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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
上 海 市 水 务 局

沪规划资源调〔2024〕424 号

————————————————————

关于协同推进本市水资源基础调查的通知

各区规划资源局、各区水务局，市规划资源局相关直属单位、市

水务局相关直属单位：

水资源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

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安排，2024

至 2026 年开展全国水资源基础调查。为做好本市调查组织实施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水资源基础调查的重要意义

水资源基础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水资源保护与规划科学制定、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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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和发展、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开展水资源基础调查，全面掌握水资源禀赋和演变规律，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对于严守资源安全底

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准确把握水资源基础调查的任务要求

本次水资源基础调查的工作目标是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成果为统一底版，以本市陆域国土空间范围内的所有

水体为调查对象，紧紧围绕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构建高效、

顺畅的上下联动和部门合作共享机制，查清本市水资源的空间分

布、数量、质量、生态和动态变化等状况，为本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水资源基础信息。

本次调查一是注重从自然资源角度进行调查，突出数据成果

的基础性和空间性，形成具有自然资源特色的水资源基础调查成

果；二是结合上海实际和水务管理需求开展相关补充调查。主要

任务包括水域空间调查、地表液态水调查、地下水资源调查、水

资源专题调查评价等。

三、统筹建立水资源基础调查的工作机制

水资源基础调查涉及范围广、技术要求高，市规划资源局、

市水务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协同

做好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市规划资源局牵头负责水资源基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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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组织实施，制定并下发实施方案。市水务局配合市规划资

源局做好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及时共享全国水利普查等已有调

查评价成果和资料，避免重复性工作。各相关单位在开展水资源

基础调查中要探索新技术的实践应用，创新工作方法，催生调查

新模式，推进和孕育调查中的新质生产力。规划资源部门积极争

取财政支持，做好本市水资源基础调查经费保障工作。现将《上

海市水资源基础调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市水资源基础调查实施方案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水务局

2024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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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水资源基础调查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开展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230 号）、《关于印发水资源基础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4〕7 号），为做好本市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本市水资源基础调查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

果为底版，以本市陆域国土空间范围内的所有水体（淡水和咸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为调查对象，构建部门工作协同成果共享的工

作机制，掌握本市水资源空间分布、数量、质量和动态变化等状

况，为本市规划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提供水资源基础信息。

二、工作任务

（一）水域空间调查

以国土“三调”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水域范围为基础，调

查全市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丰水期和枯水期一年两次的水面

范围、面积及坑塘的范围、面积等情况。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

开展本市水域空间水下地形（水深）测量，建立“水面面积



－ 5 －

-水深-水储存量”数学模型，根据水域空间调查成果，计算湖泊、

水库、坑塘、河流水储存量。

（三）地下水资源调查

在重点地区补充开展以 1：5 万比例尺为主的区域水文地质

调查，开展地下水监测统测，调查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关系和转

化量，调查、校验区域水文地质参数与地下水资源评价参数，查

明含水层分布与结构、地下水系统边界、地下水资源评价参数等，

掌握地下水流场形态与变化，评价形成地下水储存量、地下水资

源量、地下水质量等数据，形成 2023-2025 年度地下水资源评价、

地下水周期评价等成果。

（四）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

根据国家要求，结合上海实际，完成上海市海陆交互带水资

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上海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聚

焦应急供水、咸潮入侵等方面，研究提出地下水战略储备与应急

地下水源地规划建设等建议或措施。

三、组织分工

本市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由市规划资源局牵头，市水务局及

其他相关部门配合。

市规划资源局负责水域空间调查、地表液态水储量调查、地

下水资源调查、海陆交互带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水资源与

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的组织实施和成果分析。市规划资源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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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直属单位按职责做好技术支撑。

市水务局共享已有水资源数据资料，协同开展调查工作的成

果分析，做好相关配合工作。市水务局相关直属单位配合做好技

术支撑。

各区规划资源局、水务局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四、技术方法与步骤

本次水资源基础调查工作的调查基础如下。

一是调查精度，河流、湖泊的最小调查面积为 400 平方米，

水库、坑塘的最小调查面积为 300 平方米，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坑

塘直接采用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二是坐标系统，采用上海 2000 坐标系开展相关工作，报部

成果转换至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三是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 3°分带。

四是高程基准，采用吴淞高程系，报部成果转换至 1985 国

家高程基准。

五是分幅及编号，各比例尺标准分幅及编号应符合 GB/T

13989 的规定。

（一）水域空间调查

根据部下发的遥感影像，结合本市自行采集的 6 月-7 月、

11 月-12 月高精度遥感影像，采用内外业结合的方式，调查丰水

期、枯水期河流、湖泊、水库的水面范围、面积、属性及坑塘的



－ 7 －

范围、面积、属性等情况。

1.遥感数据采集

采集 0.5 米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丰水期采集时相为 6 月-7

月，枯水期采集时相为 11 月-12 月。

2.正射影像制作

以国土“三调”初始正射影像及其他高精度纠正控制资料、

高程数据等控制资料为基础，以区级行政辖区为单位，对采集的

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制作覆盖上海市全域的正射影像图。

3.内业甄别

根据部下发的调查图斑底图，以 0.5 米卫片为基础，结合年

度国土变调查数据库、基础测绘等相关资料，甄别和复核图斑边

界、属性等数据。探索采用信息处理自动化技术提取底图遗漏图

斑，对于影像清晰、资料齐全的水域，内业确定水面范围，录入

属性信息；对于地物遮挡等内业无法获取准确图斑界线的，处理

形成补充调查图斑。

4.外业调查

对于地物遮挡和无法甄别的图斑开展外业调查，参考历史同

期遥感影像、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基础地形数据进行判断，调

查确定图斑边界、属性等数据。

5.数据处理

在内外业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内业数据分析和处理，结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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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等数据信息，补充水域名称等属性，进行调查图形接边。

6.成果建库

按照数据库标准开展建库工作。水域空间数据库的数学基

础、结构定义、组织管理、汇交更新、物理设计以及元数据等，

应符合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标准，确保内容完整，对矢

量数据、影像数据、属性数据、统计数据、资料数据、原始数据

等进行一体化管理，并对数据库的完整性、逻辑一致性、属性、

拓扑、数据汇总、空间定位等进行检查，确保成果准确后报部。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

通过资料收集与整理分析，结合水域空间调查成果，通过多

波束、单波束、测深杆水深测量等水下测量技术完成调查测量，

整合水下地形调查成果，利用实测成果完成水下 DEM 制作并完成

地下水储存量计算。

结合上海实际，湖泊、水库采用单波束纵横测线交叉断面加

密采集数据；河流主要采用单波束断面测量法，对于黄浦江、苏

州河等重点河流，探索采用多波束全覆盖加密采集水下地形；由

于坑塘多为小而浅的水体，为了提高效率，主要采用测深杆/测

深锤采集水深数据，均匀分布测深点。

湖泊全部实测；水库以收集数据为主；河流的测量密度和优

先顺序根据河流长度予以区分，优先测量长度为 2000 米以上的

河流，其他河流按 5%的比例分层抽样；坑塘按照总个数的 5%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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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调查。构建“水面面积-水深-水储存量”数学模型并计算水储

存量。

1.资料搜集与分析处理

搜集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资料、最新及历史年份的湖泊、坑

塘以及河流水下地形测量原始数据、测量成果报告、水储存量，

及其周边陆域地形数据等相关资料；水库水位与库容关系曲线、

水库面积与库容关系曲线、蓄水量、库容量等相关资料并进行整

理分析。

2.水下地形测量

根据河流、湖泊、水库、坑塘特点，结合单波束、多波束、

测深杆测深等方法，获取水下地形（水深）数据，形成水下地形

成果，用于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计算。

（1）单波束水下地形测量

一是测线布设。单波束测深线垂直于岸线的长边方向,对于

狭窄水域，则可与等深线成 45°角。测深线原则上均匀分布整

个测区，地形变化显著地段应适当加密。检查线采用与测深线正

交及重合测线方式，检查线长度不少于测深线总长度的 5%。二

是外业测量。主要沿断面测线方向，一般是垂直于河道方向，待

测深及定位设备连接正常稳定后测量作业。三是数据处理。结合

水深和水位高程数据分析，获取水底三维绝对高程数据，检查校

对水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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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

一是测前准备。按照多波束测深系统操作规程，对系统连接

设备进行了安装检查和联机测试。二是计划测线。根据测区情况，

对扫测水域沿顺水流方向布置测线。三是测深仪测试，系统安装

参数标定。四是河床扫测。多波束测深系统设备调试及安装参数

标定后，在测区实测该水域的水下声速剖面，以便内业处理时对

测区水深进行改正。外业河床扫测在测区按计划测线，使用外业

数据采集软件包进行全测区外业数据采集工作。五是数据处理。

校对水深数据、测深数据，利用软件自动处理测深数据，结合水

位数据获取水底三维高程数据。

（3）测深杆/测深锤水深测量

在浅水区、水底树林和杂草丛生水域，可将测深杆或测深锤

搭载在不同平台上进行水深测量。测深杆/测深锤水深测量断面

测线布设可参照单波束布设方法，测点间距应不大于 10m；对于

复杂困难区域，测点间距可适当放宽至 2 倍。

3.数据融合、水下 DEM 制作

将单波束、多波束、测深杆或测深锤等数据融合，利用实测

水深数据，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反距离加权法、自然邻域法或不规

则三角网（TIN）等算法内插生成测区的数字高程模型（DEM），

DEM 生产过程中应避免出现空白区域、接边处断层等情况，应确

保边缘区域高程过渡平滑连续。对水域与原有陆域 DEM 进行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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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生成最终的水陆一体化 DEM 数据。

4.水储量计算

根据湖泊、水库、坑塘、河流的特点，采用不同建模模型分

别计算水储量。湖泊、水库的储存量根据与陆域接边以后的湖泊、

水库 DEM 数据为基础，输入湖泊、水库水面空间矢量数据，通过

表体积计算湖泊、水库水面空间范围的水储存量。坑塘水储量依

据水域空间调查提供的坑塘成果，通过统计模型法计算坑塘水储

存量。河流水储量通过断面法测量横断面面积和断面间距离计算

水储存量。

5.数据处理

将获取的水下地形按照剔除粗差、水深数据比对、综合改正

处理完毕后，与陆域数据融合接边，并结合该水域的水下地形趋

势，校核测量成果数据的合理性，最终对数据成果进行精度评价。

按照要求开展调查成果质检工作，对于质检不合格的任务，退回

整改，修改后成果重新提交质量验收。

6.成果编制

按部要求整理汇总水下地形高程点或点云数据、水下地形数

字高程模型、“水面面积-水深-水储存量”数学模型、本市河流、

湖泊、水库、坑塘水储存量，形成数据库，并编制相关报告与报

表。

（三）地下水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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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搜集

全面收集整理区内地质、水文、气象及三调等资料数据，包

括区域基础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地下水位、地下水质、地下水

开发利用、降水量、蒸发量、灌溉量、水稻田面积、旱地面积、

水浇地面积等数据、地下水人工回灌资料、地下水监测数据、水

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地质问题相关资料。通过进一步统计分

析，作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专题调查评价的基础。

2.水文地质补充调查

通过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工作，掌握含水层与含水岩组空间结

构及参数，摸清潜水含水层和第一至第五各承压含水层水质、水

位、富水性等状况，补充完善地下含水层的三维结构模型。

3.地下水监测统测

利用全市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站点和省级地下水监测站

点监测地下水水位、水温，同时开展地下水取样，分析各含水层

地下水水质，掌握区域地下水位动态、地下水化学特征和水质状

况。

4.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

评价计算 2023、2024、2025 年度的地下水资源量、不同级

别地下水资源量、不同水质类型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储存量、

地下水可开采量、地下水开采利用与超采状况、生态地质环境问

题状况等成果，并对地下水位特征和地下水质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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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下水资源周期调查评价

调查评价形成 2000 年以来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不同级

别地下水资源量、不同水质类型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储存量、

地下水可开采量、地下水开采利用与超采状况、生态地质环境问

题状况等成果。

6.数据整理和成果编制

依据国家统一制定的水资源基础调查数据库建设标准，建设

地下水资源调查数据库。将包括大气降水、地下水评价参数、地

下水动态观测、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储存量、地下水可开采量、

地下水化学、地下水水质等调查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数据结构

进行入库和维护。

7.支撑流域和国家地下水资源调查工作

在完成全市 2023、2024、2025 年度和周期性地下水资源调

查评价的基础上，将各年度和周期性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的水资

源分区、TDS 分区、水文地质参数、地下水监测数据等上传到全

国地下水在线评价系统和水资源基础调查地下水统测系统等平

台，配合支撑流域和国家地下水资源数据汇总。

（四）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

开展上海市海陆交互带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上海水资

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聚焦应急供水、咸潮入侵等方面，

研究地下水战略储备与应急地下水源地规划建设等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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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交互带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主要是分析评价海水

对潜水含水层、第一承压含水层和第二承压含水层等地下水资源

的入侵类型、程度以及范围。

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主要是评估极端干旱、重大

水污染、咸潮入侵等意外事件可能对本市水安全影响，研究提出

地下水战略储备与应急地下水源地规划建设等建议或措施，支撑

城市韧性提升。

五、时间安排

（一）水域空间调查

2025 年 2 月前，完成遥感数据采集、正射影像制作；

2025 年 4 月底前，完成内业甄别、补充调查、成果建库及

上报；

2025 年 9 月前，数据调整修改、完成数据分析及报告编制。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

2024 年，资料搜集与分析处理；

2025 年 1-7 月，主要水体的水下地形测量；

2025 年 7-8 月，数据融合、水下 DEM 制作；

2025 年 8 月，水储量计算；

2025 年 9 月，数据处理及成果编制上报。

2026 年，结合实际开展其余小部分河流的水下地形测量和

水储量计算，验证完善水储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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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资源调查

2024 年 12 月前，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2023 年度）、地下

水监测统测（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2024 年度）；

2025 年 6 月，地下水资源周期评价；

2025 年 12 月前，地下水监测统测（2025 年度）；

2026 年 1-6 月，地下水资源年度评价（2025 年度）。

（四）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

2025 年-2026 年，海陆交互带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

2025 年-2026 年，上海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

六、主要成果

（一）水域空间调查成果

1.文字成果

水域空间调查成果报告、相关质检报告等；

2.图件成果

水域空间调查专题图件；

3.数据库成果

水域空间调查数据成果和遥感影像等。

（二）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成果

1.文字成果

地表液态水储存量调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成果接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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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检验报告，元数据说明文件；

2.图件成果

水下地形图、水下地形点云数据、水下地形数字高程模型、

水陆一体三维地形模型等相关图件；

3.数据库成果

地表液态水储量调查数据库，包括处理后的正射影像和矢

量、点云数据、实景三维模型、实测述学模型、实测水储存量、

元数据等。

（三）地下水资源调查成果

1.文字成果

上海市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成果报告（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上海市地下水资源周期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2.图件成果

上海市地下水资源年度调查评价图件（2023 年度、2024 年

度、2025 年度）；上海市地下水资源周期调查评价图件；

3.数据库成果

上海市地下水资源调查数据库。

（四）水资源专题调查评价成果

上海市海陆交互带水资源综合专题调查评价成果报告；上海

水资源与城市韧性专题调查评价成果报告；相关图件及数据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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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质量管理

市规划资源局组织开展调查成果审查，对调查成果质量承担

管理职责。

承担单位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质量控制关键环节

和具体措施，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技术要求开展调查及质量控

制，对其形成的成果质量负责。承担单位对调查监测基础资料和

参考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确保所使用的资料可靠，按作业规程和

有关说明使用，对数据采集、处理、检查、修改和统计分析等全

过程及相关责任人参与行为，进行真实记录、建档留存。承担单

位执行过程质量自查和成果质量检查，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

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应根据技术标准进行数据建库和资料整理，成果应按照承担

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试行）》

《测绘项目管理规定》《测绘产品质量检验实施规定》《安全工作

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进行成果质量检查；遥感影像、水下地形

等测绘成果按照“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承担单位开展过

程成果质量检查和最终成果质量检查，对成果负责，测绘质检机

构对成果进行检查验收。相关技术支撑单位在重要环节和关键节

点对成果进行质量巡查。

汇交成果按照整理、自检、汇交、检查、移交等程序，资料

按照成果文件目录进行组织，储存介质符合相关保密规定，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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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成果真实准确。

八、实施保障

（一）技术保障

根据国家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细化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

按照相关技术规程和标准加强业务培训、技术交流，及时解决工

作中的技术难题。结合实际需求，各承担单位应充分应用成熟、

先进、实用的技术和设备，完善所需的软、硬件环境，提高调查

工作的科技含量，促进工作高效开展。

（二）安全保障

各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针对水资源野外调查复杂环境

特点，制定野外调查安全手册和应急预案，针对水资源数据的特

点编制数据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开展安全生产和保密培训，加强

工作人员教育，确保在野外调查和数据收集、整理、处理、分析、

数据库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保密工作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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