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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城镇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农村生活水平与质量在不断的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其成分日趋复杂。由于多年来对农村

环境问题的忽视，目前大多数农村污水未经处理，无组织排放，造成农村的水污染问题在不断恶化，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农村河道水体变黑变臭，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地下水质逐渐恶化，并威胁饮用水安全。而农村人口众多，经济水平略低的特点，导致了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不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工作内容， 也是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首次将农业农村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 

“十三五”以来，鼎城区县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积极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碧水保卫战、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初见成效，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存在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宏观布局不足、与城镇污水专项规划衔接不够、污水处

理设施覆盖面不够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乡村文明建设，指导做好鼎城区各乡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行动计划》，以及《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2019 年

常德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常德市鼎城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等文件精神，受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的委托，我单位在鼎城区

各部门、乡镇、街道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调研、实地考察、广泛收集资料和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以《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湖南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为指导进行了《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的编制工作。 

1.2 编制过程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的编制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 

（一）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 

以现有的调查为依托，对鼎城区 253 个村（社区）进行走访调查。收集村庄资料，对区域内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情况、生活污水的排放情况、厕改情况、生活污水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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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进行调查，同时对污染负荷量进行预测。由于居民基数庞大，可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每个村庄按照居住密度分布选取 25 户的生活污水排

放及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并填写调查表。并对其中 5 户采集水样，进行水质检测分析。 

（二）治理模式选择及设施建设需求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聘请相关的专家教授为指导，对全县 296 个村（社区）的污水处理进行方案设计，综合考虑各地（镇、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

中度、地势地貌、污水排水去向、污染程度和水环境功能等实际情况，科学选取治理技术和模式，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分区分类治理。结合自然气候条件、社会经济状况、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制定不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包括设施布局选址、污水收集系统铺设、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设施出水排放要求、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设规划等，争取达到成本最少、处理效率最高的局面。如城乡结合部和距离城镇污水处理厂较近的农村区域，优先考虑将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统

一处理。对离城镇较远但居住比较集中（20 户及以上）、人口较多的村庄，可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对使用水冲式厕所的分散居住农户，采用资源化利用和分散式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实现污水无害化处理；排出的污水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等实现就地消纳。对畜禽养殖散户要实现固液分离或建设相应处

理规模的沼气池、化粪池等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就地回用或达标后排放。鼓励对农田沟渠、塘堰等排灌系统进行生态化改造，在确保农业用水安全的前提下，厕所粪污经

无害化处理后就近还田，实现农业农村水资源良性循环。 

（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规划现场勘察 

对居民集中居住区域以及生态敏感区域进行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场地进行勘察，每个村勘察场地约 1-3 处，选择其中合适地点规划建设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结合调查数据，确定污水收集系统铺设线路、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参数等。 

（四）规划编制 

根据调查数据，及现场勘察结果，编制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规划。对工程进行预算，明确资金筹措方式，分析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并建立保障措施。形成近

期和远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规划文本。 

1.3 规划依据 

1.3.1 国家相关法规、标准、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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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年 10 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 年 10 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年 4 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9. 《城市供水条例》（1994 年 10 月） 

1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第 376 号令） 

12.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第 126 号令） 

1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4.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5.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1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4 版） 

17.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98） 

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 

1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20. 《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2010） 

21.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1998） 

22.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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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指标》（GB18918-2002） 

24. 《农田灌溉标准》（GB18918-2002） 

25.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05 年 4 月） 

26.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5）17 号） 

2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 

1.3.2 地方相关的法规、文件 

1. 《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2.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3. 《湖南省城市专项规划编制》 

4. 《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2019-2021）》 

5.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665-20119） 

6. 《湖南省镇（乡）村供排水工程专项规划设计技术导引》（2016 修订版） 

7.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湘办发〔2018〕24 号） 

8. 《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湘农联〔2019〕106 号） 

9. 《湖南省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四年行动实施方（2019-2022 年）》（湘政办发〔2019〕43 号） 

10. 《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11. 《常德市鼎城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12. 鼎城区各乡镇、村庄排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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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调查评估 

2.1 鼎城区污水治理现状 

鼎城区 1 个省控考核断面基本稳定在Ⅱ类水标准，6 个市控断面水质基本达到Ⅲ类标准，1 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到Ⅲ类标准比例高于

96.4%，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保持稳定，达到全年考核指标。 

2019 年对 15 个千吨万人水源地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了划定，并对五里溪水库等 3 个水源保护区开展了环境整治。全区已退养珍珠养殖面积 2811 亩，完成年度退养任

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整改交办的 3 户、省农业农村厅督办的 21 户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已全部按要求整改到位（功能性拆除）。532 个畜禽规模养殖场中,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设施建设配套 470 个，占比 88.35%。完成了枉水河水系二期鸟儿洲生态湿地修复与保护工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项目验收。鼎城区冲天湖周边生活污水截污处理工程已

基本完成，一定程度解决了冲天湖周边生活污水对冲天湖水质带来的影响。城区黑臭水体治理项目共有 7 个，目前永兴河、杨家港河、阳明湖水面、永安碈均已进入施工整

治阶段，其他三个项目也列入了整治计划，正在开展资金整合、手续申报等前期工作；乡镇黑臭水体治理全区展开了再次排查，制订了整治方案，现已全部完成整治。污水

处理城乡全面铺开，正在开展 15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2020 年全面建成所有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江南城区永兴河、杨家港河等 6 处黑臭水体治理管控率己

达到 90%。江南污水厂新增投资 4200 万，扩容规模 1.5 万吨/日，提质规模 3.0 万吨/日，已于 2019 年 5 月 3 日整体完工，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一级 A 排放标准。2019 年

区乡村三级河湖长巡河湖达 30000 余次,河道保洁 15650 公里,沟渠清淤 1612 公里，塘坝 1253 口，拆除侵占堤防岸线违法建筑 28 处，拆除河湖拦栅、栏网、网箱 213 处，拆

除矮围 15 处，砍伐欧美杨 9900 亩。河道管理范围内 33 处砂石码头（堆场）、搅拌场以及河湖“清四乱”51 处任务全部按要求整治到位。 

2.1.1 农村污水治理现状 

目前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具有以下特点。 

农村生活用水来源主要为自来水，少部分来自地下水、河水。 

洗浴、冲厕普遍使用自来水，但有部分村民洗衣服依然习惯采用河水，产生的污水大多就地泼洒或直排而汇入水渠进入河流。 

农村以及社区居委会排水体制大部分为雨污合流，少有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站）及配套的管网建设。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包括：厨房污水、生活洗涤污水、洗澡污水、冲厕水、不合格与不完善的化粪池溢出污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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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水量波动大、水质变化大，居民生活规律相近，导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早晚比白天大，夜间排水量小，甚至可能断流，水量变化非常明显。 

现状污水随现状排水明沟、暗涵等排至周边水体，致使周边水体严重污染。 

 

图 2.1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图与生活污水排污口 

2.2 设施处理现状 

2.2.1 区域总体情况 

鼎城区域内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总体情况运行良好，但很多地方生活污水与雨水进行合流，很多街道检查井设置距离过长，导致污水管网容易堵塞、破损。农户厨房出水大

部分未经过隔油池过滤截留，导致大量餐厨垃圾堵塞管道。部分化粪池四周和底部未做防渗处理，部分村庄三格粪池没有普及，粪水直接排入村污水检查井内，导致大量粪

便进入终端处理设施内；部分处理设施容积偏小，导致污水直接外溢的现象；部分管网埋深不够或高程设置不合理导致管道堵塞或排水不畅情况存在；部分农户洗涤废水未

接入管网；部分接户管网存在户外裸露、凌空，未采取保护和防冻晒等措施，部分农户存在错接漏接现象，厕所污水、厨房污水、洗浴废水、洗涤废水未做到应纳尽纳。2.2.2 

纳管处理模式现状 

鼎城区各村庄（社区）生活污水已经纳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理的有 20 个，占总行政村（社区）的 6.71%。其余大部分村庄未集中收集纳管处理。 

表 2.1 鼎城区纳管处理村庄一览表 

乡镇名称 序号 村庄名称 纳入终端 

玉霞街道 
1 常沅 江南污水处理厂 

2 临江 江南污水处理厂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说明书 

9 
 

3 鼎城区 江南污水处理厂 

4 迎宾 江南污水处理厂 

5 永安 江南污水处理厂 

红云街道 

6 花船 江南污水处理厂 

7 德安 江南污水处理厂 

8 停车场 江南污水处理厂 

9 红云 江南污水处理厂 

10 福广 江南污水处理厂 

11 西站 江南污水处理厂 

郭家铺街道 12 王家铺 江南污水处理厂 

斗姆湖街道 

13 斗姆湖 江南污水处理厂 

14 机场 江南污水处理厂 

15 新建 江南污水处理厂 

16 南垸 江南污水处理厂 

17 红星 江南污水处理厂 

18 新农 江南污水处理厂 

灌溪镇 
19 兴发垸 灌溪污水处理厂 

20 溪沿 灌溪污水处理厂 

 

2.2.3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鼎城区现有行政村以及社区居委会 296 个，规划区范围内已建成以及规划在建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有 23 个。 

表 2.2 鼎城区污水收集现状汇总 

乡镇名称 序号 村庄名称 设施规模 （t/d） 处理工艺 服务户数 服务人口 

蔡家岗镇 1 高桥社区 90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2571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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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岭岗村 50 厌氧+人工湿地 57  200 

草坪镇 
3 三角堆村 120 厌氧+人工湿地+氧化塘 514  1800 

4 草坪社区 9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2571  9000 

灌溪镇 5 百家坪社区 16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3429  12000 

韩公渡镇 6 永泰村 4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1486  5200 

花岩溪林场 7 花岩溪村 3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1371  4800 

花岩溪镇 8 吴家坝社区 9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2714  9500 

黄土店镇 9 金沙 1200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3622  12677 

牛鼻滩镇 10 南街社区 7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2143  7500 

十美堂镇 11 老街社区 7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2000  7000 

石板滩镇 12 石板滩社区 30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331  1158 

石公桥镇 
13 覃家岗村 500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129  450 

14 桥头社区 7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1071  3748 

双桥坪镇 15 双桥坪社区 45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1257  4400 

谢家铺镇 
16 唐家铺村 70 厌氧+人工湿地 286  1000 

17 桥头社区 70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2143  7500 

许家桥镇 18 许家桥社区 45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1114  3900 

尧天坪 19 金峰社区 50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1237  4329 

镇德桥镇 20 夹巷口社区 550 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1657  5800 

中河口镇 21 中河口社区 70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2000  7000 

周家店镇 22 建设社区 800 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 1943  6800 

蒿子港镇 23 太岳村 800 厌氧+人工湿地 2286  8000 

其中：农户覆盖率率为已接入农户数÷应接入户数，受益率为已受益人数÷应受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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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有一体化设备、厌氧+人工湿地，其中一体化设备和厌氧+人工湿地为主要工艺，总占比 82.61%。 

图 2.2 鼎城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分类占比图 

现有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量 50-100 t/d（不包含 100 t/d）的有 2 处，日处理量 100-500 t/d（不包含 500 t/d）的有 6 处，日处理量 500-1000 t/d（不包含 1000 t/d）

的有 13 处，日处理量大于 1000t/d 的有 2 处。。 

图 2.3 鼎城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量分类占比图 

2.2.3.1 玉霞街道现状 

玉霞街道地处城区中心地带，辖区范围为金霞路以北，阳明路以东区域，是鼎城区经济、文化、商贸中心，下辖 5 个社区，城镇污水管网目前已覆盖玉霞街道，生活污

水全部纳入江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表 2.1 玉霞街道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玉霞街道 5 / 16800 59000 168000 590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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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红云街道现状 

红云街道位于工业园路以北、阳明路以西与沅江合围的区域，下辖 6 个社区。城镇污水管网已全覆盖红云街道，生活污水全部纳入江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表 3.4 红云街道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红云 6 /  14163 49573 14163 49573 100% 100% 

2.2.3.3 斗姆湖街道现状 

斗姆湖街道东至江南城区，南望 4A 级风景区-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西邻 5A 级风景名胜地-桃花源，北抵悠悠沅水，与市城区隔江而望。常张、常吉高速在境内交错互通，G319

与 G207 横贯全境，沅水四桥直通江北，连接常德一号大道。千吨货运港口与桃花源机场在境内相互映衬，斗姆湖依托江南城区产业，滨江水运和机场航空优势，构筑起常德市水陆空

交通的枢纽。现辖 7 个城镇社区，4 个农村社区。斗姆湖街道已有 6 个社区的居民生活污水纳入江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表 2.3 斗姆湖街道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斗姆湖 11 /  11800 41300 9600 33600 81.36% 81.35% 

2.2.3.4 郭家铺街道现状 

郭家铺街道抵金霞路，南接德山经济开发区和斗姆湖街道，东西两头均临沅水大堤，隆腾物流园、湘西北五金机电市场坐落在辖区内，是鼎城区城市规划的重要区域之

一，下辖 4 个城镇社区，4 个农村社区。郭家铺街道已有 1 个社区的生活污水进入到江南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表 2.4 郭家铺街道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郭家铺 8 /  700 2500 500 1800 71.4% 72% 

2.2.2.5 蔡家岗镇现状 

蔡家岗镇西抵桃源县，北靠临澧县。石长铁路、国道 G207 及一号大道南北穿镇而过，省道 S313 公路横贯东西，交通便捷，是全区规划确定的四个中心镇之一。蔡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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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下辖 4 个社区 13 个行政村。 

蔡家岗镇在建污水处理厂 1 个，近期规划人口 7900 人，远期规划人口 9000 人。近期建设规模为 600 m3/d；远期建设规模 90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紫外消

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人工湿地一个，位于长岭岗村，服务人口 200 人，设施

规模 50 m3/d；生态沟渠一条，位于尹家坪村，服务人口 2000 人，设施规模 130 m3/d。已建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均执行一级 B 标准。 

表 2.5 蔡家岗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蔡家岗 17 3 12341 44165 3200 11200 25.93% 25.36% 

2.2.3.6 草坪镇现状 

草坪镇位于常德市鼎城区南郊，紧邻桃花源机场，下辖 8 个社区。 

草坪在建污水处理厂有 1 处，位于草坪社区，近期规划 7900 人，远期规划 9000 人。近期规模 600 m3/d，远期规模 900 m3/d。处理设施工艺采用“A2/O+MBR+生态滤池

（一体化）”，出水水质标准均执行《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人工湿地两个，分别位于兴隆街村，三角堆村。兴隆街村处理

设施服务人口为 4310 人，设施规模 270 m3/d；三角堆村处理设施服务人口为 1800 人，设施规模 120 m3/d。出水水质均执行一级 B 标准。 

表 2.6 草坪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草坪 8 3 8600 30000 4317 15100 50.2% 50.3% 

2.2.3.7 灌溪镇现状 

灌溪镇地处常德市西北郊，距市城区 5 公里，东界武陵区南坪乡；西邻桃源县畲田乡；南接武陵区河洑镇；北抵石板滩镇。下辖 2 个社区 10 个行政村。 

灌溪镇在建污水处理厂有 1 处，位于百家坪社区，近期规划 10500 人，远期规划 12000 人。近期规模 800 m3/d，远期规模 1600 m3/d.处理工艺为“A2/O+MBR+生态滤池

（一体化）”，近期规模出水标准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兴发垸村、溪沿社区生活污水纳入灌溪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服务

人口共计 3066 人。出水水质执行一级 B 标准。 

表 2.7 灌溪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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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灌溪 12 1 8173 30526 4125 15066 50.47% 49.35% 

2.2.3.8 韩公渡镇现状 

韩公渡镇位于常德市东岸 30 公里的八官崇孝垸内、冲柳河西岸，海拔高度 34 米。下辖 3 个社区，17 个行政村；特种养殖场由韩公渡代管，下辖 1 个社区，2 个行政村。 

韩公渡镇目前在建污水处理厂有 1 处，位于永泰村，远期规划 7000 人，远期规模 650 m3/d，出水水质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

准。已建人工湿地一个，位于断港头社区，服务人口 720 人，设施规模 50 m3/d。出水水质执行一级 B 标准。 

表 2.8 韩公渡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韩公渡 20 2  13302 48469 1691 5290 12.71% 10.91% 

2.2.3.9 蒿子港渡镇现状 

蒿子港镇位于洞庭湖南端，东邻安乡县与澧水交界，西接西洞庭管理区。下辖 3 个社区，7 个行政村。 

蒿子港镇目前已建人工湿地 1 处，服务人口 8000 人，设施规模 500 m3/d，出水水质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 

表 2.9 蒿子港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蒿子港 10 1  9563 33473 2285 8000 23.9% 23.9% 

2.2.3.10 十美堂镇现状 

十美堂镇位于鼎城区的东北端，乡镇区划调整后由原来的黑山嘴、黄珠洲、十美堂三个乡镇合并组建。下辖 5 个社区，18 个行政村。 

十美堂镇在建污水处理厂 1 处，位于老街社区，近期规划 6200 人，近期规模 450 m3/d；远期规划 7000 人，远期规模 700 m3/d。采用“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

工艺，出水水质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0 十美堂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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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美堂 23 1 18500 65000 2000 7000 10.8% 10.7% 

2.2.3.11 花岩溪镇（含林场）现状 

花岩溪镇花岩溪镇位于区治西南 40 余千米，系原港二口镇和逆江坪乡合并成立，辖 13 个村(社区)，（花岩溪茶场规划附属在内） 

花岩溪镇目前在建污水处理厂 2 座，远期规划人口近 1.43 万人，远期污水处理规模达 120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水质标

准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1 花岩溪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花岩溪 13 2 9826 34917 4086 14300 41.5% 40.9% 

2.2.3.12 黄土店镇现状 

黄土店镇位于区治西南 35 公里，处在沧山、钱家坪、唐家铺、草坪、长茅岭、港二口、花岩溪等乡镇、场的中心位置，是常德、汉寿、桃江、安化、桃源五县物资集散

地，自古有“五县通衢”之说，被常德市定为南部边贸重镇。下辖 3 个社区 21 个行政村。 

目前黄土店镇正在修建 1 处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12677 人，远期规模为 1200 m3/d，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标准都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2 黄土店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黄土店 24 1  14228 49800 3622 12677 25.4% 25.4% 

2.2.3.13 双桥坪镇现状 

双桥坪镇位于鼎城区北部，与津市、临澧接壤，属于沅澧两大水系流域。下辖 3 个社区 11 行政村。 

双桥坪目前在建污水处理厂 1 座，远期规划 4400 人，远期规模 450 m3/d，采用“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污水处理工艺，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人工湿地 3 处，分别位于双桥坪社区，祝家垱村，王家咀村。双桥坪社区设施服务人口 732 人，处理规模 125 m3/d，祝家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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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设施服务人口 1000 人，处理规模 125 m3/d，王家咀村设施未投入使用。出水水质为一级 B 标准。 

表 2.13 双桥坪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双桥坪 14 4 10105 33129 1752 6132 17.3% 18.5% 

2.2.3.14 牛鼻滩镇现状 

牛鼻滩镇地处沅水之滨，东与贺家山原种场接壤，西抵常德市郊的芦山乡。下辖 2 个社区，10 个行政村。 

牛鼻滩镇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人口 7500 人，污水处理规模为 700 m3t/d，采用“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4 牛鼻滩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牛鼻滩 12 1  11139 38988 2143 7500 19.2% 19.2% 

2.2.3.15 石公桥镇现状 

石公桥镇距常德城区 30 公里，地处太阳山东麓，洞庭湖西滨，东抵西洞庭管理区，西接原大龙站镇，南临镇德桥镇，北靠周家店镇.下辖 4 个社区，10 个行政村（园艺

场规划附属在内）。 

石公桥目前在建污水处理厂 1 座，位于桥头社区，远期规划 3748 人，污水处理规模 700m3/d，处理工艺为“A2/O+MBR+生态滤池（一体化）”模式，出水水质为《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一体化处理设施 1 座，位于覃家岗村，服务人口 450 人，设施规模 50 m3/d。 

表 2.15 石公桥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石公桥 14 2  13043 46137 1199 4198 9.1%% 9.0% 

2.2.3.16 石板滩镇现状 

石板滩镇位于鼎城区中北部，东靠太阳山常德林场，西抵桃源县架桥镇，南接灌溪镇，北连蔡家岗镇。因境内渐水河中有一长约 900 米的石板河滩而得名。下辖 4 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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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6 个行政村。 

石板滩镇区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达到 1158 人，污水处理规模最大为 300m3/d，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处理工艺，其出水水

质标准为《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人工湿地 3 处，分别位于莲花堰村、荷花堰村、拾柴坡村。莲花堰设施服务人口为 1150

人，设施规模 100 m3/d；荷花堰设施服务人口 1962 人，设施规模 130 m3/d；拾柴坡设施服务人口 2393 人，设施规模 130 m3/d。出水水质均为一级 B 标准。 

表 2.16 石板滩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石板滩 10 4  6441 22546 1904 6663 29.5% 29.5% 

2.2.3.17 谢家铺镇现状 

谢家铺镇位于鼎汉两区县交汇处，距市城区 20 公里，为鼎城区的东南门户，是有名的商贸重镇、农业强镇、油茶大镇。东与聂家桥乡接壤，西与黄土店镇毗邻，南抵

朱家铺镇，北与石门桥镇相接。下辖 2 个社区，17 个行政村。 

谢家铺镇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达到 7500 人，远期规模 700 m3/d，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处理工艺，其出水水质标准为《城

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已建 2 座人工湿地，分别位于唐家铺村和官桥坪村，设施服务人口均为 1000 人，设施规模为 70 m3/d，出水

水质为一级 B 标准。 

 

表 2.17 谢家铺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谢家铺 19 3 11095 4.85 万 2714 9500 24.4% 19.5% 

2.2.3.18 许家桥镇现状 

许家桥回族维吾尔族乡位于常德市西南部，与原丁家港乡合并后，距市区 17 公里。东与斗姆湖办事处接壤，紧邻桃花源机场，西与桃源县漳江镇比邻，南抵草坪镇，

北与沅江相接。下辖 3 个社区，13 个行政村。 

许家桥乡区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3900 人，远期规模为 45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水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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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8 许家桥乡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许家桥 16 1  10762 35372 1114 3900 10.3% 11.0% 

2.2.3.19 尧天坪镇现状 

尧天坪镇地处鼎城区西南端，距常德市城区 45 公里，东南与国家森林公园花岩溪接壤，西南与桃花源风景区相邻，东北接许家桥乡，西北连接桃源县漳江镇。长吉高

速、319 国道途径本镇，桃花旅游干线穿境而过。下辖 3 个社区 11 个行政村。 

尧天坪镇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4329 人，远期规模 500 m3/d 处理工艺此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19 尧天坪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尧天坪 14 1 8858 31000 1237 4329 13.96% 13.96% 

2.2.3.20 镇德桥镇现状 

镇德桥镇位于区境中北部，东连石公桥镇，西接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白鹤镇，南邻韩公渡镇，下辖 3 个社区，6 个行政村。 

镇德桥镇区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5800 人，远期规模为 55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水质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20 镇德桥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镇德桥 9 1  5835 20100 1657 5800 28.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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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1 中河口镇现状 

中河口镇位于全区最北端，距离城区 60 公里，东濒澧水与安乡隔河相望，西北与津市药山镇、毛里湖镇哑河为界，南与西洞庭管理区接壤，东南与蒿子港镇毗连。下

辖 1 个社区，10 个行政村。 

中河口镇区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7000 人，远期规模为 70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水质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21 中河口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中河口 11 1  0.91 万 3.19 万 0.2 万 0.7 万 21.9% 21.9% 

 

2.2.3.22 周家店镇现状 

周家店镇位于区治东北部、距常德城 30 公里。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时期，周家店据洞庭湖西汊，镇西北及中部岗岭连绵，东部地势低平。省道 S306 线横贯全境，

是连接湘鄂交通之咽喉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下辖 2 个社区，12 个行政村。 

周家店镇区目前在建 1 座污水处理厂，远期规划为 6800 人，远期规模为 800 m3/d，处理工艺采用“A2/O+MBR+紫外消毒+生态滤池（一体化）”工艺，出水水质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 

表 2.22 周家店镇污水收集现状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村庄数目 处理设施数量 应接入户数 应受益人数 已接入户数 已受益人数 收集率 受益率 

1 周家店 14 1  10754 63932 1943 6800 18.0% 10.6% 

 

2.2.4 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管材现状 

截止目前，鼎城区农村规划在建以及已完成建设污水管网 134789 米，鼎城区农村污水管网整体运行状况良好，但也存在个别污水处理设施的管道雨污混流、破损、覆

土不够（裸露）、堵塞、管道坡度不够、管径过小等问题。 

表 3.25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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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名称 管长（m） 管径（mm） 管材 

蔡家岗 12815 DN300/400 HDPE 

草坪 6443 DN300/400 HDPE 

灌溪 16700 DN400/500/600 HDPE 

韩公渡 9500 DN300/400 HDPE 

蒿子港 770 DN300 HDPE 

十美堂 3478 DN300/400 HDPE 

花岩溪镇 12056 DN300/400 HDPE 

黄土店 7235 DN300/400 HDPE 

双桥坪 10274 DN300/400/500 HDPE 

牛鼻滩 11928 DN300 HDPE 

石公桥 12163 DN300/400 HDPE 

石板滩 7500 DN300/400 HDPE 

谢家铺 8061 DN300/400/500/600 HDPE 

许家桥 3473 DN300/400 HDPE 

尧天坪 4085 DN300/400/500 HDPE 

镇德桥 4240 DN300/400/500 HDPE 

中河口 2068 DN300 HDPE 

周家店 2000 DN300 HDPE 

合计 134789     

2.2.5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现状 

鼎城区大部分农村居民采用的是小型三格化粪池，鼎城区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广以“三格式”化粪池为主的农村卫生厕所，至 2019 年底，鼎城区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到

14.08%，按照《鼎城区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要求》，至 2020 年底，鼎城区全区卫生厕所覆盖率将达到 100%。 

表 3.26 鼎城区各乡镇改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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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名称 户数 卫生厕所数 卫生厕所覆盖率 

1 十美堂 15202 1472 9.68% 

2 蔡家岗 11626 1666 14.33% 

3 双桥坪 8410 349 4.15% 

4 尧天坪 8901 2412 27.10% 

5 谢家铺 10143 1390 13.70% 

6 黄土店 12286 2260 18.39% 

7 花岩溪镇 7570 838 11.07% 

8 许家桥 10293 200 1.94% 

9 蒿子港 8105 2750 33.93% 

10 中河口 7722 5419 74.17% 

11 牛鼻滩 8662 1626 18.77% 

12 灌溪 7597 1198 15.77% 

13 韩公渡 10886 2538 23.31% 

14 周家店 10396 695 6.69% 

15 石公桥 11161 1530 13.71% 

16 镇德桥 5332 714 13.39% 

17 石板滩 5781 631 10.92% 

18 草坪 1708 451 26.41% 

19 郭家铺 1622 120 7.40% 

20 斗姆湖 2242 436 19.45% 

21 花岩溪林场 1296 226 17.44% 

合计 166941 23502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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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状综合评价分析 

2.3.1 总体评价分析 

鼎城区农村污水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也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经验，但在实施中

也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村民环保意识薄弱 

大部分村民尚未形成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意识，一方面，农村节约用水意识基

本未形成；另一方面，在房屋建设与厕所改造过程中，重点只关注厕所卫生条件，

基本不关心排水去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现象比较突出。部分农户仅建有化粪池，

无消纳土地的农户“黑水”经化粪池排入附近沟渠或水体，远未实现达标排放或资

源化利用。 

（2）源头节水、“黑（水）灰（水）”分离滞后 

受地区水资源丰富和用水不收费的影响，农村居民污水源头减量严重滞后，污

水产生量大，后续治理压力大；大部分农户厕所和洗浴间建设在一起，且多为“黑

水”与“灰水”混合排出，高浓度的“黑水”与低浓度的“灰水”混合进入化粪池；

而化粪池建设容积偏小，无法实现无害化和减量化的目的，同时也影响到“黑水”

资源化利用，治理难度大、费用高，化粪池污水直接外排现象较突出。 

（3）农村生活污水收集难度大 

鼎城区大部分农村房屋分散建设，且缺少规划，随意性强，即使一些聚集度较

高的村庄也没有规划相应的污水收集与排水系统，污水收集难度大、建设成本高。

从已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农户覆盖率也能发现，大部分集中收集污水处理设施在设

计中按覆盖区域户籍人口设计，但实际运行中能收集进入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量严

重偏低。 

（4）污水治理覆盖率普遍偏低 

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当前仅对部分重点区域、重点村庄开展了治理，

大部分聚集度较低、只能采用分散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村庄或农户，尚未开展系统

治理。 

（5）缺乏完善的长效运维机制、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率低农村污水治理受益

主体付费制度未建立、政府财政支付困难，大部分地区未建立完善的长效运维机制，

普遍存在运维责任主体不明确、运行经费无保障，导致集中治理污水处理设施稳定

运行率低，建设的设施难于发挥正常的环境效益。 

2.3.2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评价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鼎城区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体运行良好，目前主要有以下

两个问题。 

（1）规划存在的问题：部分管网存在管径过小、标高过高、检查井设置不规范

或者无检查井、无清扫井等情况，易导致污水管网容易破损、堵塞。 

（2）设施存在的问题：有少数农村居民污水没有被接入，从而导致处理设施进

水量不够、农户污水直排、乱排的现象；部分农户没有化粪池，导致卫生间废水粪

便直接进入管网，易堵塞；且许多村庄依旧没有进行雨污分流，从而导致部分湿地

植被枯萎死亡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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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目标

分析 

3.1 规划目标 

3.1.1 近期目标 

到 2025 年底，郭家铺、斗姆湖 2 个街道办以及蔡家岗、草坪、灌溪、石板滩、

许家桥、周家店这 6 个乡镇下辖的 82 个社区及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包含资

源化利用）覆盖率达到 80%，农户受益率达到 70%。全区出水水质按《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665-20119）一级标准执行，污水处理设施

排放达标率为 80%，污泥全部无害化处理。 

3.1.2 远期目标 

至 2030 年，鼎城区 253 个行政村（社区）排水体制为完全雨污分流制，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包含资源化利用）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农户受益率达到 90%，全

区出水水质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665-20119）一

级标准执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尾水水质达标率 90%，污泥全部无害化处理。逐步

完善鼎城区人口密度较高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力，基本建

立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治理体系，实现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

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3.2 目标分析 

3.2.1 近、远期目标的确定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中近期、远期目标是依据鼎城区目前环

境形势、人口分布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综合因素进行划分。斗姆湖、郭家铺街道城

市化建设在临城区一侧快速推进，远城市一侧生活污水处理仍以直排为主，对当地

水环境生态影响严重。其他 6 个乡镇分别为重点工业、农业、旅游区，生活污水治

理迫在眉睫。 

3.2.2 各项指标的确定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将鼎城区划分

为洞庭湖地区二类区。其近期目标（2025 年）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包括资

源化利用）行政村覆盖比例≥95%，农户覆盖率≥65%，污水排水达标率不得低于

75%。远期目标（2030 年）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包括资源化利用）行政村

覆盖比例为 100%，农户覆盖率≥90%。逐步完善人口密度较高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设施建设和有效处理能力，基本建立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农村污水收集治理体系，

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全面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说明书 

24 
 

第四章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主要

内容与成果 

4.1 主要内容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主要内容为：总则、区域概况、现状分

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规划、设施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

效益分析与保障措施八大部分组成。其中总则对规划的目的、依据、目标等进行了

说明；区域概况则对鼎城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现状分析中对鼎城区目

前已有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以及处理设施进行了分析评价；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规划这一部分内容确定了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标准、治理模式、收

集系统、治理工艺、污泥处理方式等方案；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规划主要包括对现有

的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各乡镇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规划以及工程投资

的估算与筹措；设施运行维护与监督管理则是对新建的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

监督进行了说明；效益分析从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对鼎城区新建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保障措施则是从组织、资金、政策、技术等方面对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行保障，以便确保该项工作的正常展开。 

4.2 主要成果 

《鼎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对鼎城区 20 个乡镇（街道）中 253 个村

庄（社区）进行了详细规划。这其中包括对已建成的 17 座处理设施提升改造，纳管

13 处。预计共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10 处，资源化利用与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预计新建 94352 套，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含资源化利用与已建）行政村覆盖率 100%。

总服务户数约为 20800 户（含已纳入城镇污水系统 3506 户），规划区农户覆盖率约

为 91.03%。近期、远期目标具体如下： 

规划近期（至 2025 年底），郭家铺、斗姆湖 2 个街道办以及蔡家岗、草坪、灌

溪、石板滩、许家桥、周家店这 6 个乡镇将新建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8

座，纳管 6 处，管网长度累积达 56350 米，新建资源化利用与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 29533 套，预计总建设投资 26643.35 万元，总运行成本 144.34 万元/年。 

规划远期（至 2030 年底），十美堂、双桥坪、尧天坪、谢家铺、黄土店、花岩

溪、蒿子港、中河口、牛鼻滩、韩公渡、石公桥、镇德桥 12 个镇将新建集中式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85 座，管网长度累积达 113480 米，新建资源化利用与分散式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64819 套，预计总建设投资 59338.20 万元，总运行成本 350.78

万元/年。 

第五章 相关规划解读 

5.1 《鼎城区水功能区划》 

鼎城区水功能区划采用两级体系，即一级区划和二级区划。一级功能区的划分

对二级功能区划分具有宏观指导作用。一级功能区分四类，包括保护区、保留区、

开发利用区、缓冲区；二级功能区划分重点在一级区划的开发利用区内进行，分七

类，包括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

过渡区、排污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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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鼎城区水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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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鼎城区水功能一级区划登记表（2014 年河流） 

序号 功能区名称 

所在 范围 

现状水质 

目标水质 

区划依据 备注 
流域 水系 河流 行政区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长度

（km） 
2024 年 

1 
渐河鼎城区保

护区 
长江 洞庭湖 渐河 

雷公庙镇、蔡

家岗镇 

雷公庙镇沈

家岗村老堰

湾组 

蔡家岗镇灵

泉寺 
21.2 Ⅲ Ⅲ 

常德城区应

急水源 

《常德市水功能

区划》（2014） 

2 
渐河鼎城区开

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渐河 

蔡家岗镇、石

板滩镇、灌溪

镇 

蔡家岗镇灵

泉寺 
河洑闸 16.3 Ⅲ Ⅲ 工农业用水 

3 
马家吉河鼎城

区保护区 
长江 洞庭湖 

马家吉

河 

石公桥镇、镇

德桥镇 
冲天湖 新河口闸 24.6 Ⅲ Ⅲ 源头水 

4 
冲柳高水鼎城

区保留区 
长江 洞庭湖 

冲柳高

水 
中河口镇 

中河口镇林

家滩 

河口（苏家

吉水闸） 
55.4 Ⅲ Ⅲ 

开发利用程

度不高 

 

 

表 5.2 鼎城区水功能一级区划登记表（2020 年河流） 

序号 功能区名称 

所在 范围 

现状水质 

目标水质 

区划依据 
流域 水系 河流 行政区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长度

（km） 

2020 年-

2025 年 

2025 年-

2030 年 

1 
高低排河斗姆湖街道许家桥乡开

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高低排河 

斗姆湖街道    

许家桥镇 
全线 26.9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 
沧水河谢家铺镇黄土店镇开发利

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沧水河 

谢家铺镇 

黄土店镇 
全线 51.0 劣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 
朱家岗河石板滩镇灌溪镇开发利

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朱家岗河 

石板滩镇 

灌溪镇 
全线 44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工农业用水 

4 
同兴河镇德桥镇石公桥镇开发利

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同兴河 

石公桥镇 

镇德桥镇 
全线 12.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 迎丰河镇德桥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迎丰河 镇德桥镇 全线 10.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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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河石公桥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北河 石公桥镇 全线 2.5 劣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7 南河石公桥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南河 石公桥镇 全线 3.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8 田溪河周家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田溪河 周家店镇 全线 9 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9 樊溪河周家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樊溪河 周家店镇 全线 4.26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0 小拦河牛鼻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小拦河 牛鼻滩镇 全线 9.6 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1 谈家河牛鼻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谈家河 牛鼻滩镇 全线 14.1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2 民兵渠韩公渡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民兵渠 韩公渡镇 全线 6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3 东湖河中河口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东湖河 中河口镇 全线 16.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4 青毛港河蒿子港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青毛港 蒿子港镇 全线 26.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5 北干渠河蒿子港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北干渠河 蒿子港镇 全线 6.8 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6 沙潮河十美堂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沙潮河 十美堂镇 全线 18.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7 黄泥湖河十美堂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黄泥湖河 十美堂镇 全线 14 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8 三板桥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三板桥河 花岩溪镇 全线 7.3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19 廖花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廖花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0 茄黄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茄黄河 花岩溪镇 全线 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1 铁党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铁党河 花岩溪镇 全线 9.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2 扁豆沟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扁豆沟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7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3 木龙冲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木龙冲 花岩溪镇 全线 5.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4 水田冲河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水田冲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3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5 水溪花岩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水溪 花岩溪镇 全线 22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6 易家河尧天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易家河 尧天坪镇 全线 7.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7 甘潭河尧天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甘潭河 尧天坪镇 全线 16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8 徐家溶河尧天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徐家溶河 尧天坪镇 全线 2.1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29 牛栏冲河尧天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牛栏冲河 尧天坪镇 全线 6.6 劣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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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南阳河许家桥乡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南阳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1 莫家当河许家桥乡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南阳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8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2 王家湾河许家桥乡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王家湾河 许家桥乡 全线 16.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3 珊瑚岗河许家桥乡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珊瑚岗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4 土桥河许家桥乡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土桥河 许家桥乡 全线 6.9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5 谢花垱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谢花垱河 蔡家岗镇 全线 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6 尹家坪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尹家坪河 蔡家岗镇 全线 16.55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7 黄坛桥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坛桥河 蔡家岗镇 全线 7.6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8 泉垱弯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泉垱弯河 蔡家岗镇 全线 2.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39 陆家坪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陆家坪河 蔡家岗镇 全线 16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0 左家垱河蔡家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左家垱河 蔡家岗镇 全线 5.26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1 黄古垱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古垱河 石板滩镇 全线 9.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2 古堤坪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古堤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10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3 雷家坪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雷家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8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4 堆子岗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堆子岗河 石板滩镇 全线 11 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5 姚树坡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姚树坡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3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6 麻家坪河石板滩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麻家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3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7 南洋河双桥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南洋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1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8 沙溪河双桥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沙溪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49 甘蔗河双桥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甘蔗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39 Ⅳ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0 枉水东支河黄土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枉水东支河 黄土店镇 全线 18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1 中溪冲河黄土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中溪冲河 黄土店镇 全线 3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2 黄土店河黄土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土店河 黄土店镇 全线 5.8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3 新港河黄土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新港河 黄土店镇 全线 1.5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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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花马桥河黄土店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花马桥河 黄土店镇 全线 2 劣Ⅴ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5 谢家铺河谢家铺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谢家铺河 谢家铺镇 全线 20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6 木子坪河谢家铺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木子坪河 谢家铺镇 全线 5.8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7 李谷町河谢家铺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李谷町河 谢家铺镇 全线 7.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8 龙虎口河谢家铺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龙虎口河 谢家铺镇 全线 7.8 Ⅳ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59 贺家坝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贺家坝河 草坪镇 全线 3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0 伍家坪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伍家坪河 草坪镇 全线 10 Ⅱ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1 黑桥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黑桥河 草坪镇 全线 5.12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2 白云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白云河 草坪镇 全线 4.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3 车家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车家河 草坪镇 全线 3.18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4 易家冲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易家冲河 草坪镇 全线 3.17 Ⅲ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65 叶家桥河草坪镇开发利用区 长江 洞庭湖 叶家桥河 草坪镇 全线 3 Ⅳ 按二级区执行 农业用水 

 

表 5.3 鼎城区水功能二级区划登记表（2014 年河流） 

序号 功能区名称 

所在 范围 
现状水

质 

目标水质 

区划依据 备注 
流域 水系 河流 行政区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长度

（km） 

水质代表

断面 
2024 年 

1 
渐河鼎城区工

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渐河 

鼎城区（蔡家

岗镇、石板滩

镇、灌溪镇） 

蔡家岗镇灵

泉寺 
河洑闸 16.3 河洑闸 Ⅲ Ⅲ 工农业用水 

《常德市

水功能区

划》

（2014） 

 

表 5.4 鼎城区水功能二级区划登记表（2020 年河流） 

序号 功能区名称 

所在 范围 

现状水质 

目标水质 

区划依据 
流域 水系 河流 行政区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长度

（km） 
水质代表断面 

2020 年-

2025 年 

2025 年-

2030 年 

1 
高低排河斗姆湖街道办许家桥

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高低排河 

斗姆湖街道    

许家桥 
全线 26.9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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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沧水河谢家铺镇黄土店镇农业

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沧水河 

谢家铺镇 

黄土店镇 
全线 51.0 下游 劣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3 朱家岗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朱家岗河 石板滩镇 石板滩镇境内 18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 朱家岗河灌溪镇工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朱家岗河 灌溪镇 灌溪镇境内 26 上游 Ⅲ Ⅲ Ⅲ 工业用水 

5 
同兴河镇德桥镇石公桥镇农业

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同兴河 

石公桥镇 

镇德桥镇 
全线 12.5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6 迎丰河镇德桥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迎丰河 镇德桥镇 全线 10.2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7 北河石公桥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北河 石公桥镇 全线 2.5 上游 劣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8 南河石公桥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南河 石公桥镇 全线 3.2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9 田溪河周家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田溪河 周家店镇 全线 9 下游 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10 樊溪河周家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樊溪河 周家店镇 全线 4.26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1 小拦河牛鼻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小拦河 牛鼻滩镇 全线 9.6 下游 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12 谈家河牛鼻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谈家河 牛鼻滩镇 全线 14.1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3 民兵渠韩公渡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民兵渠 韩公渡镇 全线 6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4 东湖河中河口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东湖河 中河口镇 全线 16.5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5 青毛港河蒿子港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青毛港河 蒿子港镇 全线 26.5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6 北干渠河蒿子港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北干渠河 蒿子港镇 全线 6.8 中游 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17 沙潮河十美堂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沙潮河 十美堂镇 全线 18.5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18 黄泥湖河十美堂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黄泥湖河 十美堂镇 全线 14 中游 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19 三板桥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三板桥河 花岩溪镇 全线 7.3 上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20 廖花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廖花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7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1 茄黄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茄黄河 花岩溪镇 全线 7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2 铁党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铁党河 花岩溪镇 全线 9.5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3 扁豆沟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扁豆沟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7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24 木龙冲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木龙冲河 花岩溪镇 全线 5.5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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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田冲河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水田冲河 花岩溪镇 全线 6.3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6 水溪花岩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水溪 花岩溪镇 全线 22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27 易家河尧天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易家河 尧天坪镇 全线 7.2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8 甘潭河尧天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甘潭河 尧天坪镇 全线 16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29 徐家溶河尧天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徐家溶河 尧天坪镇 全线 2.1 上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0 牛栏冲河尧天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牛栏冲河 尧天坪镇 全线 6.6 下游 劣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31 南阳河许家桥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南阳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7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2 莫家当河许家桥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南阳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8 下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33 王家湾河许家桥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王家湾河 许家桥乡 全线 16.7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4 珊瑚岗河许家桥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珊瑚岗河 许家桥乡 全线 7.2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5 土桥河许家桥乡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土桥河 许家桥乡 全线 6.9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6 谢花垱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谢花垱河 蔡家岗镇 全线 5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7 尹家坪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尹家坪河 蔡家岗镇 全线 16.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38 黄坛桥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坛桥河 蔡家岗镇 全线 7.6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39 泉垱弯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泉垱弯河 蔡家岗镇 全线 2.5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0 陆家坪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陆家坪河 蔡家岗镇 全线 16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1 左家垱河蔡家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左家垱河 蔡家岗镇 全线 5.26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42 黄古垱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古垱河 石板滩镇 全线 9.7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3 古堤坪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古堤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10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44 雷家坪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雷家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8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5 堆子岗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堆子岗河 石板滩镇 全线 11 下游 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46 姚树坡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姚树坡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3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7 麻家坪河石板滩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麻家坪河 石板滩镇 全线 8.3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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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南洋河双桥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南洋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1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49 沙溪河双桥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沙溪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7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50 甘蔗河双桥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甘蔗河 双桥坪镇 全线 6.39 中游 Ⅳ Ⅲ Ⅲ 农业用水 

51 
枉水东支河黄土店镇草坪镇农

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枉水东支河 

黄土店镇、

草坪镇 
全线 18 中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52 中溪冲河黄土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中溪冲河 黄土店镇 全线 3 下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53 黄土店河黄土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黄土店河 黄土店镇 全线 5.8 下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54 新港河黄土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新港河 黄土店镇 全线 1.5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55 花马桥河黄土店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花马桥河 黄土店镇 全线 2 下游 劣Ⅴ Ⅳ Ⅳ 农业用水 

56 谢家铺河谢家铺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谢家铺河 谢家铺镇 全线 20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57 木子坪河谢家铺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木子坪河 谢家铺镇 全线 5.8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58 李谷町河谢家铺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李谷町河 谢家铺镇 全线 7.2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59 龙虎口河谢家铺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龙虎口河 谢家铺镇 全线 7.8 上游 Ⅳ Ⅲ Ⅲ 农业用水 

60 贺家坝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贺家坝河 草坪镇 全线 3 下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61 伍家坪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伍家坪河 草坪镇 全线 10 下游 Ⅱ Ⅱ Ⅱ 农业用水 

62 黑桥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黑桥河 草坪镇 全线 5.12 中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63 白云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白云河 草坪镇 全线 4.7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64 车家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车家河 草坪镇 全线 3.18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65 易家冲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易家冲河 草坪镇 全线 3.17 下游 Ⅲ Ⅲ Ⅲ 农业用水 

66 叶家桥河草坪镇农业用水区 长江 洞庭湖 叶家桥河 草坪镇 全线 3 下游 Ⅳ Ⅲ Ⅲ 农业用水 

 

表 5.5 鼎城区湖泊水功能区划登记表 

序号 湖泊名称 功能区名称 现状水质 
目标水质 

2020 年-2025 年 2025 年-2030 年 

1 沙潮湖 农业用水区 Ⅳ 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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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硝湖 农业用水区 劣Ⅴ Ⅳ Ⅳ 

 

 

表 5.6 鼎城区水库水功能区划登记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功能区名称 现状水质 
目标 

水质 
区划依据 

1 五里溪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2 超美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3 五溪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4 跃进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5 沧山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6 城湖口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7 彭家坪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8 大冲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9 梁家冲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0 三渡水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1 西洋陂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2 四陂堰 农业用水区 Ⅳ Ⅲ 农业灌溉取水 

13 龙门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4 丰盈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5 群英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16 建新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7 卫星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18 古堤溶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19 鸽子湾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20 茶叶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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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白龙潭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22 大溪 农业用水区 Ⅴ Ⅲ 农业灌溉取水 

23 国丰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24 祝丰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25 胜利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26 星星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27 群力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28 横冲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29 庆丰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0 西牛山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31 南北堰 农业用水区 Ⅳ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2 许家冲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3 草堰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4 马江嘴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5 易家冲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6 英雄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37 双冲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Ⅴ Ⅲ 已建取水口 

38 金星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Ⅳ Ⅲ 已建取水口 

39 金耳冲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40 砂田溪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Ⅴ Ⅲ 已建取水口 

41 元桂 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农业灌溉取水 

42 杉木 农业用水区 Ⅳ Ⅲ 农业灌溉取水 

43 平湖 农业用水区 Ⅴ Ⅲ 农业灌溉取水 

44 关门洲 饮用水源区、农业用水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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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鼎城区山塘水功能区划登记表 

序号 山塘名称 功能区名称 现状水质 
目标水质 

区划依据 备注 
2020 年-2025 年 2025 年-2030 年 

1 哈蟆洞 饮用水源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山塘 

2 金刚寺 饮用水源区 Ⅲ Ⅲ 已建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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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鼎城区总体规划 

《常德市鼎城区十四五规划思路》确定了鼎城区在十四五期间将优化形成“一核三轴六组团”的城镇空间格局 

表 5.8 鼎城区乡镇职能规划一览表 

区级 范围 街道乡镇 重点任务 

一核 江南城区 

玉霞街道 

突出城区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打造常德市城市新中心 红云街道 

郭家铺街道 

三轴 

沅澧快速干线轴 沿线城镇 串联沅水和澧水流域沿线城镇，联通鼎城区南北空间 

二广高速沿线轴 沿线城镇 有效加强与市域范围内各县市城镇及周边地州市的联系  

沿澧水滨湖轴 沿线城镇 加强洞庭湖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一步拓宽城镇发展空间 

六组团 

灌溪团 

灌溪 

重点发展工业经济，打造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具有区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石板滩 

蔡家岗 

花岩溪团 
花岩溪 

重点发展林业经济和旅游经济，打造特色林产业、休闲生态旅游、红色文化旅游长廊 
尧天坪 

周家店团 

周家店 

重点推动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民间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石公桥 

双桥坪 

镇德桥 

蒿子港团 

蒿子港 
重点推进滨湖特色小城镇建设，发展大宗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业，以鸟儿洲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的美

丽乡村旅游业 
中河口 

十美堂 

谢家铺团 

谢家铺 
重点加强农产品商贸、仓储、物流功能建设，发展大型竹木加工业和民营经济，加强对外合作与交

流 
黄土店 

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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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鼻滩团 
牛鼻滩 

重点发展大湖经济，打造特色水产养殖基地和现代化的蔬菜种植基地 
韩公渡 

 

5.3 鼎城区生态保护红线 

鼎城区（含西洞庭管理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 43.08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例 1.84%。其中红线组成主要为： 

1、五类评估区域：3.24 km2； 

2、禁止开发区： 

鸟儿洲湿地公园 10.49 km2， 

太阳山森林公园 8.50 km2，花岩溪森林公园 3.51 km2，汉寿县竹海森林公园 0.875 km2， 

花岩溪自然保护区 9.32 km2，桃源乌云界自然保护区 0.054 km2， 

常德市武陵区沅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0.497 km2，常德市鼎城区沅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0.437 km2， 

沅水鼎城区段褶纹冠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6.52 km2，沅水武陵河段青虾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17 km2， 

桃花源风景名胜区 1.864 km2， 

国家一级公益林 1.40 km2。 

表 5.9 鼎城区生态红线划定一览表 

类别 类型 
发布稿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平方公里） 占国土空间面积比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

线 

1 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重要区   

2 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区   

3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重要区   

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红线 
4 水土流失敏感区   

5 石漠化敏感区   

评估结果 1-5 项空间叠加 3.2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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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开发区 

6 国家公园   

7 省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 9.37 0.40 

8 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缓冲区   

9 省级及以上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一级景

区） 
1.86 0.08 

10 省级及以上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

景观区 
12.89 0.55 

11 省级及以上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   

12 省级及以上湿地公园的湿地保育区和恢复

重建区 
10.49 0.45 

13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0.93 0.04 

14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7.69 0.33 

其他各类保护地 

15 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   

16 国家一级公益林 1.40 0.06 

17 重要湿地   

18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19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   

20 自然岸线   

其他新增 21 各类新增   

生态保护红线合计 43.08 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