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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区域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精细化环境管理的重要抓手。楚雄州是云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州市之一,本研究对楚雄州“三线一单”编制的思路、方法和初步成

果进行梳理,介绍研究成果在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对其他地区开展类似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楚雄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1 研究背景 

生态环境部于2017年10月24日印发了《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

方案》,要求相关的12个省市级成立项目协调小组,为划定本省市级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简称：“三线

一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2018年3月23日再次印发了《长

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沿江各省

组建协调小组,组织本行政区各地市开展三线一单编制工作,构建生态环

境空间管控体系,实现由面到点的精细化管理转变。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研究是围绕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系

统分析国土空间的生态环境属性,科学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结合已划

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确定尚需要进一步严格保护的一般生态空间,将过去

不能完全落地的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环境

管控单元,并针对性、差别化的提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形成系统性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以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引导构建绿色发展格局,提高环

境保护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
[1-3]

。 

2 楚雄州“三线一单”编制意义、思路及方法 

楚雄州作为滇中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省长江经济带战略环

境影响评价“三线一单”编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和云南省

的相关要求,楚雄州制定基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战略

性保护方案,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带、人居环境安全带和生态保障带协同发

展的战略新格局,是解决楚雄州环境问题的迫切需求,是贯彻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绿色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楚雄州“三线

一单”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空间、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 

2.1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将云南省已公布的生态

保护红线直接纳入生态空间,同时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评估的生态

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进行深入分析,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

纳入一般生态空间。 

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发布稿),楚雄州已划定的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约7444.76平方公里,约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18%。其中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分布 多的县为双柏县,面积为1447.61平方公里,分布面

积 少的县为牟定县,面积为287.24平方公里。按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楚雄州生态保护红线分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2个类型；按照空间

分布,分为3个区域,分别为哀牢山—无量山山地生物多样性维护与水土保

持生态保护红线、金沙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红河(元

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此外初步研究成果将楚雄州

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且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评估值较高的区域划

入一般生态空间进行管控,约占楚雄州国土面积的20%左右。 

根据楚雄州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差异化

的空间准入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实行 严格的管理,原则上按禁止开

发区进行管理,一般生态空间以生态保护为主,不得进行影响区域主导生

态功能的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差异化和针对性的环境

准入清单式管理为楚雄州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自然资源的有序开发

和产业合理布局奠定了基础。 

2.2环境质量底线 

2.2.1水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楚雄州水系传输规律、排污特征,考虑行政区划、水环境功能区

划、监测点位、排污特征等因素,以“水十条”确定的云南省96个控制单

元划定结果为基础,采用ArcGIS的Hydrology模块、ArcSWAT的Watershed 

Delineator模块等水文分析工具基于30米分辨率的DEM数据识别水文响应

控制单元,考虑行政区边界完整性原则,与县(市)界、乡镇(街道)边界相衔

接,同时兼顾饮用水源保护区、城镇开发边界、工业园区布局、工业企业

集中区域、水体不达标小流域等水环境重点考虑要素,研究成果初步将楚

雄州全域划定为102个水环境控制单元,综合城镇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农

业面源污染
[1]
等水环境管控要求后,纳入优先保护区的23个,纳入重点管

控区的30个,纳入一般管控区的49个。 

在水环境控制单元划定的基础上,依据近3年水质现状和规划要求分

别制定2020年、2025年和2035年的水质目标；梳理全州各类型污染源的污

染物排放量,结合省级下发到州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计算主要

污染因子的削减量,分配到各水环境重点管控区,便于水环境污染物的排

放管理。 

2.2.2大气环境质量底线 

将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法定保护区,划为大气环境管控分区中的优先管

控区
[1]
,主要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两类组成,其他保护地不纳入大气

环境优先保护区范围。研究成果初步将楚雄州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与行政

区划边界叠图分析,形成分县的管控区,全州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共计18

个,总面积约占全州国土面积的7%。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包括受体敏感区、

高排放区、布局敏感区、弱扩散区
[1]
。按照环境管控要求,其优先序列为

受体敏感区＞高排放区＞布局敏感区＞弱扩散区,楚雄州共划定大气环境

重点管控区25个,总面积约占全州国土面积的11%,细分为受体敏感区10个,

高排放区10个,布局敏感区4个,弱扩散区1个。 

在大气环境控制单元划定的基础上,依据近3年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和

规划要求分别制定2020年、2025年和2035年的空气质量目标；梳理全州各

类型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结合省级下发到州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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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计算主要污染因子的削减量,分配到各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便于大

气污染物的排放管理。 

2.2.3土壤环境风险底线 

根据楚雄州土壤环境污染现状、主要污染成因及污染源分布、环境风

险特征等因素,将全州划分为优先保护区、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控区,实施

分区分类管理。其中根据农用地环境功能,将楚雄州国土空间中大于1km
2

的连片基本农田、大于0.5km
2
的连片茶园、果园识别为土壤环境农用地优

先保护区。初步将2块土壤污染重点治理区的农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和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中楚雄州的1个污染地块、12个疑似污

染地块在内的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列为土壤环境重点管控区。其

他区域纳入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 

在明确土壤环境各类重点管控区要求的基础上,以市县为主体,将土

壤环境基本管理单元的质量目标、污染物总量排放限值、资源利用上限等

要求从环境治理和行为准入两个方面,建立土壤环境准入清单。 

2.3资源利用上线 

结合国家和云南省相关要求,以楚雄州水资源利用规划为基础,根据

流域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主要污染物入河情况、生态环境用水挤占情况等,核算水资源承载负荷成

果,评价水量和水质要素承载状况。同时明确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的主要目标,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角度,衔接既有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控制要求,

将楚雄州的楚雄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作为能源重点管控区,明确提出禁燃

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其他县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后再纳入

能源重点区进行管控。 

楚雄州纳入分类管控的岸线重点考虑金沙江(长江上游),楚雄州境内

金沙江河道长度为180.9km,岸线长度为225.3km。将港口、工业园区、城

市及重点镇开发涉及的岸线作为金沙江重点管控岸线,长度为11.88km,占

楚雄州金沙江岸线的5.27%。其他区域作为一般管控岸线。楚雄州境内无

金沙江优先保护岸线。对划定的不同岸线类型提出了管控要求,其中重点

管控岸线严格限制污染企业的进驻及排污口的设置,在以保证水生态、不

影响行洪安全为前提下,可适当进行港口码头、工业企业等岸线开发活动。 

2.4综合环境管控单元划定 

以水环境管控分区作为基准图层,叠加大气环境管控分区的基础上,

逐步融合生态、土壤等各类管控分区, 后以行政边界进行拟合,划定综合

环境管控单元
[1]
。结合实际,楚雄州优先环境管控单元主要表现为以生态

保护、水源涵养为主的南部、北部等区域,重点管控单元主要表现为以经

济开发建设活动为主的中部等区域。 

研究成果初步将楚雄州划定为综合环境管控单元59个,其中优先保护

单元20个,重点管控单元29个,一般管控单元10个。重点管控单元数量占到

全州综合管控单元的一半,面积占比仅为全州面积总和的7.65%,数量虽多

但面积不大,重点管控单元集中分布在金沙江龙川江水质不达标控制流域

以及禄丰县、永仁县、楚雄市等居民集中分布区域、工业园区集中分布区

域。优先保护单元数量不多,但占比较大,面积约为全州面积总和的50%,

集中分布在北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南部红河哀牢山—无量山生物多样

性维护地带。 

2.5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基于环境管控单元中的三类分区成果,获取各资源环境要素的具体属

性、相关评估测算成果以及底层各要素管控要求。从区域、流域、园区等

不同维度,分别梳理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类规划、计划、政策文

件、战略/规划环评成果、重大项目的环评批复等,整理归纳其中关于空间

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效率等管理要求,

部分重点管控区域根据区域特点制定特殊的管理要求,由此形成楚雄州环

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3 研究结论及建议 

编制楚雄州“三线一单”有利于从空间角度开展环境管理工作,通过

对自然边界、环境要素边界和行政边界的结合,划定出不同的环境管控单

元,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环境准入清单,实现项目落地的精准研判、污

染物排放量的细致管控、资源利用效率的准确参考。通过与环保日常执法、

环保督察管理工作结合,可作为环境督察、执法处罚和“事中事后”监管

的重要依据之一,提高执法的精确性和针对性。 

目前“三线一单”相关技术体系和成果发布尚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今

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实现空间管控、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工具,成果的

应用尚需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根据应用成果

和存在问题及时调整和更新“三线一单”体系及管控要求,确保“三线一

单”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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