:5 » )li! ~ jj. 
~ ~ ~ =r m .:ll. ~ l!ll; § ii;t ffi ~ ~ t-G:. :--' ~ ($ 

~ H jj. m ~ 10; :.:1 :Jii ;a * :&l. ;:;!i "'· X> 1!; il;l 
;!Ill ~·· I ;:;!; '= i!lO * ~ * 2; * * '%if ~ ~ ~ Jrr ftr "" *' ~ I# l<' * '1:- ;)!! 

~ "" $tC1 ~ ~ ~ 
E- ~ 1St ;iii if: 

'* i 
)lli =~ 17 ;;;, 3 iifi Ell= fr 0 iii ~ -& ~ 

$ r.tt 3!: ~ j.2J ~ rn 1!11 !i 51< H v. * ~ ~ ~ ~ ~ $ ll;: $ ;:, @I :!!:; :ill @] iii ~ I<> :'!'; 
v. 

lD-c ~ ft H ::,j ~ ~ $! 
::jl :;;. 1!; 1!; h $ * 3 f- E iS ;:g 

~' 
ll;: * :l!i IX1 Oil 5$ ~ rx: ·- * "ii J:); * ~ Ji; l'iJ I ~ 

~ '0 :iii ~: ~ .. 0 !" 0 Y' 

~~ 
f>- 0 ~ 0 !" 0 ,... 

~ ~ ..... ~ ~ (~ 
10< 

$ * C<i ?-H t~ (fi ?l: tfi iii tfi "' (~ 
],$ 

~ 30i 'll: ~ ~ 
~ :-- ~ C<i 4il= ~ ,:: ~ ,:: ~ ,:: -;, 'lit ,:: ..,.,, ,:: ~ .';!. \It lila i:if e..r Iii' ff ~ * )<It ;;a ~ ~ ~ jj. ~ 71 ~ ~ ~ iOI D): :;;. $ ~ 5$~~ H :0:. ;& * * -\>;- '"' 0 ~ ~ '* '-J II* 0~ )$ :3: ;~~ ;!Ill ~ )?,! H %\ 

~~ ~ 
h ~ht $ \It iif. ;a ~ ~ 5<n Er- ii1ll 0 J: 0 31!! 

k1 ~ ~ ~ ~ ~ ~ ~~ ~ )<J ~ w $ ~ ~ ?!i H .';!. llli ~ !!:1: fr jill 

~~~ ~ "" 0 .,;;; "" ~ st (fi ,Jt ~ >f; 10< * 0 jj. H ~ !i "i!= 

( 'i> H ~ e~ ):f; t:: ~ * ~ ~ jj. 117 $ ;:;!; :q 
~~ ~14 :m;.; 

* :JEt ~l!&~ :R ii1ll ~ ~ :tt ):f; ~ iiTI >+ ~~ :II ~ $ ~ t\ e..r ;'& )?,! ra: t:: llli )<J 

lml~~ $ ~ -\>;- .... $ 0 >+ tit if ~ 10< .';!. ('i. * ;,f ftr )<It H 1!:1: Sl .,_ 0 ~ 0 ~ ('.il )!;; 14 ~ ~ AU ~ ~Hi~ 151 ~ 4i\ ;!Ill "ii ~ 0 jjj; h H>- jj. ~ ~~ -n ldi!i ~ i1i!~~ $ ~ ~ l.f. 

~ 
~ ~ i<1:l If ~." A: llli ·~ :£: t:ll ('.il :l!i )$ ('i. ~ ~ H %; m-

I 
>t ~i !» H * ~> ~ t-,.: ls $ $ ! jj. ~ H- Eli ~ 10; ii1ll 1St -!!!l<J;~ ~ ~ '"' ~ >+ t:: j;l a: <lj,t-,.: 0 

<> 
llli 

...,. 

* 
0 * $ )$ 1iil )?,! ~ ~ ~ ·~ !» >- ~ 'S ~ ~ . ~ 0 · ~ ~ ~ ~ jj. 0 fr ~, 0 D $ llli 1111 "'. Jro .._ i1i il'IJ jj. 0 .It. ),:; 

0 
~ *' (li! ~ :;J ""' i1 • ~ /;\' ra: c :Jii ~ ~ ~ 0 ,!!1 C+ ·~ ~ 

(li 'll: t~~ ~ ·~ >+ 

I 
~ '<'< *' '<'< 'iH 7:+ "'' ';' ~iii jjj ~ 0!/l .... w /ilf ('.il ~ ~ h 

5j ~~ 
~ ~ ~ fr &ll 4<.'1) (\': ~ f,>-

0 10< @] 
ll!f~~ 

I 
'<'< If 14 

·~ "" Mi!Sl~ w 5<:0 ,;r 
~ :'\::: t?: 

*' ;-\ lil! ~ · rca: )11;; 

"" il1l1 * ·~ 0 
0 '" IW 

$ l<\ :;:, ~ )1l;i 
~ ,.,./ ~ * ~ ~ f,!: H ill! 

I 
;!Ill * 1St $ 
5$ ~ 
1ilS i!! 
Er ~ 
il\'t jj. 
Is 
':ll> ltr 
i ~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68 
 

 
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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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典型团体问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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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个人问卷分析 

13.4.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书面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是工程周边的叶港村、东田村、泖新村、新姚村、

东夏村、徐厍村、范家村、泖港村、新建村、四村村、徐姚村、团结村、堰泾村居民，

被调查对象个人基本情况统计见表 13.4-1，问卷调查对象名录见表 13.4-3。公众参与

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结构、学历及职业类型统计见图 13.4-1～图 13.4-4。 

表 13.4-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统计表 

项目 调查对象 调查结果(人) 百分比 

调查总人数 190 182 95.79% 

性别 
男 128 70.33% 
女 42 23.08% 

未填 12 6.59% 

年龄 

18 岁以下 3 1.65% 
18-29 岁 14 7.69% 
30-39 岁 23 12.64% 
40-49 岁 32 17.58% 
50-60 岁 79 43.41% 

60 岁以上 24 13.19% 
未填 7 3.85% 

学历 

小学 37 20.33% 
初中 69 37.91% 

高中或中专 34 18.68% 
大专 22 12.09% 

大学本科及以上 12 6.59% 
未填 8 4.40% 

职业 

农民 120 65.93% 
军人 1 0.55% 
职员 10 5.49% 
学生 3 1.65% 
工人 7 3.85% 

个体经营 1 0.55% 
失业或协保人员 1 0.55% 
离退休人员 4 2.20% 
医务工作者 2 1.10% 

其他 19 10.44% 
未填 14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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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公众参与调查的对象中，从性别上分，男性占 70.33%，女性占 23.08%，未

填写占 6.59%；从年龄上分析，18 岁以下的占 1.65%，18～29 岁之间的占 7.69%，30～

39 岁之间的占 12.64%，40～49 岁之间的占 17.58%，50～60 岁之间的占 43.41%，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占 13.19%，未填写占 3.85%；从文化程度上分析，小学占 20.33%，

初中占 37.91%，高中及中专占 18.68%，大专占 12.09%，大专及以上占 6.59%，未填

写占 4.40%；从从业结构来分析，农民占 65.93%，个体经营者占 0.55%，文职人员占

5.49%，学生占 1.65%，工人占 3.85%，医务工作者占 1.10%，失业或协保人员占 0.55%，

离退休人员占 2.20%，军人占 0.55%，其他占 10.44%，未填写占 7.69%。 

 

图 13.4-1   调查对象性别结构 

 

图 13.4-2   调查对象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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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3   调查对象文化水平结构 

 

图 13.1-4   调查对象职业结构 

13.4.2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本次个人公众参与调查问卷中，共设计了 9 个问题，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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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2   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 

编号 问卷题目 备选答案 合计 百分比 
1 您是否了解或听说过本工程？ （1）了解 57 31.32% 

（2）听说过 115 63.19% 
（3）从未听说过 10 5.49% 
（4）未填写 0 0.00% 

2 您对现在的环境状况是否满意？ （1）满意 84 46.15% 
（2）较满意 87 47.80% 
（3）不满意 11 6.05% 
（4）未填写 0 0.00% 

3 您认为所在区域现有的主要环境污染问

题是：（多选） 
（1）水环境 125 68.68% 
（2）空气环境 87 47.80% 
（3）噪声 46 25.27% 
（4）土壤环境 46 25.27% 
（5）生态 26 14.29% 
（6）其他 4 2.20% 
（7）未填写 1 0.55% 

4 您 认 为 施 工 期 对 您 的 最 大 影 响

是       ？（可多选） 
（1）噪声 98 53.85% 
（2）施工粉尘 77 42.31% 
（3）生产生活废水 54 29.67% 
（4）农业生产及其他 14 7.69% 
（5）出行不便 63 34.62% 
（6）无影响 14 7.69% 
（7）工程土渣 36 19.78% 
（8）其他 2 1.10% 
（9）未填写 2 1.10% 

5 您认为本工程施工对您的生活和工作有

影响吗？ 
（1）无影响 50 27.47% 
（2）影响不大 123 67.58% 
（3）影响大 6 3.30% 
（4）无所谓 3 1.65% 
（5）未填写 0 0.00% 

6 您认为本项目的建成后对周围环境中什

么影响最大（可多选） 
（1）水环境 117 64.29% 
（2）生态环境 94 51.65% 
（3）声环境 36 19.78% 
（4）其他 5 2.75% 
（5）未填写 6 3.30% 

7 您认为本工程建设有没有益于当地的经

济发展吗？ 
（1）有 129 70.87% 
（2）没有 23 12.64% 
（3）不清楚 26 14.29% 
（4）未填写 4 2.20% 

8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本工程建设的态

度？ 
（1）支持 148 81.32% 
（2）有条件支持 18 9.89%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78 
 

编号 问卷题目 备选答案 合计 百分比 
（3）无所谓 16 8.79% 
（4）反对 0 0.00% 

9 您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其他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 
（1）填写 4 2.20% 
（2）未填写 178 97.80% 

 

调查结果表明： 

（1）分别有 31.32%和 63.19%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解或听说过本工程，未听说过本

工程的被调查者占 5.49%。公众对本工程认知度为 94.51%。 

（2）分别有 46.15%和 47.80%的被调查者对环境状况表示满意或较满意，有 6.05%

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 

（3）分别有 68.68%，47.80%，25.27%，25.27%，14.29%和 2.20%的被调查者认

为主要环境污染分别是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和其他环境影

响。 

（4）被调查者认为施工期最大影响分别为：噪声 53.85%、施工粉尘 42.31%、生

产生活污水 29.67%、农业生产及其他 7.69%、出行不便为 34.62%、无影响为 7.69%、

工程渣土 19.78%、其他影响占 1.10%。 

（5）分别有 27.47%和 67.58%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工程施工对其生活无影响或者影

响不大，3.30%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大，1.65%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 

（6）被调查者认为本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最大影响依次为：水环境 64.29%，

生态环境 51.65%，声环境 19.78%，其他影响 2.75%。 

（7）70.87%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工程建成后有益于当地经济发展，12.64%的被调

查者认为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14.29%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 

（8）81.32%的被调查者支持工程建设，9.89%的被调查者表示有条件支持，8.79%

的被调查者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 

被调查者有条件支持工程建设的原因和前提主要集中在①希望对本村生态环境

有所改善，同时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用水安全；②担心污染水源地水质，影响人居生

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健康；③希望利国利民，造福于民。 

（9）公众对本工程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①施工过程

中要严格施工管理，控制施工过程中各类污染对居民（废水、废渣、扬尘等）的影响；

○2施工中做到文明、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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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公众个人调查对象名单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对象名单见表 13.4-3。 
表 13.4-3   个人公众调查对象名单 

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 态度 对象类型

沈国红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5821842469 有条件支持 居民 
王美珍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68488397 支持 居民 
陶金囡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59848079 支持 居民 
陶龙根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817546615 支持 居民 
沈海珍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59848161 支持 居民 
陶福忠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未填 支持 居民 
沈金弟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611950332 支持 居民 
徐小华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4474759 支持 居民 
张一继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041628975 支持 居民 
陆孟庭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821093462 支持 居民 
郑仕余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585655563 支持 居民 
沈龙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721735457 支持 居民 
陶 燕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901662416 支持 居民 
丁福元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未填 支持 居民 
沈国红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916193774 支持 居民 
陆阿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59848309 支持 居民 
李阿荣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8039062 支持 居民 
邹振宇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918599107 支持 居民 
沈纪翱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59847026 支持 居民 
袁佳奇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4844126 支持 居民 
陆才生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59848106 支持 居民 
陶伟东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59848380 支持 居民 
陶小根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472722189 支持 居民 
陶建中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59848447 支持 居民 
周在华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未填 支持 居民 
吴阿米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未填 支持 居民 
王林平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052459716 支持 居民 
沈海云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5202108039 支持 居民 
沈大金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8918016166 支持 居民 
陶爱标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024118198 支持 居民 
陶国君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917155195 支持 居民 
陶海根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5921256051 支持 居民 
沈根芳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816873748 支持 居民 
陶云仙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127718027 支持 居民 
李永根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162381268 支持 居民 
徐陆军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5802169625 支持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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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 态度 对象类型

莫红梅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8930342110 支持 居民 
陶爱明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59848396 支持 居民 
陶菊华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761283262 支持 居民 
陶大云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818221220 支持 居民 
陶菊英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641899929 支持 居民 
沈兴根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未填 支持 居民 
沈亚红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817753832 支持 居民 
陆辉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3816844126 支持 居民 
陶林珍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15921256051 支持 居民 
胡小毛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564327100 支持 居民 
陆珠林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482387068 支持 居民 
李斌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7238082 支持 居民 
陆明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8953376 支持 居民 
沈仕青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59848345 支持 居民 
郑瑜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5021994175 支持 居民 
杨海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166171275 支持 居民 
吴志仁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122918533 支持 居民 
胡国青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939847370 支持 居民 
陆仕康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671796181 支持 居民 
姚永峰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918142961 有条件支持 居民 
朱平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311839811 支持 居民 
姚华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5221082033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陶小君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5821843347 支持 居民 
朱剑凌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917360712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鲁锦标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8721726407 支持 居民 
胡雪良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601976254 支持 居民 
姚引芳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8419401 支持 居民 
胡莲珍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8784623 支持 居民 
胡文青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162708063 支持 居民 
薛金生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1692610 支持 居民 
胡春林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564192519 支持 居民 
胡军华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042136590 支持 居民 
陆林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482613631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郑小弟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5001874238 支持 居民 
赵玉明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6288814 支持 居民 
胡红兵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4606907 支持 居民 
陶小林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59848028 支持 居民 
胡亚明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1281765 支持 居民 
胡仁良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818925730 无所谓 居民 
任跃良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166350581 支持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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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 态度 对象类型

郑土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301755969 支持 居民 
沈建英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13761434332  支持 居民 
朱树昌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127772482 支持 居民 
杨忠云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918597556 支持 居民 
陈蕴章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816400447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邱云斗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761721983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陆剑海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162468113 支持 居民 
顾红娣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8916174245 有条件支持 居民 
余冬辉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918404009 支持 居民 
盛超辉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8019107966 支持 居民 
陆永量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601704861 支持 居民 
冯仁其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636635463 支持 居民 
金花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651690907 支持 居民 
王纪娥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636684308 支持 居民 
汪纪初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916060979 支持 居民 
杨育章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788922977 支持 居民 
徐宝英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818030602 支持 居民 
庄益娥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5026613228 支持 居民 
张奇丽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8017133679 支持 居民 
徐峰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918021882 无所谓 居民 
周国权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564300152 支持 居民 
彭金明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681639950 支持 居民 
陆志光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764231865 支持 居民 
顾庆辉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564231408 支持 居民 
沈国辉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524349795 支持 居民 
朱仁明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472709579 支持 居民 
陈玲玲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774292183 支持 居民 
徐辉录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661433257 支持 居民 
陈辉林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918527749 支持 居民 
卫君鹰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5801770455 有条件支持 居民 
蒋红军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8301804957 支持 居民 
蒋志宏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817071580 支持 居民 
蒋贤明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661921701 支持 居民 
蒋正磅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788990680 支持 居民 
蒋天明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818196979 支持 居民 
卫静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5921433890 支持 居民 
蒋新根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8939823969 有条件支持 居民 
蒋斌欢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816020913 支持 居民 
金文芳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764682416 支持 居民 
张文龙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636466507 支持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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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 态度 对象类型

吴丽明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5821350659 无所谓 居民 
陆平兴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8917169242 无所谓 居民 
顾丹花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13482743534 无所谓 居民 
张红丽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8121082892 无所谓 居民 
顾根芳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3761493968 无所谓 居民 
罗纪林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8917169905 无所谓 居民 
唐海宾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3062821300 无所谓 居民 
王秀英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3122974913 无所谓 居民 
金欢云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57861895 支持 居民 
王国林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8918356327 支持 居民 
黄金珍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13818855147 无所谓 居民 
顾象州 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 13816415916 支持 居民 
汪德琼 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 13482786033 支持 居民 
陈勤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5800794863 支持 居民 
陈佳午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764020735 支持 居民 
张寿方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8019107958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钱玉华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661962875 支持 居民 
姚仁荣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57751372 支持 居民 
黄纪龙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57750198 支持 居民 
顾佰云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817940683 支持 居民 
柴金星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8917537756 支持 居民 
顾佰生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817940683 支持 居民 
王天云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301692192 支持 居民 
柴维国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641766116 支持 居民 
蒋丽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13818870575 支持 居民 
王伟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57752102 支持 居民 
杨慧琴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585677549 支持 居民 
俞柏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816254106 无所谓 居民 
柴春青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816254106 无所谓 居民 
顾安伟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524298835 支持 居民 
陈又弟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8916068005 有条件支持 居民 
姚彬彬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916072974 支持 居民 
潘威集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917641150 支持 居民 
沈明茅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818193189 支持 居民 
蒋春燕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817281870 支持 居民 
王亚玲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764481568 支持 居民 
金水清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67813988 支持 居民 
顾红伟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764481568 支持 居民 
宋兴君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816814339 有条件支持 居民 
柴银珍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916072974 支持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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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 态度 对象类型

吴松富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57754909 有条件支持 居民 
张婷志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57754909 支持 居民 
张建新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13671551883 支持 居民 
汪海林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57754004 支持 居民 
沈和斌 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 57754004 支持 居民 
庄萍 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 57754004 支持 居民 
金仙美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761953845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金怡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3402164962 支持 居民 
金建梅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15102149812 有条件支持 居民 
蒋武理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13816020913 支持 居民 
沈林弟 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 13122970855 有条件支持 居民 
沈玉才 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 13816402114 有条件支持 居民 
顾露霞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5900700214 无所谓 居民 
顾仁贤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701757523 无所谓 居民 
沈月书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 13701751523 无所谓 居民 
李杰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816041092 支持 居民 
蒋苏叶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585626179 支持 居民 
黄顺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8221341561 支持 居民 
蒋洁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5821195860 支持 居民 
王兰兰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817456180 支持 居民 
黄逸旻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8616891255 支持 居民 
张木新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8918937598 支持 居民 
陆建春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524624385 支持 居民 
张施春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8918932108 支持 居民 
宛传鹏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817475882 支持 居民 
杨春花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 13681848201 支持 居民 

13.4.4 有条件支持公众 

本工程公参过程中有条件支持本工程建设的被调查人员及理由见表 13.4-4。 

表 13.4-4   有条件支持人员名单及理由 

姓名 所在地址/单位 态度 原因 备注

沈国红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 有条件支持 该工程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姚永峰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姚华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有条件支持 希望工程对居民日常生活没有影响  
朱剑凌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陆林根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陈蕴章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邱云斗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有条件支持 
尽最低限度减少居民出行及噪声粉

尘等影响 
 

顾红娣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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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君鹰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有条件支持 工程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蒋新根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张寿方 松江区泖港镇新姚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陈又弟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宋兴君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有条件支持 希望不影响居民生活，出行方便  
吴松富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金仙美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金建梅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 有条件支持 工程能改善居民饮用水质量  
沈林弟 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沈玉才 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 有条件支持 未填  

13.5 团体问卷分析 

13.5.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团体调查主要为共 20 家单位，被调查团体对象名单见表 13.5-1，基本情况

统计见表 13.5-2。 

表 13.5-1  团体对象名单 

序号 被调查单位（团体）名称 联系方式 对项目的态度 对象

1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敬老院 59250699 支持 机构

2 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村民委员会 59848071 支持 机构

3 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村民委员会 未填 支持 机构

4 松浦原水厂 xukunzhang@163.com 支持 机构

5 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 未填 支持 机构

6 上海松江自来水公司 57705529 支持 机构

7 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民委员会 57861425 有条件支持 机构

8 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村民委员会 57872166 支持 机构

9 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民委员会 57865880 支持 机构

10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民委员会 5775231 支持 机构

11 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民委员会 57750086 支持 机构

12 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民委员会 57754004 支持 机构

13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021-59729862 支持 机构

14 上海市青浦区林业站 59733972 支持 机构

15 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民委员会 57864688 支持 机构

16 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民委员会 57880809 支持 机构

17 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村民委员会 13636466507 支持 机构

18 松江区叶榭镇四村村村民委员会 57884988 有条件支持 机构

19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村民委员会 13918396892 无所谓 机构

20 上海松江区林业站 67650253 支持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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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2   公众参与调查团体基本情况统计表 

编号 问卷题目 备选答案 合计 百分比 

1 您是否了解或听说过本工程？ 

（1）了解 10 50.00% 
（2）听说过 8 40.00% 

（3）从未听说过 2 10.00% 
（4）未填写 0 0.00% 

2 您对现在的环境状况是否满意？

（1）满意 3 15.00% 
（2）较满意 13 65.00% 
（3）不满意 4 20.00% 
（4）未填写 0 0.00% 

3 
您认为所在区域现有的主要环境

污染问题是：（多选） 

（1）水环境 15 75.00% 
（2）空气环境 9 45.00% 
（3）噪声 7 35.00% 

（4）土壤环境 5 25.00% 
（5）生态 6 30.00% 
（6）其他 1 5.00% 
（7）未填写 0 0.00% 

4 
您认为施工期对您的最大影响

是       ？（可多选） 

（1）噪声 13 65.00% 
（2）施工粉尘 10 50.00% 

（3）生产生活废水 5 25.00% 
（4）农业生产及其他 3 15.00% 

（5）出行不便 11 55.00% 
（6）无影响 0 0.00% 

（7）工程土渣 8 40.00% 
（8）其他 1 5.00% 
（9）未填写 0 0.00% 

5 
您认为本工程施工对您的生活和

工作有影响吗？ 

（1）无影响 4 20.00% 
（2）影响不大 12 60.00% 
（3）影响大 3 15.00% 
（4）无所谓 1 5.00% 
（5）未填写 0 0.00% 

6 
您认为本项目的建成后对周围环

境中什么影响最大（可多选） 

（1）水环境 9 45.00% 
（2）生态环境 8 40.00% 
（3）声环境 3 15.00% 
（4）其他 3 15.00% 
（5）未填写 3 15.00% 

7 
您认为本工程建设有没有益于当

地的经济发展吗？ 

（1）有 16 80.00% 
（2）没有 2 10.00% 
（3）不清楚 2 10.00% 
（4）未填写 0 0.00% 

8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本工程建 （1）支持 17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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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问卷题目 备选答案 合计 百分比 
设的态度？ （2）有条件支持 2 10.00% 

（3）无所谓 1 5.00% 
（4）反对 0 0.00% 

9 
您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其他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1）填写 9 45% 
（2）未填写 11 55% 

13.5.2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根据团体公众参与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得到结果如下： 

（1）分别有 50%和 40%的被调查团体表示了解或听说过本工程，10%的被调查

团体表示没听过，被调查团体对本工程认知度为 100%。 

（2）分别有 15%和 65%的被调查团体对环境状况表示满意或较满意，有 20%的

被调查团体对环境状况表示不满意。 

（3）被调查团体认为主要环境污染分别是水环境污染占 75%、土壤环境污染占

25%、空气污染占 45%、噪声污染占 35%、生态污染占 30%、其他污染占 5%。 

（4）被调查团体认为施工期本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的最大影响分别为：施工粉

尘占 50%、噪声占 65%、出行不便占 55%、工程渣土占 40%、生产生活废水占 25%、

农业生产及其他各占 15%。 

（5）60%的被调查团体认为本工程施工对其生活影响不大，20%的被调查团体认

为本工程施工对其生活无影响，15%的被调查团体认为影响大，另有 5%的被调查团

体认为无所谓。 

（6）被调查团体认为本工程建设后对周围环境的最大影响分别为：水环境占

45%、生态环境占 40%、声环境占 15%、其他占 15%。 

（7）80%的被调查团体认为本工程建成后有益于当地经济发展，10%的被调查团

体表示不清楚本工程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10%的被调查团体认为不利于当地经

济的发展。 

（8）85%的被调查团体支持进行工程建设，10%的被调查团体表示有条件支持

5%的被调查团体对该工程建设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 

（9）被调查团体对本工程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①在

工程施工中，注意安全小心为主，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确保万无一失；②对于因工程

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及时采取措施予以修复；③妥善处置大量工程渣土、为施工场地附

近的居民提供方便的出行条件。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87 
 

13.6 公示结果统计与分析 

在报纸公示和互联网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本工程建设

的其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说明公众对本工程的建设表示认同或不介意，不存在反对

意见。 

13.7 公众参与工作与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 

本次书面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主要是工程周边的 13 个行政村的居民和工程周边相

关单位，本次调查覆盖工程评价范围内的全部敏感目标，符合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上海市环保局《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2013 年版）》（沪环保评[2013]201 号）的有关要求，并与

其中的相关规定具有较好的相符性。公众参与工作与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3.7-1。 

表 13.7-1   公众参与工作符合性分析 

序号 指导意见要求 本项目实施情况 符合性分析 

1 
书面问卷调查表

的总数及回收率 

发放数量 190 份，回收 182

份，回收率为 95.8% 

可能存在较大环境风险或影响的建设项目，书面

问卷调查表的发放总数应不少于 150 份，回收的

有效书面问卷调查表比例应不低于 80%。 

2 
评价范围内敏感

目标覆盖率 
敏感目标覆盖率 100% 

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书面问卷调查的覆盖率应不

低于 70%。本工程公众参与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工

程周边的 4 个镇 13 个行政村计 32 个居民点以及

上海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上海松江自来水有限

公司、上海金山自来水有限公司、松浦原水厂。

3 

敏感目标问卷发

放量、占总发放

量比例及回收比

例 

敏感目标发放量 190 份，占

发放总数比例 100%；回收

182 份，回收率为 95.8%

对敏感目标发放问卷调查数量占总发放总数比例

不低于 70%，回收比例应不低于 70%。符合沪环保

评[2013]201 号文的有关规定。 

4 网上公示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

上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上海环境热线进

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  

在承担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编制任务 7日后，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进行第一

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在报告书基本

完成后，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

同时提供公众可查阅的报告书简本。符合沪环保

评[2013]201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5 
当地报纸等媒体

公告 

2014 年 6 月 9 日~6 月 10

日分别在金山报、青浦报、

松江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符合上海市环保局沪环保评[2013]201号文中“环

评报告书编制基本完成后，在该项目评价范围所

涉及区（县）报纸等公共媒体发布信息公告”的

有关规定。 

6 

基层组织宣传栏

中进行信息公告

（如有） 

2014年 6月 11日在青浦区

练塘镇叶港村村委会、青浦

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

符合沪环保评[2013]201 号文“必要时对铁路、

道路及桥梁、轨道交通......，还应可在评价范

围内的拟建项目周围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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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导意见要求 本项目实施情况 符合性分析 

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

镇泖新村（原古松村）村委

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

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东

夏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

徐厍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

镇范家村村委会、松江区泖

港镇泖港村村委会、松江区

泖港镇新建村村委会、松江

区叶榭镇四村村村委会、松

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委会、

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村委

会、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村

委会进行现场公示同时提

供环评报告供公众查阅 

目标等处以张贴布告的形式同步发布信息公告公

布相关信息，并在公告张贴处提供环评文件第二

次公示内容书目文本，供公众查阅”的相关要求。

 

13.8 公众意见的采纳及回应 

对于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取得的公众意见和建议，本评价在环评报告相关篇章的

编制过程中均给予了充分考虑和采纳，现逐条回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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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1   公众有条件支持意见采纳及回应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支持条件 回访与否 
回访后

态度 
建设单位

采纳与否
建设单位回应 

1 
松江区泖港镇

范家村民委员

会 
57861425 

现在在黄浦江的水

质比以前差需要引

进 
无人接听 / / / 

2 
松江区叶榭镇

四村村村民委

员会 
57884988 

这是利民工程，对

以后村民，当地生

活有长远利益 
/ / / / 

3 沈国红 15821842469
该工程对生活没有

太大影响 
已回访 /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

运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

中提出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

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4 姚永峰 13918142961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5 姚华根 15221082033
希望工程对居民日

常生活没有影响 
已回访 /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

运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

中提出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

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6 朱剑凌 18917360712 未填 无人接听 / / / 
7 陆林根 13482613631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8 陈蕴章 13816400447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9 邱云斗 13761721983
尽最低限度减少居

民出行及噪声粉尘

等影响 
已回访 /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

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

出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10 顾红娣 18916174245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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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支持条件 回访与否 
回访后

态度 
建设单位

采纳与否
建设单位回应 

11 卫君鹰 15801770455
工程对居民的生活

没有太大影响 
已回访 /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

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

出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12 蒋新根 18939823969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13 张寿方 18019107958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14 陈又弟 18916068005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15 宋兴君 13816814339
希望不影响居民生

活，出行方便 
已回访 /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

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

出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16 吴松富 57754909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17 金仙美 13761953845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18 金建梅 15102149812
工程能改善居民饮

用水质量 
已回访 / 采纳 

本工程为城市供水项目，具有明

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 沈林弟 13122970855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20 沈玉才 13816402114 未填 已回访 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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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2   其他建议采纳及回应情况一览表 

序号 公众名单 联系电话 
对本项目的

态度 
建议和意见 

建设单位

采纳与否
建设单位回应 

1 胡仁良 13818925730 无所谓 交通，水源保护加强 采纳 

（1）为进一步将工程区域企业、居民生活和交通的影响程度降至最

低，一方面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另一方面施工单

位根据工程建设进度，与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运输部门一起制定运输

计划，从车型的配置，车辆的调度、行驶路线的确定、运输时段的安

排等做出详细部署，使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减少到最小。（2）
本工程将施工基地布置在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以外的

区域，施工污废水经基地内的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

工”相关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

冲洗，多余水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
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

护区以外的河道中。此外，对于布置于准保护区内的施工基地产生的

各种固废即产即清，确保不对水源保护区河道水质产生影响。 

2 蒋天明 13818196979 支持 
如碰到本地区水道路

电等设施，必须做好对

广大群众的必要补偿

不采纳 与环境保护无关 

3 王国林 18918356327 支持 
希望把工作做好，保证

污染不外流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出

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沈明茅 13818193189 支持 
支持该工程实施，施工

期间请尽量减少影响

百姓生活的施工方法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出

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14 
松江区石湖荡镇

东夏村民委员会 
57754004 支持 

在工程施工中，注意安

全小心为主，防止意外
采纳 

建设单位应委托施工经验丰富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杜绝施工事故发

生。工程施工前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学习、培训，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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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众名单 联系电话 
对本项目的

态度 
建议和意见 

建设单位

采纳与否
建设单位回应 

事件发生，确保万无一

失 
提高操作水平。 

15 松浦原水厂 
xukunzhang@1

63.com 
支持 

希望施工时能做好各

项防护措施，尽量减少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采纳 
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承诺工程运行期会严格遵守环评报告书中提出

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16 
松江区泖港镇范

家村民委员会
57861425 有条件支持 文明施工 采纳 

建设单位加强施工期管理，工程施工前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学习、培训，

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提高操作水平，做到文明和谐施工 
17 

松江区叶榭镇四

村村村民委员会 
57884988 有条件支持 和谐施工 采纳 

19 
上海松江自来水

公司 
57705529 支持 

妥善处置大量工程渣

土 
采纳 开挖土按照渣土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 

20 
松江区泖港镇徐

厍村村民委员会 
57872166 支持 

尽量做好工程前期的

宣传工作，便于老百姓

的理解 
采纳 

本评价于 2014 年 0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上进

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在完成报告书初稿基础上，于 2014 年 0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上海环境热线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2014
年 6 月 11 日在各村委会张贴现场公示，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公众查

阅。2014 年 6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10 日分别在金山报、青浦报、松

江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21 
上海松江区林业

站 
67650253 支持 

对于因工程而导致的

生态环境破坏及时采

取措施予以修复 
采纳 

工程合理选择各类临时施工占地、临时施工便道、临时堆土场，尽量

少占用农田，不得侵占基本农田。对临时占用耕地的，应剥离表土另

外堆存，待工程结束后，平整土地，清理地表碎石杂物等，然后回填

表土复耕。对临时占用未利用地，施工后应恢复原貌或进行植被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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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将上述相关公众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就公众提出的担心

施工期环境污染、担心污染水源地水质，影响人居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健康、、

减少施工过程中各类污染（废水、废渣、扬尘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加强部门

工程管理，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施工，将施工期对居民的影响降至最低等关于工程

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建设单位作了充分沟通。建设单位表示将

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尽可能减小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

响，保护好公众切实的环境利益，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使本工程获得更高

的公众支持率。 

13.9 本章小结 

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依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98 号）和上海市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

（沪环保管〔2010〕38 号）以及《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

意见（2013 年版）》（沪环保评[2013]201 号）要求进行了公示和征求公众意见。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上进行了第

一次网上公示。在完成报告书初稿基础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上海环境热线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现场公示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进行，张

贴地点为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村委会、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原古松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村委会、松

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

镇四村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村委会、松

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村委会，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公众查阅。2014 年 6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10 日分别在金山报、青浦报、松江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二次公示有效期满后，我院张鑫等同志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2014 年 7 月 25

日和 2014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期间，对工程区周边的村镇居民进行

了两次问卷调查，并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受调查单位或个人查阅。本次调查共

发放团体意见调查问卷 2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0 份，回收率为 100%。共发

放个人意见调查表 1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5.8%。其中敏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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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家港村、叶厍村、泖新村、汤家栅、杨思泾、旺四泾、新姚村、姚家村、北

新村、夏圩、黄泥泾、东湾巷、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顾家埭、陈家埭、石

河泾、庄行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黄家埭、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孙家

宅、孙家浜、陈家埭、宋家埭和川堂房共发放个人调查问卷 190 份，共发放问卷

190 份，占发放总数比例 100%；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5.8%，敏感

目标覆盖率为 100%。调查对象样本数符合《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

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沪环保管〔2010〕38 号）以及《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2013 年版）》（沪环保评[2013]201 号）中问卷调查要求。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调查的规定进行，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具有合法性。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发

放、调查范围均符合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2013 年版）》

的问卷调查要求。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过程、时间、公示内容、调查内容完全按

照上海市对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进行，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内容有效。公众参

与调查问卷均是被调查对象主动、自愿填写的，能真实反映公众意愿，本次公众

参与调查结果真实。因此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符合合法性、代表性、

有效性和真实性的要求。 

从公众参与调查的过程及结果来看，本工程所在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 81.32%的被调查者支持工程建设，9.89%的被调查者表示

有条件支持，8.79%的被调查者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分别

有 85%的被调查团体支持进行工程建设，10%的被调查团体表示有条件支持 5%

的被调查团体对该工程建设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工程实施

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造福于百姓。因此，公众对本工

程建设表示关心、理解和支持，公众总体支持率较高。支持本工程建设的调查对

象认为本工程实施后，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百姓。 

公众对于本工程建设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施工过程中各类污染（废水、废

渣、扬尘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担心污染水源地水质、担心影响人居生活环境

和生态环境健康等。 

对于公众提出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表示采纳并在项目管理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95 
 

中落实，尽可能减小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保护好公众切实的环境利益，满足

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使本工程获得更高的公众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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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4.1 环保投资估算 

本工程属市政输水管线工程，按现行材料、设备价格、监测费用标准、设计

咨询收费标准、人员工资水平等，针对所提出的环境保护和环境补偿措施，估算

工程环境保护总投资为 1514.76 万元，不包括顶管泥水处理系统的费用和绿化费

用，该费用已列入工程投资，此外，施工临时便道 150 万元的占地补偿经费也列

入工程投资中。本工程环保投资具体内容见表 14.1-1。 

表 14.1-1    工程环保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 投资(万元) 备注 
一 环境监测措施 279.55  
1 水环境监测费 158.75  
2 噪声监测费 19.20  
3 大气环境监测费 48.78  
4 生态环境监测费 49.82  
5 卫生防疫监测 3.00  
二 环境保护临时措施 548.43  
1 生产废水处理 321.83  
2 生活污水处理 87.10  
3 环境空气质量控制 12.00  
4 声环境质量控制 30.00  
5 固体废弃物处置费 94.50  
6 人群健康保护费 3.00  
三 环境保护独立费用 549.08  
1 环境保护建设管理费 191.40  
2 环境监理费 100.00  
3 科研勘测设计咨询费 257.68  

一至三部分之和 1377.05  
四 基本预备费 137.71 按一～三项的 10％计 
合计 静态总投资 1514.76  

14.2 社会经济效益 

（1）是实现并完善上海市“两江并举、多源互补”供水水源地规划格局的

重要举措 

按照“两江并举、多源互补”的总体思路，上海的供水水源地规划基本格局

为：在黄浦江上游和长江口建设水量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易于集中保护、安全稳

定可靠的供水水源地，实现水源就近供水、经济合理的系统格局。本工程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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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黄浦江上游五区的原水系统进行优化，符合相关原水规划及政策，整合黄浦

江上游水资源配置，是实现并完善上海市“两江并举、多源互补”供水水源地规

划格局的重要举措。 

（2）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的《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沪府[2013]97 号）,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主要向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和闵行（部分）等西南五区（以

下简称西南五区）供应原水，将形成“一线、两点、三站”的黄浦江上游原水供

应格局，本工程建成后将太浦河金泽水库和黄浦江松浦原水厂两点水源地通过连

通管道进行互联互通，在任一水源发生水质污染或连通管道断管的事故条件下，

均可通过另一水源的供应，大大提升五区原水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的安全保障能

力。 

14.3 环境效益 

（1）有利于改善和稳定西南五区原水水质的需要 

根据资料显示，太浦河金泽段水源水质总体好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各类指

标优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建设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工程，以太浦河金泽段为

供水主导水源，可改善上游五区的水源水质，同时，通过建设金泽水库的生态净

化功能进一步稳定原水水质，使得五区的原水水质更加得到保障。 

（2）合理归并分散取水口、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的需要 

西南五区各区的取水口分散独立且“一区一点”的原水供应模式，增加了水

质污染风险发生机率，很难实施统一调度与互相支援，更为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

增加了难度。合理归并分散取水口，可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进一步加

强对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的需要。 

14.4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工程环境损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施工期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泥浆废水、

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维修和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另外大量施工人员所排放

的生活污水将对项目区附近河道等水体的水质带来一定的污染影响；施工机械等

工作时排放的废气以及裸露地面及部分原料堆场在风的作用下产生的扬尘；原材

料运输引起的交通噪声和施工机械等工作时发出的噪声；居住生活在现场的施工

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渣。运行期的环境影响主要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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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以及水泵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污染。但是从总体

上来说上述这些影响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影响程度也不严重，通过加强管理

严格执行各项有关规定，可以把对工程建设地区环境的影响控制在较短的时间、

较小的范围内和比较轻的程度上，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本工程是上海市重要的城市供水设施工程，工程运行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明显。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后，可减免工程所造成的影响，确保环境效

益的发挥。 

总体来看，本工程建成运行后将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的要求，

提高西南五区水源地安全保障能力、改善原水水质的要求，提高中心城区事故时

的应急响应能力，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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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结论与建议 

15.1 评价结论 

15.1.1 工程概况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和松江区。工程建设规模

为输送原水 351 万 m3/d，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DN3600~4000 的单管原水管线

41.8km（DN4000 原水管 18.2km，DN3800 原水管 15.9km，DN3600 原水管

7.7km），新建松江中途泵站一座（设计规模 240 万 m3/d），新建青浦分水点、

松江分水点（在松江中途泵站内）、金山分水点、闵奉分水点以及配套的电气、

自控等附属设施。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438895.48 万元。 

本工程位于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其中青浦分水点占地面积

0.4hm2（全部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松江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4.71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42hm2，二级保护区 4.29hm2），

金山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42hm2（其中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37hm2，二级保护区 0.05hm2），闵奉分水点占地面积为 0.5hm2（全部位于黄浦

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原水管长 41.8km，其中穿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约 5.31km（太浦河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1.5km，斜塘取水口一级保

护区 0.88km，金山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2.06km，松浦大桥取水口一级保护区

0.87km），穿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约 36.49km。 

15.1.2 工程分析 

15.1.2.1 与规划的相符性 

本工程为城市供水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

中的鼓励类项目，其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本工程建成可将青浦、金山、

松江、奉贤、闵行等西南五区原水上移至金泽水库取水，解决黄浦江上游取水口

实施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封闭管理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高西南五区的水源安

全保障能力，符合《上海市供水专业规划》和《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规划》的要求。

本工程属于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建设项目，工程建设不增设排污口，通

过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程建设符合《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09.12）的相关规定。此外，本工程管线敷设采用顶管施工方法，设在现有

河道河底高程以下，不占用河道和湿地，也不穿越现有航道的内河码头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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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港区，工程建设与《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湿地保护与恢复规划

(2006-2015)》、上海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修订报告）》和《上海市内河港区规划》

相符。 

15.1.2.2 施工期污染源 

施工期水污染源包括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两部分。本工程原水管线采用

顶管施工，泥浆废水排放量约为 25.08 万 m3。工作井施工产生泥浆废水约 3.45

万 m3。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过程中将产生少量含油废水，约 5.103 万 m3。试压

清管水量约 48.7 万 m3。管道冲洗水量约 52.5 万 m3。施工期生活污水排放总量

为 1.512 万 m3。 

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为各类施工机械和车辆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距声源

10m 处的噪声值为 81~90dB(A)。 

施工期固体废物有施工固废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其中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

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开挖弃土（约 3.23 万 m3）、顶管施

工产生沉淀湿土（约 33.54 万 m3）、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约 630t）和施工人员

生活垃圾（约 94.5t）。 

施工期废气主要来自各类施工机械、车辆运转产生的燃油废气和车辆行驶、

装卸、地面开挖等产生的扬尘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扬尘。此外，钢管在焊接

过程中也产生一定量的焊接烟尘。根据青草沙长江原水过江管工程施工经验数

据，扬尘产生量约 200kg/d。施工燃油机械和运输车辆运作过程中将产生含 NOx、

SO2 等废气。根据《工业交通环保概论（王肇润编著）》，每耗 1L 油料，排放空

气污染物 NOx 9g，SO2 3.24g。本工程每天施工燃油机械和运输车辆运转过程需

要消耗 80 L 柴油，因此每天排放 NOx 720g，SO2 259.2g。工程钢管在焊接过程

中产生焊接烟尘，为间歇性无组织排放，根据《焊接车间环境污染及控制技术进

展》（孙大光等），焊接烟尘的产生量为 6~8g/kg 焊条。 

15.1.2.3 运行期污染源 

（1）水环境 

本工程运行期生产废水主要来自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和

闵奉分水点中补压塔的每日换水，年换水量为各分水点和泵站设计能力的 1%，

则青浦分水点、松江中途泵站、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补压塔的日换水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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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8t、65.7t、13.7t 和 30.1t。另外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也排放一定量的生活

污水，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2.8t/d。 

（2）环境空气 

本工程对环境空气的主要影响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油烟废气。 

（3）声环境 

本工程运行期声环境影响主要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卧式离心泵、立式混流泵产

生的噪声。噪声源强约为 65～74dB(A)。 

（4）固体废物 

本工程建成投产后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

圾，约为 17.5kg/d。 

15.1.3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1）水环境 

①地表水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4 月在工程所在区域开展了 1 期地表水监测，共布置

7 个监测断面，分别位于金泽水库取水口、八百亩桥、丁栅闸、夏字圩、三角渡、

松浦大桥和泖港大桥。 

从各断面监测结果，溶解氧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25%~88%，7 个断面中

丁栅闸、夏字圩断面溶解氧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88%和 82%，泖港断面

溶解氧Ⅱ类水达标率仅 25%，泖港至下游松浦大桥断面，溶解氧达标率有所回升，

达 70%。 

氨氮的Ⅱ类水达标率偏低，在 1%~9%之间，7 个断面中丁栅闸断面氨氮Ⅱ

类水达标率较高，为 19%，其余断面达标率不足 10%。 

化学需氧量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1%~43%，7 个断面中八百亩、夏字圩断

面化学需氧量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34%和 43%，丁栅闸断面化学需氧量

Ⅱ类水达标率仅 1%。 

总磷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0%~75%，7 个断面中位于上游的金泽、八百亩

和丁栅闸断面总磷Ⅱ类水达标率较高，分别达 62%、49%和 75%，泖港 68 个监

测频次中总磷指标浓度均不符合Ⅱ类水限值，松浦大桥断面达标率仅 1%。 

五日生活需氧量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1%~96%，石油类的Ⅱ类水达标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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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 52%~100%，挥发酚的Ⅱ类水达标率范围在 78%~100%，其余指标的Ⅱ类水

达标率均达到 100%。 

②地下水 

本评价在工程区域布设了 7 口潜水监测井，并分别于 2014 年 3 月和 6 月对

地下水进行了枯水期和丰水期两期采样监测，监测指标主要为 pH、铬（六价）、

镉、铅、砷、汞、锌、挥发性酚类、氨氮、亚硝酸盐、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

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和铁共 16 项。监测结果显示，枯水期 pH、汞、铅、镉、

砷、锌、铬（六价）、挥发性酚类、硝酸盐、氯化物、硫酸盐及铁均能满足地下

水 III 类水质水平，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能满足地下水 IV 类水质水平。仅在个别

井位检出的亚硝酸盐和总硬度处于地下水 V 类水质水平。丰水期 pH、铬（六价）、

镉、铅、砷、汞、锌、挥发性酚类、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总硬度、氯化物及

硫酸盐均能满足地下水 III 类水质水平，亚硝酸盐、氨氮及铁能满足地下水 IV 类

水质水平。 

部分点位地下水中的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浓度较高可能与区域地表水受污

染有关。部分点位地下水中亚硝酸盐浓度偏高，这可能与场地历史上农业活动中

长期使用含氮化肥农药有关。区域地下水中检出的铁和总硬度浓度普遍偏高，部

分点位地下水中总硬度处于 V 类水质水平，这可能与区域潜水层地下水中铁、

钙、镁等离子的本底水平较高有关。 

总体上，工程所在地潜水层地下水环境质量良好，主要污染物为亚硝酸盐及

总硬度。枯水期和丰水期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水平总体保持一致，无明显变化。 

（2）声环境 

本工程所在区域噪声本底值较低，各声环境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划标准要求，工程区域

声环境质量良好。 

（3）土壤 

工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总体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二级标准。砷、铜、铅和汞等 4 个指标在 10 个监测点位均满足一级标准；镉指

标在 3 个监测点位符合二级标准，其余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铬指标在 4 个监

测点位符合二级标准，其余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镍指标在 2 个监测点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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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准，其余监测点位满足一级标准；锌指标在 2 个监测点位符合一级标准，

其余监测点位满足二级标准。 

（4）空气环境 

在空气环境现状监测期间，SO2、NO2 小时平均浓度指标全部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SO2、NO2 日平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PM10、TSP 日均浓度指标全部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工程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良好。 

（5）生态环境 

本次评价于 2014 年 3 月上旬开展一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工作，调查期间共

记录高等植物共 33 种，分 23 科 33 属。其中以禾本科、豆科、菊科种类居多，

以樟科、十字花科数量最多。浮游植物 7 门 44 属 93 种，以绿藻门和硅藻门的种

类相对较多，6 个点位 Shannon-wiener 生物多样性指数（H）均在 3 以上，Pielou

均匀度指数（e）在 0.799-0.845 之间，水质等级可以被评价为轻污染或清洁；6

个采样点的叶绿素 a 在 3.13mg/m3~6.15mg/m3 之间，S4 为贫营养型，其余均为中

营养型。浮游动物 17 种，其中轮虫类、枝角类、桡足类及其它分别检出有 12

种、1 种、3 种和 1 种，6 个监测点生物多样性指数 H 值在 1.84~3.20 之间，S1

为无污染或清洁，S2~S6 水质等级均为中污染状态；从底泥样品中共检出大型底

栖无脊椎动物 3 种，种类组成相对较为贫乏，除 S6 点监测点位的 G.B.I 值为 0.5

外，其余点位 G.B.I 值均为 1，评价结果为清洁或轻污染。水生调查点 S2~S6 由

于水流较大，冲刷强烈，近岸河道无浅滩可供水生植物生长，仅有水生调查点

S1 周围有挺水植物芦苇生长。冬季芦苇生物量干重约为 1450g/m2，调查点周围

芦苇覆盖面积约 85m2，区域周边水生高等植物量共计 123.25kg。2013 年 11 月黄

浦江及其上游支流调查共采集到物种 30 种，其中鱼类 24 种，贝类、虾类和蟹类

各 2 种；太浦河相关 2 个点位共采集到物种 8 种，其中鱼类 5 种，其它黄蚬、三

角帆蚌、日本沼虾等 3 种。根据区域历史资料，工程所在区域内，鸟类有雁、燕

子、鹌鹑、鸽、雀、斑鸠、画眉、白头翁、鸬鹚、黄鹂、啄木鸟、乌鸦、喜鹊、

杜鹃等；两栖动物有泽蛙、金钱蛙、黑斑蛙、蟾蜍；爬行动物有青梢蛇、四脚蛇、

壁虎、龟、鳖等；野生兽类主要有褐家鼠、小家鼠、铁鼠、蝙蝠、黄鼬等。但本

次调查并未发现野生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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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域土地利用类型较为简单，农业用地、水域、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是

主要的土地利用形式。生态系统组成方面，主要以农田生态系统、人工林生态系

统、近自然林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为主。区域内各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干扰、

管理程度高，但由于区域位于水源地保护区，保护强度较高，植被覆盖率高，河

流水质较好，总体各群落结构完善，生态系统发育良好。虽然区域自然系统恢复

稳定性较弱，阻抗稳定性不高，但区域整体陆生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 

总体而言，调查区域由于受到城镇化进程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系统出现

一定退化趋势，自然结构与功能受到干扰，区域生态环境呈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

态势。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土壤污染和退化、生

态系统脆弱化和退化等。 

15.1.4 施工期环境影响主要评价结论 
15.1.4.1 地表水环境影响 

（1）生产废水 

根据工程分析，本工程施工生产废水主要有原水管线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工

作井施工泥浆废水及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 

本工程全线采用顶管的方式，顶管过程中将采用在管子和土层之间的空隙中

压入润滑介质的方式以降低顶进阻力，所用润滑介质的主要成分是膨润土和少量

的添加剂（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其成分无毒无害，不会对水体（及土壤）造

成污染。顶管施工泥浆废水的污染物主要为高浓度的 SS。顶管施工中的泥浆部

分循环使用，其余通过泥水输送系统送至地面泥水处理场脱水处理，循环利用率

可达到 80%，预计泥浆废水的排放量约 25.08 万 m3。同时工作井围护施工产生

的泥浆废水量约 3.45 万 m3。上述泥浆废水在收集和处置过程中若因操作不善或

泥浆废水未经处理任意排放，将对周边环境和受纳水体的水质产生影响，造成局

部水域 SS 含量明显上升。施工机械和车辆在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含油冲洗废

水，上述含油污废水若直接排放进入附近水体，将会引起局部水域石油类含量上

升，影响水体水质。 

泥浆废水通过泵抽排至位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以外的

施工基地内，与其它施工生产废水一起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相关标准后回用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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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

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不会对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生活污水 

本工程施工生活污水来自施工场地临时生活区的粪尿、食堂、公用设施等。

据工程分析，工程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24m3/d。施工临时生活区布置在黄浦江上

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的施工场地内，在对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并采用一体化成套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处 理 达 到 《 城 市 污 水 再 生 利 用  城 市 杂 用 水 水 质 》

（GB/T18920-2002）中“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的相关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

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的冲洗，余水经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DB31/199-2009）中特殊水域标准后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施工现场则布置移动厕所，对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后，委托环卫部门通过抽粪车抽运处理，确保日产日清。因此，工程施工生活

污水处理达标后回用或排放，不会对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试压清管水和管道冲洗水 

本工程试压清管水量约 48.7 万 m3，管道冲洗水量约为 52.5 万 m3，SS 浓度

约 70~80mg/L。试压清管水和管道冲洗水取自黄浦江或太浦河，不添加任何试剂。

试压清管水量是在安装完工后，新装管道试压时消耗的水量。顶管施工结束后，

钢管管壁上残留了少量泥土，管道试压时管壁上的泥土经大量原水稀释后，基本

不会增加原水中 SS 的浓度，因此，试压清管水直接排入黄浦江或太浦河后对水

环境影响甚微。管道冲洗水量是指管道交付使用前（管道并网运行前）冲洗新装

安装管道时消耗的水量，管道冲洗前，试压清管已将管壁上残留的少量泥土基本

清理干净，因此，管道冲洗水直接排入黄浦江或太浦河后也基本不会对水环境产

生影响。 

15.1.4.2 地下水环境影响 

（1）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根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工程松江中途泵站进水切换井及调

节池施工过程的井点降水对周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范围有限，为基坑外 270m。

施工降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区域附近，对周边区域地下水位影响有限。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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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程施工期的时间有限，这种影响具有可逆转性，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影响会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慢慢恢复，工程施工期对地下水水位影响有限。由于施工期

各个构筑物的建设不会对工程所在区域潜水含水层形成大范围的切割，故而也不

会对区域地下水的补水、排水产生明显影响。 

同时，由于上海地区气候湿润多雨，大风日数较少，工程所在区域为水源保

护区，生态环境良好，加之工程所在区域位于乡村地区，主要为公路绿化带和农

田，基本无高大建筑物，地层所受压力有限，因此，工程的建设不会给工程所在

区域带来土壤次生荒漠化问题以及大范围的明显地面沉降问题。 

（2）对各层地下水水力联通的影响 

顶管井是可能造成微承压水与潜水水力连通的重要通道节点，因此在做好顶

管井井壁与管道间的止水工作的情况下，原水管线施工也不会导致潜水与为承压

含水层贯通。 

15.1.4.3 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1）施工机械设备产生固定、连续的噪声影响分析 

根据预测，考虑环境噪声背景值叠加影响后，昼间距离施工机械、车辆 560m

外基本可满足 1 类功能区要求，180m 外基本可满足 3 类功能区要求，100m 外基

本可满足 4a 类功能区要求；夜间距离上述施工设备 1770m 外的平均 A 声级才能

基本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功能区要求，560m 外基本

满足 3 类和 4a 功能区要求。但实际情况，由于同时作业的可能性不大，且并不

是所有的时间同时达到最大噪声影响，设备之间都有一定的分散距离，实际值要

低于预测值。另外，由于本工程作业的地形限制，作业场所在敏感点有高差、传

播路线有遮挡，每天的作业时间不连续等因素，实际影响时间、程度较预测值要

低。 

本工程施工期声环境敏感点主要为施工工作井、松江中途泵站和分水点周边

200m 范围内敏感点，由于各声环境敏感点距离施工场界较近，施工期噪声对其

影响较大，特别是夜间施工，造成各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不同程度的超标。施工

噪声使得各环境敏感目标昼间噪声超标范围为 10.2~26.0dB(A)，夜间噪声超标范

围为 20.0~36.0dB(A)，整体超标较为严重。因此，在各敏感目标处施工时，应提

前告知相关村委会和居民区，并通过采用临时隔声屏、高噪声设备分散使用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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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控制噪声污染；除混凝土连续浇筑外，应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尽可能减小对敏

感目标处的声环境影响。 

此外，工程施工中将顶管施工泥浆废水和工作井施工泥浆废水抽排至施工基

地废水处理设施过程中的泥浆泵以及施工基地一体化生活污水净化装置中的鼓

风机为高噪声设备，其运行噪声对周边敏感目标产生影响。由于本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阶段未确定施工基地的位置，因此泥浆泵和鼓风机的位置也未确定。在考

虑环境噪声背景值叠加影响后，昼间距离泥浆泵 445m、距离鼓风机 300m 外，

夜间距离泥浆泵 1405m、距离鼓风机 995m 外的平均 A 声级才能基本可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功能区要求。因此，施工时应尽量按照上

述影响分析后的达标距离进行布置定位，方能确保不会对周边敏感点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由于施工机械产生噪声的时间较短，且本工程为线性工程，对于

某一个敏感目标而言，施工时间就更短，从而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施工过程是

临时性的，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也是短期的。 

（2）施工车辆等产生的移动交通噪声影响分析 

根据预测，按 1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昼间和夜间分别对道路两侧 120m 和

31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按 3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昼间和夜间分别对

道路两侧 30m 和 10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按 4a 类标准执行，施工车辆

昼间和夜间分别对道路两侧 15m 和 100m 范围内的敏感点造成影响。 

根据工程施工组织，工程施工便道主要利用现状道路，仅在施工基地附近新

增少量便道。施工道路沿线有一定量的居民点和单位，车辆运输交通噪声将对沿

线道路两侧的居民点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车辆交通噪声影响多为瞬时性，影响

程度不大。总体来说，本工程施工期交通噪声对区域声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局部和

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污染影响也随之结束。 

15.1.4.4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施工期固体废物有施工固废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其中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

主要为工程开挖弃土、顶管产生的沉淀湿土、施工废渣和建筑垃圾等。 

（1）工程开挖弃土 

松江中途泵站、各分水点以及工作井施工过程中将产生一定量的开挖弃土，

开挖弃土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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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2）泥浆废水沉淀湿土 

顶管施工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泥浆废水，这些泥浆废水经分离后可被顶管施

工重复利用，同时沉淀产生大量的湿土，泥浆废水沉淀湿土按照《上海市建筑垃

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

响。 

（3）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 

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主要产生在场地清理、开挖、设备拆除等过程。施工废

渣和建筑垃圾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

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4）生活垃圾 

本工程施工人员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予以清

运，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15.1.4.5 施工扬尘、废气对空气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对空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扬尘（或粉尘）和各种施工机

械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以及钢管焊接烟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施工扬尘，场地

清理、土石方开挖和回填、混凝土搅拌、物料装卸和运输等施工环节均产生扬尘，

使工区及周围环境空气中总悬浮颗粒 TSP 浓度明显增加。因此，施工单位必须

采取抑尘措施，减少对周围环境及各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但工程施工对局部

环境空气造成的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污染也将随之结束。 

15.1.4.6 生态环境影响 

①陆生生态影响分析 

（a）对陆生植被的影响 

工程对陆生植被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中途泵站和分水点新征用地的植被破坏，

以及施工造成的直接、间接影响。永久占地范围内的施工会直接破坏地表植被，

使得施工区的人工栽培植被及灌草丛受到破坏，对分布格局及生物多样性均将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部分影响是不可逆的。 

工程施工临时占地区域的植被，由于运输车辆的碾压、材料堆放、建筑材料

散落后的不及时清理，可能会导致施工期结束后，植物在短期内无法自然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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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工程完工后可通过绿化工程，人工补植及时复垦，恢复原有植被，或根据

规划要求进行有效的植被建设，因此工程临时占地施工所造成植被损失总体来说

是暂时的，可逆的。此外，工程区域的珍稀植物、保护级植物为人工栽培，工程

建设对物种多样性无明显不利影响。 

（b）对陆生动物的影响 

施工期对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兽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动物栖息觅食地

所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对占地区植被的破坏和施工产生的噪声、土方周转场

的建设、施工人员和机械的干扰等，会造成栖息地面积减少、动物迁徙至附近区

域，使区域内个体数量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随着施工结束，植被的逐渐恢复、

生态环境的好转、人为干扰的逐渐减少，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兽类数量会陆

续恢复正常。 

②水生生态影响分析 

本工程管段采用顶管敷设，工程线路穿越太浦河、圆泄泾、大泖港等骨干河

道，南大港、环桥港、东塘港等内河河流，管线均深埋河道河床下，不会对河床

及底质产生扰动作用，因此，本工程顶管施工不会对水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顶管和工作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废水、以及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

其主要污染物是 SS 和石油类，上述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余水经处理达标后

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外的河道水体中，处理达标后排放

的生产废水中的 SS 和石油类对水域生态环境，尤其是对鱼类产生一定的不良影

响。由于成鱼的活动能力较强，对其的影响更多表现为“驱散效应”。对鱼卵仔鱼

而言，SS 产生可能造成其死亡，影响其存活率；其次，受施工污废水排放造成

的有机污染物浓度上升可能会降低这一水域鱼卵仔鱼和幼鱼的成活率，减少经济

鱼类成体的数量。但由于本工程生产废水处理达标后的排放量与工程周边河道最

小月平均径流量相比（污径比）很小，排放后经河道水体的稀释扩散以及生化降

解作用，施工废水排放对水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是有限和暂时的，并将随着施

工结束而消失。 

工程施工期施工机械对区域声环境造成影响，可能对施工区域河道内的底栖

生物、鱼类数量有一定影响，使其暂时逃离工程施工现场，影响随着施工结束而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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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7 对交通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施工工区附近交通、干线车流量将会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区域的陆路运输压力。同时，伴随着各种偶然因素如交通调度不善、交通事

故等，还有可能造成局部交通拥堵的现象，进而对当地居民正常的生活与出行造

成不便。 

15.1.4.8 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分析 

施工人员大量进入工区，工区是潜在的疾病流行、暴发场地，受影响的主要

人群为施工人员，也可能对附近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 

15.1.5 运行期环境影响主要评价结论 

15.1.5.1 水环境影响 

本工程属市政输水管线工程，运行期生产废水主要来自青浦分水点、松江中

途泵站、金山分水点和闵奉分水点中补压塔的每日换水，补压塔定期换水即是连

通管运行后的原水，水质同原水水质，可直接通过各分水点及泵站的雨水管道排

放至河道中，不会对河道水环境产生任何影响。 

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2.8t/d，水质简单，污水

污染物浓度符合上海市地方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DB31/445-2009）的要求。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的排入不会对松江

西部污水厂产生冲击负荷影响。因此，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纳入泵站

周边市政污水管道，最终排至松江西部污水厂集中处理是完全可行的，运行期不

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15.1.5.2 环境空气的影响 

本工程对环境空气的主要影响来自松江中途泵站厨房排放的废气。厨房废气

主要来自两个部分：燃具燃烧尾气和油烟气。厨房采用天然气或液化气为燃料，

燃烧主要产生 CO、NOX、烟尘等，燃气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基本可忽略不计。 

本工程建成后食堂产生的油烟废气经高效油烟排气罩和静电油烟净化装置

处理后高空排放，对周围空气环境无明显影响。 

15.1.5.3 声环境的影响 

根据预测，本工程松江中途泵站运行期东侧厂界、南侧厂界、西侧厂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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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区限值。

同时，松江中途泵站运行期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噪声贡献值很小，姚家村和新姚村

昼夜声环境质量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15.1.5.4 固体废物影响 

本工程建成投产后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松江中途泵站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垃

圾，约为 17.5kg/d，经统一收集至站内指定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

理，对环境卫生影响较小。 

15.1.5.5 生态环境影响 

（1）对景观生态的影响 

区域景观组分上看，农田斑块面积大，斑块数量相对较少，为景观生态系统

中的基质，水域则起到廊道作用，建筑用地、草地、林地则为主要斑块。工程导

致的区域景观生态变化主要是耕地林地转化为市政设施用地，但转化面积较小，

仅为区域总体面积的 0.04%，对区域景观生态无不良影响，工程前后景观生态无

明显变化。 

（2）对陆生生态的影响 

工程建设需新增永久占地，并在施工中临时占用部分土地，在施工期间破坏

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范围内的原有植被，但由于工程范围内主要为人工林、苗圃、

农田等，考虑工程区域占用区域植物均为常见种，因此仅在植物数量上有所损失，

不会影响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在采取必要的经济补偿以及复耕还林措施后影响不

大。工程进入运营期后对区域的陆生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 

15.1.5.6 社会环境影响 

黄浦江上游水源是上海市城市供水水源之一，但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受上游

来水污染、本地污染排放和通航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原水水质不稳定和应对突

发性水污染事故能力薄弱等问题。本工程建成后将黄浦江上游五区分散取水口

通过连通管连通，可合理归并分散取水口，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管理，进一

步加强对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保护，明显提高黄浦江上游地区原水供应安全保

障能力和应对突发水污染事故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一旦出现金山水污染

等突发事件，水务部门将及时关闭污染地取水口，借助连通管输送其他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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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水至受污染地区。 

太浦河金泽段水源水质总体好于黄浦江上游松浦段，各类指标优于黄浦江上

游松浦段。本工程建成后以太浦河金泽段为供水主导水源，可改善上游五区的水

源水质。 

因此，工程建成后可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的要求，提高西南五

区水源地安全保障能力、改善原水水质的要求，提高中心城区事故时的应急响应

能力，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1.6 环境保护措施 

15.1.6.1 施工期保护措施 

（1）地表水污染控制 

①本工程除施工管线占地外，其余所有施工设施配套占地均设置在黄浦江上

游饮用水源保护区一、二级保护区以外的区域。 

②工程管线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禁止在工程区域排放污水，禁止在水体清

洗车辆，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容器和包装器材；禁

止向工程水域水体排放其他各类可能污染水体的有毒有害物质等污染水体的一

切活动。 

③本工程施工多余泥浆废水泵抽至黄浦江饮用水源保护区一、二级保护区外

的施工基地内处理，出水应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

的冲洗等，多余部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标准。 

④本工程施工机械及车辆维护、冲洗废水先经过隔油处理后与汇同预沉池出

水一起进入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标准后回用于施工道路与工区现场的扬尘抑制、施工车辆

的冲洗，余水经处理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

殊保护水域标准后可排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

中。 

⑤本工程生活污水采用一体化生活污水净化装置处理的方案，经 A2/O 处理

技术处理后尽量回用于场地、道路冲洗、出入工区的车辆冲洗，多余水经处理达

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中的特殊保护水域标准后可排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313 
 

入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一级和二级保护区以外的河道中。 

⑥对于施工现场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采用移动厕所进行集中收集，并委托

环卫部门通过抽粪车外运处理，确保日产日清。 

（2）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尽量减少降水时间，保持降水的连续性，尽量避免间歇性和反复性的不连

续抽水。 

②在基坑开挖中保证施工机械的清洁，并严格文明、规范施工，避免油污等

跑冒滴漏进而污染地下水。 

③在开挖基坑四周设置必要的拦挡措施，避免地面降水汇集后流入基坑，导

致地面降水直接进入地下水系统。 

④降水过程中应对地下水位的变化及基坑周围地面、道路进行监测，应做好

土体变形和地面沉降观测及地面建（构）筑物的变形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明显地

面沉降问题应立即停止施工，论证采用其他施工方式的可行性。 

⑤施工基地中的污废水收集处理池应采用防渗混凝土结构，混凝土防渗等级

建议达到 P8 以上，厚度 300mm 以上，防止污染物泄漏对地下水可能产生的影

响。 

⑥输水管道材质应满足设计要求，保证管材质量；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管道铺

设的质量管理，尽可能防止管道泄漏事故发生。 

⑦加强顶管井的施工质量管理，特别是涉及河流穿越的较深的顶管井中井壁

与输水管道外壁间的密闭止水施工要求严格按照施工工艺规定实施，确保施工质

量。具体施工中可采用预埋优质防水套管、加设止水环翼、填充符合规定的填充

材料、止水环满焊等方式进行。 

（3）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①各类施工机械均应选择技术成熟、噪声小、功率小的的机型。 

②临时施工区的选址应远离居民区等声环境敏感目标。 

③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夜间连续施工必须获得批准。 

④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个人防护。 

⑤对于距离工程 200m 范围内的居民区，尽量缩短居民区附近的高强度噪声

设备的施工时间，并注意尽量避开周末和夏季午休时段的施工，减少对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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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4）空气污染控制措施 

①在施工工区靠近居民住宅附近设立简易隔离围屏，将施工工区与外环境隔

离，减少施工废气对外环境的不利影响。 

②施工期间应在物料、渣土运输车辆的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车辆驶离工

地前，应在洗车平台清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 

③施工工地内设置临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应当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④各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在进场施工前，应按有关规定，配置尾气净化装置，

确保其尾气排放可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 

⑤应严格按照《上海市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要求，根据空气重污染预

警等级启动相应的应急措施 

（5）固废污染防治 

①施工弃渣、建筑垃圾、管道施工产生沉淀湿土和开挖弃土按照《上海市建

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收集处置；施工生活垃圾经分类收

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予以清运。 

②临时堆土场其选址应布置于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二级区以外

的地区，且应远离居民区、周边河道等，临时堆土场应距离周边河道保持至少

50m 的控制间距。 

（6）生态保护措施 

①本工程施工基地、临时施工便道、临时堆土场等施工临时占地应按照少占

耕地、林地，不得侵占基本农田，应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同时避开因

工程占地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生态脆弱区等的原则进行选址布置。对临时占用

耕地的，应剥离表土另外堆存，待工程结束后，平整土地，清理地表碎石杂物等，

然后回填表土复耕。对临时占用未利用地，施工后应恢复原貌或进行植被绿化。 

②本工程施工临时构筑物在施工结束后，应将表土回填至设计高程进行土地

整治，平整后按设计覆土厚度均匀地铺垫剥离表土并及时复植绿化，形成的地表

坡度不超过 2°为宜，以保证大气降水能快速排出，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7）人群健康 

①施工前施工人员需进行健康检查，患病的人员治愈后方可进入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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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加强工区卫生防疫工作，做好卫生防疫宣传教育。 

15.1.6.2 运行期环保措施 

（1）地表水污染控制 

松江中途泵站属于松江西部污水厂服务范围，运行期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

水直接通过长约 1km 的 DN300 污水管纳入松蒸公路污水管网中。 

（2）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加强输水系统水压水流的监控及输水管线的定期巡视，发现泄漏事故应立

即抢修，防止原水泄漏带来的地下水水位上升问题。 

②管道的日常运行管理中应加强对顶管井的检查维护，定期对顶管井内的渗

水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发现井壁与输水管道外壁间有渗水情况发生应立即采取措

施予以解决，防止顶管井成为引起区域潜水含水层与微承压含水层间水力联通的

通道节点。 

（3）环境空气污染控制措施 

①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规定，本工程松江中途泵

站的厨房应在灶台上方设置油烟排气罩收集油烟，油烟排气罩带有高效油烟过滤

器，过滤后的油烟在经静电油烟净化处理后通过排油烟竖井排至食堂屋顶排放。 

②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应按照基准灶头数量对

松江中途泵站厨房的规模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

除效率和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③，本项目厨房设置的油烟集气罩及油烟净化装置应根据《饮食业环境环境

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上海市餐饮服务业环境污染管理办法》、《上海

市饮食行业环境保护设计规程》（DGJ08-110-2004)要求进行设置。 

（4）声环境减缓措施 

①工程设计时，首先应选用振动小、噪声低的设备及配套设施。 

②对水泵基础采取相应的减振降噪处理，可采用在泵进出口两端安装挠性橡

皮接头、设备基础安装防振垫等措施，有效减少设备的运行噪声。 

③将水泵设于室内，并对其进行隔声处理，运行时关闭门窗，有效减少噪声

外逸。 

（5）固体废物控制措施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316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至站内指定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处理。 

（6）输水管线和分水点控制措施 
①输水管线 
为防止在管线两侧附近进行打桩、凿井、挖坑、取土等施工行为对输水管线

的安全运行产生不利影响，运行期间应严格执行《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办法》

和上海市规划局对管线选址选线的规划意见，划定输水管道保护范围和输水管道

控制范围。输水管道保护范围为钢管及其外缘两侧各 8m 内的区域。输水管道控

制范围为保护范围两侧各 40m 内的区域。 

②分水点内调节池 

为了减少分水点内调节池周边的污染源对调节池的安全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调节池周边应该设置一定的防护距离。根据《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2006），调节池周围 10m 以内不得有化粪池、污水处理构筑物、渗水

井、垃圾堆场等污染源，调节池周围 2m 以内不得有污水管道和污染物。 

（7）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①工程结束后，施工工地及临时占用的土地应及时平整土地，种植树木、草

皮或农作物，恢复地表植被。 

②植被种植选择乡土物种和本地常见种，以尽快恢复原来的生态面貌，并为

鸟类、兽类种类数量的恢复创造条件。 

15.1.7 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依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98 号）和上海市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

（沪环保管〔2010〕38 号）以及《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

意见（2013 年版）》（沪环保评[2013]201 号）要求进行了公示和征求公众意见。 

本评价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2014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上进行了第

一次网上公示。在完成报告书初稿基础上，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2014 年 6 月 24

日上海环境热线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现场公示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进行，张

贴地点为青浦区练塘镇叶港村村委会、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练东村）村委会、

松江区石湖荡镇泖新村（原古松村）村委会、松江区石湖荡镇新姚村村委会、松

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徐厍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范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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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泖港村村委会、松江区泖港镇新建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

镇四村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委会、松江区叶榭镇团结村村委会、松

江区叶榭镇堰泾村村委会，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公众查阅。2014 年 6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10 日分别在金山报、青浦报、松江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二次公示有效期满后，我院张鑫等同志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2014 年 7 月 25

日和 2014 年 8 月 20 日~2014 年 8 月 22 日期间，对工程区周边的村镇居民进行

了两次问卷调查，并同时提供环评报告，供受调查单位或个人查阅。本次调查共

发放团体意见调查问卷 2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0 份，回收率为 100%。共发

放个人意见调查表 1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5.8%。其中敏感目

标高家港村、叶厍村、泖新村、汤家栅、杨思泾、旺四泾、新姚村、姚家村、北

新村、夏圩、黄泥泾、东湾巷、北野圩、张家厍、三家村、顾家埭、陈家埭、石

河泾、庄行浜、渔家村、塘口、沈家埭、黄家埭、东斜泾、北星、顾家角、孙家

宅、孙家浜、陈家埭、宋家埭和川堂房共发放个人调查问卷 190 份，共发放问卷

190 份，占发放总数比例 100%；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5.8%，敏感

目标覆盖率为 100%。调查对象样本数符合《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

息发布工作的通知》（沪环保管〔2010〕38 号）以及《关于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2013 年版）》（沪环保评[2013]201 号）中问卷调查要求。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调查的规定进行，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具有合法性。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的发

放、调查范围均符合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完善环评公众参与中信息发布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2013 年版）》

的问卷调查要求。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过程、时间、公示内容、调查内容完全按

照上海市对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意见进行，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内容有效。公众参

与调查问卷均是被调查对象主动、自愿填写的，能真实反映公众意愿，本次公众

参与调查结果真实。因此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符合合法性、代表性、

有效性和真实性的要求。 

从公众参与调查的过程及结果来看，本工程所在地区的公众参与程度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 81.32%的被调查者支持工程建设，9.89%的被调查者表示

有条件支持，8.79%的被调查者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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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5%的被调查团体支持进行工程建设，10%的被调查团体表示有条件支持 5%

的被调查团体对该工程建设持无所谓的态度，无调查对象持反对意见。工程实施

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造福于百姓。因此，公众对本工

程建设表示关心、理解和支持，公众总体支持率较高。支持本工程建设的调查对

象认为本工程实施后，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于百姓。 

公众对于本工程建设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施工过程中各类污染（废水、废

渣、扬尘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担心污染水源地水质、担心影响人居生活环境

和生态环境健康等。 

对于公众提出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表示采纳并在项目管理

中落实，尽可能减小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保护好公众切实的环境利益，满足

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使本工程获得更高的公众支持率。 

15.1.8 环境风险评价 

本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主要环境风险为：顶管施工产生的泥浆水事故排放风

险，施工区至施工基地的泥浆水管线泄漏风险，施工污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风

险，施工期机械车辆碰撞溢油风险，施工期顶管液压系统液压油泄漏风险，施工

期施工基地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渗漏风险，管线顶管施工对穿越防汛通道、防汛墙

和水闸的风险；运行期输水管道泄漏风险，运行期松江中途泵站切换井溢流事故

风险。这些风险事故发生后均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危害，但各风险事故发生概

率均很小，通过采取相应对策进行防范，本工程环境风险可控。 

15.1.9 环境经济损益 

本工程环境损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施工期环境影响主要表现在泥浆废水、

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维修和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另外大量施工人员所排放

的生活污水将对项目区附近河道等水体的水质带来一定的污染影响；施工机械等

工作时排放的废气以及裸露地面及部分原料堆场在风的作用下产生的扬尘；原材

料运输引起的交通噪声和施工机械等工作时发出的噪声；居住生活在现场的施工

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渣。运行期的环境影响主要为管

理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以及水泵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污染。但是从总体

上来说上述这些影响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影响程度也不严重，通过加强管理

严格执行各项有关规定，可以把对工程建设地区环境的影响控制在较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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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范围内和比较轻的程度上，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本工程是上海市重要的城市供水设施工程，工程运行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明显。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后，可减免工程所造成的影响，确保环境效

益的发挥。 

总体来看，本工程建成运行后将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的要求，

提高西南五区水源地安全保障能力、改善原水水质的要求，提高中心城区事故时

的应急响应能力，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2 综合评价结论 

本工程属市政输水管线工程，工程建设能进一步加强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

护，提升区域原水供应安全保障能力，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工程所造成的不利

环境影响主要在施工期，但这些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可逆的，可通过一定措

施予以减免，不存在影响工程实施的制约因素。建设单位必须认真落实本环评报

告中提出的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加强工程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建设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环保角度出发，项目建设可行。 

15.3 建议 

（1）施工单位应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工程废气、废水、噪

声达标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及施工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环保要求

处置，将施工期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减至最小。 

（2）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共同做好工程实施阶段

的环境保护工作。 

 



 

 

高等植物名录 

主要乔木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科 属 

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杜英科 杜英属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 枫香属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 女贞属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蔷薇科 枇杷属 
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杉科 水杉属 

无患子 Sapindus saponaria 无患子科 无患子属 
意大利杨 Populus euramevicana 杨柳科 杨属 

柳 Salix babylonica 杨柳科 柳属 
杨梅 Myrica rubra 杨梅科 杨梅属 
香樟 Cinnamomum camphor 樟科 樟属 

主要灌木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科 属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花科 海桐花属 
桂 Osmanthus fragrans 木犀科 木犀属 
山矾 Symplocos sumuntia 山矾科 山矾属 

主要草本植物、杂草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科 属 

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 大戟科  大戟属 
救荒野豌豆 Vicia sativa 豆科 野豌豆属 
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 豆科 黄芪属 
早熟禾 Poa annua 禾本科 早熟禾属 
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禾本科 小麦属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lis 禾本科 芦苇属 
茭白 Zizania latifolia 禾本科 菰属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禾本科 白茅属 

葫芦藓 Funaria hygrometrica 葫芦藓科 葫芦藓属 
东南景天 Sedum alfredii 景天科 景天属 
小飞蓬 Comnyza canadensis 菊科 飞蓬属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菊科 黄鹌菜属 
猪殃殃 Galium aparine var. tenerum 茜草科 猪殃殃属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蔷薇科 蛇莓属 
荠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十字花科 荠菜属 
油菜 Brassica napus 十字花科 芸苔属 
繁缕 Stellaria media  石竹科  繁缕属 

扶芳藤 Euonymus fortunei 卫矛科 卫矛属 
波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 玄参科 婆婆纳属 
斑种草 Bothriospermum chinense 紫草科 斑种草属 

附录 1 



 

 

各监测点位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藻种名称 拉丁名 
蓝藻门 Cyanophyta 

螺旋鱼腥藻 Anabaena spiroides 
蓝纤维藻属 Dactylococcopsis spp. 
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aeruginosa 
颤藻属 Oscillatoria spp. 
隐藻门 Cryptophyta 

尖尾蓝隐藻 Chroomonas acuta 
啮蚀隐藻 Cryptomonas erosa 
倒卵形隐藻 Cryptomonas obovata 
卵形隐藻 Cryptomonas obovata 
吻状隐藻 Cryptomonas rostrata 
裸藻门 Euglenophyta 
曲膝裸藻 Euglena ageniculata 
尖尾裸藻 Euglena axyuris 
尾裸藻 Euglena caudata 

近轴裸藻 Euglena matabilis 
绿色裸藻 Euglena viridis 
绿藻门 Chlorophyta 
集星藻 Actinastrum hantzschii 

针形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acicularis 
狭形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angustus 
卷曲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convolutus 
镰形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falcatus 
小球衣藻 Chamydomonas microsphaera 
突变衣藻 Chamydomonas mutabilis 
鼻突衣藻 Chlamydomonas proboscigera 
椭圆小球藻 Chlorella ellipsoidea 
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 

四刺顶棘藻 Chodatella auadriseta 
四角十字藻 Crucigenia quadrata 
直角十字藻 Crucigenia rectangularis 
四足十字藻 Crucigenia tetrapedia 
空球藻 Eudorina elegans 
肾形藻 Nephrocytium agardhianum 

包氏卵囊藻 Oocystis Borgei 
波吉卵囊藻 Oocystis borgei 
粗卵囊藻 Oocystis crassa 
湖生卵囊藻 Oocystis lacustris 
实球藻 Pandorina m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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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种名称 拉丁名 
单角盘星藻具孔变种 Pediastrum simplex var.duodenarium 
二角盘星藻纤维变种 Pediastrum var.gracillimum 

并联藻 Quadrigula chodatii 
双对栅藻 Scenedesmus bijuba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硬弓形藻 Schroederia robusta 
螺旋弓形藻 Schroederia spralis 
月牙藻 Selenastrum bibraianum 

微小四角藻 Tetraedron minimum 
三角四角藻 Tetraedron trigonum 
三叶四角藻 Tetraedron trilobulatum 
异刺四星藻 Tetrastrum heterocanthum 
链丝藻 Ulothrix flaccidum 

交错丝藻 Ulothrix implexa 
颤丝藻 Ulothrix oscillarina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优美曲壳藻 Achnanthes delicatula 
卵圆双眉藻带面 Amphora ovalis 
圆孔异菱藻 Anomoeoneis sphaerophora 
美丽星杆藻 Asterionella formosa 
弧形峨眉藻 Ceratoneis arcus 
何氏卵形藻 Cocconeis hustdtii 
扁圆卵形藻 Cocconeis placentula 
小环藻属 Cyclotella spp. 
近缘桥弯藻 Cymbella af finis 
新月桥弯藻 Cymbella cymbiformis 
舟形桥弯藻 Cymbella naviculiformis 
细小桥弯藻 Cymbella pusilla 
膨胀桥弯藻 Cymbella tumida 
胀大桥弯藻 Cymbella ventricosa 
短线脆杆藻 Fragilaria brevistriata 
克洛脆杆藻 Fragilaria crotomensis 
羽纹脆杆藻 Fragilaria pinnata 

缢缩异极藻头状变种 Gomphonema constrictum var.capitata 
尖布纹藻 Gyrosigma acuminatum 
模糊直链藻 Melosira ambigua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颗粒直链藻最窄变种 Melosira granulata var. angustissima 
颗粒直链藻最窄变种螺旋变形 Melosira granulata var. angustissima  f.spiralis 

直链藻属 Melosira  spp. 
变异直链藻 Melosira varians 



 

 

藻种名称 拉丁名 
隐头舟形藻 Navicula cryptocephala 
短小舟形藻 Navicula exigua 
雪生舟形藻 Navicula nivalis 
长圆舟形藻 Navicula oblonga 
扁圆舟形藻 Navicula placentula 
放射舟形藻 Navicula radiosa 
椭圆舟形藻 Navicula schonfeldii 
简单舟形藻 Navicula simplex 
线性舟形藻 Naviculag raciloides 
泉生菱形藻 Nitzschia fonticola 
线性菱形藻 Nitzschia linearis 
双头辐节藻 Stauroneis anceps 

缢二列双菱藻 Surirella biseriata var. morhpe 
线性双菱藻缢缩变种 Surirella linearis var.constricta 

尖针杆藻 Synedra acus 
近缘针杆藻 Synedra affinis 
偏突针杆藻 Synedra vaucheriae  

偏突针杆藻小头变种 Synedra vaucheriae var. capitellaia 
甲藻门 Pyrrophyta 
角甲藻 Ceratium hirundinella 
黄藻门 Xanthophyta 

近缘黄丝藻 Tribonema af fine  

 



 

 

各监测点位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种类 拉丁名 S1 S2 S3 S4 S5 S6
轮虫类        

长三肢轮虫 Filinia longisela * *  * * *
针簇多肢轮虫 Polyarthra trigla *   * * *
萼花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lyciflorus * * * * * *
矩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quadrata *   *
曲腿龟甲轮虫 Keratella valga *   

壶状臂尾轮虫 Brachionus urceus * *  * * *
镰状臂尾轮虫 Brachionus falcatus * * * *

裂足轮虫 Schizocerca diversicornis *   

裂足臂尾轮虫 Brachionus diversicornis  *  

角突臂尾轮虫 Brachionus angularis    *
前节晶囊轮虫 Asplanchna priodonta    *
花箧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psuliflorus    *

桡足类        
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 *  * *
中华哲水蚤 Sinocalanus sinensis * *  *
英勇剑水蚤 Cyclops strenuus    *

枝角类        
短尾秀体溞 Diaphanosoma brachyurum *   

其他        
桡足幼体 Copepodites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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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监测点位底栖动物名录 

种类 拉丁名 S1 S2 S3 S4 S5 S6
铜锈环棱螺 Bellamya aeruginosa *   * *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   * *
霍普水丝蚓 Limnodrilus hoffmeiste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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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类型及名称 分布范围 
面积 

（hm
2） 

备注 

河 

流 

湿 

地 

永 

久 

性 

河 

流 

大蒸塘—

园泄泾 

黄浦江源河之一，大蒸塘在

青浦区，园泄泾在松江区 
193.77  

太浦河 

黄浦江源河之一，在新池附

近从浙江流入本市，在泖岛

附近注入泖河 

255.30  

大泖港—

胥浦塘 

黄浦江源河之一，大泖港主

要位于松江和金山交界，其

余均在金山区 

196.98 含掘石港 

 



 

 

附件 1 

-~rrL~*~~~*I~~~I~CW~) 

~~~rqf1]1Jl 'a--t51f*~1t-t5 

*~~~~~-*~~~~~. ~~~m•~*m•mrr~m 

*~~~*I~~mi~C~~)~~~~W~I*.~~~~~~ 

~•m~m~~w~~~~~~~~*·~•%~•mrr~m*~~ 

~*I~~~I~C~~)~~~~W~~#~-~I*· 

__t ~:IJ~j)( J~~ilj( ~ ~~ i~ ~ 

20141¥ 2 fiJ 27 A 



 

 

附件 2 

rj7 Jk 1}- )5] : 

1? /(f ( 20 13) 97 % 

J::~mA~ifiJf.f*riPl~ 

(ttimriJ::~J}(iJ~U&~~J } B~ftt~ 

1? ;k~C201 3J893 % jc 4~ ~ o ~~ -PJf ~ , rr .U:,k/(f IFiJ ;t<< "i 1HHI _l 

* Jk ~ :!11!. jJt ;\tlj )) ( IV. T' ~ ** .. (( AAI. ~I] )) " ) ' JJ: 1* :Jt!: jt -l)p T' : 

- , __c ~ ~ 1# JJ<. JJ<. ~ :f !! fl: •· W{ :ii * :$ , ~ ~ E. :fr , ~ 'tl J& ~;~ 

alfr ' [E ~ it X. !Pf.1t ' g; -fr Pf ~ if-) AAI. ~~ § # ' ~ $f 7t f. * :ii p ~ ~ 13-' ' 

P~ rr , * ~ w 0-' {P 1t 1m :ii J:. * 11!1 * JJ<. ~ :til!,:& f!i.. JJ<. -* m .~, 1* ;r)J %J , n 

__c ;4!f r£ nH± % PT f1: ~ 'K J& ~ 1# 1~df 0 

.=. , 1hm :ii J: ihf Jk ~ :!11!. .i ~ rtD 1f 1m , -¥~ :ii , ~ w , * ~ ~ I~ H 

( -$ 7} ) ~ w * Ji_ rK ( lV- T' ~ ~t " w * Ji_ rK ") 1# s /Jf- Jk • ~~ ~~ 1# Jk ~~ 

~jg soo 7i JI.jj *I El .Al1J-A. P ~~ 950 7i A. o 
- ] -



 

~~~-~~~~~~~S~±~~~~.~W~li~~* 

;a ~ o v::~ #- -f A 1m iPf ~ 1t fP :f'~ 5i¥. *- w iR ~ o . % JfX.. ·· - t3t , .=. ,:?._ , ~ 

ft5 " if-J • 1m 1-I _1_ *- !ffi Jk :i! ~ I ~ ;f.t %J , ~ J~ iE (tiJ ~ ffi_ (tiJ §. llJ( §. ~ 41ftr 

7k o F5l fft , 1'£ A 7m iPJ dt. Jit ~ 1t j{lL ~ 5fu ffl J~ ;ff J4!J1f; Jt i~ ~a . 0( fJD 5£ 

7k ~ l1k Wg ~ o/ 1* ¥, ~. lt?tJJL 

~ ' i~ 4 15] rj1 :!t 49: .~. !};:- ~ }}._ ~ * * -$ fl ' if!-1.ft ,ffi_ ~ « *Jtl, ;ltlj » ?iffl ;t 

Wg 13 .fit fP 7J * , tii % § ~ 7t :l ·I~ ~ , 1li M 5I: 1i ;r; ~ Wff :!JY I {L ~p 1t 

i~ • 1m 1I ~ *- if!- t Jt :®. I ~ , 1± A 7m 5iiJ dt. JJt ~ 1t j;t~J ~ j1k ~ ;t i~ ;J, 

?JlL±~if.l'i~ao 

!Z9 , 1± « ~ :lt1 )) ~ ~ o/ , JI :itt - ~ 5*- 1t 1£ lf ~ !1t a ~ , 11 ~ f1J ± 

~ ;t i~ 7J * , J! - ~ fJD 5! lJ 11 ~ tJL ¥iJ JJz 1I t- , )fJf 1I Wff ~ fY;J tq :ii tdJ-

1,%] , # I5J #I :itt * 1m- fPI " m -* * fmi , ;t i~ 0 

2013 if- 10 jJ 13 B fp :1._ 

- 2 -



 
 

附件 3 

1 
To:038723200 

x~m~M~~~~T~~u~~*~~~m~I~ 

JJiEIJli$/.~tt<JtttS[ 

rP J}<. 4}. PJ : 

~~~*~«*~*~-~~~-~~~~~I~~§~ .. 
~ "* ~it~ )) ( jf * ~ ( 2 014 ) 12 7 % ) ~ #J # * ~ t& ~ . ~ ~}f 

~' ~Jlt~~D""f: -, ~~~-~,~~,.ili, OOft, ·~E~~rn~~ 

~~~~h, ft~**•~~~•~•~*~· #~~m~~ 

*~~*~~~•x@~~~~~~~-~#, ~m~•~~ 

~~~aL~~~~~~*I~~§~~~. 

=,••~~~ *I~~~~~~m~*•~*~JJ<.~~ 
~~M, ~-~ll-h , ~~~-~,~tt,~ili. ~fi,. 

••w*~~~~~; ~h~~~MC·~~&l~hlf~

~h , ~~~~~~~r ~*' ~-~-~~, ~Mm~w~ 

P<l<Je-: 1 



 

io :030723200 

~4.7~~; -~~~~~~~~·~*~M~~~M~~~ 

*~~~~, ~m~~~*' ~*~~-~w, ~Mro~w~ 

~o.4~~; ~ili~#A~hlf•~a*~' ~*ili-~r• 

JkJR~~w, ili:MJflltP.W~~ o.421~1:Pi; 1~:¥-:7!-;J<.,~,~hl-f~ 
I 

t'ib~Lk .ffl-: ~ JJ<. ~ M -#l )f ~ it ilfl iT. J¥J ~ , :UiJiJl JtJ JtE, oo ~ ~ o. s 0.\_ 

~-
.::. . *x.~i~iJVl~i~~A~~ ~:J!~Jl( 351 71 .:.!z:.1r ;~J a. Jt 

tt 1# ~-. ~ IK 6 s li Jr:Ji *.! a , if'& 11. g 6 6 .n ir. Ji * 1 a . ~ ili 
:• . 

I[ 50 Ji·J1;7J*-!B, ~ftlK 110 JJiL/i-*)13, *YtttK 60 J]}L 

7i-*J a . 
.I. ~ 3: ~ ;.t i)t fJ ~-g n- I tt :£ ~ }t i~ fJ %J--{QJ& j;Jf ;t 41. 5 

1-* DN3600-4000 Jlkfilt1. ~Jt 240 7J ir~ *I EJ ;f't1It:f 

~~~<*~*~>-~.~M~~~~~-, ~*~2~, 

~ ~*•~r~~Jk~*-~~*~' ~~E•~~~, $~. 
&rto~~~ fl.:E-. %lf. ~~2f:rliJ .. tJim~~rr"Jtt1t, 1t 
J}I~~, ~ W1 ~r~l.IJfJ J%-}t$tW~~~J1£ 1900 ~7f*-~ ~. 

~~-~-~ili···~~~~--~~~~*~~~ .. ~~
~rr1tt'-- ~~. fl.R. -t-~- rf*J~1t. Jt~J:.~~-

~-~mt&~~~43~~.A~~~·~•~*~~x 

ft~fi~~~*•~a~~. ~m~A~*~~~~~-~~ 

#J ~ ~ mt ?J<.-1f F~/R-~ • 
~~&, ~~~#~~~~~- ±~- ~~~~n, ~& 

•~- ~~-~ili- ~fi~~l~~~~~; ~~~~w~s 

2 



 

To : 030723200 

~, ~M~~~~, ~~ro~ . '~~~~*~~~~*~~ 

*' F~~~m~~-~~~ro&~~w~, *-t•~Itt 
fr*, ~~W~I, ~*m~~~*-IU~~m~; ~-~ 

~-ili·~~~-~-~Ift~~~-&--~~~ C~Ift 
PJfr·li~~ ~ *:tP1i A~1t1-t X.1~fti~~$ ilr.. 

tp ~: rirJt+f~. rP~~IJOO±*iffifoj, W£f1~U~, ~1ftir!* 

M,~~g*~'~ili~*~' ~fi~*~'*l~ 
*}ff-) rfr~~-i\.~ 

~ ~ ~-\~: 31000079454818120141A210100l 

) 



1 

 

  

高家港 叶厍村 

  

练塘敬老院 杨思泾 

  

旺四泾 新姚村 

  

姚家村 北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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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圩 黄泥泾 

  

北野圩 三家村 

  

顾家埭 陈家埭 

  

石河泾 庄行浜 



3 

 

  

塘口 沈家埭 

  

黄家埭 北星 

  

顾家角 孙家宅 

  

孙家浜 陈家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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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埭 川堂房 

  

青浦分水点 松江分水点 

  

金山分水点 金山取水口 

 

 

闵奉分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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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EJ:liJ 2014 iF 3 )=J 13 E3 o 

C2) ~r*J?J'-tff: 2014 iF 3 )=J 7 B~ 2014 iF 4 )=J 29 E3 o 



:fiH§-~~: :Ef-2014-006 

;Wr\'h ]flii'J~~ 
M~~ 

,g~J}_/}t 

*;Wati'a:J pH{][ itt 
~% 

Cmg/L) 

2014-03-7 1 7.23 0.041 0.47 408 

2014-03-7 2 7.13 0.020 2.57 363 

2014-03-7 3 7.41 0.053 1.11 548 

2014-03-7 4 7.03 0.008 0.94 330 

2014-03-7 5 7.37 0.018 1.21 490 

2014-03-7 6 7.61 0.549 2.06 410 

2014-03-7 7 7.14 0.056 2.42 594 

;Wr\'h ME~~ ~itt ~JtW5} 
*~a1i'BJ 

~% 
Cmg/L) 

2014-03-7 1 70.5 0.22 <0.0003 

2014-03-7 2 49.2 0.14 0.0006 

2014-03-7 3 54.8 0.11 0.0005 

2014-03-7 4 65.9 0.13 <0.0003 

2014-03-7 5 108 0.12 0.0005 

2014-03-7 6 139 0.07 0.0006 

2014-03-7 7 98.4 0.40 <0.0003 

~{t~ 
i%:i-~~ 

:1:1-jl::.~ liil. a-

152 4.50 

103 2.41 

82 2.19 

199 ', ,,,,: .?.:lt3,,,,...__ ' 
,;:. -~\\ \- ~~ t1 3-~,f~r/'{1~ :~ / -~~~'. .h 

.,.1'<~ .. 

1(~9 
~- : ' ~ 

I ·~ l-t7~~-
1\.. f ·-')•l 

-; f'(h ·\-.,..., I 

12 r1. ~y; 
~,f .. . 

--- __ _ .P _ 

We ;\1fl'#r 

0.23 <0.004 

0.12 <0.004 

0.19 <0.004 

0.18 <0.004 

·•·· . \ I . \ i '~. :0, ·~ 0,2..!?::_, , .. . Jlh ;~O.Q .. ~· '· ·:..· .. 
'"·'k I 

l ~-~',J - ' ' 
,_ ~ ~:~ ~~; \ 

:Q•. <0.004 -._: -•.1 

,~~1
1

9 ~ ~; { ~1 -~<~\~o5J£ 
; 

t't 

_:( 



tit~~% : Pf-2014-006 

Cmg/L) 

2014-03-7 0.0036 0.00084 <0.0001 <0.005 0.043 

2014-03-7 2 <0.0002 <0.00001 <0.0001 <0.005 0.052 

2014-03-7 3 0.0269 0.00019 <0.0001 <0.005 0.11 

2014-03-7 4 <0.0002 0.00008 <0.0001 

2014-03-7 5 0.0020 0.00015 <0.0001 

2014-03-7 6 0.0035 0.00014 <0.0001 

2014-03-7 7 <0.0002 <0.00001 <0.0001 

ff~ 
M= ,~,li$ m J~' JJ< 

*ffatrBJ 
~ -'% 

pH{J'i[ 
(mg/kg) 

2014-03-13 Tl 8.04 0.027 2.84 0.14 

2014-03-13 T2 7.69 0.012 4.41 0.11 

2014-03-13 T3 7.72 0.02() 5.43 0.19 

2014-03-13 T4 7.72 0.14 6.68 0.33 

2014-03-13 T5 8.02 0.10 2.95 0.17 

2014-03-13 T6 6.76 0.058 9.16 0.14 

20 14-03-13 T7 7.91 0.15 9.05 0.15 

2014-03-13 T8 7.38 0.14 12.6 0.22 
.-,-.J';.._ •\. 11 ·~. ~v~: r rn 

7.92 0.085 
....,.. -, ... ~\~1 ~,· ,\}[;fi t -.c.Lf t. i/ · :~ 

2014-03-13 T9 13 g-::-•_,-~ ,· ' 0.2 1 -- ?,~ :, 
.- · .. -,_;9'-J 

' 
g:~_3 9 ' 

1 

2014-03-13 TIO 7.86 0.10 il. ' 0 10' '" '\ :i;t l :v f\ -,- : 
I !; -~ . • '"! 

,, \...J. t ' i ' 



ff£ lfl- !ftlij it 1:5~ w J!S' 

*ffatri3J Wu-% (mg/kg) 

2014-03-13 T1 21.1 30.4 37.3 90.9 104 

2014-03-13 T2 23.3 24.6 34.3 80.9 Ill 

2014-03-13 T3 24.1 37.9 41.0 105 128 

2014-03-13 T4 26.2 30.2 29.8 86.2 103 

2014-03-13 T5 26.8 34.6 33.5 83.5 110 

2014-03-13 T6 24.6 31.9 44.9 96.0 105 

2014-03-13 T7 24.4 32.1 37.6 82.7 93.8 

2014-03-13 T8 29.4 30.7 39.2 79.6 100 

' 
2014-03-13 T9 25.9 32.7 39.8 "·\OQ.·r·'·...,... "1 1~ ;102 

+/.· ),',.\1 't)ii'.l' "JIJ/•'i;·. ·.~ .. • V ·. Jl, ' 

.l ,,~ ·~ ' \'·\' .. '·',/.? . 

2014-03-13 TlO 22.1 25.4 35 .8 / ~ ~,,~ ;·74 5 21:5 
~ ... ' 0·' . ' . - ~ ... · \..:' 

=t~a B Jl:Jj 2014 iF 4 JJ 30 B 



2 0 13002100 F 

~1t Jf!.{ft: _t@:!JJ ~m~ iX i± 11H R f?% 

~§~~= •mrr_rm*~~~*I~~mi~ 

iff~~~~: ___:::l: __ :lh.___."F__,l'""'-':k=---------------



l,***~*m~~~*~~m•~~o 

2, t~ ~ 3G~ 11JU, '$' ;f~, :tit rftA ~-'¥ ~ ~~ o 

3, 1~ * l5t ~ 1f16J BJzz~JJ 9JG~ m~ JB ~~~ 0 

4, ftoxt*1~*1f~l5<.., ii-T~~ut~~z a !E9+ 1i a I*J rtJ*1Jt1iJ~ili 0 

5 ' * ~~*;fJt ;fi;J fiJH lA B<J ~ E:p 14 ~ ~~ 0 

6 , * t~ * ~'*¥ ifX Y3 _tjf1f!!b ~~f~ it 1iJf Yi [)iGI*j ;J§:~~ 9=' J L.\ ?JT 1f o 

Jm 1~ ±-t!!:hb _t mntr ~ 1w ~* 3 88 % 

m~~~~~= 2oo434 

I0t*lti:5: 021-65427100 ~ 2711 

1~ ~: 021-65607379 

1fk -* A= ~*~w 



~•Mn~m*•~~*I~~mi~~~~~w~~mM~ 

I¥J ~1ittl $£ *4 0 

2. ~~mi*J~ 

c 1 ) ;f@:~L8 1ft 

~ ~LS( 1fl !=J 2013 ~ 3 JJ 7 B I¥J * tf: ,8 ;f§ ~ , 1£ :r:m § ?JT 1£:1:-th;fJJW: 
7 D:l:-fur71<.7J<.J.Vi~Wl~1t- (D1~D7), ~~~~j:f:j:f:~~'-1~ 5mo 

(2) ;f@:~~~:r:m § 

;f@:~~~JJ! I§ §15: pH, CODMn' NH3-N, N02-N, N03-N, ~:&r-ID, 

1i$, 7ft, $8-, !fW1, ~, ft, /\1fr#r, ,~,~j!Jjt, CL S042-~ 16 JJ!j~~~o 

% 

I 

2 

3 

4 

5 

6 

7 

8 

9 

IO 

II 

7J"~JT1Jr!~Jmffii*M1r~~*~~m-- ~~mJt~:1-r, w~* 3-L 

* 3-1 ;f@:~~1J¥!~[,~,* 

~Wl~J_ij! § WJ~}EjJyt ;fjf,ftE~% 

pH {_t <<7kJYJ: pH {III¥JWJ~J:E ~~It!~¥*» GB/T6920-1986 

,\M!f~ « j:: mt.JU:¥1 Jk;flf,rt£ ~ ~1J¥t ~x_!XH1 tR:~o 4m ~11ff;fg, » GB/T5750.4-2006 

~f-t4m, 
((j::$tJ\fflJJ<;flf,ftE~~jJyt 7C;ffl~~~~11ff;fjf,)) 

jH~MH~ 
GB/T5750.5-2006 

MtMtii~ 
Ul!ff 7.KJYJ:~ ~1J¥t z, =R~ llY z, M =-- -fi*J -W! ¥~ J:EY* 

Wl~ J:E?imM* )) 
DZ/T0064.64- I993 

MM.ii!i:~ <<7kJYJ: MM.ii!i:~I¥JWJ~J:E ~j~:5}:J't:J't~Y*)) HJ346-2007 

~~ « lkJJf ~ ~ B"J l9W J:E #! ~ ~fiU7Ht:J'ti3t~ >> HJ535-2009 

~fiM.ii!L11ff!J& « j:: r2itx fflJk;fg, fl ~ ~ 1J¥t 1r ;tJL 4m~it 11ff;fg, )) GB/T5750.7-2006 

;\ fJH~, ttk, 
((j::$'JXffl7](;fjf,ff£~~7J¥* ~~11ff;fjf,)) 

lfL 1~, W 
GB/T5750.6-2006 

11$ ((fi$1¥JWJ~}E @: -T~:J't:J't~Y* )) SL327 .I-2005 

7ft «7ft 1¥1 Wl~ J:E ®: -T ~ :J't:J'tlt ¥* )) SL327 .2-2005 

~btM «7kJYJ: ~bt~I¥JWJ~J:E 4-;c~*1Ht*f\:5J'-:J't:J'tlt¥*)) HJ503-2009 

. . . . ~ ........ ' 

., 

,. ':,, 



~fft~mr:m § WTmt=E~fft~Hx~ ~* 4-10 

* 4-1 -=t~fft~m1x~-~* 

ff:-'% -&:H~~fl\R~% {)(:H~% ;f:ft~~ J]Ji § 

1 pH it ( HQ30D) B-27 pH 1Ei: 

2 DR2800 PJ Jh!,)t:W;:W;J.iit B-19 ~fit 

3 TU-18 1 OD ~:9~ PJ .W,7}:Jit.7'tJ.t ~t B-24 _i.lfli~ ® :1:1- .ji'" ~ :1:1-- JllL ' Jt:l - 1IU ' ;\1fl#t 

~~w:~:"t'"'~ fi'i]]lll · Jill i"J " ' li.Ji~®!b:' ,8,1iJE[l, 
4 ~~m1£1F 198, 220 

Jtit4m,~®!b: 

5 TAS-990super [~ =p,&tJ5c)}:]lt:]ltJ.t ~t B-22 ~' !t-_:k' U}, ll 

6 @: =f~:Jlt]'tJ.tit PF6-2 B-28 ,8'*' ,8,flfll 

•, 

ff:-'% ;f:ft~~ J]Ji § ;f:ft~~A!n 

1 pHffi ~-*1~'~' !)-ili ltJ ~s .) 
~ 

2 .Ji~®!i;:, fl$, = rt:btfm llili ltJ ~s ~-*1~ ,~ 71<-' 

- w. ~: ' ~~®!b:t~~' ,8,li~J.t, Jtit ~t;ffi-W 
3 ~*~ 

4m, ~®!!;: 

4 liM~!b:, ;\1fl~, U}, tWi' We, ff ~-*1~'~' llililt.J~ 

6. ;f.ft~tl a-t fa] 

C 1) **fHt i'EJ: 2014 if 6 fJ 8 El o 

(2) ~I*J7J'-fff: 2014 if 6 fJ 8 El~ 2014 if 6 fJ 13 El 0 



1R~~%: lf-2014-008 

;W~ }[~~JH'R 
~~Jl1i!L 

,~,~ill 
**l'atrfiJ pH{!, w. 

~-'% 

(mg/L) 

2014-06-08 1 7.27 0.0060 0.72 193 

2014-06-08 2 7.35 0.0012 0.27 173 

2014-06-08 3 7.36 0.0027 0.21 250 

2014-06-08 4 7.63 0.0010 0.17 231 

2014-06-08 5 7.46 0.0012 0.21 212 

2014-06-08 6 7.51 0.069 1.22 308 

2014-06-08 7 7.69 0.069 1.64 231 

;W~ MtM1i!L ~w. ~tstlffi 
-*tFatffiJ 

~-'% 
Cmg/L) 

2014-06-08 1 126 0.05 0.0020 

2014-06-08 2 15.2 0.04 <0.0003 

2014-06-08 3 15.4 0.05 <0.0003 

2014-06-08 4 18.7 0.04 0.0016 

2014-06-08 5 43.2 0.05 <0.0003 

2014-06-08 6 40.7 0.16 <0.0003 

2014-06-08 7 38.4 0.21 0.0004 

iR1t~ 
i'8'ifl~ 

1i!L:tlr~ 

59.1 2.92 

33.5 2.15 

57.2 1.58 

27.9 1.19 
- -- ~-

51 1~;~ ;n ,· ~ ~: ... ...:.~; 
. ~::~~~~\\~ 1 1 \{. w-pJIJ.i ~ 

.... 

{62!/\ 
-'· 

1.92 
(. == ·~ -

~6 t~ {~lj .:tr-·8$fl t~ · 
' ' ~- · 

!fk ;\{if~ 

0.17 <0.004 

0.92 <0.004 

0.82 <0.004 

0.19 <0.004 

0.64 ~ .. <0.004 '• ., 
.. ' - •. ~ j l.\, - •. 

1.08 . ' <~ 
~~ ...... ~~-:\ , I'· :,.\· 1 

\\ ~· hr IJ: f 
~:~~~0 ) ' 0¥ ·1:c !,; ,. 

uf~ <0.004 

\~~: · ·. :J--; 
' : .. :; ' , 

·--- 'T· 

·-· 

'J! . ~~ ,,. 
'<'_;);;·; 

r· 
{• \: ,. 

l d --, 

-



tit~~%: J-f-2014-008 

;ff~ ~$ = 71<. 1M3 lfl- If¥ 
*ff:ati'SJ 

~-'% 
Cmg/L) 

2014-06-08 1 0.0003 0.00011 <0.0001 <0.005 <0.010 

2014-06-08 2 0.0012 0.00005 0.0001 <0.005 0.015 

2014-06-08 3 0.0006 0.00006 0.0001 <0.005 0.019 

2014-06-08 4 <0.0002 0.00007 <0.0001 <0.005 0.012 

2014-06-08 5 0.0005 0.00010 0.0001 <0.,90~;,~; ' ·; r;:; f:·D . .p 15, ..,, 
.1. '" · ' ~ ,. I I. , -: T•7 . 

2014-06-08 6 0.0027 0.00011 0.0002 
./ &l(j~;)vJ...•,, ' I . '•l'lw:.L ·;};:t' ,_r, ~ 
f ":<,~"' . 5 0.0 <?if:: ... ~ 

2014-06-08 7 0.0007 0.00009 <0.0001 ~;-;0, < ' <0.09,§ .','i]t! +. &,0~~ c:-- / 

'~P" 
·.( ,-n r,.~ ,/ . \ .; 

• . .. .. <'J . -, 

:t~~ B :J!Jj 2014 if 6 jj 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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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f1A; 
2012091059U 

±111 :11~ 

~i!M~~Ij 

EDD35G001374b 

.LmnJJ~fu'~ 388 % 

J:f~lliFr 

2014 :¥ 06 J1 01-05 B 
~~WBAA: 

2014:¥ 06 Jj 07-08 El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BAA: 

2014 :¥ 06 J1 01-05 B 
2014 :¥ 06 J1 07-08 B 

Complamt call. 0755-33681700 Complaint E-mail: complaint@cti-cert.com E-ma1l:mfo@ct1-cert com 

No. 1-758048301 
r;;;;.., H , n e 

~_) 400-6788-333 
www.ct1-cert.com 

~ 



• 
CTI $ ~nm ~ ~nm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DD35GOO 1374b 

J~§~f$ 

J~ §±ll!.:tlt 
:aJ.m:'g:EJ~Al\J.tlj;illf~~ 

...t iHI: mW¥m JR 

;t:~W!~ r.?: m~ 3::~%¥£'li 

it:i*7!~ 5#JYi'i' 129m 

~*mf% 6#JYi'i' 45m 

?.1b*m~ 7#JYi'i' 175m 

llf~H 

~ii~*lliG 
mwrH 
rjj*IJ 
;j:h,~,¥£ 

a£01¥£ 
Wf~6H 

~*m~ s#JY!"g 129m ooAa 
~*m~ 6#JYi"g 45m 

;Elj*m~ 7#TY!"f 175m 

llf~H 

~ii~*lliG 
¥9DWI-H 
yj]*IJ 
;fil.EB¥£ '?1);~\~ 

af!ZY& 

Wf~6H 

*¥fA: ~Ji;W~~B, ~il.f, if.:Eif*, 3:1!1\* 
iP.{fl: dB (A ) 

~~WBM fftwwatrBJ 
fft~~ta~ 

~ 
52.6 

1 0:4()-11 :40 52.8 

2014.06.01 52.1 

13:0()-14:00 51.7 

13:4()-14:40 51.6 

2014.06.07 09:3()-09:50 54.1 

09:0()-10:00 52.6 

2014.06.02 09:2()-1 0:20 53.7 

1 0:3()-11 :30 52.1 

2014.06.04 14:3()-15:30 51.9 

43.6 

2014.06.01 23:3()-00:30 43.1 

43.2 

2014.06.02 
00:5()-01:50 42.7 

01 :2()-02:20 42.6 

2014.06.07 22:0()-22:20 44.8 

2014.06.02 
22:0()-23:00 43.7 

22:2()-23:20 44.1 

2014.06.02~ 

2014.06.03 
23:3()-00:30 43.5 

2014.06.05 02:2()-03:20 42.5 

-----d. ~~~tff.#!~#~~~--------------±~1fjf,flHiff*WT!Rlfr~#f~ 1996~ --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mplaint call. 0755-33681700 Complaint E-mail complamt@ct1-cert.com E-mai · nfo@cll-cert com 

~j 400-6788-333 
www.ctt-cert.com 

:. 

' 



• 
CTI ~~mg~~mg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DD35GOO 1374b 

fftiYl¢.d:~'Z::i .:E~F'i~jji fft~W BW~ ;fft WJ~ A;f i'BJ 

9J~-*t1 2014.06.04 14:5(}-15:50 

~tffrH~ 27#"®~ 190m 

::ltffrH~ 28#"®~ 124m 
13:0(}-14:00 

U:lf~ 30#"®~ 165m 

bl:l:f~ 31#"®~ 128m 
13:2(}-14:20 

2014.06.02 

j{W,& 14:5(}-15:50 

*~:1! 16:3(}-17:30 

:!tf!:lf 04:4(}-05:40 

5~-*~ 2014.06.07 II :OQ-11 :20 

.=:-*H 
FID!~a 

2014.06.02 17:20- 18:20 

~6-*H 20 14.06.05 03:20-04:20 

::ltffrH iW; 27#"®~ 190m 

:!t~H~ 28#"®~ 124m 
00:5(}-0 I :50 

;Q::l:f~ 30#]Ji.g 165m 

bl:l:f~ 31#f,rji.g 128m 
Ol :OQ-02:00 

j{W,& 
2014.06.03 

02:3(}-03:30 

*~:1! 04:0(}-05:00 

::lt!lff:lf 17:1(}-18:10 

.=:-*H 05:0(}-06:00 

~~*~ 2014.06.07 22:0(}-23:20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mplaint call 0755-33681700 Complaint E-mail: complamt@ct1-cert com E-mathnfo@ct1-cert com 

ljj!.ifl: dB (A) 

;fft~1~~* 

Leq 

53.2 

5 1.6 

5 1.4 

52.3 

52.7 

52.8 

5 1.7 

43.8 

53.7 

53.4 

44.6 

42.6 

42.3 

43.7 

43.4 

43.7 

42.5 

52.9 

44.2 

43.5 

0;-.· u 

~__) 400-6788-333 
www.ct1-cert com 



• 
CTI ~ ~!lm ~ ~nm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DD35GOO 1374b 

~~~t.Hfl:J! ±~F"~ ~~~BAA ~~~strBJ 

J®i%~ 1 0:4()-.-11 :40 

!!*%~ 11 :OQ-.-12:00 

.:P1iiJ¥£ 
2014.06.03 

13 :2()-.-14 :20 

EHf~ 14:1()-.-15:10 

it%tt 2014.06.07 12:5()-.-13: 10 

JjQ 14:3()-.-15:30 

it*WiW; 49#J9i~ 50m 

tt%t~~ 50#19!~ 5m 
16:3()-.-17:30 

WJf~a 
!@!%fJJt 

2014.06.03 
23:4()-.-00:40 

Wf-%:W 
- 2014.06.04 

00:4()-.-01:40 

.:P¥iiJ¥£ 01 :OQ-.-02:00 

BJf~ 02: 1()-.-03: 10 

it%H 2014.06.08 0 1 :0()-.-0 1 :20 

JjQ 02:2()-.-03 :20 

tt%WiW; 49#l9!tf 50m 2014.06.04 

tt%~iW; 50#l9!tf 5m 
04:5()-.-05:50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mplaint call: 0755-33681700 Complaint E-mail: complain t@cti-cert.com E-mail:info@cti-cert.com 

iP-lli:: dB (A) 

~ww~~ 

Leq 

51.8 

53.6 

52.5 

52.1 

53.3 

51.4 

52.6 

52.7 

42.7 

44.5 

43.1 

43.6 

42.3 

42.7 

43.6 

43.2 

~ Hot11ne 
~......) 400-6788-333 
www.cti-cert. com 



• 
CTI ~~~m~~~m C 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DD35GOO 1374b 

t@:W!~ A: f.tr:! .±:~~W?- {@:~1~ B :!W f.& ~1~ a1· I'BJ 

JJ-#4~ 2014.06.07 14:05- 14:25 

~*~~ 50#19!1[- 154m 

~*¥-lt~ 51#19!~ 145m 
08:40-09:40 

~t£ 09:00-10:00 

ft19i*1H 09:30-10:30 

it]\*~ 2014.06.04 11 :00-12:00 

:M\*~ 13:00-14:00 

~*1j 13:40-14:40 

**~ 14:10-15:10 

JillitM 
OOf.Js 

15:40-16:40 . 

1f-:#4~ 2014.06.08 02:00-02:20 

~*1j~ 50#19!~ 154m 

~-*¥-lt~ 51#19!~ 145m 
22:00-23:00 

~t£ 22:10-23:10 

ft19i*1H 22:20-23:20 

it]\*~ 
2014.06.04-

00:40-01 :40 

itJ\*~ 
2014.06.05 

00:50-01 :50 

~*~ 02:00-03:00 

**~ 02:10-03:10 

JillitM 03:40-04:40 

(2) ~-

:tt:mt::i: 
t@:~~A:f.tr:il 2014.06.01 09:00-17:20 2014.06.01- 2014.06.02 

tffiffri tffifffi-
1.6*14! 21 11 

n-J-PHt 34 13 

~:tJM~;r;~ 34 4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mplaint call 0755-33681700 Complaint E-mail : complaint@cti-cert.com E-mail :info@cti-cert.com 

~-lll: dB (A) 

t@:~Wtii* 

1--eq 

52.2 

52.7 

52.4 

51.3 

53.7 

52.9 

53.1 

52.4 

52.7 

53.5 

41.7 

43.4 

43.7 

42.5 

44.6 

43.1 

44.2 

43.6 

43.8 

44.6 

22:00-05:00 

(;;;., Hot11ne 
\§__) 400-6788-333 
www.cti-cert.com 



• 
CTI ~ ~nm ~ ~nm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DD35G001374b 

:$¥Ht:i: 
;f@:iYJ~F.dfL~ 2014.06.02 09:0()-18:20 2014.06.02- 2014.06.03 

~Bfl" ~{jfl" 

¥JJ*t1BJ 37 23 

~'t.J}i~J& 35 26 

lfflrn& 34 28 

~tffi*1 32 22 

~:I:} 30 18 

~·~& 34 11 

Jf:t.W~ 29 7 

~t!Iff:lt 30 6 

.:::.* *1 31 5 

:$mt:i: 
t'&iYl~ g {fL~ 2014.06.03 08:4()-17:30 2014.06.03- 2014.06.04 

~fill ~f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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