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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以“三线一单”优化秦岭水资源规划 

支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一、案例名称 

案例名称：陕西省以“三线一单”优化秦岭水资源规划  支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应用领域：陕西省秦岭水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应用层级：省级 

应用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 

二、案例应用情况 

（一）情况介绍 

秦岭位于我国地理版图中央，北接黄土高原，南联四川盆地，由于南北气候、地形、生态等

差异明显，因而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做出批示，据此陕西省委省政府 2019年 9月修订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0年

7月审议通过了《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并启动了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 

陕西省秦岭水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以下简称“水资源专项规划”）作为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八大专项规划之一，是秦岭地区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顶层设计，涵盖水资源调度、水电站

和水库建设等事项。规划总面积 5.82万 km2，规划期至 2025年，展望至 2035年，拟建 56座水

库和 18个引调水工程。为了做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资源专项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衔接

了省级“三线一单”工作成果，全面落实了生态环境准入要求，显著提高了规划编制质量和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二）工作路径 

1.通过“三线一单”分区结果优化规划工程选址 

通过与陕西省“三线一单”分区结果对比发现，56座规划水库中有 13个涉及 19个自然

保护地，18 个引调水工程起始段中有 15 个涉及 38 个自然保护地。据此提出以下要求：10

个规划水库建设应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保育区、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森林公园核心景观区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等禁止开

发区域；8 个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地质公园科普教育区、重要湿地内的规划水库工

程建设前须做好环境影响论证和分析，在取得主管部门许可，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减缓措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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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实施；位于秦岭重点保护区的 11 个规划水库须进一步论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在此基

础上合理确定水库工程规模和建设时序。 

根据环评法要求，水资源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水资源专项规划同步开展并充分

吸纳了“三线一单”对比分析结果，为规划优化调整提供支撑。 

2.根据环境质量底线提出环境管控要求 

秦岭区域河流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但局部存在以乡镇生活源为主，夹杂少量农业面源

的污染现状问题。陕西省“三线一单”要求秦岭六市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开展饮用水

水源规范化建设，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农药化肥等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强

度，保障秦岭主要河流嘉陵江、丹江、伊洛河、汉江等出境断面水质均应达到Ⅱ类水质标准。 

水资源专项规划采纳了“三线一单”水环境质量底线要求，细化了污染物入河控制量、

水质达标率等指标，优化了秦岭河湖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水资

源保护总体布局。规划环评在衔接“三线一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水环境影响减缓

措施，要求结合新建引调水和水源工程，同步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积极预防治理水

源区及上游周边点源、面源污染，制定污染控制标准，加强污染源管理，并做好水质监测工

作；对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要进行处理处置后达标排放。 

3.根据资源利用上线提出水资源配置等要求 

陕西省“三线一单”水资源专题用水总量评价结果显示秦岭全域均为临界超载，其中留

坝县和紫阳县由于用水效率不达标，被纳入水资源重点管控区。水资源专题要求应合理配置

水资源，将生态用水纳入流域水资源配置和管理，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推进闸坝生态调度，

优先保障生态用水；通过健全生态泄流、生态流量监控，加大环境执法与督查力度等保障河

湖生态用水；增加枯水期河道下泄流量，确保河湖基本生态环境用水量。 

衔接“三线一单”水资源专题管控要求，水资源专项规划细化了秦岭地区用水总量，将

生态流量保障、节水型社会建设纳入水资源保护总体布局，提出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合理

利用秦岭水资源，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环评的水资源保护措

施提出应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用水总量、用水效率、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和限制纳污等管控要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三、案例应用效果 

一是规划水库空间布局更加合理。根据“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单元划分结果调

整优化规划水库空间布局，优化引调水工程选址选线，依法依规避让生态环境敏感目标，显

著减少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风险。对位于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其它优先保护区且符合区

域开发条件的工程，要求取得主管部门许可，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减缓措施后方可实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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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施全面落实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二是秦岭水资源水环境保护要求更加全面。水资源专项规划借鉴和吸纳了陕西“三线一

单”中的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从源头宏观层面加强秦岭区域污染防治，推动水资源高质量开

发利用，不突破区域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目标，维护秦岭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等生态服务功能，促进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秦岭生态环境网格化建设提供

了很好的支撑。 

四、案例应用启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是我们一直要肩负的责任和共同的使命，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纲要》《条例》《秦岭总规》《陕

西省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及《西安市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等要求，促进秦岭区域高质量发展，应加强“三线一单”、规划环评与建

设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的衔接，加大推进规划环评跟踪评估制度和执行力度，探索创新环评

制度改革。 

强化“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可为规划空间布局调整优化、污染防治、资源利用提质等

方面提供核心助力。在规划编制阶段即可同步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因素，衔接区域内环境质量

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目标及管控要求，明确区域建设项目空间准入要求，提高规划的区域适

应性和环境合理性，提出环境分区管控对策与措施，可为规划、建设项目审批提供科学依据。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应用“三线一单”成果对提升秦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报送单位：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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