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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上海市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太湖流域下游，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北依长 江口，西接

江苏、浙江两省。2015 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GDP）24964.99 亿元（当年价，下同），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09.78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7940.69 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 7109.94 亿

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6914.52 亿元。至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415.27 万人，户籍人口 

1442.97 万人。 

2015 年全市年降水量 1635.5 毫米，属丰水年。年地表径流量 55.31 亿立方米；浅层地

下水资源量 11.69 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 8.74 亿立方米；2015 年太湖流

域来水量 190.7 亿立方米，长江干流来水量 9826 亿立方米。 

2015 年全市取（用）水总量 76.64 亿立方米。按取水水源分，地表水取水量 76.60 亿立

方米，地下水取水量 0.04 亿立方米。按用水性质分，农业用水 14.24 亿立方米，火电工业用

水 26.69 亿立方米，一般工业用水 10.75 亿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 11.63 亿立方米，居民生

活用水 12.51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 0.82 亿立方米。 

2015 年全市自来水售水总量 24.58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水 4.94 亿立方米，城镇公共

用水 9.13 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 9.88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 0.63 亿 立方米。 

2015 年上海市万元 GDP 用水量 31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53 立方米。 

2015 年全市城镇污水总量 23.04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废水 5.60 亿立方米，生活污水 

17.44 亿立方米。至 2015 年底，全市共有 53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 794.6 万立方

米/日，全年平均实际处理污水 586.15 万立方米/日，全市城镇污水 处理率 92.8%，其中中心

城区 96.6%，郊区 84.7%。 

2015 年全市主要骨干河道评价河长 719.8 千米，其中水质优于Ⅲ类（含Ⅲ类） 水河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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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Ⅳ类水河长占 11.2%、Ⅴ类水河长占 14.4%、劣Ⅴ类水河长占 28.4%。淀山湖（上海

市部分）湖区水质属轻度富营养化。全市 14 个水利控制片中，4 个水利控制片水质属Ⅲ类，

3 个水利控制片水质属Ⅳ类，3 个水利控制片水质属Ⅴ 类，4 个水利控制片水质属劣Ⅴ类。本

市省界的 20 条（个）主要来水河湖中，4 条 河流来水水质属Ⅲ类，7 条河流来水水质属Ⅳ类，

4 条河流来水水质属Ⅴ类，3 条河流来水水质和 2 个湖泊来水水质属劣Ⅴ类。 

2015 年全市浅层地下水及深层承压水的淡水区水质基本处于Ⅱ～Ⅲ类，咸水区 水质基本

处于Ⅳ～Ⅴ类。 

 
 

 

 

 

二、 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1、降水量年内变化 

2015 年全市降水量 1635.5 毫米，比多年（1956～2011 年）平均降水量增 长 49.7%，

比上年增长 21.9%，属丰水年。各月降水量与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比 较见图 1。汛期（6 月 1 

日～9 月 30 日）全市降水量为 881.5 毫米，比同期多年 平均降水量增长 55.8%，比上年同

期增长 9.1%。2015 年全市年降水量分布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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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上海市各月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比较 

2、梅雨和暴雨 

（1）梅雨 

2015 年本市于 6 月 15 日入梅，7 月 13 日出梅，梅雨期历时 28 天，其中雨日 22 天。

梅雨期间，全市降水量分布不均匀，中心城累计雨量 441.9 毫米， 比多年平均值增长 81.8%。

郊区以崇明县降水量最大，累计雨量 556.5 毫米，松 江区降水量最少，累计雨量 312.0 毫米。

2015 年上海市中心城和郊区各区（县） 梅雨量分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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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 年上海市年降水量分布图（单位：毫米） 

 

图 3 2015      年上海市中心城和郊区各区（县）梅雨量分布图（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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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暴雨 

2015 年全市共遭受 19 场暴雨，其中有 8 场暴雨中心雨量大于 100 毫米，分别是：6 月 

2 日最大日雨量为崇明县的陈家镇朝阳站 172.0 毫米；6 月 16 日最大日雨量为浦东新区的高

东站 214.5 毫米；6 月 26 日最大日雨量为崇明县的永隆沙站 148.0 毫米；6 月 27 日最大

日雨量为崇明县的农业园区站 109.5 毫米；8 月 22 日最大日雨量为浦东新区的老港站 220.0 

毫米；8 月 23 日最大日雨量为闵行区的老北翟路泵站 155.5  毫米；8  月 24 日最大日雨量

为嘉定区的黄渡站 166.5 毫米和 9 月 29 日最大日雨量为金山区的马家宅站 142.0 毫米。 
 

（二）水资源数量 

1、本地水资源量 

（1）地表径流量 

2015 年全市年地表径流量 55.31 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 872.3 毫米。 

 

（2）地下水资源量 

2015 年上海市浅层地下水资源量 11.69 亿立方米。 

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计算量 8.74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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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境水资源量 

（1）太湖流域来水量 

（2）长江干流来水量 

 

（三）沿江沿海潮位 

1、年平均高潮位 

2015 年长江口高桥站年平均高潮位 3.34 米（上海吴淞基面下同），与该站多年平均

高潮位持平；堡镇站年平均高潮位 3.41 米，比该站多年平均高潮位高 0.06 米；杭州湾芦

潮港站 3.73 米，比该站多年平均高潮位高 0.21 米。 
 

2、年最高潮水位 

2015  年黄浦江干流吴淞站、黄浦公园站和米市渡站的年最高潮位分别为 5.00 米、

4.85 米和 4.20 米，分别超警戒水位 0.20 米、0.30 米和 0.70 米，2015 年上海市沿海

沿江各水文站年最高潮位情况见表 1。 

 

 

2015 年长江徐六泾水文站年平均流量 31200 立方米/秒，折合年入海水量9826 亿立方米，

较多年平均值增加 5.3%。

太湖流域来水量主要经黄浦江干流下泄排入长江口。2015 年通过黄浦江松 浦大桥断面年平

均净泄流量 604 立方米/秒，相应的年净泄水量 190.7 亿立方米， 比多年平均值增加 78.9%，比

上年增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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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上海市沿江沿海各水文站年最高潮位情况表     单位：米 

水域名称 水文站名 历史最高潮位 警戒水位 
2015 年最高潮位 

潮位 发生时间 
 

黄浦江 

吴淞口站 5.99 4.80 5.00 9 月 29 日 
黄浦公园站 5.72 4.55 4.85 9 月 29 日 

米市渡站 4.61 3.50 4.20 9 月 30 日 

长江口 高桥站 5.99 / 4.99 9 月 29 日 
堡镇站 6.03 / 5.04 9 月 29 日 

杭州湾 
芦潮港站 5.68 /

/
 4.97 9 月 29 日 

金山嘴站 6.57  5.67 9 月 29 日 

注：米市渡站历史最高潮位发生在 2013 年 10 月，其余各站历史最高潮位均发生在 1997 年 8 月。 
 

（四）地下水位 

2015 年全市各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总体上继续保持抬升的态势，其中第Ⅳ和第Ⅴ承压

含水层地下水位抬升明显。 

1、外环线以内地区 

2015  年上海市外环线以内地区第Ⅱ~第Ⅴ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分别为 2.41～-3.53 米、

2.07～-3.01 米、-3.12～-18.88 米、-7.65～-19.73 米，与上年相比，大部分地区的第Ⅱ和第

Ⅲ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基本持平（或小幅抬升）； 第Ⅳ和第Ⅴ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抬升幅度

较大，抬升幅度 0.64～2.26 米。 

2、外环线以外地区 

陆域北部地区（宝山区、嘉定区、青浦区、浦东新区北部）第Ⅱ～Ⅴ承压 含水层地下水

位分别为-0.29～-2.37  米、-0.12～-6.84  米、-6.03～-22.20 米、-11.56～-21.81 米，其中

第Ⅱ、Ⅲ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或略 有抬升；第Ⅳ、Ⅴ承压含水层地下水

位较上年有较大幅度抬升，抬升幅度 0.26～2.65 米。 

陆域南部地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区、浦东新区南部）无第Ⅴ承压含 水层，第Ⅱ~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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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分别为-1.12～-5.47  米、0.57～-3.49  米、-2.07～-10.88 米，与上年

相比，抬升幅度为 0.05～2.38 米。陆域南部的金山区 地下水位相对较低，第Ⅱ～Ⅳ承压含

水层地下水位分别为-6.17～-12.61  米、-8.45～-15.22 米、-10.88～-14.57 米左右，但与上

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抬升，其 中第Ⅳ承压含水层抬升幅度 1.82～2.63 米。 

岛域（崇明县）第Ⅱ~Ⅴ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均较高，分别为 2.17～-0.44 米、1.75～-0.42 

米、-0.62～-12.06 米、-10.97～-20.69 米，其中第Ⅱ、Ⅲ承压 含水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基

本持平；第Ⅳ、Ⅴ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 有较大幅度抬升，抬升幅度 0.38～2.37 米，

但崇明岛西北部地下水位略有下降。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取水量 

2015 年全市取水总量 76.64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7%，其中地表水取水量 76.60 亿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7%；地下水取水量 0.04 亿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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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供水主要原水工程取水量 

2015 年全市公共供水主要原水工程取水能力 1799.5 万立方米/日，与上年 持平，取水总

量 32.00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0.9％。主要原水工程取水量占全 市公共供水取水量的 

97.8％。2015 年全市公共供水主要原水工程取水情况详见 表 2。 
 

表 2     2015 年全市公共供水主要原水工程取水情况表 

水源地名称 取水单位 
取水能力 

（万立方米/日）

 

取水总量 
（万立方米） 

合 计 1799.5 319979 

长江口青草沙水源
 

上海城投水务集
 

731 181595 

长江口陈行水源地 上海城投水务集

 

206 43478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 

上海城投水务集
 

500 （备用取水口） 

上海城投水务集
 

90 24669 

奉贤区 55 13038 

松江区 46 14312 

金山区 40 10651 

青浦区 50 12932 

嘉定墅沟水源地 嘉定区 60 15768 

崇明东风西沙水源
 

崇明县 21.5 3536 

 
 

2、火电工业取水量 

2015 年全市火电工业发电设备装机容量 2076 万千瓦，年发电量 781.63 亿千瓦时。实

际取用水量 53.90 亿立方米（按新口径为 26.69 亿立方米），其中取用地表水量 53.84 亿

立方米（按新口径为 26.63 亿立方米），详见表 3；取用自来水量为 0.06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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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全市火电工业实际取用地表水情况一览表 

火电工业 
所在区县 

装机容量（万千瓦） 发电量（亿千瓦时） 取水量(万立方米) 

合计 循环式 直流式 合计 循环式 直流式 合计 循环式 直流式 

全市合
 

2075.75 206.40 1869.35 781.63 46.75 734.88 538417 1468 536949 

杨浦区 85.00  85.00 1.45  1.45 4557  4557 

闵行区 252.00 132.00 120.00 92.17 45.03 47.14 59075 1359 57716 

宝山区 657.00  657.00 273.18  273.18 272060  272060 

浦东新
 

694.10  694.10 243.38  243.38 199627  199627 

奉贤区 74.40 72.00 2.40 2.35 0.91 1.44 1571 15 1556 

金山区 308.45  308.45 167.10  167.10 438  438 

青浦区 2.40 2.40  0.81 0.81  94 94  

崇明县 2.40  2.40 1.20  1.20 995  995 

注：1、本市 2015 年直流式火电工业装机容量 1869.35 万千瓦，实际取用地表水 536949 万 
立方米。其中 2000 年前建成的直流式火电工业装机容量 647.95 万千瓦，实际取用地 
表水 255998 万立方米（2000 年至 2015 年关闭的 2000 年前建成的直流式火电工 
业装机容量 183 万千瓦，设计取水规模 699 万立方米/日）；2000 年后建成的直流 
式火电工业装机容量 1221.40 万千瓦，实际取用地表水 280950 万立方米。 

2、2015 年全市火电工业海水取用量 161329 万立方米。其中，浦东新区 30069 万立方米， 
金山区 131260 万立方米。 

 

3、地下水开采量和回灌量 

2015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量计划控制在 570 万立方米以内，实际开采量总量 430 万

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142 万立方米；地下水人工回灌量 2328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227 万

立方米；全年净开采量-1898 万立方米，连续 5 年保持人 工回灌水量大于开采水量。近五年

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量及人工回灌量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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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1 年～2015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量和人工回灌量 

 

2015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区域以崇明县为主，占开采总量的 72.8％；开 采层次以第 V 

承压含水层为主，占开采总量的 71.0%；地下水人工回灌区域主 要集中在崇明县和杨浦区，分

别占人工回灌总量的 20.1％和 18.8％；人工回灌 以第 V 和第Ⅳ承压含水层为主，分别占人

工回灌总量的 29.0%和 27.6％。2015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和人工回灌层次分布见图 5。 

 
图 5 2015 年全市深层地下水开采和人工回灌层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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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2015 年全市用水总量① 76.64 亿立方米。按用水性质分，农业用水 14.24 亿立方米，

火电工业用水 26.69 亿立方米，一般工业用水 10.75 亿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 11.63 亿立

方米，居民生活用水 12.51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 0.82 亿 立方米。2015 年全市用水总

量及构成见表 4 及图 6。 

 表 4    2015 年全市用水总量情况表 

指 标 2014 年 2015 年 同比增加 

用水总量 78.77 76.64 -2.7% 
其中：火电工业用水 28.11 26.69 -5.1% 

一般工业用水 10.94 10.75 -1.7% 
城镇公共用水 11.61 11.63 0.2% 
居民生活用水 12.75 12.51 -1.9% 
农 业 用 水 14.57 14.24 -2.3% 

生态环境用水 0.79 0.82 3.8% 

注：按照水利部水资源公报统计要求，从 2013 年起，将城镇公共用水中的绿化用水量、环 卫用 

水量、地下水回灌用水量和河湖补水量调整至生态环境用水量。 
  

图 6 2015 年全市用水总量构成 
 

 

 

① 2000 年后新增直流冷却火电用水量按耗水量计入用水总量。如果按实际取水量计入用水总 

量，则 2015 年全市用水总量为 103.85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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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来水供应量 

2015  年郊区集约化供水工作全面完成（横沙岛除外），到 2015  年底，全市共有自来

水厂 37 座，比上年减少 30 座，全市自来水厂供水能力 1137 万 立方米/日，与上年持平。

年供水总量 31.22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6%。售水 总量 24.58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其中工业用水 4.94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4.2%；城镇公共用水 9.13 亿立方米，比

上年增长 0.9％；居民生活用水 9.88 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3％；生态环境用水 0.63 亿立

方米，比上年增长 4.3%。 2015 年全市最高日供水量达 979 万立方米。2015 年全市公共供

水企业供水情 况见表 5。 
 

表 5  2015 年全市公共供水企业供水情况表 

指 标 计量单位 全市 市属自来水
 公司  

区县自来水
 公司  

乡镇 
水厂 

自来水厂数量 座 37 14 22 1 
供水能力 万立方米/日

 
1137 783 353 1 

最高日供水量 万立方米 979 658 290 31 
供水总量 万立方米 312224 212329 98587 12014 
售水总量 万立方米 245765 173717 73583 9171 

其中：工业用水量 万立方米 49366 18847 26373 4146 
城镇公共用水量 万立方米 91286 80721 20647 624 
居民生活用水量 万立方米 98848 70406 24041 4401 
生态环境用水量 万立方米 6265 3743 2522  
外售水量 万立方米  6888 3818  

注：1、市属自来水公司向郊区公共供水企业售出水量 6888 万立方米；郊区自来水公司向乡镇水厂 

售出水量 3818 万立方米。 

2、自来水厂数量与供水能力为年末数，各项水量为全年数。 

3、2015 年新建区县级自来水厂 1 座，关并乡镇自来水厂 19 座。从 2015 年起，不实 际制 

水的供水企业不再计入自来水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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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用水指标 

依据 2015 年全市用水量和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分析，2015 年全市主要用水 指标详见

表 6。 

表 6    全市主要用水指标 

指指标标名名称称  计计量量单单位位  22001144  年年  22001155  年年  

人均年用水量 立方米/人 325 317 

万元 GDP 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33 3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53 53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立方米/亩 445 431 

人均日综合生活用水量 升/人·日 223 224 

人均日居民生活用水量 升/人·日 113 11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83.2 83.4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0.731 0.735 
注：上表中万元 GDP 用水量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按当年价计算。 

 

（五）城镇污水总量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 
1、城镇污水总量 

2015 年全市城镇污水产生总量 23.04 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量 5.60 亿立方米，生活

污水量 17.44 亿立方米），折合日均城镇污水量 631.30 万立方米，其中中心城区 430.08 万

立方米/日，郊区 201.22 万立方米/日。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 

到 2015 年底，全市共有城镇污水处理厂 53 座（2015 年完成扩建 3 座）， 总设计规

模为 794.6 万立方米/日，全年平均实际污水处理量 586.15 万立方米/ 日，全市城镇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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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率 92.8%，比上年增加 3 个百分点。其中，中心城区污 水处理率 96.6%，郊区城镇污水

处理率 84.7%。2015 年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分 布图见图 7，城镇污水处理情况见表 7，各

厂设计规模详见表 8。 

表 7    2015 年全市城镇污水处理情况表 

指标 单位 合计 中心城区 郊区 
城镇污水处理厂数

 

座 53 14 39 
设计规模 万立方米/日

 

794.6 587.4 207.2 
实际处理量 万立方米/日

 

586.15 415.65 170.50 
城镇污水量 万立方米/日

 

631.30 430.08 201.22 
城镇污水处理率 % 92.8 96.6 84.7 

化学需氧量削减量 万吨 63.07 43.97 19.10 
氨氮削减量 万吨 4.80 3.51 1.29 
总磷削减量 万吨 0.91 0.59 0.32 

 
图 7    2015 年本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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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5 年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一览表       单位：万立方米/日 

序号 城镇污水处理厂名称 设计规
 

序号 城镇污水处理厂名称 设计规
 1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280 28 松江污水处理厂 13.8 

2 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 170 29 松江东部污水处理厂 7 
3 竹园第二污水处理厂 50 30 松江西部污水处理厂 5 
4 石洞口污水厂 40 31 松江松申污水处理厂 14 
5 龙华水质净化厂 10.5 32 叶榭污水处理厂 1.7 
6 天山水质净化厂 7.5 33 泖港污水处理厂 0.4 
7 曲阳水质净化厂 6 34 新浜污水处理厂 1.2 
8 桃浦污水处理厂 6 松江区小计 43.1 
9 闵行水质净化厂 5 35 青浦污水处理厂 3.5 

10 吴淞水质净化厂 4 36 青浦第二污水处理厂 12 
11 长桥水质净化厂 2.2 37 徐泾污水处理厂 5.5 
12 泗塘水质净化厂 2 38 白鹤污水处理厂 1 
13 东区水质净化厂 0.2 39 华新污水处理厂 3.4 
14 闵行区污水处理厂 4 40 朱家角污水处理厂 3.0 

 中心城区小计 587.4
 

41 金泽污水处理厂 0.25 
15 临港新城污水处理厂 5 42 西岑污水处理厂 0.25 
16 周浦水质净化厂 1.25 43 练塘污水处理厂 1.2 
17 海滨污水处理厂 20 44 商榻污水处理厂 0.5 

 浦东新区小计 26.25
 

青浦区小
计 30.6 

18 安亭污水处理厂 10 45 南桥污水处理厂 1 
19 大众嘉定污水处理厂 10 46 奉贤东部污水处理厂 12 
20 嘉定新城污水处理厂 5 47 奉贤西部污水处理厂 15 

 嘉定区小计 25 奉贤区小计 28 
21 枫泾污水处理厂 2.8 48 城桥污水处理厂 2.5 
22 枫亭污水处理厂 6 49 新河污水处理厂 0.5 
23 新江污水处理厂 10 50 堡镇污水处理厂 1.25 
24 兴塔污水处理厂 1 51 陈家镇污水处理厂 1.75 
25 廊下污水处理厂 1 52 长兴污水处理厂 2.5 
26 金山第二工业区污水厂 2.5 崇明县小

计 8.5 
27 金山石化污水处理厂 18.8 53 上海化工区污水处理

厂 3.65 
金山区小计 42.1 郊区合计 207.2 

全市总计 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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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体水质 

（一）地表水水质  

1、主要骨干河道水质 

2015 年上海市主要骨干河道评价河长 719.8 千米，评价河道为黄浦江、苏 州河、太

浦河、斜塘～泖河～拦路港、圆泄泾～大蒸塘、大泖港～掘石泾～胥浦 塘、蕰藻浜、淀浦

河、金汇港、大治河、川杨河、油墩港、叶榭塘～龙泉港、浦 南运河、浦东运河 和环岛河

等 16  条。根据《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全年期优于Ⅲ类水（含Ⅲ类，

下同）河长 330.8 千米，占 评价总河长的 46.0%；Ⅳ类水河长 80.9 千米，占 11.2%；

Ⅴ类水河长 103.8 千 米，占 14.4%；劣Ⅴ类水河长 204.3 千米，占 28.4%，见图 8。水

质污染以有机 污染为主，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与上年比较，优于Ⅲ类（含

Ⅲ 类）水河长和Ⅴ类水河长所占比重分别上升 3.8 个和 4.6 个百分点，Ⅳ类水河长和劣Ⅴ

类水河长所占比重分别下降 4.1 和 4.3 个百分点，见图 9。 

图 8 2015 年上海市主要骨干河道水质状况分类图 

17 
 

上海市水资源公报
SHANGHAI WATER RESOURCES2015



 

图 9 2014 年与 2015 年上海市主要骨干河道水质状况比较 

 

2015 年 16 条主要骨干河道汛期水质与非汛期相比，汛期水质优于Ⅲ类和劣Ⅴ类水

河长所占比重分别下降 15.0 和 10.3 个百分点，Ⅳ类水河长所占比重上升 25.6 个百分

点，Ⅴ类水河长所占比重基本持平。 

 

2、淀山湖水质 

2015 年淀山湖（上海部分）47.5 平方千米评价湖区，全年期水质均属劣 Ⅴ 类，主

要污染项目为总氮和总磷。与上年相比，淀山湖水质略有好转。其中氨氮、 高锰酸盐指

数、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48.7%、13.8%和 8.3%，化学需氧量、 总氮和溶解氧基本

持平，五日生化需氧量平均浓度上升 24.1%。富营养化程度属 于轻度富营养化，与上年

相比无明显变化。2015 年上海市主要骨干河道、湖泊 水质综合评价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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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5 年上海市主要骨干河道、湖泊水质综合评价图 

 

3、水利控制片水质 

2015 年上海市 14 个水利控制片中，崇明岛片、太北片、太南片和商榻片水 质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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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属Ⅲ类；浦南东片、浦南西片和横沙岛片水质属Ⅳ类；淀南片、 浦东片和青松片水质属

Ⅴ类；其余各水利控制片水质均属劣Ⅴ类，见表 9。主要 污染项目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

和化学需氧量。与上年相比，浦南西片好转两 个水质类别，太南片、浦南东片和青松片分别

好转一个水质类别，其余各片水质 基本保持稳定。 

表 9    2015 年上海市水利控制片水质情况表 

水质类别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于Ⅴ类 

 

 
水利控制片

 

崇明岛片 

太北片 

太南片 

商榻片 

浦南东片
 

浦南西片
 

横沙岛片
 

淀南片 

浦东片 

青松片 

长兴岛片 

淀 北 片 

蕰南片  

嘉宝北片 

 

4、中心城区骨干河道水质 

2015 年，中心城区骨干河道水质属Ⅳ类～劣Ⅴ类。与上年相比，中心城区 水质略有

好转。主要监测项目中氨氮平均浓度下降 13.6%，其余项目基本持平。 

 

5、省界来水水质 

上海市省界主要来水河流 18 条，分别是长江、浏河、盐铁塘、吴淞江、大 朱厍、急水

港、太浦河、俞汇塘、大蒸塘、范塘～和尚泾、蒲泽塘、七仙泾、秀 州塘、面杖港、胥浦塘、

六里塘、惠高泾和黄姑塘；主要来水湖泊 2 个，分别是 淀山湖和元荡。 

2015 年，省界主要来水河湖水质属Ⅲ类～劣Ⅴ类。其中长江、大朱厍、太浦河、俞汇塘

等 4 条河流来水水质属Ⅲ类，急水港、大蒸塘、范塘～和尚泾、蒲泽塘、胥浦塘、六里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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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高泾等 7 条河流来水水质属Ⅳ类，七仙泾、秀州塘、面杖港和黄姑塘等 4 条河流来水水质

属Ⅴ类，浏河、盐铁塘、吴淞江等 3 条河流及淀山湖、元荡等 2 个湖泊来水水质属劣Ⅴ类。

来水河流影响水质的主要项目 为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和溶解氧，来水湖泊影响水质的主要项

目为总氮和总磷。 

与上年相比，胥浦塘、六里塘、惠高泾水质分别好转两个水质类别，蒲泽塘、七仙泾、秀

州塘、面杖港、黄姑塘水质分别好转一个水质类别，其余河湖水质无 明显变化。 

 

（二）地下水水质 

2015  年 上 海 市 地 下 水 水 质 综 合 评 价 采 用 《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GB/T14848-93）》，以单项组分评价为基础，综合多要素进行评价，浅层地 下水及深层承

压水的淡水区水质基本处于Ⅱ～Ⅲ类，咸水区水质基本处于Ⅳ～Ⅴ类，详见表 10。 

表 10 2015 年上海市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表 

地下水层次 评价结果 影响因素 

潜水层 淡水区基本属于Ⅱ、Ⅲ类，咸水区为 
Ⅳ和Ⅴ类 

溶解性总固体、铁、氨氮、硝酸盐， 
间有锰和酚 

Ⅱ层 
淡水区基本属于Ⅲ类，Ⅳ类较少，咸 
水区为Ⅳ类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铁 

Ⅲ层 
淡水区基本属于Ⅲ类，微咸水区基本 
为Ⅳ类，咸水区基本为Ⅴ类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铁 
和锰 

Ⅳ层 基本属于Ⅲ类为主，Ⅱ类和Ⅳ类较少 总硬度，氨氮和铁、锰、硝酸盐 

Ⅴ层 
淡水区基本属于Ⅲ类，Ⅱ类和Ⅳ类较 
少，咸水区为Ⅴ类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铁、 
锰、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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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水事 

（一）水安全 

2015 年，本市共遭受了三场特大暴雨和十余场暴雨、大暴雨的袭击，3 个台风 

（“灿鸿”、“天鹅”、“杜鹃”）的外围影响以及多次超警戒水位的高潮影响。汛期本 

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55.8%。影响本市的台风个数较常年平均 2.2 个有所增 加，特别

是超强台风“灿鸿”为 1949 年以来同期登陆浙江地区的最强台风，给本 市道路交通、市民

出行带来了一定影响。 

6 月 16 日～17 日，受梅雨带影响，本市北部地区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虹口、普陀、

杨浦、闸北、浦东、嘉定、宝山等地的过程雨量均超过 240 毫米，接近常年的梅雨总量。据统

计，此次强降雨共造成全市 80 余条段马路积水、数千户民居进水，嘉定、普陀等地 45 处下

立交积水，全市受灾人数 2.1 万，转移 459 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0.26 亿元。雨情发生后，市

领导高度重视，韩正书记前往 一线看望慰问连续奋战的防汛干部职工，并对防汛工作提出要求。

全市防汛系统 迅速响应、积极应对、全力抢险，有力确保了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7 月 10 日～12 日，受超强台风“灿鸿”影响，全市

普降大到暴雨，市区普遍出现 7-9 级大风，长江口区和沿

江沿海地区风力达 9-12 级。台风期间，全市累计转移撤

离 18.2 万人，船舶进港避风 3 千余艘，树木倒伏 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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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棵，50 余条道路积水，直接经济损失 2.2 亿元。

对此，市领导高度重视，韩正书 记、尹弘秘书长连

夜到市防汛指挥部检 查各项防御工作，杨雄市长、

李逸平秘 书长一天中连续两次到市防汛指挥部 了

解情况、指导工作；蒋卓庆副市长、 黄融副秘书长

坐镇指挥各项防台抗台工作。全市各相关部门也认真贯彻市领导的指示精神，根据市防汛指

挥部的统一 部署，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做好防御“灿鸿”的各项工作。由于各级领导高

度 重视、各项工作部署得早、各项措施落实得早，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本市 成功夺取

了抗击此次台风的胜利，实现了“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 

8 月 23 日～24 日，受台风“天鹅”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市接连遭受了两场

集中性强降雨的袭击。此轮降雨强度为 2015 年之最，共造成全市 409 条 段马路、240 个居

民小区发生积水，4000 余户民居、1000 余家商铺、94 座地 下车库进水，树木倒伏 500 余

棵，60 多处下立交因积水临时封闭。两次强降雨 对浦东、嘉定、青浦、闵行等局部地区带来

了一定影响，但城市运行总体较为平 稳。雨情发生后，蒋卓庆副市长专门召开了全市紧急视频

会议，全面部署各项暴 雨防范工作。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也迅速进岗到位、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

工作，确 保了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二）水资源 

1 月 6 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印发《长江口咸潮应对工作预案》。该预案要求上 海、

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重庆、四川等省（直辖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有关

发电集团公司等单位要在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 认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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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做好长江口咸潮应对工作， 确保上海市城市供水安全。 

6 月 1 日 《上海市供水调度管理细则》公布。管理细则明确了供水企业调度的 各项要

求、以及供水的信息管理和行政监管等相关要求。 

9 月 30 日 上海市在 2014 年度全国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名列第 一。根据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水利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等有关部门，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6 月 2 日，对上海市 2014 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和现场检查。考核工作组认为 2014 年度上海市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目标较好完成，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比 2013 年度有较大进展。考

核结果等级为优秀，在考核的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一位。 

11 月 23 日 上海市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通过水利部和上海市人 民政

府的联合验收。上海市以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为依托，以饮用水安全保障为 重点，以节水减

排为切入点，以涉水事务的全过程管理为抓手，以水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为支撑，全面推进试

点工作，建立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和 运行机制，用水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

用水效率显著提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 制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全覆盖、系统化、规范化的

监测统计和考核体系，全面完 成了试点目标和各项任务。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代表水利部，

对上海市顺利通过 试点验收表示祝贺，并对上海市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的做

法予以 充分肯定。上海市副市长蒋卓庆出席验收会并讲话。 

11 月 26 日 陈行原水嘉定支线正式并网运行。优质的陈行原水进入嘉定区永胜水厂、

嘉定水厂、安亭水厂和嘉北水厂，受益区域 393 平方公里，受益人口约 108 万，嘉定区供

水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近年来，本市大力推进郊区（县）集约化供水工作，截至 2015 年底，全市共关闭郊区中小

型水厂 175 座、内河取水口 125 个、公共供水深井 191 口，建成青 草沙水库水源地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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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东风西沙水库水源地等重大原水工程，新建、扩建了一批 水厂，取用黄浦江水源的水厂全

部实施深度处理改造，形成了原水统筹、水厂集 约、管网优化、分片调度的供水格局，实现

了水源集中保护、水厂布局优化、水 质全面达标的郊区（县）供水集约化目标。 

2014 年秋冬至 2015 年春，青草沙水库取水口共遭受 2 次咸潮入侵，第一次氯化物浓

度大于 250 毫克/升历时 2 天 11 小时，氯化物浓度最高为 385 毫克/升；第二次氯化物浓

度大于 250 毫克/升历时 4 天 13 小时，氯化物浓度最高为 839 毫克/升。陈行水库取水口

遭受 1 次咸潮入侵，历时 5 天 16 小时，氯化物浓度最高为 826 毫克/升。 

 

（三）水环境 

5 月 22 日 《上海市水功能区管理办法》印发。管理办法共 25 条，明确了水功 能区

的分级分类、水质控制目标、水功能区监测、水质评价和信息发布、日常管 理、监督检查及

责任考核等管理要求。 

6 月 25 日 上海市明确 2015 年～2017 年农林水三年行动计划。该计划围绕本 市整建

制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及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郊野公园等，结 合“十三五”规划，

滚动实施两轮农林水三年行动计划，建成“农田成方、绿树成荫、 水系畅通、灌排高效”的农

田设施，打造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都市现代农业。 首轮行动目标是新建完善粮田 60 万

亩、设施菜田 12 万亩。主要任务涉及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农田林网和河道防护林建设、低

洼圩区达标建设、农田水利建设、 农村河道整治及水利设施长效管理等。 

6 月 30 日 上海市印发河道水环境治理“三水”行动工作意见。针对河道淤积、 水环境

面貌差、水流不畅、水动力不足等问题，开展“洁水”专项行动，为河流健 康“洗脸梳妆”，

让河“净”起来，实现河道水环境面貌一年见成效，五年大变样；开 展“畅水”专项行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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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健康“疏通血脉”，让河“畅”起来；开展“活水”专项行动， 为河流健康“活血化淤”，

让水“动”起来，实现河网水体有序流动。 

8 月 18 日 上海市印发河道管理养护工作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维修养护、 河道轮

疏、资金管理、其他等四个方面。考核采取日常检查、年度考核等相结合 的方式。日常检查

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定期检查，年度考核采取查阅资料、年终测 评（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集中汇报等方式进行。 

11 月 11 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指导意

见的实施意见。通过统筹有序推进绿地系统建设、海绵建筑与小区建设、 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建设，不断提高城市排水防涝体系能力、推进海绵型村镇建设，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生态保护

和低影响开发雨水技术与设施体系、完善的排水防涝 体系和初期雨水污染治理体系。 

12 月 30 日 上海市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饮

用水质量明显提升，饮用水水源风险得到全面控制，全市水环境质量有效改 善，基本消除丧

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水体断面，全面恢复水体观赏功能， 继续保持地下水和近岸海域

水质稳定。实施方案从全过程保障饮用水安全、提升 水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农业和农村

污染整治、加强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调整、 加强河湖海域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大综合管理

制度创新力度、提升水环境监管 能力、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等十个方面

开展防治工作。同时，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任务清单》，确定了 

188 项任务。 

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攻坚战既定目标完成。根据《上海市建成区直排污染 源截污纳

管攻坚战实施方案》，各区县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引逼并举，两年来， 全市共完成直排污染

源纳管改造 8266 个，超额完成原定任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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