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附件 1

关于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明确各级生态环

境部门、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园区企业及其他相关部门职责，推动

化工园区绿色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化工园区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根据所在区域地下水环境现状或使用

功能，明确化工园区类别（分类方法见附）和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要求。既要避免管控要求过于严格，增加化工园区及企业的治

污成本，又要防止管控要求过于宽松，无法满足地下水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保障化工园区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针

对化工园区周边存在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或评估点位的，分析

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并逐一排查污染成因，因化工园区特征污染导

致未达到地下水水质目标要求的，或导致地下水质量为Ⅴ类的，地

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组织制定地下水环境质量达标方案，明确防

治措施及完成时限。

二、加快构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安排各类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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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化工园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督性监测、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或修复等工作；化工园区管理机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2020）等法律标准要求，开展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园区

企业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工业企业

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以及排

污许可证要求，制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自行监测方案，依法开展地

下水环境自行监测。

三、推动各方履行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主体责任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将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工作纳入

本行政区域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指导并协助化工园区管

理机构多方筹集资金，组织研究并明确一类化工园区公共区域风险

管控或修复设施运行经费来源，采取相应风险防范和整治措施。化

工园区管理机构要指导园区企业严格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责任，针

对一类和三类园区已形成地下水连片污染的，科学组织开展风险管

控或修复工作，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园区公共区域土壤和地下水

管控修复设施运行维护，保障运行维护资金及时到位，防止污染进

一步扩散。针对三类园区内存在特征污染物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健康风险不可接受或者特征污染物超出厂区边界范围的企业，组织

企业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工作。园区企业要按照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公告 2021 年第 1

号）、《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0〕

72 号）等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和渗漏检测，并将地下水污染应急工

https://www.hjkt028.com/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W020201203608473632069.pdf
https://www.hjkt028.com/ywgz/fgbz/bz/bzwb/jcffbz/202012/W020201203608473632069.pdf


— 5 —

作纳入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于一类和三类园区内存在特

征污染物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的企业，要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工作，确保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达

到要求。

四、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组织保障

（一）做好组织实施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统筹和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化工园区地下

水环境管理工作，加强对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工作的指导。自 2022

年起组织地市上报工作进展，每年 12 月 30 日前将化工园区地下水

环境管理工作进展报送我部。

（二）开展宣贯培训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地方实际，组织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

加大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政策解读和宣贯力度。提高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园区企业及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对地

下水环境管理的认识和业务水平，提升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能

力。

（三）持续帮扶指导

我部将对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工作进行

帮扶指导，通过技术交流、调研督导等形式，组织专家加大技术指

导力度。

（四）加强分类监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分类管理，组织

开展化工园区变类管理复核，重点督促一类园区实施地下水污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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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控措施，抽查复核其管控效果和后期环境监管落实情况。对于

因未按要求采取防渗漏排查和改造、未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

监测等情况，而导致地下水污染状况未得到控制的化工园区管理机

构、园区企业及其他相关单位，开展帮扶整改，对整改不力的，依

法进行处罚。

对于本通知印发前已按照《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工作方案》（环办便函〔2021〕100 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要求

完成调查的化工园区，需按照本通知落实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分类

管理要求，2023 年底前完成园区类别确认，2024 年起每年 12 月底

前将园区变类情况报送省级生态环境厅（局）审核后上报生态环境

部。

对于本通知发布后，尚未按照《工作方案》开展或完成地下水

环境状况调查的化工园区，在认定为化工园区的一年内完成调查并

确认园区类别，次年开始每年 12 月底前将园区变类情况报送省级生

态环境厅（局）审核后上报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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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分类管理方法

针对工信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的《化

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原〔2021〕220

号）认定的化工园区，结合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结果

和所在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情况，将化工园区分为四类，不同

类别的园区应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一、园区分类

根据调查结果，当化工园区的地下水特征污染指标超过《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或当化工园区周边存

在水源地且化工园区地下水监测点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II 类标准时，确定为地下水特征

污染物超标。

一类园区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超出化工园区边界范围，

但未采取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措施或已采取措施但未达到管控效果

评估要求的园区。

二类园区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超出化工园区边界范围，但

实施了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措施，且已达到管控效果评估要求的园区。

三类园区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羽未超出化工园区边界范围

的园区。

四类园区为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指标均不超标的化工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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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措施

一类园区应及时阻断污染源和暴露途径，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落实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改善

地下水环境质量，化工园区周边存在饮用水源的，应在园区边界和

水源开采井前沿布设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长期监测。

二类园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等法律标准要求，开展环境监管和

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长期监测。

三类园区应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对于风

险评估不可接受的，按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

则》（HJ25.6-2019）等要求，进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阻止地下

水污染扩散。

四类园区应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要求，开展园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长期监测。

在园区或企业通过实施源头预防、管控修复、污染应急和连续

监测后，及时判定地下水污染范围的变化情况，对照上述分类原则，

实施变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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