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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黑臭水体不仅给群众带来了极差的感官体验，也是直

接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水环境问题，国务院颁布的《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均控制在 10%以内，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

体得到消除”的控制性目标。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已经成为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

城市水体黑臭成因复杂、影响因素多，整治任务十分艰巨。 

为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加快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特编制本指南。 

本指南的主要内包括：总则、城市黑臭水体定义、识别与

分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案编制、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技术、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组织实施与政策保障。 

本指南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

部组织编制。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城市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水务管理办公室、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和苏州科技学院。 

本指南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负责管理，国家城市

给水排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水务管理

办公室负责技术解释。请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总结实践经

验，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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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指

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特编制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城市建成区内的水体。主要用于指导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城市黑臭水体的排查与识别、整治方案的

制定及与实施、整治效果评估与考核、长效机制建立与政策保

障等工作。 

1.3  工作目标 

2015 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应完成水体排查，公

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2017 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应实现河面无大面积

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直辖市、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2020 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

10%以内。 

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 

1.4  基本原则 

针对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点、水体特征、人文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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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兼顾近远期目标，提出适合我国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的指导性原则。 

（1）明确目标，整体规划。科学识别黑臭水体及其形成机

理与变化特征，结合污染源、水系分布和补水来源等情况，合

理制定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目标、总体方案和具体工作计划。 

（2）因地制宜，标本兼治。针对城市水体黑臭成因、当地

自然人文环境条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应用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措施，全面消除黑臭，改善人居环境质

量。 

（3）生态改善，长效保持。多渠道科学开辟补水水源，改

善水动力条件，修复水生态系统，提升水体自然净化能力，实

现城市水环境持续改善。 

（4）部门联动，政策保障。坚持政府主导，强化部门协

作，明确职责分工，完善政策法规体系，鼓励多渠道融资，健

全城市水体日常维护管理机制。 

（5）强化监管，公众参与。强化全过程监管，建立水体水

质监测、预警应对机制；开辟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信息公开渠

道，鼓励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 

1.5  工作流程 

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由城市人

民政府组织对辖区内的水体黑臭状况进行逐一排查，并向社会

公布排查结果，接受公众评议。根据排查和公众评议结果，确

定黑臭水体名单和总体整治计划（含年度整治计划），并建立长

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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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黑臭水体总体整治计划，委托专业机构针对各黑臭水

体逐一编制整治方案，按规定程序开展论证和工程实施，同期

委托第三方机构按评估方案全过程跟踪实施进展，适时开展公

众评议，并由地方政府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对各黑臭水

体的整治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地方政府根据所公布黑臭水体名单、总体整治计划及各黑

臭水体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每季度或每半年）公布水体

整治效果，并根据所建立的长效机制，开展水体日常维护与监

管工作。 

 
 
 
                                     

制定排查方案 排查识别 

工程实施 

监测评估 

组织排查 
制定总体整治计划

发布黑臭水体名单 

长效管理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地方政府、专业

机构、公众参与 
地方政府 

工程单位遴选 整治工程实施 整治工程协调监管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企业）

评估机构遴选 

日常清捞、养护 监督性监测、考核 

合格，进入长效管理 

不合格，整改与提高
地方政府 

河湖长 

养护单位 

地方政府 

监测部门 

制定方案 污染源调查 环境条件调查 

黑臭程度定级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 

制定整治方案 

地方政府 

整治方案论证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评估办法制定 

地方政府、监测

机构、评估机构 

整治效果评估 

地方政府 

评估机构等 

信息发布举报平台 

整治工程验收 

地方政府 

专业机构 

社会监督 

地方政府 公众、媒体 

 
图 1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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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黑臭水体定义、识别与分级 

 

2.1  城市黑臭水体定义 

城市黑臭水体是指城市建成区内，呈现令人不悦的颜色和

（或）散发令人不适气味的水体的统称。 

2.2  城市黑臭水体识别 

根据以往掌握的水体污染和投诉情况，城市政府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的专门机构）应对所有城市水体的黑臭情况进行预

评估，将结果列于表 1中并予以公示。 

表1 城市水体黑臭状况预评估结果 

水体编号 
水体名称或具体

位置 
黑臭状况 

无黑臭 局部黑臭 全部黑臭 

     
 

对于可能存在争议、预评估结果为无黑臭的城市水体，主

管部门可委托专业机构对城市水体周边社区居民、商户或随机

人群开展调查问卷，进一步判别水体黑臭状况。原则上每个水

体的调查问卷有效数量不少于 100 份，如认为有“黑”或

“臭”问题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 60%以上，则应认定该水体

为“黑臭水体”。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手机二维码形式完成公众

调查。公众调查问卷可参考附 1。 

根据城市黑臭水体识别结果，提出城市黑臭水体的初步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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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黑臭水体分级与判定 

根据黑臭程度的不同，可将黑臭水体细分为“轻度黑臭”

和“重度黑臭”两级。水质检测与分级结果可为黑臭水体整治

计划制定和整治效果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2.3.1  分级标准与测定方法 

城市黑臭水体分级的评价指标包括透明度、溶解氧

（DO）、氧化还原电位（ORP）和氨氮（NH3-N），分级标准见

表 2，相关指标测定方法见表 3。 

表2 城市黑臭水体污染程度分级标准 

特征指标（单位） 轻度黑臭 重度黑臭 

透明度（cm） 25~10* <10* 

溶解氧（mg/L） 0.2~2.0 <0.2 

氧化还原电位（mV） -200~50 < -200 

氨氮（mg/L） 8.0~15 >15 
注：*   水深不足 25 cm时，该指标按水深的 40%取值 

 
表3 水质指标测定方法 

序号 项目 测定方法 备注 

1 透明度 黑白盘法或铅字法 现场原位测定 

2 溶解氧 电化学法 现场原位测定 

3 氧化还原电位 电极法 现场原位测定 

4 氨氮 
纳氏试剂光度法或水

杨酸-次氯酸盐光度法 
水样应经过

0.45m 滤膜过滤 
注：相关指标分析方法参见《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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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布点与测定频率 

水体黑臭程度分级判定时，原则上可沿黑臭水体每 200 ~ 

600 m 间距设置检测点，但每个水体的检测点不少于 3 个。取

样点一般设置于水面下 0.5 m处，水深不足 0.5 m时，应设置在

水深的 1/2 处。原则上间隔 1 ~ 7 日检测 1 次，至少检测 3 次以

上。 

2.3.3  黑臭水体级别判定 

某检测点 4 项理化指标中，1 项指标 60%以上数据或不少

于 2 项指标 30%以上数据达到“重度黑臭”级别的，该检测点

应认定为“重度黑臭”，否则可认定为“轻度黑臭”。 

连续 3 个以上检测点认定为“重度黑臭”的，检测点之间

的区域应认定为“重度黑臭”；水体 60%以上的检测点被认定为

“重度黑臭”的，整个水体应认定为“重度黑臭”。 

2.4  城市黑臭水体清单编制 

根据黑臭水体识别和分级结果，综合考虑整治工作难易程

度，编制城市黑臭水体清单（见表 4），绘制黑臭水体分布图，

分析其在城市建成区内的空间分布和污染状况，为城市黑臭水

体总体整治计划编制提供技术支持。 

黑臭水体清单包括水体名称、起始边界、类型、面积/长

度、所在区域、黑臭级别、水质现状、整治责任主体及具体责

任人、达标期限等。城市黑臭水体清单参考格式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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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城市黑臭水体清单 

编号 
黑臭水体名称

（起始边界） 
水体

类型 
面积/
长度 

所在

区域 
黑臭

级别 
水质

现状 
责任

人 
达标

期限 
         

注：1、编号与表 1 一致，一个水体多个河段或湖面黑臭级别不同时，可设置二级编

号“a、b、c……”来区分，分多行分别列出，但黑臭水体编号为同一个，以便

统计； 

2、黑臭水体起始边界宜采用地名、路名等描述，并标注起始边界地理坐标（经

纬度）； 

3、水体类型是指“河流、湖塘”等； 

4、所在区域是指黑臭水体所在行政区域； 

5、黑臭级别是指“轻度”或“重度”； 

6、水质现状是指主要水质指标（如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氨氮和其

他能反映水质现状的指标等）的监测结果，可用平均值表示； 

7、责任人填写相应河湖长姓名，并注明单位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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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案编制 

 

3.1  整治方案编制流程 

在系统分析城市黑臭水体水质水量特征及污染物来源的基

础上，结合环境条件与控制目标，筛选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效果明显的技术方法，初步确定黑臭水体整治的技术路线，预

估所需的工程措施、工程量和实施周期，预测水体整治效果，

形成黑臭水体整治方案。整治方案编制流程见图 2。 

3.2  污染源调查 

3.2.1  点源调查 

点源是指以点源形式进入城市水体的各种污染源，主要包

括排放口直排污废水、合流制管道雨季溢流、分流制雨水管道

初期雨水或旱流水、非常规水源补水等。 

调查内容包括污染物来源、排放口位置、污染物类型、排

放浓度及排放量，以及上述指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 

3.2.2  面源调查 

面源是指以非点源（分散源）形式进入城市水体的各种污

染源，主要包括各类降水所携带的污染负荷、城乡结合部地区

分散式畜禽养殖废水的污染等，通常具有明显的区域和季节性

变化特征。 

调查内容包括城市降雨、冰雪融水的污染特征及时空变化

规律，城市下垫面特征，畜禽养殖类型及其污染治理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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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案编制流程 

3.2.3  内源调查 

内源主要是指城市水体底泥中所含有的污染物以及水体中

各种漂浮物、悬浮物、岸边垃圾、未清理的水生植物或水华藻

类等所形成的腐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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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水体底泥厚度、颜色、嗅味及主要污染物特

征；岸边垃圾、水生植物及其腐败情况等。 

3.2.4  其他污染源 

其他污染源主要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超标、工业企业

事故性排放、秋季落叶等，通常属于季节性或临时性污染源。

秋季落叶问题在北方地区较为明显，落叶进入水体后将逐渐腐

烂并沉入水底，可能形成黑臭底泥。 

需关注雨污水管网错接所造成的污染问题。 

3.3  环境条件调查 

3.3.1  周边环境特征 

黑臭水体周边环境特征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整治方案中

有关工程实施的可操作性，主要包括黑臭水体周边建筑群特

征、城市道路和交通情况、水体沿岸其他基础设施情况等。 

3.3.2  水文条件 

黑臭水体水文条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整治技术的选择和

工程量预测提供依据，主要内容包括水体的位置、边界范围、

水面大小、水位和水深、流速及流量，以及与周边水系的连通

关系等。 

3.3.3  水体岸线硬化状况 

水体岸线硬化状况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水体整治和生态修

复工程方案制定、工程量预测提供依据，主要内容包括硬化岸

线和河湖床的面积、硬化厚度、硬化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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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其他 

其他需调查的内容包括黑臭发生时段、持续时间、百姓投

诉情况、影响居民人数等，同时可选择性调查水体的化学需氧

量（CODCr）、总氮、总磷、水温、pH、表观污染指数（SPI，

参考指标，见附 3）等指标。 

3.4  整治技术选择 

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应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

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具体

实施，其中控源截污和内源治理是选择其他技术类型的基础与

前提。 

各地应结合黑臭水体污染源和环境条件调查结果，系统分

析黑臭水体污染成因，合理确定水体整治和长效保持技术路

线。相关技术的选择原则、适用范围、技术要点和限制因素见

本指南第四章。 

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应体现系统性、长效性，按照“山水林

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通过整治工程的全面实施，综合考

虑城市生态功能的系统性修复。另外，需考虑对已黑臭水体本

身的净化，原则上整治工程实施后的补水（含原黑臭水体）水

质应满足本指南“无黑臭”的水质指标要求。选用清淤疏浚技

术，应安全处理处置底泥，防止二次污染。 

3.5  整治工程量预测 

根据选定的整治技术和环境条件调查结果，以及水体在城

市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城市交通等情况，兼顾城市绿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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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和清淤底泥的处理处置，合理确定整治工程量和实施周

期，预测整治工程成本。 

考虑到水体和污染物的流动特性，黑臭水体上游污染可能

对整治工作影响较大，制定整治方案和开展工程量预测时，应

考虑适当向黑臭水体上游污染区延伸。 

3.6  整治效果预测 

结合城市水体的水质水量特征、水环境容量及水体自净能

力，对整治工程实施后的水体黑臭状况进行预测。 

对于黑臭已经基本消除，但生态自净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

水体，应强化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确保整治工程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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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技术 

 

4.1  技术选择原则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技术的选择应遵循“适用性、综合性、

经济性、长效性和安全性”等原则： 

（1）适用性：地域特征及水体的环境条件将直接影响黑臭

水体治理的难度和工程量，需要根据水体黑臭程度、污染原因

和整治阶段目标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择适用的技术方法及组

合。 

（2）综合性：城市黑臭水体通常具有成因复杂、影响因素

众多的特点，其整治技术也应具有综合性、全面性。需系统考

虑不同技术措施的组合，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实现黑臭水体

的整治。 

（3）经济性：对拟选择的整治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选，确

保技术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4）长效性：黑臭水体通常具有季节性、易复发等特点，

因此整治方案既要满足近期消除黑臭的目标，也要兼顾远期水

质进一步改善和水质稳定达标。 

（5）安全性：审慎采取投加化学药剂和生物制剂等治理技

术，强化技术安全性评估，避免对水环境和水生态造成不利影

响和二次污染；采用曝气增氧等措施要防范气溶胶所引发的公

众健康风险和噪音扰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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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控源截污技术 

4.2.1  截污纳管 

适用范围：从源头控制污水向城市水体排放，主要用于城

市水体沿岸污水排放口、分流制雨水管道初期雨水或旱流水排

放口、合流制污水系统沿岸排放口等永久性工程治理。 

技术要点：截污纳管是黑臭水体整治最直接有效的工程措

施，也是采取其他技术措施的前提。通过沿河沿湖铺设污水截

流管线，并合理设置提升（输运）泵房，将污水截流并纳入城

市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对老旧城区的雨污合流制管网，应沿

河岸或湖岸布置溢流控制装置。无法沿河沿湖截流污染源的，

可考虑就地处理（见本指南 4.5.3）等工程措施。严禁将城区截

流的污水直接排入城市河流下游。实际应用中，应考虑溢流装

置排出口和接纳水体水位的标高，并设置止回装置，防止暴雨

时倒灌。 

限制因素：工程量和一次性投资大，工程实施难度大，周

期长；截污将导致河道水量变小，流速降低，需要采取必要的

补水措施。截污纳管后污水如果进入污水处理厂，将对现有城

市污水系统和污水处理厂造成较大运行压力，否则需要设置旁

路处理（见本指南 4.5.4）。 

4.2.2  面源控制 

适用范围：主要用于城市初期雨水、冰雪融水、畜禽养殖

污水、地表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的控制与治理。 

技术要点：可结合海绵城市的建设，采用各种低影响开发

（LID）技术、初期雨水控制与净化技术、地表固体废弃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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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技术、土壤与绿化肥分流失控制技术，以及生态护岸与隔离

（阻断）技术；畜禽养殖面源控制主要可采用粪尿分类、雨污

分离、固体粪便堆肥处理利用、污水就地处理后农地回用等技

术。 

限制因素：工程量大，影响范围广；雨水径流量及径流污

染控制需要水体汇水区域整体实施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等综合

措施，系统性强，工期较长；工程实施经常受当地城市交通、

用地类型控制、城市市容管理能力等因素制约。  

4.3  内源治理技术 

4.3.1  垃圾清理 

适用范围：主要用于城市水体沿岸垃圾临时堆放点清理。 

技术要点：城市水体沿岸垃圾清理是污染控制的重要措

施，其中垃圾临时堆放点的清理属于一次性工程措施，应一次

清理到位。 

限制因素：城市水体沿岸垃圾存放历史较长的地区，垃圾

清运不彻底可能加速水体污染。 

4.3.2  生物残体及漂浮物清理 

适用范围：主要用于城市水体水生植物和岸带植物的季节

性收割、季节性落叶及水面漂浮物的清理。 

技术要点：水生植物、岸带植物和落叶等属于季节性的水

体内源污染物，需在干枯腐烂前清理；水面漂浮物主要包括各

种落叶、塑料袋、其他生活垃圾等，需要长期清捞维护。 

限制因素：季节性生物残体和水面漂浮物清理的成本较

高，监管和维护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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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清淤疏浚 

适用范围：一般而言适用于所有黑臭水体，尤其是重度黑

臭水体底泥污染物的清理，快速降低黑臭水体的内源污染负

荷，避免其他治理措施实施后，底泥污染物向水体释放。 

技术要点：包括机械清淤和水力清淤等方式，工程中需考

虑城市水体原有黑臭水的存储和净化措施。清淤前，需做好底

泥污染调查，明确疏浚范围和疏浚深度；根据当地气候和降雨

特征，合理选择底泥清淤季节；清淤工作不得影响水生生物生

长；清淤后回水水质应满足“无黑臭”的指标要求。 

限制因素：需合理控制疏浚深度，过深容易破坏河底水生

生态，过浅不能彻底清除底泥污染物；高温季节疏浚后容易导

致形成黑色块状漂泥；底泥运输和处理处置难度较大，存在二

次污染风险，需要按规定安全处理处置。 

4.4  生态修复技术 

4.4.1  岸带修复 

适用范围：主要用于已有硬化河岸（湖岸）的生态修复，

属于城市水体污染治理的长效措施。 

技术要点：采取植草沟、生态护岸、透水砖等形式，对原

有硬化河岸（湖岸）进行改造，通过恢复岸线和水体的自然净

化功能，强化水体的污染治理效果；需进行植物收割的，应选

定合适的季节。 

限制因素：工程量较大，工程垃圾处理处置成本较高；可

能减少水体的亲水区，降雨或潮湿季节，岸带危险性可能增

加；生态岸带植物的收割和处理处置成本较高、维护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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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生态净化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城市水体水质的长效保持，通过

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系统构建，持续去除水体污染物，改善生态

环境和景观。 

技术要点：主要采用人工湿地、生态浮岛、水生植物种植

等技术方法，利用土壤-微生物-植物生态系统有效去除水体中

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综合考虑水质净化、景观提升与

植物的气候适应性，尽量采用净化效果好的本地物种，并关注

其在水体中的空间布局与搭配；需进行植物收割的，应选定合

适的季节。 

限制因素：应用生态净化技术要以有效控制外源和内源污

染物为前提，生态净化措施不得与水体的其他功能冲突；生态

净化措施对严重污染河道的改善效果不显著；植物的收割和处

理处置成本较高。 

4.4.3  人工增氧 

适用范围：作为阶段性措施，主要适用于整治后城市水体

的水质保持，具有水体复氧功能，可有效提升局部水体的溶解

氧水平，并加大区域水体流动性。 

技术要点：主要采用跌水、喷泉、射流，以及其他各类曝

气形式有效提升水体的溶解氧水平；通过合理设计，实现人工

增氧的同时，辅助提升水体流动性能；射流和喷泉的水柱喷射

高度不宜超过 1 米，否则容易形成气溶胶或水雾，对周边环境

造成一定的影响。 

限制因素：重度黑臭水体不应采取射流和喷泉式人工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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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人工增氧设施不得影响水体行洪或其他功能；需要持续

运行维护，消耗电能。 

4.5  其他治理措施 

4.5.1  活水循环 

适用范围：适用于城市缓流河道水体或坑塘区域的污染治

理与水质保持，可有效提高水体的流动性。 

技术要点：通过设置提升泵站、水系合理连通、利用风力

或太阳能等方式，实现水体流动；非雨季时可利用水体周边的

雨水泵站或雨水管道作为回水系统；应关注循环水出水口设

置，以降低循环出水对河床或湖底的冲刷。 

限制因素：部分工程需要铺设输水渠，工程建设和运行成

本相对较高，工程实施难度大，需要持续运行维护；河湖水系

连通应进行生态风险评价，避免盲目性。 

4.5.2  清水补给 

适用范围：适用于城市缺水水体的水量补充，或滞流、缓

流水体的水动力改善，可有效提高水体的流动性。 

技术要点：利用城市再生水、城市雨洪水、清洁地表水等

作为城市水体的补充水源，增加水体流动性和环境容量。充分

发挥海绵城市建设的作用，强化城市降雨径流的滞蓄和净化；

清洁地表水的开发和利用需关注水量的动态平衡，避免影响或

破坏周边水体功能；再生水补水应采取适宜的深度净化措施，

以满足补水水质要求。 

限制因素：再生水补源往往需要铺设管道；需加强补给水

水质监测，明确补水费用分担机制；不提倡采取远距离外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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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实施清水补给。 

4.5.3  就地处理 

适用范围：适用于短期内无法实现截污纳管的污水排放

口，以及无替换或补充水源的黑臭水体，通过选用适宜的污废

水处理装置，对污废水和黑臭水体进行就地分散处理，高效去

除水体中的污染物，也可用于突发性水体黑臭事件的应急处

理。 

技术要点：采用物理、化学或生化处理方法，选用占地面

积小，简便易行，运行成本较低的装置，达到快速去除水中的

污染物的目的；临时性治理措施需考虑后期绿化或道路恢复，

长期治理措施需考虑与周边景观的有效融合。 

限制因素：市场良莠不齐，技术选择难度大；需要费用支

持和专业的运行维护；部分化学药剂对水生生态环境具有不利

影响。 

4.5.4  旁路治理 

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无法实现全面截污的重度黑臭水

体，或无外源补水的封闭水体的水质净化，也可用于突发性水

体黑臭事件的应急处理。 

技术要点：在水体周边区域设置适宜的处理设施，从污染

最严重的区段抽取河水，经处理设施净化后，排放至另一端，

实现水体的净化和循环流动；临时性治理措施需考虑后期绿化

或道路恢复，长期治理措施需考虑与周边景观的有效融合。 

限制因素：需要费用支持和专业的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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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 

 

5.1  评估程序 

城市人民政府应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制定期间，遴选

评估机构。评估机构或相关监测单位需对治理工程实施前的基

本情况做摸底调查，并全程跟踪工程实施进展情况，为工程实

施效果评估提供依据。 

工程实施单位应于工程完工后 1 个月内向地方政府相关主

管部门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城市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于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完工后

向评估机构下达评估通知，评估机构需在连续 6 个月的整治效

果跟踪基础上，完成评估工作，评估结论应向社会公示。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应报上级住房城乡

建设、环保等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和监督。 

5.2  评估方法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主要采取第三方机构评价法或

专家评议法。 

第三方机构评价法是指由具有工程咨询或环境影响评价乙

级以上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对整治工程进行评估，并出

具相关评估报告的方法。 

专家评议法是指由地方人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组织行业

专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进行集中

评议，并出具专家评议结论意见的方法。 

评估专家实行利益规避原则，参与相应黑臭水体整治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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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评估机构人员、工程实施单位人员、监测机构人员均不得

作为评估专家。 

5.3  评估内容与技术要求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依据应包括

公众调查评议材料、专业机构检测报告、工程实施影像材料、

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其中，公众调查评议结果是判断地方政

府是否完成黑臭整治目标的主要依据，其他专业评估结果可为

整治工作绩效考核、政府购买服务支付服务费等提供技术支

撑。 

5.3.1  公众调查评议材料 

加强公众参与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评估中的作用。城市人

民政府可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或第三方评估机构，采取公众调查

问卷的形式对黑臭水体影响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商户等，进行

水体整治前后的效果调查。专业调查公司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应

系统总结公众调查情况，形成调查总结报告，作为整治效果评

估的重要依据。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手机二维码等形式完成公

众调查。 

原则上每个水体的调查问卷有效数量不少于 100 份，如

90%以上的问卷对黑臭水体工程整治效果答复“非常满意”或

“满意”，则认定该水体达到整治目标。 

公众调查表可参考附 2编制，应尽量简单易懂。 

5.3.2  专业机构监测报告 

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一般可选择黑臭水

体治理前等级判定的检测单位）可根据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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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委托，于工程实施前后按照本指南表 2 所列理化指标进行整

治效果评估，还可考虑选用其他参考评价指标（如 SPI 等），开

展辅助评估。 

第三方监测机构可按每 200 ~ 600 m 间距设置检测点，但每

个水体的检测点不少于 3 个（取样深度同本指南 2.3.2）。每 1 ~ 

2周取样 1次，连续测定 6个月，取多个监测点各指标的平均值

作为评估依据。 

第三方监测机构应系统整理黑臭水体整治前后的水质变化

情况，作为第三方评估或专家评议的主要依据。 

5.3.3  工程实施记录及影像材料 

工程实施单位或有关部门应系统整理水体整治工程实施记

录及水体整治前后的相关影像材料，作为第三方评估或专家评

议的重要辅助材料。 

5.3.4  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城市人民政府应制定长效管理方案，明确水体养护单位及

其职责、绩效评估机制、养护经费来源、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

工。 

应重视公众参与在黑臭水体长效保持方面的作用，将公众

参与和监督作为长效监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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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组织实施与政策保障 

 

6.1  责任主体与职责分工 

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等部门

负责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指导和监督，不定期开展监督检

查和抽查工作，建立全国整治城市黑臭水体监管平台，定期公

布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抽查核查结果，接受

社会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 

6.1.1  省级政府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水务）部门

会同环保、水利和农业部门负责本辖区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的指导和监督，不定期组织对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建立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信息发布平台，定期发布黑

臭水体名单及整治工作情况（可参照表 5、表 6 内容），接受公

众监督。按规定通过信息系统每季度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相

关情况，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并抄送环保部、水利部和农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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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统计表 

时间 

黑臭水体数目

（个） 
黑臭水体面积 

（或长度）（km2或 km） 
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 

总数 轻度 重度 
总面积（或

长度） 轻度 重度 按数目
按面积（或

长度） 

2016 年

一季度 
        

2016 年

二季度 
    ·    

……         

 
 

表6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进展情况汇总表 

编号 
黑臭水体名称

（起始边界） 
原黑臭

级别 
原水

质 
责任 
人 

达标 
期限 

整治 
进展 

现状黑

臭级别 
现状 
水质 

是否

达标 

          

          

注：1、编号、黑臭水体名称（起始边界）与表 4 一致； 

2、整治进展按“方案编制、方案论证、方案批复、工程施工、工程竣工、效果

评估”填写，填报所处的阶段； 

3、整治进展为“效果评估”的水体，需填报“现状黑臭级别”、“现状水质”和

“是否达标”； 

4、“是否达标”是指是否达到“无黑臭”的公众满意度目标要求（见 5.3.1）； 

5、责任人填写相应河湖长姓名，并注明单位及职务。 

 

6.1.2  城市人民政府 

城市人民政府是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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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域内黑臭水体的排查、总体整治计划和具体整治方案的制

定，以及整治效果的跟踪评估。涉及跨界水体的，由相关城市

协商开展治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整治工作任务分解落

实到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市政、水务、市容、城管、园林

等）、环保、水利、农业等部门，建立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

作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应制定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具体办

法，确定考核评估机构，或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加强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的过程监管和效益评估。 

在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维护、保持和长效管理过程中，

实行“河湖长制”，明确每一水体水质管理的责任人，落实相关

管理措施。原则上河湖长应由城市水体所在地政府或相关主管

部门负责人等担任。 

城市人民政府应建立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信息发布和公众举

报平台，定期发布本地区黑臭水体名单（可参考表 4）、整治工

作进展情况（可参考表 6）；在城市黑臭水体周边的居民区、主

要商业区公开整治工作时限、整治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公布联

系和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监督。 

各城市应参照表 6 内容，按规定报送每季度整治城市黑臭

水体情况。 

6.2  长效机制与政策保障 

城市人民政府应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监管，严格入

河排污总量控制；建立或委托专业化的城市水体养护单位，负

责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后的日常养护，做到水面无浮泥、无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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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制定合理的城市水体黑臭有关指标监测与评估方案，将城

市水体水质监测纳入地方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性监测范围，或

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与评价。 

水体黑臭基本消除后，水质监测机构应根据不同水体特

征，确定监测布点和频率，原则上冬季可适当延长监测时间间

隔，夏季或气候转换季节适当缩短监测时间间隔。城市人民政

府应定期向社会公布城市水体水质监测与评价结果，接受公众

监督。 

地方人民政府应明确城市水体日常养护和水质长效保持经

费来源，并将政府承担的有关费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鼓

励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实

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和后期养护，建立以整治和养护绩效为主

要依据的服务费用拨付机制。



 

28 
 

 

附 1： 

城市黑臭水体识别公众调查问卷 

水体位置

或名称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性别  年龄  
工作状态 □ 在职   □ 退休   □ 学生 

人员性质 □ 居民   □ 商户   □ 路过人员 

1、您居住或工作的地方距离该水体多远？ 
□  100 米以内；□  100~500

米；□  500 米以外 

2、您认为该水体是否有臭味？ □  无；□ 有 

如选择有，臭味问题严重程度如何？ □  轻度；□  重度 

3、您认为该水体颜色是否异常？ □  无；□ 有 

如选择有，颜色异常程度如何？ □  一般；□  严重 

4、您主要关心的是黑还是臭？  □      黑；□       臭 

5、黑/臭主要发生在什么季节？ □   春季；□   夏季 
□   秋季；□   冬季 

6、黑/臭主要发生在什么时间？ □   上午；□   中午 
□   下午；□   夜晚 

7、您愿意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关注治理工作吗？ □  愿意；□  不愿意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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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公众评议表 
 

水体位置

或名称 
 评议时间 年     月    日       时 

 

性别  年龄  

工作状

态 
□ 在职   □ 退休   □ 学生 

人员性

质 
□ 居民   □ 商户   □  路过人员 

1、您居住或工作的地方距离该水体多远？ □  100 米以内；□  100~500 米；□  500
米以外 

2、你了解该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吗？ □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3、您对该水体整治工程了解程度如何？ □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4、你认为现在还有臭味问题吗？ □  没有；□  偶尔有；□  有 

5、您觉得现在的水体颜色正常吗？ □  正常；□  偶有不正常；□  不正常 

6、据您观察，平时水体中还有漂浮物吗？ □  有；□  偶尔；□  几乎没有 

7、您对水体整治效果是否满意 □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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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城市黑臭水体参考评价指标及方法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利用其他指标，如表观污染指数（SPI）等辅助开展黑臭水

体治理效果评估。SPI 是一种定量描述水体表观污染程度的指标，其测定原理和评价

方法如下： 

1、测定原理 

根据水中的污染物对光产生吸收、散射和反射作用，从而使水体呈现不同的表

观性状的原理，通过测定可见光范围内的吸收光谱，表征水体表观污染程度。 

测定原始水样和过滤后水样的可见光吸收光谱，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SPI。SPI 值

越大，表明水体表观质量越差，反之则表观质量越好。 

26 ln( x 10) 60SPI     
式中，x 为水样过滤前后吸收光谱扫描曲线的面积差；β 为颜色修正系数。水

体颜色为绿色时 β取值 0.21，黄色取值 0.40，灰色取值 0.42，黑色取值 1.0。 

2、测定方法 

在采样点泓线水面下 0.2～0.5m 间采集一定量水样，并记录采样断面水体颜色。

水体清澈、或呈纯绿时记为绿色；呈黄色（如土黄、黄绿等）记为黄色；带灰色

（如灰绿、灰白、灰褐等）均记为灰色；带黑色（如灰黑、黑绿等）均记为黑色。 

测定原水样和用 0.22 微米滤膜过滤后的水样在 380～780nm 范围内的吸收光谱

（使用 10cm 石英比色皿）。根据吸收光谱曲线或在各波长时的吸光度数据(Ai和 A′i。

例如，在扫描步长为 5nm时，可获得 81 组数据，x计算公式如下： 

        

 

3、水体表观质量评价 

根据 SPI 值评价水体表观质量，一般参考标准如下：SPI≥70，水体表观质量

差；45≤SPI＜70，水体表观质量较差；25≤SPI＜45，水体表观质量尚可；10≤SPI＜

25，水体表观质量较好；SPI＜10，水体表观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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