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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分析 

1.1 规划背景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以下简称为“园区”）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03 年批准成立

的市级产业园区。2004~2013 年，园区先后编制 1 版总规－“2004 版总规”，2 版控

详规－“2004 版控详规”、“2007 版控详规”及“2007 版控详规调整”。2013 年，浦南

合并期间，基于上层位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调整，园区以“2007 控详规调

整”为基础，编制完成“2013 版控详规”。“2013 版控详规”实施至今，随着外部形势引

领及内部需求推动，园区于 2014~2019 年先后 8 次对“2013 版控详规”进行局部调

整，调整后的最新版本简称为“2013 版控详规调整”。2013 年~今，园区依据“2013

版控详规调整”开展建设。 

1.2 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 2013 年编制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经

2014~2019 年 8 次局部调整后的最新版本，简称为“2013 版控详规调整”。 

1.3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东至申江路，南至 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西至 S3 沪奉高速公路，北

至周邓公路。园区规划范围见附图 1。 

1.4 发展规模 

规划用地面积为 1187.88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为 1040.48 万平方米，规划人口

数量为 4.12 万人。 

1.5 产业导向 

“2013 版控详规调整”规划发展目标中提出的产业导向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医

学教育、医学研究、医药及医疗器械生产。 

1.6 功能布局 

功能布局分为八大功能区，包括：国际医院区、医学院校区、国际康复区、国

际商务区、医学研发区、产业区、公共设施和居住生活区、配套服务区。园区功能

布局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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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规划 

园区规划用地类别大体分为建设及非建设用地。①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居住用

地（含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占比 10.49%；公共设施用地（含医疗卫生用地及教育科

研设计用地）占比 38.82%；工业用地（含一、二类工业用地及工业研发用地）占比

17.53%；道路广场用地占比 17%；市政设施用地占比 0.78%；绿地（分为公共绿地

及防护绿地）占比 15.38%。②非建设用地主要包括：水域占比 11.06%；生态控制

用地占比 3.57%；农用地占比 1.53%。其中：园区南部规划的农用地同时也是《上

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 2035）》规划的三类生态空间暨永久基本

农田及基本农田保护区。园区土地利用规划见下图。 

 

图 1.7-1  园区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兼容利用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江科学城项目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浦

府〔2017〕147 号文件）提出：为了提高引入项目能级和土地利用效率，未来张江

科学城规划将探索土地兼容利用。该文件同时明确了各类项目用地中宜兼容、有条

件兼容的土地用途。根据该文件可知，园区与产业及研发用地相关的土地兼容内容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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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研设计用地（C65）宜兼容社区停车场/库、绿地、公益性服务设施，有条

件兼容工业功能（一类工业）、商业服务业功能、商务办公功能。 

②一类工业用地（M1）宜兼容行政办公、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科研、商务办

公、仓储、社区停车场/库、绿地、公益性服务功能等设施，有条件兼容娱乐、旅馆、

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仓储和职工宿舍等功能。 

1.8 规划协调性 

⑴园区规划及实施现状在三类生态空间规划及管理方面符合《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沪府〔2019〕80 号）及《上海市生态空间专

项规划（2021~2035）》（沪府〔2021〕33 号）；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上海市国

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沪府〔2021〕43 号）。 

⑵园区规划及实施现状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地

表水环境保护、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保护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以及生态安全与环

境风险管理等方面符合《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沪府发〔2021〕19

号）及《上海市 2021~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沪府办发〔2021〕

2 号）。 

⑶园区规划范围不涉及上海市划定的生态红线。园区规划及实施现状在空间布

局管控、产业准入、产业结构调整、总量控制、工业污染治理、能源领域、污染治

理、环境风险防控、土壤污染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符合《关于本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20〕11 号）。 

⑷园区与东、南、西三侧邻边规划协调，其中：园区东侧边界外为规划的外环

运河市级生态间隔带，宽度大于 1.8 公里；园区西侧规划边界与周浦镇大型居住社区

之间有 200 米的空间间隔；园区南侧规划边界外为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南区工业用

地。两个园区之间有 300~500 米的空间间隔（含园区南部规划的三类生态空间暨永

久基本农田及基本农田保护区）。此外，园区北侧规划边界外为上海浦东康桥工业

区东区工业用地。两个园区之间仅一路之隔，间距约为 55 米。园区北部区域国际医

院区规划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属于敏感地块。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东区沿周

邓公路地块用地性质主要为工业用地，主导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及汽车零部件制造

业，对园区北部医疗卫生用存在环境影响因素。通过产业控制带管控，可以保证用

地环境关系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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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和环境保护目标 

2.1 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见下表及附图 1。 

表 2.1-1  本次评价范围 

环境要素 本次评价范围 

大气环境 园区规划边界外延 2.5km 范围 

地表水环境 园区规划范围内主要河道（五灶港、六灶港、七灶港、高新河、戴家漕等） 

土壤环境 园区规划边界外延 200m 范围 

地下水环境 园区规划范围 

声环境 园区规划范围及园区规划边界周边 200m 范围内的声环境敏感目标 

生态 园区规划范围 

环境风险 园区规划边界外延 3km 范围 

2.2 环境保护目标 

园区环境敏感目标见下表及附图 1。 

表 2.2-1  园区环境敏感目标 

评价专题 编号 行政区划 环境敏感目标名称 性质 

环境敏感目

标相对园区

的方位关系 

环境敏感目标与

园区规划边界之

间的最近距离/m 

保护等级 

园区规划范围内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声环境 

环境风险 

1 康桥镇 新苗村现状居民点 居住 东北 园区内部 

大气二级 

土壤一类 

声 3 类区 

2 

周浦镇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1 居住 北部 园区内部 

3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2 居住 东北 园区内部 

4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3 居住 东北 园区内部 

5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4 居住 中部 园区内部 

6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5 居住 中部 园区内部 

7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6 居住 中部 园区内部 

8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7 居住 中部 园区内部 

9 红桥村现状居民点 8 居住 东南 园区内部 

10 瓦南村现状居民点 1 居住 东部 园区内部 

11 瓦南村现状居民点 2 居住 东南 园区内部 

12 瓦南村现状居民点 3 居住 东南 园区内部 

13 阳光城丽景湾小区 居住 东部 园区内部 

14 保利艾卢 居住 东部 园区内部 

15 姚桥村现状居民点 居住 西北 园区内部 

16 牛桥村现状居民点 居住 中部 园区内部 

18 梧桐国际 医疗 北部 园区内部 

19 上海健康医学院 1 教育 西部 园区内部 

20 上海健康医学院 2 教育 西部 园区内部 

21 交通大学医学院 教育 西南 园区内部 

22 
新场镇 

坦西村现状居民点 1 居住 东南 园区内部 

23 坦西村现状居民点 2 居住 东南 园区内部 

24 航头镇 王楼村现状居民点 1 居住 西南 园区内部 

26 

康桥镇 

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 医疗 北部 园区内部 

27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医疗 北部 园区内部 

28 上海肿瘤医院东院 医疗 北部 园区内部 

园区规划边界至 500m 范围 

大气环境 29 周浦镇 达城锦园 居住 西北 460 大气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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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 31 周浦海印又一城 居住 西北 430 

33 颐古苑小区 居住 西侧 480 

37 界浜村居民点 1 居住 东侧 290 

39 界浜村居民点 3 居住 东侧 300 

40 崂山小学周浦小区 教育 西北 360 

41 康弘幼儿园 教育 西北 460 

43 上海市澧溪中学分校 教育 西侧 440 

47 康桥镇 新苗村居民点 2 居住 东北 340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声环境 

环境风险 

30 

周浦镇 

海尚乐苑 居住 西北 150 

大气二级 

土壤一类 

声 2 类区 

32 汇福家园 居住 西侧 150 

34 瓦南村居民点 4 居住 东侧 60 

35 瓦南村居民点 5 居住 东侧 140 

36 瓦南村居民点 6 居住 东侧 120 

38 界浜村居民点 2 居住 东侧 20 

42 紫罗兰小学 教育 西侧 100 

44 
航头镇 

王楼村居民点 2 居住 南侧 70 

45 王楼村居民点 3 居住 南侧 80 

46 新场镇 坦西村居民点 3 居住 东南 160 

园区规划边界外 500m 至 3000m 范围 

大气环境 

环境风险 

48 

周浦镇 

瓦南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侧 590 

大气二级 

49 北庄村居委会辖区 居住 东侧 590 

50 界浜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侧 660 

51 周南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910 

52 瓦屑居委会辖区 居住 东侧 960 

53 塘东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120 

54 吉祥里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190 

55 周东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200 

56 欣逸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230 

57 周东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270 

58 印象春城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380 

59 汇丽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470 

60 安阁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600 

61 瑞阳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620 

62 汇康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80 

63 安居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80 

64 欧风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90 

65 汇腾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90 

66 中城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90 

67 华城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880 

68 棋杆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侧 1950 

69 丽都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960 

70 中虹佳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980 

71 中市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110 

72 幸福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160 

73 向阳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280 

74 小上海新城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420 

75 南八灶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480 

76 果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480 

环境风险 

77 公元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520 

78 横桥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560 

79 灃溪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610 

80 康泰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680 

81 御沁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780 

82 华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2800 

大气环境 

环境风险 

83 

康桥镇 

昱龙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680 

84 康桥宝邸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690 

85 海尚康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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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石门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北 1160 

87 康桥月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360 

88 康湾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450 

89 沿南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1670 

90 人南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1930 

91 火箭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210 

92 秀怡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210 

93 汤港雅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240 

94 宁怡居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310 

95 汤港馨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500 

环境风险 

96 文怡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520 

97 康桥半岛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570 

98 汤港中心居委会辖区 居住 北侧 2720 

99 城中花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750 

100 沿北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北 2810 

大气环境 

环境风险 

101 

新场镇 

坦西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南 590 

102 坦直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南 1280 

103 坦东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南 1360 

104 坦南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东南 1840 

环境风险 105 仁义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南侧 2530 

大气环境 

环境风险 

106 

航头镇 

王楼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南侧 660 

107 沉香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690 

108 南馨佳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1420 

109 恒福家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1530 

110 航武嘉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1620 

111 昱丽家园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1640 

112 瑞和苑社区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740 

113 沉香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1900 

114 瑞浦嘉苑居委会辖区 居住 西侧 1920 

115 鹤东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2450 

环境风险 
116 沈庄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2630 

117 梅园村村委会辖区 居住 西南 2750 

园区规划范围内规划环境敏地块 

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 

声环境 

环境风险 

17 

康桥镇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1 医疗 北部 / 

大气二级 

土壤一类 

声 3 类区 

25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2 医疗 西北 / 

118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3 医疗 西北 / 

119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4 医疗 北部 / 

120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5 医疗 东北 / 

121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6 医疗 东北 / 

122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7 医疗 东北 / 

123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8 医疗 中部 / 

124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09 医疗 中部 / 

125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10 居住/教育 东部 / 

126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11 居住/教育 东部 / 

126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12 居住/教育 中部 / 

128 规划环境敏感地块 13 居住/教育 东部 / 

园区规划范围内 

地表水环境 

1 

/ 

六灶港 河道 / 园区内部 

IV 类水质 2 七灶港 河道 / 园区内部 

3 高新河（六灶港以北段） 河道 / 园区内部 

4 五灶港 河道 / 园区内部 

V 类水质 5 戴家漕 河道 / 园区内部 

6 高新河（六灶港以南段） 河道 / 园区内部 

土壤环境 1 
周浦镇、航头

镇、新场镇 

永久基本农田及 

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 

保护区 
南侧 园区内部 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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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规划实施现状 

园区现状开发建设情况与现行“2013 版控详规调整”相符。园区现状开发程度偏

低，截止 2020 年底，园区已开发利用土地面积约占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 51.09%左

右，园区土地开发利用现状未出现指标偏离情况。园区现状开发范围主要集中在医

学院校区、医学研发区及产业区，入驻企业行业类别与园区产业导向总体匹配，产

业集聚度高。园区道路、绿地、水系，以及各类管网、供电线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等

规划方案跟随开发过程实施，其中：已开发区域相关规划方案基本实施完成；未开

发区域多为农用地，相关规划方案尚未实施。 

3.2 区域环评落实情况 

园区高度重视区域环评及审批意见，并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

境风险管控、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管理等方面，积极加以落实。由

于落实情况较好，园区被纳入上海市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联动的区域名单。 

3.3 经济发展现状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园区已建设成为以医疗服务、检测及医学教育，以及医疗

器械及生物医药研发与制造为主体，兼容相关总部经济，集“医、教、研、产”于一体

的专业化医学产业园区。近年来，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并以生物医药研发

型企业居多。“十三五”期间，园区工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工业总产值呈逐年递增趋

势，年均增长率约为 8.94%。 

3.4 资源利用现状 

园区规划及现状能源消费结构为电力及天然气。园区现有重点企业单位工业产

值能耗，园区现有医院及重点企业单位工业产值新鲜水耗均明显优于上海市平均水

平、上海市生态工业园区指标值。 

3.5 主要污染物排放现状 

园区现状废气主要来自于医院、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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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VOCs，此外，还有少量 SO2、NOx 及其他特征大气污染

物。园区现状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较于其他类型产业园区均比较低。 

 废水及主要水质污染物排放现状 

园区现状废水分为生产废水（含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两类。其中：医疗废水

来自于医院，生产废水来自于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生活污水

来自于园区内居民、医院医患、医学院校师生及企业员工生活污水。主要水质污染

物包括：COD 及氨氮等。园区现有生活源污水排放量及主要水质污染物排放量贡献

占比最高。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现状 

园区现状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及生活垃

圾三类。园区现有企业均配套建设一般工业固体物及危险废物暂存设施，生活垃圾

不暂存，由园区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此外，园区引入第三方危险废物处置服务

机构建设园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中心，以有效解决小微规模企业危险废物

处置难的问题。园区现状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均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处置。园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率达 100%。 

3.6 环境风险回顾 

本次评价采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规定方法

计算，园区现有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的 34 家重点生产型企业使用和储存的风险物质

的存在数量与临界量的比值 Q 均小于 1，合计 Q 值仍小于 1，说明园区整体环境风

险水平较低。 

园区环境风险管理由张江科学城应急指挥部总体负责。负责各级环境风险管理

法规及政策要求在园区的落实与监督，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事，负责预警、应急响

应的领导、协调及执行。园区现有企业已建项目均已完成竣工环保验收，环评文件

中关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突发境事件应急管理与处置的要求均已得到落实。园区

现有企业普遍设有环境管理部门，或设置专人负责企业环境及环境风险管理。园区

已发布实施《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7 园区环境管理现状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作为张江科学城环境管理的主体单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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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监督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对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各项生态环

境建设、环境管理，以及园区企业（项目）的环境服务工作。园区现有企业普遍设

有环境管理部门，或设置专人负责企业环境管理。 

3.8 首轮及上轮区域环评措施有效性 

在落实首轮区域环评“2005 版区域环评”及上轮区域环评“2007 版区域环评”提出

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措施、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固体废物处置

措施的基础上，园区现有医院及重点企业 2019 年主要大气污染物 SO2、颗粒物及

VOCs 排放量，主要水质污染物 COD 及氨氮排放量，均处于上轮区域环评预测的环境

容量范围内；危险废物均已实现收集、包装、暂存、转移及处置全程受控，各类固

体废物处置率达 100%。同时，园区环境空气质量及河道水质总体得到改善，评价区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河段水质，以及园区声环境质量现状均满足相关标准。首轮及

上轮区域环评提出的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措施、声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以及固体废物处置有效，可以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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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规划后续实施重点 

“十四五”期间，园区将重点开发医学研发区及产业区中的待开发工业用地及研发

用地，国际医院区及国际康复区中的待开发医疗用地，公共设施和居住生活区中的

待开发居住用地。同时，兼顾医学院校区及国际商务区待开发用地的开发建设。重

点引进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医疗器械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以及以生物医药为重

点的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其中：因园区现行的“2013 版控详规调整”中申江路

以西、五灶港以北、高新河以东、蓝靓路以南区域规划用地性质存在不确定，故在

园区控详规修编完成前，严格控制该区域产业类项目引进。 

4.2 规划后续实施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后续实施的资源需求分析 

规划后续实施后，园区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产值相较现状提升较为明显。规

划后续实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为电力及天然气，园区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及新鲜水耗

仍均明显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上海市生态工业园区指标值。 

 规划后续实施产排污分析 

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规划后续实施废气主要来自于新建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生

产废气及配套锅炉燃烧天然气产生的烟气等。经预测，规划后续实施后，对环境空

气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 

⑵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规划后续实施废水分为生产废水（含医疗废水）及生活污水两类。其中：医疗

废水来自于新建医院，生产废水来自于新建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

业，生活污水来自于园区内新增居民、医院医患、学校师生，以及企业员工生活污

水。主要水质污染物包括：COD 及氨氮等。 

园区周邓公路沿线地块属白龙港污水厂服务范围，其余地块属海滨污水厂机场

高速（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污水总管服务范围。其中：周邓公路沿线地块污水出路

为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向北汇入周邓公路污水收集干管，并由西向东纳入南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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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污水支线干管，再向北接入白龙港污水片区南线（东段）总管；其余地块污水出

路为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汇入康新公路污水支线干管，并由北向南纳入机场高速

总管后，继续向东送至海滨污水厂。 

规划后续实施涉及的园区北部国际医院区及国际康复区均处于白龙港污水厂服

务范围，涉及的医学研发区及产业区处于海滨污水厂服务范围。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及海滨污水厂尾水排放标准涵盖园区外排主要水质污染物。分析认为，从废水纳管

途径、水量及水质角度分析，规划后续实施废水纳管排放可行。 

⑶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规划后续实施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及生

活垃圾三类。引进企业应设置专人进行危险废物收集、包装、暂存及转移等厂界内

全过程管理。企业配套危险废物暂存间建设及运营管理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处置，中小企业危险废处置管理可依托园区危险废物

收集、贮存、转运中心，危险废物处置率应达至 100%。危险废物出入库记录及台帐

完备，委托处置协议、转移联单及备案记录齐全。 

⑷环境风险 

园区环境风险管理由张江科学城应急指挥部总体负责。负责各级环境风险管理

法规及政策要求在园区的落实与监督，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事，负责预警、应急响

应的领导、协调及执行。同时，要求引进企业应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设置专

人负责企业环境及环境风险管理，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及维护。引进企业应重点

加强事故泄漏，以及火灾爆炸等伴生/次生环境风险防范，加强事故废水收集及处置

管理，生物制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还应着重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4.3 规划后续实施的环境目标可达性 

经预测，规划后续实施新增主要大气污染物颗粒物、VOCs、SO2 及 NOx 排放量

均相对较小。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规划后

续实施引进企业各类废水均可实现纳管排放。危险废物均委托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处置。同时，通过采取有针对性及有效的污染防治

措施，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预期可达，声环境质量目标预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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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优化调整建议 

5.1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⑴规划后续实施规模资源及环境均可承载，环境合理。 

⑵规划后续实施重点引进的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医疗器械生产型及研发型企

业，以及以生物医药为重点的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污染防治、环境风险（含

生物安全）防范及管理措施较为成熟，主要污染物排放预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环

境风险水平预期可以接受。规划后续实施产业结构的环境合理。 

⑶规划后续实施重点引进的医疗健康产业、医疗器械产业，以及以生物医药为

重点的医药产业，均不属于“两高”行业及企业，也不涉及高风险单元。规划后续实施

用地布局中，部分地块需设置产业控制带，在此基础上，规划后续实施用地布局环

境合理。 

⑷规划后续实施引进企业各类废水均可实现纳管排放；危险废物均委托具有相

关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处置。基于前述分析核算，规划后续

实施新增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均相对较小。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同时，通过采取有针对性及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土壤及

地下水环境质量目标预期可达，声环境质量目标预期可达。 

基于前述分析，规划后续实施环境合理。 

5.2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建议一：园区控详规应依据取得批复的上层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修编。 

建议二：沿申江南路及沿康新公路轨道交通线采用地下通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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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6.1 基于三线一单的环境管理建议 

 基于环境质量需求的环境管理目标 

园区环境管理目标见下表。 

表 6.1-1  园区环境管理目标 

类别 指标 目标 

环境质量 

环境空气质量 符合二级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 符合Ⅴ类标准 

土壤环境 

建设用地依据规划用地性质分别符合第一类建设用地及第二类建设

用地筛选值。 

农用地符合农用地筛选值 

地下水环境 符合Ⅳ类水质标准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90% 

声环境 

区域符合 3 类区标准 

规划及现有主干道路自边界线外起，在相邻声环境质量功能 3 类区内

15 米范围区域符合 4a 类区标准。 

资源消耗 

能源 
企业单位产值能耗符合上海市行业均值 

园区单位产值能耗符合上海市行业均值 

水资源 
企业单位产值能耗符合上海市行业均值 

园区单位产值能耗符合上海市行业均值 

污染控制 

主要污染物减排 完成市区减排要求 

城镇污水处理率 100% 

郊区集中居住点污水收集率 全收集、全处理 

危险废物处置率 100% 

风险防范 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定期更新并备案 

空间管制 
三类生态空间 

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控制线性工程、市政

基础设施和独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产业控制带 落实产业控制带管控要求 

环境准入 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落实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基于产城环境关系协调需求的空间管制方案 

园区产业控制带见下表及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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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园区产业控制带 

序号 空间管制单元 空间管制范围 空间管制要求 

1 产业控制带   

1.1 园区北部产业控制带   

1.1.1 园区 14-03 及 14-05 地块产业控制带 

以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东区南侧邻周邓公路高新河至申江南

路段一侧规划工业用地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南外延 200 米范

围划定产业控制带。根据划定方案，园区实际空间管制范围

为：以园区 14-03 地块邻周邓公路高新河至申江南路段一侧

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南外沿 35 米范围；以园区 14-05 地块邻

周邓公路高新河至申江南路段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南外

沿 30 米范围。 

新建产业项目准入（不含实验室和小试类研发机构）管控要

求：按照Ⅰ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该区域内应布局基本无

污染的项目，不应新增大气污染源和涉气风险源，不应布局

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 

1.1.2 园区 02-03、03-02、03-07、13-12 及 13-13 地块产业控制带 

以园区 02-03、03-02、03-07、13-12 及 13-13 地块北侧邻周

邓公路沪奉公路至高新河段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北外沿

200 米范围。 

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东区涉及的产业控制带范围内的需要管

控地块，按照该园区规划环评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1.2 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周边产业控制带 

①以 07-08 地块邻天雄路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东外沿 50

米范围。根据划定方案，东侧实际空间管制范围为：以 08-09

及 09-01 地块邻天雄路周祝公路至 08- 08 地块与 08-09 地块

交界处段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东外沿 25 米范围。②以上

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涉及的 25-01 地块与东侧紧邻

25-02 地块交界处红线为基准，向东外延 50 米，划定产业控

制带。③以 25-01 地块邻当归路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北

外沿 50 米范围。根据划定方案，北侧实际空间管制范围为：

以 24-02 地块邻当归路天雄路至 25-01 地块与 25-02 地块交

界处段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北外沿 30米范围。④以 25-06

及 25-11 地块邻排泾港学院河至芙蓉花路段一侧用地规划红

线为基准，向北外沿 50 米范围。根据划定方案，北侧实际空

间管制范围为：以 25-02 及 25-03 地块邻排泾港学院河至芙

蓉花路段一侧，向北外沿 15 米范围。 

①新建产业项目准入（不含实验室和小试类研发机构）管控

要求：按照Ⅰ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该区域内应布局基本

无污染的项目，不应新增大气污染源和涉气风险源，不应布

局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②现有大气污染源和

涉气风险源管控要求：应对照前款要求，严格控制大气污染

物排放和风险水平，改扩建应做到污染物排放量与环境风险

水平不突破现状。 

1.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周边产业控制带 

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浦东校区临近半夏路一侧主要环境敏

感建筑“青年教师公寓”为基准，划定 200 米产业控制带。根

据划定方案，实际空间管制区域为：以 39-04 地块邻半夏路

紫萍路至地块内北侧第一条支路段一侧规划红线为基准，东

侧外沿 45 米范围。 

①新建产业项目准入（不含实验室和小试类研发机构）管控

要求：按照Ⅱ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该区域内应发展低排

放、低风险的项目，不应新增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

和二级的大气污染源；不应新增涉气风险物质存量与临界量

比值 Q≥1 的环境风险源；应严格控制恶臭异味物质、《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所列大气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目录》

所列剧毒物质的排放；不应布局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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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目标。②现有大气污染源和涉气风险源管控要求：应对照

前款要求，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和风险水平，改扩建应

做到污染物排放量与环境风险水平不突破现状。 

2 其他空间管制要求 园区 23-20、29、34、37-06、37-07、38-04 地块 

①新建产业项目准入（不含实验室和小试类研发机构）管控

要求：参照Ⅱ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该区域内应发展低排

放、低风险的项目，不应新增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

和二级的大气污染源；不应新增涉气风险物质存量与临界量

比值 Q≥1 的环境风险源；应严格控制恶臭异味物质、《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所列大气污染物、《危险化学品目录》

所列剧毒物质的排放；不应布局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

感目标②现有大气污染源和涉气风险源管控要求：应对照前

款要求，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和风险水平，改扩建应做

到污染物排放量与环境风险水平不突破现状。 

3 园区土地兼容利用管控要求 / 

为提高园区引入项目能级和土地利用效率，未来园区将探索

土地兼容利用，其中：科研设计用地（C65）可有条件兼容工

业用地（一类）。针对科研设计用地（C65）兼容工业用地地

块的选取，园区应遵照以下原则：①兼容地块优先布局在距

离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住宅、学校及医院等）200 米以上的

区域。②若因园区发展需要，兼容地块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无法保证 200 米以上距离时，则兼容地块内引入项目应满足

园区产业控制带对新增企业的相关管控要求：0~50 米按照Ⅰ

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50~200 米按照Ⅱ类重点管控区进行

管理。同时，引入项目应符合园区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4 
园区现行控详规与上层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存在冲突区域的

管控建议 

申江路以西、五灶港以北、高新河以东及蓝靓路以南区域 

因该区域规划用地性质存在不确定，故在园区控详规修编完

成前，该区域按照《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 

~2035）》（沪府〔2019〕80 号）规划的居住生活区（居住

用地）进行管理。以该区域规划用地边界（规划红线）为基

准，向南外延 50 米范围，为五灶及规划绿地，不涉及需要管

控区域；向西外延 50 米范围，为满天星路、高新河及规划绿

地，不涉及需要管控区域，故不需设置产业控制带。 

/ 

待《浦东新区周浦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批

复实施后，园区现行“2013 版控详规调整”与上层位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存在冲突区域引进项目应遵照如右侧所述原则：①

园区引进的生产型企业（项目）应优先布局在距离周边环境

敏感区域规划红线边界外 200 米以上的区域。若因园区发展

需要，生产型企业（项目）布局与周边环境敏感区域规划红

线边界无法保证 200 米以上距离时，则引进的生产型企业（项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16 

目）应满足园区产业控制带对新增企业（项目）的相关管控

要求：0~50 米按照Ⅰ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50~200 米按

照Ⅱ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②园区引进的研发型企业（项

目）优先布局在距离周边环境敏感区域规划红线边界外 50 米

以上的区域。环境敏感区域规划红线边界外 0~50 米按照Ⅰ

类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 

《浦东新区周浦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草案）》

规划申江路以西、紫萍路以北、高新河以东、蓝靓路以南区

域规划用地类别总体为生活功能区（居住用地）。以该区域

规划用地边界（规划红线）为基准，向南外延 50 米范围，为

紫萍路及规划绿地，不涉及需要管控区域；向南外延 50~200

米范围，为紫萍路、高新河、规划绿地及规划研发用地，不

涉及需要管控区域（规划工业用地），故不需设置产业控制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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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特色园区目标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基于前述规划发展目标中提出的产业导向，以及园区“十四五”期间发展重点，本

次评价提出如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⑴总体要求 

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见下表。 

表 6.1-3  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空间管制范围 生态环境准入总体要求 

园区规划范围 

落实且符合上海市“三线一单”对园区的管控要求。 

禁止引进不符合国家、上海市现行产业政策的项目。 

禁止引进环境风险潜势Ⅳ及Ⅳ+的项目。 

产业控制带范围 落实表 6.1-2 及附图 3 所示的园区空间管制方案。 

⑵鼓励类项目 

规划后续实施，鼓励引进符合规划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的项目；鼓励引进具有

国内及以上先进水平的医疗服务、医学教育项目。同时，根据《关于推动生物医药

产业园区特色化发展的实施方案》（沪经信医〔2020〕996 号）中关于张江生物医

药创新引领核心区的产业定位及重点任务，鼓励引进生物医药前沿研究、基础研究

及应用研究项目；合成生物学、干细胞、个性化诊断、新一代测序技术等前沿颠覆

性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项目；高端生物制品、新型药物、高端影像设备、高端医疗

器械的研究及成果转化制造项目；鼓励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推广使用低 VOCs 涂

料。 

⑶生态环境准入工艺或工序清单 

园区生态环境准入工艺或工序清单见下表。 

表 6.1-1  园区生态环境准入工艺或工序清单 

发展目标 产业导向 代表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工艺或工序 

医疗保健 

（Q84 卫生） 

医疗 
Q841 医院 ①禁止引入使用第一、二类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的项目。 

②禁止引进非企业自身使用的专业饲养

动物房。 

Q843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 

医学检测 
Q8492 临床检验服务 

M7451 检验检疫服务 

体检 Q8491 健康体检服务 无限制要求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 P834 高等教育 ①禁止引入使用第一、二类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的项目。 

②禁止引进非企业自身使用的专业饲养

动物房。 

医学研究 医学研究 M7340 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医药生产 

生物药品制品 
C2761 生物药品制造 

C2762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造 

化学药品 
C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禁止引进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生产

项目。 

C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①禁止引入使用第一、二类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的项目。 

②禁止引进非企业自身使用的专业饲养

动物房。 

中药 
C2730 中药饮片加工 

C2740 中成药生产 

兽用药品 C2750 兽用药品制造 

医疗器械生产 体外诊断 C2761 生物药品制造－诊断用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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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耗材 

C2770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 

C2780 药用材料及药用辅料 

部分涉及橡胶及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等 

①禁止引进非配套的含铸造、锻造工艺

及金属表面处理工序（电镀、酸洗、碱

洗、脱脂、磷化、钝化、蚀刻、发黑及

涂装）的项目。 

②禁止引进非配套的放射源储存库项

目。 

医疗设备及器械 C358 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6.2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⑴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采用清洁能源。②引入项目废气排放实现有效收集和治理。加强实验室废气

收集和治理。生物安全柜应配套设置高效过滤设施。各类废气收集、治理、排放的

工艺控制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③应进一步加强区域颗粒物综合治理，强化三个相

邻园区颗粒物协同治理。④配套天然气锅炉应采取措施促进 NOx 持续减排。⑤强化

颗粒物、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 

⑵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继续加强河道综合整治。②伴随地块开发，严格落实规划雨水及污水管网建

设。③加强废水治理。对于涉及含有病源性微生物的废水，应先消毒再排放；医疗

废水经处理及消毒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餐饮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纳入

市政污水管网；一般生活污水可直接纳管排放。 

⑶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加强企业土壤及地下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落实的监管工作；加强用地类型调

整区域的场地污染防治；着力协调周边园区，加对园区南部农田土壤的保护；有效

落实《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沪环规〔2021〕5 号）一般防控区及优先防

控区防控要求。②临近农用地的废气排放企业应加强生产管理与废气治理措施的日

常运行维护，降低非正常工况排放。③严格执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④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环评文件要求，落实厂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园区

及有关部门应切实加强相应监管工作。 

⑷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选购符合噪声控制标准的低噪声设备；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减振降噪声措

施应具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②邻近环境敏建筑的新、改、扩建道路，尽量采用降

噪路面；道路建设尽量采取渠化设计，合理布置停车场。规划新建环境敏感建筑应

合理保持与项目场地外邻近道路的距离。③应加强入区企业施工期及运营期噪声管

理。重点加强相关项目施工期，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布局，以及高噪声施工时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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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优化大型运输车辆通行路线及通行时段，最大程度减轻局部滚动开发的噪声叠

加影响。 

⑸固体废物管理措施 

①引进企业应设置专人进行危险废物收集、包装、暂存及转移等厂界内全过程

管理。②医疗废物及相关实验废物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经消毒或高

温灭活后，委托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处置。③实验

动物尸体等具感染性特征的医疗废物，经消毒处理后，规范包装，委托具有相关危

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外运焚烧处置。④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有关要求，医院配套污水处理站污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

管理。⑤放射性废物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进行

管理，交由具有放射性废物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专业处置。 

⑹生物医药产业污染防治措施 

①宜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及装备，单位产品物耗、能耗、水耗，以及污

染物产生情况等清洁生产指标，满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②宜采取有针的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③宜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原则，设立

完善的废水收集、处理系统，④含有药物活性成份的污泥，须进行灭活预处理。对

未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动植物提取残渣、制药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应进行

危险废物鉴别，在鉴别结论出来之前暂按危险废物管理。⑤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各

类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的处置应考虑生物安全性因素。⑥加强动物设施管理。 

⑺生态保护措施 

①加强施工期管理，施工作业应在相关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进行，不扰动施工

场地外的植被。②注意对园区内现有林地的保护，以有效发挥其生态功能效益。③

河道整治过程中，尽量减轻人为活动对水生态的影响。④加强园区南部规划的三类

生态空间暨永久基本农田及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管理与保护，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及《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沪

府发〔2016〕111 号）等政策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园区环境风险管理由张江科学城应急指挥部总体负责。负责各级环境风险管

理法规及政策要求在园区的落实与监督，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事，负责预警、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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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的领导、协调及执行。②引进企业应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同时，设置专

人负责企业环境及环境风险管理，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及维护。应严格按照环评

文件中关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突发境事件应急管理与处置的要求，落实相关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配备相关应急物资，定期开

展演练。③重点加强事故泄漏，以及火灾爆炸等伴生/次生环境风险防范，加强事故

废水收集及处置管理，生物医药生产型及研发型企业还应着重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6.3 其他建议 

建议一：本次评价建议针对部份能源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于上海市同行业平均

水平的企业，以及综合能耗及新鲜水资源消耗量偏大的企业，及时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建议二：加强园中园环境管理，力促园中园环境管理实现精细化。持续完善园

中园设计与建设，完善园中园环境保护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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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参与 

7.1 公众参与实施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规定，本次评价在前期调研阶段、技术方案

阶段、报告书成果阶段，通过采取两次网络公示、调研走访、召开意见征询会及沟

通协调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全过程，且较广泛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实施情况见

下表。 

表 7.1-1  公众参与实施情况 

时间 公众参与及会商内容 对象 

2020.04.24 调研走访园区运营机构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 

2020.08.28 调研走访园区企业 园区企业 

2020.09.10 调研走访园区运营机构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 

2020.09.28 调研走访园区运营机构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 

2020.11.26 召开意见征询会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 

2021.04.06 调研走访专家 专家 

2021.04.08 调研走访专家 专家 

2021.04.13. 召开沟通协调会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康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达恩贝拉环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2021.06.08. 第一次网络公示 广大公众 

2021.06.10. 召开意见征询会 

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上海张江（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浦

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区生

态环境局 

2021.06.15. 调研走访上海市浦东新区相关政府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科技和经济委员

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水务局、周浦镇人民政府 

2021.07.23. 第二次网络公示 广大公众 

7.2 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空间管制、生态环境准入、园中园环境管理及小微企

业危废处置等方面，其中：空间管制方面：本次评价基于征集到的意见，落实了园

区北部产业控制带、生物医药产业区产业控制带及上海健康医学院（浦东校区）周

边产业控制带。同时，对于与拟开发区域环境关系较敏感的 23-20、29、34、37-06

及 37-07、38-04 等地块，以及园区现行控详规与上层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存在冲突

的区域提出了空间管制要求；生态环境准入方面：结合规划发展目标中提出的产业

导向，以及规划后续实施重点引入产业特点，优化完善了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园中

园环境管理方面：结合园区现有园中园存在的主要环境管理问题，提出了新建园中

园、集中研发设施/建筑在环保配套方面的设计与建设要求，明确了园中园后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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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小微企业危废处置方面：园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中心项目现状

在建。该中心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小微规模企业危险废物处置难的问题。对此，已

向有关企业进行了反馈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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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规划范围、评价范围及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24 

附图 2：功能分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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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产业控制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