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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的

编制是进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小城镇能否健康协调发展。本文以重庆市朱沱镇为例, 通过

对全镇环境现状的分析及总体规划的审视,进行了环境功能区划,并提出了饮用水源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措

施。结合工程实践,提出了在编制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小城镇; 环境保护规划;朱沱镇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42( 2009) 05-0049-04

Primary Researches on the Planning Compi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Villages and Towns

A Case of Zhutuo Town of Chongq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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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 as w ell as infrastructure constr uction lag ged , environment qua lity in

small tow n s showed a tendency t o deprav ity day by day. Because a plan fo r env ir onmental pr otection is a basic w ork

of env ir onmental remediation, so a rational environment planning w ill speed up lo cal economy and urban develop-

ment. A fter analy zing env ir onmental condition and scanning the master planning, this paper makes the env ironmen-

tal function div ision, puts forwa rd the pro tection of dr inking w ater sour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 es

for t he tow n. According to the engineering pr act ice, some outlines and main contents for envir onment planning were

pr 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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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过程的必由之路, 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然而,

在如火如荼的小城镇建设热潮中, 破坏自然、不顾生

态,以牺牲生态环境追求建设的高速度、快形象的现

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环境保护规划工作滞后于

城镇发展
[ 1]
。大部分小城镇建设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和盲目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活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环境污染逐步加剧,危害到居

民健康
[ 2-3]
。因此,科学编制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显

得尤其重要。

1 环境保护规划的概念及层次

环境保护规划是指以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为目标, 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生态规律和地学原理,

在研究 社会 经济 环境 复合生态系统发展变化

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环境所做的时间与

空间的合理安排[ 4] 。环境规划具有整体性、综合性、

区域性、动态性以及信息密集和政策性强等基本特

征
[ 5]
。

一般地说环境保护规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宏

观层次的规划,二是环境专项规划。宏观层次的环

境保护规划是在对资源的需求、自然承载力、污染物

总量控制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总体环境目



标。环境专项规划包括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水

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

等[ 6-7]。

2 小城镇环境规划的主要内容

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应在翔实调查、科学预测

基础上制定环境目标, 并对此提出环境综合整治措

施。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

2. 1 小城镇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小城镇环境规划通过环境现状调查分析, 对环

境质量现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它是环境规划

的基础性工作。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自

然环境调查, 包括气象、水文、土壤和生物条件等。

二是社会环境调查, 包括人口、产业结构等。三是环

境污染调查,包括污染物排放情况、治理情况等。环

境现状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当地污染源现状评价、

自然环境现状评价和当地社会、经济评价。通过现

状评价,找出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主要污染

物、污染源和地域分布等。

2. 2 小城镇环境规划目标

环境规划目标应体现环境规划的根本宗旨, 要

保护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促进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确定的原则

主要为:以规划区域环境特征、性质和功能为基础,

做到因地制宜; 确保环境质量能够满足人类适宜性

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满足现有技术经济条

件,战略性的给予适当超前;便于管理、监督、检查和

执行。

2. 3 环境预测分析

环境预测是在环境调查和现状评价的基础上,

结合经济发展规划, 通过综合分析或一定的数学模

拟手段,推求未来的环境状况。需要对规划区域内

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环境质量变化趋势以及二者

之间的联系进行预测,主要预测内容包括:社会和经

济发展预测、环境容量预测、环境污染预测、生态环

境预测、环境治理和投资预测等。

2. 4 环境功能区划

环境功能区划是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不同区域

在环境结构、环境状态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 对区域

进行合理划分, 并提出相应的环保要求。环境功能

区划一般包含生态环境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和噪声环境功能区划。小城镇生

态环境功能区划主要包括生态服务与生态保护功能

区、工业生产服务功能区、农业生产服务功能区和生

活服务功能区。此外还可根据需要设置重点保护

区, 如文物古迹区、饮用水源取水口保护区等。

2. 5 饮用水源保护

小城镇饮用水源保护需要针对农村饮用水源总

体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农业面源、生活污染

源、小作坊污染源等造成的水体污染, 强调 以人为

本 的原则,通过采取优化保护工程建设、严把农村

点与面源污染的集中措施, 加强农村水源地保护,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

2. 6 环境综合整治

环境整治方案的设计过程主要是在对环境现状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本地区主要的环境问题,结

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环境规划的措施和对策。

主要的区域环境规划措施包括: 污染物综合整治措

施、生态保护与建设以及生产布局调整措施 [ 8]。

污染物综合整治措施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综合整

治措施、水环境综合整治措施、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

措施和噪声综合整治措施, 污染物综合整治措施制

定是根据环保规划的目标,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环境

整治方案和手段, 实现污染物的削减, 达到环境质量

的相关要求。

3 朱沱镇环境保护规划范例

3. 1 区域背景

朱沱镇地处长江上游北岸, 位于重庆市永川南

端, 南与四川合江、泸州接壤, 东与重庆市江津隔江

相望,是永、泸、合、津 4县(市)边贸重镇。朱沱属亚

热带暖温润气候区,季风气候显著,适宜粮食和多种

植物生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境内主

要河流为笋溪河, 属于长江水系。

朱沱镇总面积 128 km
2
,辖 18个行政村。2005

年全镇总人口 82586 人。境内农产品资源丰富, 已

形成龙眼、枇杷等优质农产品基地。目前朱沱的工

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饮食业、酿造业。

3. 2 规划的目标和年限

到 2010年(近期) , 城镇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环

境质量显著提高, 并逐渐形成 山清水秀 的生态型

小城镇。到 2020年(远期) , 朱沱镇全面实现社会、

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系统和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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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渝西现代化新型小城镇。

3. 3 环境容量与污染物负荷预测

水环境容量是有静态容量和动态容量共同组

成,采取流域平均容量的计算方式予以估算; 大气环

境容量主要采用 A 值法进行粗略估算。按照朱沱

镇未来的水环境目标和大气环境目标, 各目标年度

水污染负荷和大气污染负荷的预测量结果见表 1和

表 2。

表 1 水污染负荷削减预测 t/ a

年度 2005年 2010年 2020年

COD理想容量 1004. 30 1004. 30 1004. 30

COD预测产量 607. 79 822. 75 1473. 23

NH3- N理想容量 95. 00 95. 00 95. 00

NH3- N预测产量 44. 78 63. 36 98. 61

表 2 大气污染物的理想环境容量 t/ a

年度 2005年 2010年 2020年

SO 2 理想容量 2822. 00 4116. 00 7056. 00

SO 2 预测产生量 550. 19 3690. 00 4256. 20

3. 4 环境功能区划

3. 4. 1 水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水体的重要程度和主要功能, 结合朱沱镇

实际情况,功能区划见表 3。

3. 4. 2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

朱沱镇镇域划定为二类区,执行 空气环境质量

标准 ( GB3095- 1996)中的二级标准。

3. 4. 3 噪声环境功能区划

按照 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6- 2008)及 重

庆市环保局关于修正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

域划分规定调整方案有关内容的通知 ( 渝环发

[ 2007] 78号) , 朱沱镇噪声环境功能区划如表 4。

表 3 水环境功能区划

水域名称 范 围 主要功能 水质控制标准*

笋溪河 朱沱段 工业水源和农业灌溉水源 类水质标准

江永水库、流水岩水库 整个水域 饮用水水源、景观 类水质标准

四明、大河、石碓窝水库 整个水域 农业灌溉、水源涵养、景观 类水质标准

* 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3838- 2002)

表 4 噪声环境功能区划

类别 功能区
保护目标 dB( A)

昼间 夜间

0类区 城镇建成区以外的风景旅游区、生态农业观光区、康复疗养区等 50 40

1类区 0类区、2类区、三类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55 45

2类区 城镇建成区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及中心村的居民居住区等 60 50

3类区 工业区 65 55

3. 5 饮用水源保护规划

朱沱镇镇域范围内水资源总量为 10. 814 亿

m3 ,其中地下水为 9. 445亿 m3 ,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1. 369亿 m3。目前主要的饮用水源地有长江(朱沱

段)、笋溪河河段、江永水库、流水岩水库、大福水库。

( 1)长江朱沱段:陆域保护地涉及洪水期正常水

位河岸四周水平纵深 30 m区域。该段长江周边 50

m 内的农田应全部退出; 取水口上游 1000 m 至下

游 100 m 的水域不得排放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 减

少农业面源对水域的污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减少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和流失量,加强禽畜粪便的处置

和综合利用,严禁肥水养殖活动;设立滨江滩涂湿地

生态保护区,主要的保护区包括河口、沙坝、滩涂及

防护林带等; 控制采沙、采石活动,防止河岸侵蚀。

( 2) 笋溪河河段:结合流域整治工程的实施, 对

笋溪河进行清淤, 整治水库及河道,清除岸边堆存的

垃圾,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严禁占用河道和水库

设置网围从事水产养殖,严禁水体从事规模化养鸭

活动,严禁河岸附近的养殖池塘换水直接排入水库

和河流中,应导入农田利用。严禁占用河道设置建

筑物,妨碍行洪。

( 3)江永水库、流水岩水库和大福水库:取水口

半径 100 m 范围内禁止一切工业排污和生活排污;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沿库建截污水渠, 雨季截留含高

浓度污染物的雨水;建设环库防护林带,种植具有净

化水体的陆生植物, 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禁止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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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限制生活污废水排入。

3. 6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3. 6. 1 水环境整治规划

( 1)城镇综合污水收集体制与收集管网系统: 结

合城镇的改造与扩展,对管网系统进行改造与完善。

主要街道均设置污水干管,建设完善的镇区污水、雨

水收集管网系统,逐步形成雨污分流体制,城镇大部

分综合污水和工业区生活污水汇集后经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排放。

( 2)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朱沱镇目前没有污水处

理厂,根据预测到近期( 2010年)将会产生 4580. 82

t/ d污水,远期( 2020年)将会产生 12344 t / d污水,

规划在工业园区东南方向建设一座朱沱镇污水处理

厂(近期污水厂规模为 0. 5 万 t / d, 远期 1. 5 万 t /

d)。污水进入沿滨江路的排污干管,集中进入规划

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排入长江。

( 3)中心村污水处理:预计至规划远期各中心村

集中居住的人口可达 1500人左右,产生的生活污水

需要处理。规划各个中心村建设小型的污水处理

站,规模为 330 t / d, 确保中心村污水能够得到有效

的处理排入笋溪河, 保护河流水质。

3. 6. 2 大气环境整治规划

( 1)加强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朱沱镇场镇已

经使用天然气作为生活能源, 但农村普遍还以煤和

薪柴为主要生活燃料, 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罐的较

少,规划逐步用液化气、沼气等清洁能源加以取代。

此外,还应鼓励和支持农民修建沼气池,对秸秆和畜

禽粪便等加以综合利用。

( 2)流动源尾气排放治理工程及餐饮业油烟治

理工程:规划完善公路行道树与城镇街道的绿化, 逐

步淘汰旧车型并有序地引入新型环保车型; 朱沱镇

建成区目前共有各类餐馆 250家,应逐步引入油烟

治理设备, 建设示范餐饮, 油烟治理率近期达到

20% ,远期达到 40%。

3. 6. 3 声环境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整治规划

( 1)噪声综合整治工程:按功能区分类进行控制

管理,逐步减少噪声污染,并逐步推行禁鸣路段。

( 2)环卫设施修建工程:规范化设置垃圾箱; 近

期设置 8座垃圾收集站, 5 辆 3t垃圾清运车; 远期

新增 5座垃圾收集站,并增加 2辆 3t垃圾清运车。

( 3)垃圾填埋场建设工程:朱沱镇 2010 年总固

体废物为 3. 18万 t / a, 2020 年总固体废物 3. 70 万

t/ a。同时考虑近期按照 90%, 远期按照 100%的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进行处理, 近期城市化率为

40 5%, 远期城市化率为 52 5%, 兼顾中心村产生

的固体废物, 2010年垃圾处理量将达到 33 06 t / d,

2020年将达到 57 98 t / d。规划在城区南端涨谷附

近修建1座服务年限为20年,处理能力为 60 t / d的

垃圾填埋场。

3. 6. 4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规划

( 1)化肥污染及其控制与防治: 控制化肥施用

量, 多施用有机肥, 逐步降低化肥施用强度至 200

kg/ hm2 ;提高秸秆还田,重点推广发酵还田、气化还

田和过腹还田;提倡科学施肥、合理轮作。

( 2)农药污染及其控制与防治:联合或交替使用化

学、物理、生物、农业和其他有效方法抗病虫害,以减少

农药的使用量并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

( 3)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 积极推行规模化养

殖, 合理安排养殖业布局和规模, 对小而散的养殖场

应进行合并拆迁, 对于敏感区要划分禁养区,同时划

分限养区和可养区。

( 4) 白色污染 防治:大力推广应用新型自分解

农膜;采用不同的清除方式,因地制宜,分类回收,同

时进一步搞好废膜回收及深加工; 推广侧膜栽培技

术等。

3. 7 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 1)公路生态廊道及绿色通道建设:五朱路、朱合

路、大万路、盛朱路、朱参路两侧建设 50~ 100 m 的生

态公益林带;村镇级公路两侧建设 1~ 5行植被带。

( 2)自然绿地斑块工程:规划在镇区建成滨江公

园、城北公园、城南公园,建立一个以水源涵养为主,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旅游等的多功能林区; 结合

房地产开发和凤滨湖建设,以湖为景, 以江为托, 真

正建成一个 1 万 m
2
的多功能文化广场; 铺设街头

绿地,保证绿地率不低于总面积的 25%。

( 3)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完善农田林网,逐步改

建更换防护又有经济的树种。

( 4)退耕还林建设工程: 对四望山、东岳山一带

和镇驻地西部进行退耕还林。

( 5)矿山生态恢复性建设工程:对关闭的矿山周边

进行生态恢复建设, 同时结合水土流失的防治进行植

被种植等;新建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率必须达到100%。

( 6)水土流失控制工程:整顿、关闭粗放型、污染

大的采石场, 在整个矿山及周边 30 m 范围内大力

发展果林或植树种草。而长江、笋溪河沿岸,修建防
(下转第 56 页)

52 三 峡 环 境 与 生 态 2卷



节约电能 98 5亿 kWh, 节约标煤 651 2万 t, 大气

污染物 SO 2、CO 2、NOX 物和烟尘减排量分别为

12 5、1387 1、3 1和 130 2万 t ,固体废弃物(炉渣、

煤矸石、粉煤灰等) 4069 7 万 t , 节约土地 11 76 万

亩,同时有效降低室内噪音,改善室内声环境。

3. 2 建议

目前重庆市既有建筑都属于高能耗建筑, 室内

环境达不到最低舒适度要求。另外,节能建筑面积

增量、新型墙材产量、品质和发展速度都还不能满足

目前重庆市建筑节能发展需要,对新型建筑材料和

新节能技术的引进和研发力度也较弱。因此, 针对

建筑节能和环境保护两方面工作, 提出以下建议:

( 1)加快建筑节能工作开展速度,尽快完善建筑

节能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

( 2)加快新型节能建筑材料的引进和研发,不断扩

大其生产规模,以适应重庆市建筑节能发展的需要。

( 3)在重视建筑节能和关注建筑物热舒适度的

同时,还应加强对建筑物其它环境舒适度的研究和

改进, 如湿度环境、声环境、自然采光和通风情况等

等。并促成相关设计理论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

研发。

( 4)制定相关建筑节能新产品审核和认证标准,

在开发和使用新型建筑节能材料时, 加强对有害有

毒物质的控制,以避免新型污染物的产生。

( 5)建议将建筑节能对 SO2 的减排量纳入每年

环境保护重点污染物减排核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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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的同时,配合建设一定面积的湿地,有效治理沿

江、沿河的水土流失问题。

3. 8 资金估算及筹措

规划项目总投资 11911 48万元。其中, 近期规

划项目资金 8546 48万元,远期规划项目资金 3365

万元。规划年间,国家投资占 26 13% ,市级投资占

27 56%, 县级政府占 13 86%, 朱沱镇政府占

6 26%,各方企业自筹占 26 19%。

4 结语

环境保护规划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

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 运用系统工

程的理论和方法, 提出环境综合整治措施。小城镇

的环境保护规划中因受条件的限制,在总体规划阶

段不可能从全方位研究得非常透彻。在小城镇的环

境保护规划中, 应该把环境调查与评价作为基础, 把

环境预测作为核心, 以环境功能分区作指导, 重点体

现饮用水源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措施的重要性。如

果能从这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综合分析、科学

预测,就能够编制出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规划, 将会

有力地促进城镇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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