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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昌吉回族自治州区域特征研判表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 发展规划、现状、问题 区域环境目标、现状、问题 管控目标

1、区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天山北

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东西

两面与首府乌鲁木齐市接壤，

属于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天

山北坡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

2、功能区划特点

根据《昌吉回族自治州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奇台县、

吉木萨尔县为国家级农产品

主产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为

自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昌

吉市、阜康市为国家级城市化

地区。

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建

设天山山脉北部区域至城市

绿洲之间的山前生态保护带

和城市绿洲至北部荒漠之间

的沙漠生态防护带，维护南部

山地、中部绿洲和北部荒漠生

态系统稳定，加强玛纳斯河、

头屯河、塔西河、呼图壁河、

三屯河、开垦河等河流生态廊

1、区域战略定位

（1）天山北坡经济带核心区域

新疆天山北坡地区是国家重点

开发区域，昌吉州位于天山北

坡经济带的龙头地区。天山北

坡区域是我国面向中亚、西亚

地区对外开放的陆路交通枢纽

和重要门户，全国重要的能源

基地，我国进口资源的国际大

通道，西北地区重要的国际商

贸中心、物流中心和对外合作

加工基地，石油天然气化工、

煤电、煤化工、机电工业及纺

织工业基地。

（2）乌鲁木齐都市圈次中心城

市

昌吉是乌鲁木齐都市圈次中心

城市，乌（鲁木齐）昌（吉）

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

发展机电装备制造、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新型建材、高新技

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信

息产业等产业，建设成为新疆

重要的机电装备制造业基地、

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休闲旅

游度假基地和生态田园城市。

（3）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昌吉州作为国家大型煤炭

煤电煤化工基地所在地，在自

1、产业发展规划

“一个核心”，将绿色

低碳技术作为经济绿色

化改造的核心。“双轮

驱动”，实施改造传统

产业和培育新兴绿色技

术产业两大战略。“三

大布局”，依托各自的

主体功能区划分，做好

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

产区以及重点生态功能

区三大布局，作为经济

绿色化改造的主要载

体。

服务业主导产业为教育

培训、企业中介等第三

产业，优势产业为商贸

批发、现代物流、旅游

休闲等。

工业主导产业为现代煤

化工产业、有色金属产

业、纺织服装产业、食

品加工产业、页岩油气

加工业、矿产开采及加

工业、煤炭、煤电产业、

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

业、生物医药产业、节

能环保产业、新型建材

产业、新能源产业、数

字产业。

1、生态环境目标

（1）大气环境：以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为原则，结合 2020~2022 年

PM2.5 浓度平均值，确定 2025 年

PM2.5目标值，2035 年昌吉州所有县

（市）PM2.5年均值均达到二级标准

浓度限值 35ug/m3，现状已达到一

级标准的，2035 年达到一级标准浓

度限值 15ug/m3。

（2）水环境：到 2025 年、2035

年，昌吉州 9 条监测河流 17 个考

核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中Ⅱ类

水质要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到或者优于Ⅲ类比例

100%，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

别保持稳定。

（3）土壤环境：到 2025 年，昌吉

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8%，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3%，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目

标为：有效保障；到 2030 年，昌

吉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8%，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5%；到 2035 年，昌吉州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持续得到改善。

2、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1）大气环境

1、重点解决问题

（1）资源性缺水

问题严重。

（2）资源开发加

剧生态脆弱性，局

部区域生态安全

面临威胁。

（3）产业结构重

型化短期难以扭

转，环境质量改善

面临新的考验。

2、管控目标

以主体功能区规

划确定的空间开

发与保护框架为

基础，坚持生态优

先、坚持问题导

向，衔接区县、乡

镇行政边界和城

区、工业园区（集

聚区）边界，综合

划定环境管控单

元，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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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 发展规划、现状、问题 区域环境目标、现状、问题 管控目标

道以及州域内具有一定宽度

的交通生态廊道建设，推动形

成“一屏、两带、多廊”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格局。

细化落实自治区级重点生态

功能区，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中位于双评价生态极重要区、

生态重要区及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内的乡（镇）划入重点生

态功能区。依据双评价生态保

护重要性评价结果和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要求，将其他县

（市）分布在南部天山山脉、

西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准

东南部低山丘陵地带、东北部

荒漠类草地自然保护区等发

挥重要生态功能的乡（镇）划

入重点生态功能区。

3、地理、经济、流域区位特

点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新疆中

部地区，天山北麓，准噶尔盆

地东南缘，位于北纬43°

20′～45°00′，东经85°

17～′91°32′。2023年全州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治区推动实施煤炭就地加工转

化、加快推进“疆煤外运”“疆

电外送”“西气东输”的大背

景下，产业园区将迎来更大的

发展空间。

（4）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

发展试验区

以昌吉市创新型试点城市、阜

康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三大国家级园区为支撑，加快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创新发

展示范区建设。

2、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定位

（1）“三屏两环”生态安全屏

障带

昌吉州位于环准噶尔盆地边缘

绿洲区和天山草原森林生态屏

障带，通过山前生态保护带和

沙漠生态防护带的建设，对生

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等进行整合，将主

要河流建设成为重要的生态廊

道，形成南部山地生态保育、

中部绿洲生态优化、北部荒漠

生态控制的昌吉州完整的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

（2）典型的绿洲生态脆弱区

昌吉州土地沙漠化敏感区和极

敏感区占昌吉州国土面积的

25.18%，属于典型的绿洲生态

脆弱区。

农业发展宜以农、牧业

为主导，重点发展粮食、

棉花、番茄、无公害瓜

菜、葡萄、设施农业等。

2、产业现状

（1）昌吉州属于资源依

赖型经济区，全州产业

结构单一化、地区之间

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突

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第三产业比例偏低，第

二产业比重偏大，以煤

炭、煤电、煤化工、有

色金属生产加工等行业

为主。

（2）产业园区：昌吉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准

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

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阜康产业园、玛纳斯工

业园区、呼图壁工业园

区、奇台产业园区、吉

木萨尔北庭工业园区、

木垒民生工业园区。

3、产业发展问题

从产业结构来看，依托

资源转换的高载能产业

现状：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

2022 年昌吉州 7县（市）年均浓度

达标项目为 SO2、NO2、CO、O3，昌

吉市、阜康市、玛纳斯县和吉木萨

尔县 PM10、PM2.5 年平均浓度均未

达标，呼图壁县 PM2.5 年平均浓度

未达标，全州 PM2.5 年平均浓度未

达标。木垒县和奇台县年均浓度六

项指标 SO2、NO2、CO、O3、PM10、PM2.5

全部达标。

问题：昌吉州内环境空气以颗粒物

为主要污染物，尤其昌吉市、阜康

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形势较为严

峻。天山北坡城市群曾经的粗放经

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

已经表现出了显著的区域性特点。

昌吉州以煤炭、煤电、煤化工、有

色金属生产加工等行业为主，随着

准东煤电、煤化工等项目陆续投产

运行，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增大，结

构性污染带来的环保压力持续加

大。

（2）水环境

现状：2022年昌吉州9条监测河流

17个考核断面总体水质状况优，优

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标准。符合Ⅰ类

水质类别断面比例为41.2%，符合

Ⅱ类水质类别断面比例为58.8%。

的分区管控要求，

实施分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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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 发展规划、现状、问题 区域环境目标、现状、问题 管控目标

2329.52亿元。昌吉州除季节

性河流外，主要河流有9条，

分别为玛纳斯河、头屯河、塔

西河、呼图壁河、三屯河、三

工河、木垒河、二工河、开垦

河。

4、资源禀赋

（1）土地资源：2020年昌吉

州所辖面积65625.73平方千

米，其中，农用地共52242.63

平方千米，建设用地1580.85

平方千米，其他用地11802.25

平方千米。

（2）水资源：根据《昌吉州

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州属

水资源可利用量为27.1751亿

方，其中州属地表水可利用量

18.6945 亿方，州属地下水可

开采量 8.4806 亿方。

（3）矿产资源：州内主要矿

产有 50 余种，其中煤炭已查

明资源量 2414 亿吨；石油预

测储量 27 亿吨；天然气预测

储量 6000 亿立方米（无探明

储量数据）。

（3）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中天山-准

噶尔开发区盆地西南地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国家

保护自然文化资源的重要区

域，珍稀动植物基因资源保护

地。

（4）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重要区

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

编版）》（2015.11），天山水

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

区位于天山山系的西段和中

段，是塔里木河支流阿克苏河、

渭干河、开都河及伊犁河、玛

纳斯河、乌鲁木齐河等众多河

流的源头，是平原绿洲的生命

线。山顶冰川发育，有大小冰

川 6000 多条，是重要的天然固

体水库。区内生态系统类型主

要有针叶林和高山草甸草原，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昌吉州南部和东

北部位于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内。

（5）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区域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

偏重，以电解铝、煤化

工为主的初级产品居

多；从产业链来看，以

棉纺、多晶硅、BDO、尿

素为重点的产品向下游

延伸不够，中高端产业

项目发展不足；从新动

能培育来看，以电子信

息制造业为主的数字经

济、新能源、现代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尚在培育阶

段，未能形成有效支撑；

从能耗控制来看，节能

降耗任务异常艰巨。

问题：昌吉作为未来新疆煤电煤化

工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煤电煤化工

产业耗水量巨大，水资源匮乏将制

约开发区发展。

（3）土壤环境

现状：2022年，昌吉州土壤环境质

量状况总体良好，呈碱性或强碱

性。土壤中镉、汞、砷、铅、铬、

铜、锌、镍、六六六、滴滴涕浓度

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达标率100％。

问题：随着农村经济增长，农用地

土壤环境问题由以工业污染为主

转变为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并

存。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发展导致

农用地土壤环境存在较大污染风

险隐患。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主

要来自重点行业企业、垃圾填埋

场、危废经营单位、污水处理厂等，

污染物可能在介质的作用下进入

土壤，造成土壤污染，甚至通过土

壤-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

全州部分重点行业企业遗留或废

弃场地土壤污染状况不明，这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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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 发展规划、现状、问题 区域环境目标、现状、问题 管控目标

联控联治区域包括乌鲁木齐—

昌吉—五家渠片区、石河子—

沙湾—玛纳斯片区，奎屯—独

山子—乌苏—胡杨河片区，前

两个片区包含目前的“乌—昌

—石”区域，第三个片区包含

目前的“奎—独—乌”区域。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曾经的粗

放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大气污

染问题，已表现出了显著的区

域性特点。自治区将大气污染

防治区域调整为天山北坡城市

群，更加符合国家对新疆的战

略定位和发展规划，更有利于

系统、整体地解决区域大气污

染问题，更能突出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精准发力。

域尚未纳入有效管理，存在环境风

险。

（4）生态环境

现状：昌吉州分布有北疆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沙漠南缘有部分活化的

沙丘，南缘及西缘的绿洲-荒漠交

错带以小乔木及多年生草本为主，

人工植被主要为梭梭、白梭梭等小

乔木，灌木主要有柽柳、驼绒藜、

枇杷柴等，多年生草本有角果藜、

三芒草、准噶尔无叶豆、骆驼刺、

猪毛菜、盐生草等，植被盖度在

30%-60%之间。北疆古尔班通古特

沙漠南缘部分活化沙丘年移动距

离约0.6米，风蚀强度约0.5米。活

化沙丘上的植物极少，仅有少数一

年生草本植物及零星分布的梭梭、

白梭梭，盖度极低，不足1%。活化

沙丘沿当地主风向，即西北风向移

动。当地土壤为沙土，以沙粒为主。

问题：昌吉州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主要表现在山区和部分荒漠地区

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天然草原面积

减少；湿地萎缩；沙漠边缘生态系

统稳定性较差；自2000年来全州地

下水水位呈下降趋势，近几年下降



5

区位特点 发展定位 发展规划、现状、问题 区域环境目标、现状、问题 管控目标

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受人类开发活

动影响，生物多样性受到不同程度

威胁。南部山区小煤矿点多面广，

对生态破坏性强，林草地、水源涵

养区等生态环境的保护难度较大。



6

2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

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相关文件依据

空间布局约束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 70 号 2017 修订）中对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

1、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区域，禁止建设新增相应不达标污染物指标排放量的工业项

目。

2、禁止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污泥进入耕地。

3、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4、禁止无证排污和不按许可证规定排污。

5、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

《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昌吉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

39 号）

1、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或设备，生产国家禁止生产的产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

限制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1、新建项目一律不得违规占用水域。

2、保障河流生态流量，严格控制在主要流域内新建水电项目。

3、不符合河流最小生态流量要求的水电站限制运行。

4、工业集聚区未按照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暂停

审批和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

《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昌吉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

39 号）

1、严格控制高耗水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2、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

《昌吉州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报告》

不符合空间布

局要求活动的

退出要求

1、各县市、园区全面淘汰炉膛直径 3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生炉。暂不能淘汰的煤气

发生炉，煤气生产企业煤气应精脱硫后再供气。

《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炉窑综

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昌州环

发〔2022〕62 号）

1、持续开展现有畜禽养殖场限期治理工作，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限期实现关

停或搬迁；限养区内，不再新建、扩建各类排泄量较大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未经治理或治理后仍未达到国家规定治理要求的现有畜禽养殖场，实行关停或搬迁。

《昌吉州土壤污染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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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相关文件依据

1、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水泥、电解铝、石化、焦

化、铸造等重点行业绿色转型；

2、昌吉州 7 县市、2 园区范围内的 6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面淘汰，统筹完成“煤

改气”“煤改电”、清洁能源替代或接入集中供热管网等项目建设；

3、大力淘汰老旧车辆和高能耗、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

标准汽车，推广使用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十四五”规划》

1、对于现有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晾晒池、蒸发塘等立即清理整顿。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3、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

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4、根据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完成的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实施方

案，将划定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线作为河湖保护红线，非法挤占的应限期退出。

5、未经批准的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予以逐步关闭。

《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昌吉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

39 号）

污染物排放管

控

允许排放量要

求

满足自治区下达的任务目标考核要求。 /

1、到 2025 年全州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减排率均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指标范围内。

2、全州各县市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的燃煤锅炉（除层燃炉、抛煤机炉外）全部实现

超低排放，其他燃煤锅炉全部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3、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治污效能，新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必须达到一

级 A 标准。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十四五”规划》

1、“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

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公告〔202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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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相关文件依据

1、“十四五”期间，严格落实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建设项目按程序申领排污许

可证。

《昌吉州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报告》

1、新建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须低于 50 毫克/立方米。

关于印发《昌吉州进一步加强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作方案》

的通知（昌州环委办发〔2022〕

4 号）

1、新改扩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执行一级 A排放标准。

2、严格控制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对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

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

3、工业集聚区内工业废水必须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方可进入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工业集聚区应按照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

《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昌吉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

39 号）

1、2023 年起，在五彩湾矿区、大井矿区、西黑山矿区、白杨河矿区、阜康矿区、

将军庙矿区、老君庙矿区、北塔山矿区、玛纳斯塔西河矿区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

中区域及各县（市）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区域，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颗粒物和

镉等重点重金属特别排放限值。

《昌吉州土壤污染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

现有源提标升

级改造

1、“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

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非

重点区域引导企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改造。

2、阜康市、呼图壁县、吉木萨尔县有序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公告〔2023〕20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炉窑综

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昌州环

发〔2022〕62 号）

环境风险防控 联防联控要求

1、加强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共享，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及时与

生态环境部门共享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地块信息，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

产经营用地用途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信息，以及涉及疑似污染地块、污染

《昌吉州土壤污染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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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相关文件依据

地块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信息。

1、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以及腾退工矿企业用地为

重点，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

2、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

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3、重点强化准东开发区以及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阜康市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防

控，深入推进园区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预警体系和水污染物多级防控体系试点建设。

4、健全环境应急管理指挥体系，加强应急、公安、消防、水利、交通运输、住建、

生态环境等部门间的应急联动，推进跨行政区域、跨流域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建设，

提高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协同处置能力。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十四五”规划》

1、加强流域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流域环境应急演练。各县（市、区）重点

针对重大环境风险企业突发污染事件，开展应急演练，加强多部门联合演练，加强

环境应急专家队伍与救援队伍建设，加大环境应急资金投入。

《昌吉州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报告》

1、头屯河、三屯河、塔西河、呼图壁河、三工河、甘河子河、开垦河、木垒河等主

要流域干流沿岸，要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工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

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造纸等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

品仓储等设施。根据县市人民政府批复的生态基流方案，保障重点河流生态基流，

逐步恢复河湖生态环境。

《昌吉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昌吉州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

39 号）

资源利用效率

要求

水资源利用总

量及效率要求
1、用水总量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用水总量指标内。

《昌吉回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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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相关文件依据

1、深入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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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开展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确定工作，强化生态用水保

障。

《自治区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印发）

能源利用总量

及效率要求

1、“十四五”期间，昌吉州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5.5%，规模以上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下降 18%。

2、新上项目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原则上要低于全州和所属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能耗均值，仅低于其中一项的，实行能耗等量减量替代；新上项目可采用新增负

荷消纳等方式配套建设新能源项目，实现用能绿色替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碳达峰实

施方案》（新党发〔2022〕13

号）

1、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初步形成。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下降强度完成国家和自治区下达指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碳达峰实

施方案》（新党发〔2022〕13

号）

禁燃区要求

1、禁燃区内的单位、个体经营户和个人禁止生产、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

2、禁燃区内的单位、个体经营户和个人禁止新建、扩建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

建成的应当在各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

页岩气、液化气、油气、电等清洁能源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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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昌吉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110001

新疆天格

尔森林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格尔森林自然公

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0110002

新疆天山

百里丹霞

地质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2、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山百里丹霞地质

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

ZH65230110003

新疆昌吉

老龙河森

林自然公

园一般控

制区（生

态保护红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昌吉老龙河森林自

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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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线区）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0110004

新疆昌吉

北沙窝国

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林保规〔2023〕4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

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昌吉北沙窝国家沙

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

法》（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

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

〔2016〕139 号）。

ZH65230110005

新疆天山

北坡头屯

河国家湿

地自然公

园一般控

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2012 年 10 月 1 日）、《湿

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林湿规〔2022〕3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山北坡头屯河国

家湿地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

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2012 年 10 月 1 日）、《湿地保护管理规

定》（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

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湿



13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规〔2022〕3 号）。

ZH65230110006

昌吉市水

源涵养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和各类保护地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0110007

昌吉市土

地沙化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南缘土地沙

化防控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ZH65230110008

昌吉市第

二饮用水

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第二饮用水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

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

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

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第二饮用水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0110009 昌吉市努 优先保护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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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尔加饮用

水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单元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流

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应急

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环

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各部门协

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持续

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水

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基础

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0110010

昌吉市努

尔加饮用

水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流

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应急

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环

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各部门协

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持续

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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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水

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基础

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ZH65230110011

昌吉市努

尔加饮用

水水源地

（准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

水源地准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流

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应急

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环

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各部门协

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持续

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水

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基础

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努尔加饮用水水

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0110012

昌吉市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防风固沙与土地沙化防

控区、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水源

涵养区、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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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

ZH65230110013

昌吉市各

乡镇水源

地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水

源地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

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昌吉市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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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昌吉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120001
昌吉市建

成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

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乌-昌-石”区域基本淘汰 6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3、禁止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

炉。

4、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园、

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和扩建

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

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造。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修正）》《自

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

（2018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求的

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

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

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关于“乌-昌-石”

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公告〔2023〕20 号）。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

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风险

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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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

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

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

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

共享应急物资。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1、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和

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不再新建、

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2、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

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成的，

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严格控制引进高载能项目，

禁止建设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环境保护标准的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禁

燃区管理办法》（2018年）。

ZH65230120002

昌吉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布局规划等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和

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

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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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

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

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

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公告〔2023〕20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环

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障

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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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0120003

昌吉市三

工八钢工

业聚集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布局规划等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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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和

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案>》（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

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

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

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

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公告〔2023〕20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环

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障

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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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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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120004

昌吉市闽

昌工业聚

集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布局规划等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和

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

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

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

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

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公告〔2023〕20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环

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障

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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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聚集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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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0120005
硫磺沟矿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响

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矿；

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禁止核

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的

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

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止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业绿色矿

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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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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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固

体废物。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

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用

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放、

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应

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的

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等

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高

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用低

浓度瓦斯发电。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Z/T0315-2018）、《昌吉回族自治州

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ZH65230120006
昌吉市区

禁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除城乡生活饮水或者战备、旱灾、火灾、地震等应急需要取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昌吉市区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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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水外，原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全部限期封停。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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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0120007

昌吉市北

部荒漠绿

洲过渡带

地下水禁

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除城乡生活饮水或者战备、旱灾、火灾、地震等应急需要取

水外，原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全部限期封停。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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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昌吉市北部荒

漠绿洲过渡带地下水禁采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0120008
昌吉州西

部限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水、地

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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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昌吉州西部限

采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正）、《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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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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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昌吉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130001

昌吉市一

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

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2年版）》。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其实

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染因子执行

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3、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削减农

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物

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湿法作

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

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

施方案>》（2022年）、《关于“乌-昌

-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的公告》（公告〔2023〕20号）。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

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

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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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阜康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210001

新疆天池

国家森林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

保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 142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池国家森林自然公园一般控

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

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0210002

新疆天池

博格达峰

自然保护

区核心保

护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

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池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核心

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

ZH65230210003

新疆天池

博格达峰

自然保护

区一般控

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

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池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一般

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

ZH65230210004 新疆卡拉 优先保护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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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麦里山有

蹄类野生

动物自然

保护区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单元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要求。

2、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

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修订）、《关于进一

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

理工作的决定》（新政发〔2016〕31 号）等相关

要求。

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修订）、《关于进一

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工

作的决定》（新政发〔2016〕31 号）。

ZH65230210005

新疆阜康

梧桐沟国

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

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104 号）、《国

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林规

发〔2016〕139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阜康梧桐沟国家沙漠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

法》（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

规划 （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

ZH65230210006

新疆阜康

特纳格尔

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

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 （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4号，2012年 10月 1日）、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中华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阜康特纳格尔国家湿地自然公

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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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保护红线

区）

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林湿规〔2022〕3

号，2022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2012 年 10 月 1 日）、《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规〔2022〕

3 号，2022 年修订）。

ZH65230210007

新疆天山

天池国家

级风景名

胜区一般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风景名胜

区条例》（2016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山天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

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

年修订）

ZH65230210008

新疆天山

天池国家

级风景名

胜区（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风景名胜

区条例》（2016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山天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

年修订）。

ZH65230210009

阜康市水

源涵养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0210010 阜康市土 优先保护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土地沙化生态保护红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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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沙化生

态保护红

线区

单元 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相关要求。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2011 年）。

ZH65230210011

阜康市第

一水厂饮

用水水源

地（一级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第一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

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第一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ZH65230210012

阜康市第

一水厂饮

用水水源

地（二级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第一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第一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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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

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ZH65230210013

阜康市水

磨河水源

地（一级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水磨河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

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

制，建立流域环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

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

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各部门协调，

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

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

应急响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

通报、协同处置、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

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水磨河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ZH65230210014

阜康市水

磨河水源

地（二级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水磨河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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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

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

制，建立流域环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

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

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各部门协调，

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

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

应急响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

通报、协同处置、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

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水磨河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ZH65230210015

阜康市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源涵养、土地沙化。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相

关要求。

ZH65230210016

阜康市各

乡镇水源

地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阜康市各乡镇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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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

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

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

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

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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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阜康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220001

阜康市城

镇集中建

设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2024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乌-昌-石”区域基本淘汰

6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3、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煤

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煤供热锅

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4、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

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

级改造。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以居

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2018 年修正）、《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昌吉回族自治

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

求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

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以居

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

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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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

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

出。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

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

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

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以居

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1、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

再新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2、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

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

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以居

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

法》（2018年）。

ZH65230220002

阜康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发展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年）》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

再新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

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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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

20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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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ZH65230220003
阜康产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发展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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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3、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年）》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原则不

再新建、扩建使用燃料用煤项目。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

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

20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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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

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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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ZH65230220004
准南煤矿

阜康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

矿；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

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族自治州

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

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

入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

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

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业绿色矿

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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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 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

利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

ZH65230220005
阜康油页

岩开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岩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岩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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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21-2025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岩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减小

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采总量

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岩矿

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21-2025年）》。

ZH65230220006

阜康市北

部荒漠带

禁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除城乡生活饮水或者战备、旱灾、火灾、地震等应急需要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北部荒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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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取水外，原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全部限期封停。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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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禁采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

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0220007
阜康市城

区禁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除城乡生活饮水或者战备、旱灾、火灾、地震等应急需要

取水外，原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全部限期封停。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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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城区禁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

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0220008
阜康市限

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水、

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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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地下水限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

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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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0220009

新疆新鑫

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阜康冶炼

厂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2017年7月）。

/ /

ZH65230220010

新疆五鑫

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 /

ZH65230220011

阜康市永

鑫煤化有

限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调查高关注度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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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022年）。

/ /

ZH65230220012

新疆中泰

化学阜康

能源有限

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 /

ZH65230220013

优派能源

（阜康）

煤焦化有

限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 /

ZH65230220014

新疆天龙

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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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

/ /

ZH65230220015

阜康市重

大基础设

施项目

（新疆阜

康抽水蓄

能电站和

阜康东站

点二期、

道路建设

项目）

重点管控

单元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响

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和阜康东站点

二期、道路建设项目）。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年）》。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确

保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和阜康东站点

二期、道路建设项目）。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1、新建、改建和扩建水工程，应按照水利等相关部门审批文

件规定，落实生态流量泄放条件。已建水工程不满足生态流

量泄放要求的，应根据条件，经科学论证，改进调度或增设

必要的泄放设施。

2、流域管理机构及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河湖生态

流量管理需要，按照管理权限，建设生态流量控制断面的监

测设施，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水库、水

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应按国家有关标准，建设完善

生态流量监测设施，并按要求接入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监控

平台。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新疆阜康抽水蓄能电站和阜康东站点

二期、道路建设项目）。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

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年4月17日）。

各电网企业、调度机构和蓄能电厂要从整个电力系统安全可

靠和经济性以及化石燃料消耗最少的角度，合理安排电站调

峰和备用运行，加强调峰蓄能调度，充分发挥蓄能电站的多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阜康市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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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种功能以及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效益。 相关要求：《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抽水蓄能电

站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国能新能〔2013〕

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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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阜康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0230001

阜康市一

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

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

位，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

其他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3、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

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

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

20号）。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体准

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体准

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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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呼图壁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310001

新疆天山

百里丹霞

地质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天山百里丹霞地质自

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

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

ZH65232310002

新疆呼图

壁南山森

林自然公

园一般控

制区（生态

保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呼图壁南山森林自然

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

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

ZH65232310003

新疆呼图

壁马桥子

国家沙漠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保

护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国家沙漠公园

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

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

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呼图壁马桥子国家沙

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

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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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

ZH65232310004

新疆呼图

壁大海子

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保

护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和各类保护地相关要求、《国

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

湿规〔2022〕3 号）、《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日）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呼图壁大海子国家湿

地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和各

类保护地相关要求、《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公告第 54 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林湿规〔2022〕3 号）、《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2022 年 6 月 1 日）。

ZH65232310005

呼图壁县

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

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2310006

呼图壁县

土地沙化

生态保护

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2011 年）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南缘土地沙化

防控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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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ZH65232310007

呼图壁县

县城地下

水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城地下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

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

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城地下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ZH65232310008

呼图壁县

县城地表

水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城地表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

环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

跨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

兵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

信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县城地表水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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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

置、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ZH65232310009

呼图壁县

县城地表

水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县城地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

环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

跨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

兵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

信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

置、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县县城地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ZH652323100010

呼图壁县

一般生态

空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源涵养、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相关要求。

ZH65232310011
呼图壁县

各乡镇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呼图壁县市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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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源地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

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

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

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呼图壁县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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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呼图壁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320001

呼图壁县

呼图壁县

城镇集中

建设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

造纸、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

搬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

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基本淘汰35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乌-昌-石”

区域基本淘汰 6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3、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

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

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

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

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造。

4、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

燃煤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

煤供热锅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修正）、《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

（2018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物

防治条例》（2018 年）。

1、新（改、扩）建设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

另有要求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

位，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

其他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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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

化、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

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行定量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

园区或关闭退出。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

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

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 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1、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

等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已建设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2、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

项目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

域不再新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

（2018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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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320002

呼图壁县

天山工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布局规划等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

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

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

项目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

域不再新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

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方案>》（2022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

位，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

其他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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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

度、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

风险应急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

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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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

控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

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

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

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

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ZH65232320003

准南煤矿

呼图壁县

白杨河矿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

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

的煤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

年的煤矿；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

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

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昌吉回族自治州

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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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

排入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

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

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

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

洪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

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 煤 炭 行 业 绿 色 矿 山 建 设 规 范 》

（DZ/T0315-2018）。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

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

矸石、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

广应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

废弃物零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Z/T0315-2018）、《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

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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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区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

排放量较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

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

生态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

排的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 30%）应进行综合利

用；鼓励利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ZH65232320004
昌吉州西

部限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

水、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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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

控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限采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

理条例》（2017 年修订）、《自治区党委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方案>》（2022 年）。

ZH65232320005

新疆黑石

碳科有限

公司（原

新疆金源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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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洁净煤有

限责任公

司）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

环境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

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 /

ZH65232320006

呼图壁县

合法矿业

权（新疆

乌鲁木齐

地质勘察

科技开发

公司和新

疆红桥矿

业开发有

限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呼图壁县合法探矿

权。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1、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确保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呼图壁县合法探矿

权。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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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呼图壁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330001

呼图壁县

一般管控

单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2022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

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3、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

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

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

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

（2022 年）、《关于“乌-昌-石”区域执行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

〔2023〕20 号）。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体

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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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吉木萨尔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710001

新疆车师

古道国家

森林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

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车师古道国家森林自

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年 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

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710002

新疆吉木

萨尔北庭

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保

护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

2012 年 10 月 1 日）、《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规〔2022〕3 号）

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国家湿

地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

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

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

2012 年 10 月 1 日）、《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2022 年 6 月 1日）、《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林湿规〔2022〕3 号）。

ZH65232710003
新疆卡拉

麦里山有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

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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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蹄类野生

动物自然

保护区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区）

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修订）、《关于进一步加

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决

定》（新政发〔2016〕31 号）等相关要求。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

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修订）、《关

于进一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

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决定》（新政发〔2016〕

31 号）。

ZH65232710005

吉木萨尔

县水源涵

养生态保

护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2710006

吉木萨尔

县二工镇

供水地表

水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建立流域环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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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划》。

ZH65232710007

吉木萨尔

县二工镇

供水地表

水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建立流域环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ZH65232710008

吉木萨尔

县二工镇

供水地表

水水源地

（准保护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准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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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区）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建立流域环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二工镇供水地表水水源地

（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ZH65232710009

新疆吉木

萨尔国家

沙漠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准

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

（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

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吉木萨尔国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级

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

ZH65232710010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土

地沙化生

态保护红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2011 年）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南缘土地沙化

防控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

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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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ZH65232710011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等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维

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

ZH65232710012

吉木萨尔

县一般生

态空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等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防风固沙与生物多样性维

护区、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水源涵

养、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维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

ZH65232710013

吉木萨尔

县各乡镇

水源地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吉木萨尔县各乡镇水源

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吉木萨尔县各乡镇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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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

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

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

备注：因扣除兵团范围，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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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吉木萨尔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720001

吉木萨尔

县城镇集

中建设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

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

造。

3、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煤

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煤供热锅

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4、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2024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

条例》（2018年修正）、《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自

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

（2018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求

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

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

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

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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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

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

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

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

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

完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年）。

ZH65232720002

吉木萨尔

北庭工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需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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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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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720003

吉木萨尔

县北三台

循环经济

工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

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需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

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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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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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720004

吉木萨尔

油页岩开

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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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年）》《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减小

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采总量

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油页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ZH65232720005
吉木萨尔

县限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水、

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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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限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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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2720006

新疆国欣

煤化工有

限公司地

块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从严管控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与修复工作。

2、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

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土壤污染风险

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2017 年 7 月 1 日）。

/ /

ZH65232720007

吉木萨尔

县恒信煤

炭制品工

贸有限公

司地块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从严管控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与修复工作。

2、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

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高关注度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2017 年 7 月 1 日）。

/ /

ZH65232720008

城镇集中

建设区

（新疆准

东经济技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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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术开发

区）

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

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

造。

3、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煤

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煤供热锅

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4、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2024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条例》（2018年修正）、《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自

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

《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

（2018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求

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

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

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

出。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

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

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73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1、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

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

成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年）。

ZH65232720009

大井露天

矿区（北

南）（吉

木萨尔县

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禁止在准东

区域核准新建 400 万吨/年以下规模的露天煤矿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弃 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

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

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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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720010
火烧山产

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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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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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720011

五彩湾北

部产业园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76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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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720012
五彩湾露

天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禁止在准东

区域核准新建 400 万吨/年以下规模的露天煤矿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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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弃 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

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

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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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720013

五彩湾南

部产业园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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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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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案>》（2022年）。

ZH65232720014

五彩湾中

部产业园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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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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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720015

准东煤矿

五彩湾矿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禁止在准东

区域核准新建 400 万吨/年以下规模的露天煤矿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弃 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

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

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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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720016

准东煤矿

将军庙矿

区（吉木

萨尔县片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禁止在准东

区域核准新建 400 万吨/年以下规模的露天煤矿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

（2024年）》《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弃 物 贮 存 、 处 置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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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的，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

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720018

新疆其亚

铝电有限

公司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高关注度地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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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 /

ZH65232720019

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

区化工园

区（吉木

萨尔县片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满足《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以及其

他相关行业准入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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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方案〉》（2022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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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4.新建和改扩建石化化工项目须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

效 A 级水平。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年）、《2024—2025年

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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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吉木萨尔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730001

吉木萨尔

县一般管

控单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开发建设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

1、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

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

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

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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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玛纳斯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410001

新疆玛纳

斯国家湿

地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林湿规〔2022〕3 号）、《新疆玛纳斯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条例》（2014 年 9 月 1 日）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

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

地保护条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54

号）、《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6

月 1 日）、《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

湿规〔2022〕3 号）、《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

公园保护条例》（2014 年 9 月 1 日）。

ZH65232410002

新疆玛纳

斯凤凰山

森林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

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玛纳斯凤凰山森林

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410004 新疆塔西 优先保护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塔西河国家森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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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河国家森

林自然公

园一般控

制区（生

态保护红

线区）

单元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

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410005

新疆玛纳

斯土炮营

国家沙漠

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

区（生态

保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

（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

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等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玛纳斯土炮营国家

沙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级

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

ZH65232410008

玛纳斯县

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

红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水源涵养生态

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2410009 玛纳斯县 优先保护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土地沙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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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土地沙化

生态保护

红线区

单元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2011 年）等相关要求。

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ZH65232410010

玛纳斯县

石灰窑水

源地（一

级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灰窑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灰窑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410011

玛纳斯县

石灰窑水

源地（二

级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灰窑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灰窑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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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410012

玛纳斯县

石门子水

库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410013

玛纳斯县

石门子水

库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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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410014

玛纳斯县

一般生态

空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防风固沙与土地沙化防

控区、水源涵养、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ZH65232410015

玛纳斯县

石门子水

库水源地

（准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准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

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

境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

区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水

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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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地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

息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

应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规划》。

备注：因扣除兵团范围，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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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玛纳斯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420001

玛纳斯县城

镇集中建设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乌-昌-石”区域基本淘

汰 6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3、禁止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

锅炉。

4、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

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者升级改

造。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8 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修正）、《自

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

求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

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关于“乌-昌-石”

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公告〔202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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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

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

出。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

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

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

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

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2、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染燃料；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完成的，应

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方案>》（2022年）。

ZH65232420002
玛纳斯县工

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境准

入条件（2024 年）》。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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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关

于“乌-昌-石”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2023〕20 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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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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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ZH65232420003

玛纳斯县工

业园区塔河

产业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规划等要

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境准

入条件（2024 年）》。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5、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

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不再新

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污

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4、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关于“乌-昌-石”

区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公告〔2023〕20 号）。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

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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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力。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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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ZH65232420004

准南煤矿玛

纳斯塔西河

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

业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及关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境准入条件

（修订）》有关适用问题的公告、《昌吉

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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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

入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

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

放固体废物。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境准入条

件（2024年）》及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重点行业环境准入条件（修订）》有关

适用问题的公告、《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

设规范》（DZ/T0315-2018）。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

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煤炭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Z/T0315-2018）、《昌吉回族自治州煤

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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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ZH65232420005
昌吉州西部

限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水、

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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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

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限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ZH65232420006

玛纳斯县重

大基础设施

项目（塔河

抽水蓄能）

重点管控

单元

1、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玛纳斯县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塔河抽水蓄能）。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1、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保证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玛纳斯县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塔河抽水蓄能）。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1、新建、改建和扩建水工程，应按照水利等相关部门审批文

件规定，落实生态流量泄放条件。已建水工程不满足生态流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玛纳斯县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塔河抽水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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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量泄放要求的，应根据条件，经科学论证，改进调度或增设

必要的泄放设施。

2、流域管理机构及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河湖生态

流量管理需要，按照管理权限，建设生态流量控制断面的监

测设施，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水库、水

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应按国家有关标准，建设完善

生态流量监测设施，并按要求接入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监控

平台。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

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2020 年

4 月 17 日）。

1、各电网企业、调度机构和蓄能电厂要从整个电力系统安全

可靠和经济性以及化石燃料消耗最少的角度，合理安排电站

调峰和备用运行，加强调峰蓄能调度，充分发挥蓄能电站的

多种功能以及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效益。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玛纳斯县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塔河抽水蓄能）。

要素属性：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抽水蓄

能电站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3〕2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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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玛纳斯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430001

玛纳斯县

一般管控

单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乌-昌-石”区域内，已实施超低排放的涉气排污单位，

其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污染因子执行超低排放限值，其他

污染因子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和特别控制要求。

3、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

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4、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

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

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关于“乌-昌-石”区

域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公告〔2023〕20号）。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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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810001

新疆木垒

鸣沙山国

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

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木垒鸣沙山国家沙

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104 号 ） 、 《 国 家 沙 漠 公 园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

ZH65232810002

新疆大龙

王森林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大龙王森林自然公

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810003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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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红线区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ZH65232810004

木垒镇三

眼泉水库

饮用水水

源地（一

级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

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

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

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

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810005

木垒镇三

眼泉水库

饮用水水

源地（二

级保护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

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

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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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

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规划》。

ZH65232810006

木垒县木

垒镇三眼

泉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

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

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

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

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810007

木垒县木

垒镇三眼

泉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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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

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

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

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

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810008

木垒镇三

眼泉水库

饮用水水

源地（准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准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涉及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河流，建立健全

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动机制，建立流域环境

应急基础信息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

域的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强化流域上下游、兵地

各部门协调，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

共享，持续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2、加强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

水平，加强监测预警、拦污控污、信息通报、协同处置、

基础保障等工作，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镇三眼泉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准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810009 新疆木垒 优先保护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木垒鸣沙山国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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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鸣沙山国

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单元 然资发〔2022〕142 号）、《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

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104 号 ） 、 《 国 家 沙 漠 公 园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

ZH65232810010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土

地沙化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2、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土地沙化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相关要求。

ZH65232810011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防

控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土地沙化防控与防

风固沙区、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中



106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ZH65232810012

新疆江布

拉克国家

森林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

（生态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江布拉克国家森林

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810013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一般生态

空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相关

要求。

2、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防

控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水土流失防控与生

物多样性维护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

护区、土地沙化防控与防风固沙区、水源涵

养、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相关

要求。2、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2017 年修订）。

ZH65232810014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水源地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县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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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各乡镇水

源地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

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

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

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木垒县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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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820001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城镇集中

建设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

造纸、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

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

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3、禁止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

热锅炉。

4、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

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

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

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

步搬迁或者升级改造。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修正）》《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昌

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

有要求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

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

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

行定量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

或关闭退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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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染

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成

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年）。

ZH65232820002

木垒县民

生工业园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等

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

关要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

境准入条件（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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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

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

度、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

险应急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

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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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

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

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

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820003

博斯坦沟

至喀腊尕

依沙一带

铜多金属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铜多

金属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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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开采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相

关要求。

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

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铜多

金属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

减小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

采总量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铜多

金属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65232820004
七个城子

塔克尔巴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英

岩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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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斯套一带

石英岩开

采区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相

关要求。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

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英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英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

减小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

采总量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英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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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820005

科克巴斯

陶至博塔

莫云花岗

岩开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相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花岗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

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花岗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花岗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

减小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

采总量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花岗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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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65232820006

木垒县乌

珠尔山一

带金、铅锌

矿开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相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铅锌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

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

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铅锌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铅锌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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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减小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

采总量管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铅锌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ZH65232820007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限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

水、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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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限采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ZH65232820008

城镇集中

建设区（新

疆准东经

济技术开

发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

造纸、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

迁。

2、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

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3、禁止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

热锅炉。

4、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

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

得新建、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

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

步搬迁或者升级改造。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修正）》《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年）、《昌

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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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

有要求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

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

拆迁工地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

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

行定量风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

或关闭退出。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染

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成

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年）。

ZH65232820009 老君庙产 重点管控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等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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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业园区 单元 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

关要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

境准入条件（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

求。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

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

度、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

险应急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

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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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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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

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

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

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820010

芨芨湖产

业园区（木

垒哈萨克

自治县片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等

要求。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

关要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环

境准入条件（2017年修订）》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

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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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

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

度、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

险应急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

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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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

的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

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

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产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年）。

ZH65232820011

准东煤矿

老君庙矿

区（木垒哈

萨克自治

县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

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

的煤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重点矿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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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年的煤矿；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

井 ；禁止在准东区域核准新建 400 万吨 /年以下规模的

露天煤矿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

排入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

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

其堆场采取防渗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

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

施防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

渠道排放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

（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

原则，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

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

矸石、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

广应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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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弃物零排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

地区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

放量较大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

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

生态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绿

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昌

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

ZH65232820012

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

区化工园

区（木垒哈

萨克自治

县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

关要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满足《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以

及其他相关行业准入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

度、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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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险应急保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

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

境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

金属污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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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

制，强化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

产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

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

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4.新建和改扩建石化化工项目须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

保绩效 A 级水平。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2024—2025 年节能

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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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830001

木垒哈萨

克自治县

一般管控

单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削减

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

湿法作业、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

施方案>》（2022年）。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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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奇台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优先保护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510001

新疆奇台

硅化木国

家沙漠自

然公园一

般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执行《国家沙漠公园管理

办法》（林沙发〔2017〕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

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

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奇台硅化木国家沙

漠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

104 号）、《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林规发〔2016〕139 号）、《国家级

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

4 号）。

ZH65232510002

奇台县水

源涵养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天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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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510003

奇台县生

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东部生物多

样性维护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

ZH65232510004

奇台县一

水厂水源

地（一级

保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一水厂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一水厂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510005

奇台县城

第二水厂

水源地

（一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城第二水厂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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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城第二水厂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510006

奇台县城

第二水厂

水源地

（二级保

护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中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城第二水厂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

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

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

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城第二水厂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ZH65232510007

奇台县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土保持区、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防控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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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

要求。

ZH65232510008

新疆奇台

荒漠类草

地自然保

护区核心

保护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

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

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

ZH65232510009

新疆奇台

荒漠类草

地自然保

护区一般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等相关要

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奇台荒漠类草地自

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

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

ZH65232510010

新疆奇台

硅化木-

恐龙国家

地质自然

公园一般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2、执行《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保规

〔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奇台硅化木-恐龙国

家地质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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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

保规〔2023〕4 号）。

ZH65232510011

新疆卡拉

麦里山有

蹄类野生

动物自然

保护区一

般控制区

（生态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2、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关于进

一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工

作的决定》（新政发〔2016〕3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等

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

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20 年 9 月 19

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决定》（新

政发〔2016〕3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167 号，2017

年修订）。

ZH65232510012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土

地沙化生

态保护红

线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2011 年）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南缘土地沙

化防控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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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510013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物多样性

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 号）相关要求。

2、执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准噶尔盆地东部生物多

样性维护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

ZH65232510014

新疆准东

经济技术

开发区一

般生态空

间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防

控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生物多样性维护、

土地沙化区。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1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23-203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2017 年 7 月）。

ZH65232710015

新疆江布

拉克国家

森林自然

公园一般

控制区

（生态保

护红线

区）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 1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

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

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等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新疆江布拉克国家森林

自然公园一般控制区。

要素属性：生态保护红线区。

相关要求：《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

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 14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级自然公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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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理办法（试行）》（林保规〔2023〕4 号）。

ZH65232510016

奇台县各

乡镇水源

地

优先保护

单元

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

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订）。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

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

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

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主要涉及奇台县各乡镇水源地。

要素属性：一般生态空间区。

相关要求：《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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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奇台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动态更新成果（重点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520001

奇台县城

镇集中建

设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

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升级改造。

3、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煤

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煤供热锅炉

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4、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8 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修正）、《昌

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求

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

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湿法作业、

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风

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集中建设

区，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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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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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

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

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

制，共享应急物资。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1、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染燃料；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成的，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 年）。

ZH65232520002
奇台产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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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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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03

奇台县喇

嘛湖梁工

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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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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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04

奇台县城

西工业园

食品产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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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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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05

奇台县七

户乡石灰

岩矿开采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灰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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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 年）》《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灰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减小

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采总量管

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石灰

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ZH65232520006
东部荒漠

带禁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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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 /

1、除城乡生活饮水或者战备、旱灾、火灾、地震等应急需要

取水外，原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全部限期封停。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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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禁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ZH65232520007
奇台县限

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 /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合理配置地表水、

地下水，从严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

2、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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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地下水限采

区。

要素属性：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ZH65232520008

原奇台县

新亚皮革

加工有限

公司地块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从严管控污染地块规划用途，确需开发利用的，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与修复工程。

2、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

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疑似污染地

块。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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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017 年）。

/ /

ZH65232520009

城镇集中

建设区

（新疆准

东经济技

术开发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城市建成区内不得建设高污染的火电、化工、冶金、造纸、

钢铁、建材等工业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

2、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机关、医院、学校、幼儿

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

改建和扩建易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

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已建成的，应当逐步搬迁或升级改造。

3、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燃煤

供热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燃煤供热锅炉

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4、推进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和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4 年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2018 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修正）、《昌

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办法》（2018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要求。排污许可中另有要求

的执行许可的标准限值。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

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湿法作业、

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严格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对城镇人口密集区现有不符合

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定量风

险评估，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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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2、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

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

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

制，共享应急物资。

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7〕26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1、禁止销售、燃用原煤、粉煤、各种可燃废物等高污染燃料；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设成的，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市建成区，

以居住用地为主。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禁燃区管理

办法》（2018 年）。

ZH65232520010

大井露天

矿区（北

南）（奇

台县片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煤炭行



140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11
大井产业

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141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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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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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案>》（2022 年）。

ZH65232520012
将军庙产

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1、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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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污“三条红线”，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13
西黑山产

业园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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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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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14

芨芨湖产

业园区

（奇台县

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满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

境准入条件（2024 年）》相关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 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

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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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

环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

障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

风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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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

用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

生。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

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2022 年）。

ZH65232520015
将军庙露

天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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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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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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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65232520016
大井露天

矿区（东）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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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17
西黑山露

天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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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露天矿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18

准东煤矿

老君庙矿

区（奇台

县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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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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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19
准东煤矿

大井矿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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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20

准东煤矿

西黑山矿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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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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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21

准东煤矿

将军庙矿

区（奇台

县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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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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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22
北塔山矿

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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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止新建煤层含硫量大于 3%的煤矿。

4、坚持安全、环保、效率并重，禁止新建非机械化开采的煤

矿；原则上禁止建设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禁止核准新建生产能力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矿井。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昌吉回

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1、煤炭企业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0426-2006）。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煤矸石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露天矿的剥离物集中排入

排土场，处置率达 100%。煤矸石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的有关要求。煤矸石为Ⅱ类一般工业固废的，其堆场采取防渗

技术措施。生活垃圾实现 100%无害化处置。

4、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煤炭行

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

范（试行）》（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优化采煤、洗选技术和工艺，加强综合利用，减少煤矸石、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国家规划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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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2、加大对煤矸石、矿井水等开采废弃物的治理力度，推广应

用矿井水净化处理和综合循环利用技术，逐步实现废弃物零排

放、零污染。

3、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条件具备的地区

应主要采用矿井水作为第一水源。积极探索矿井水排放量较大

的矿区矿井水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矿井水产业化进程。

4、矿（坑）井涌水在矿区充分自用前提下，余水可作为生态

等用水，其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矿井抽排的

高浓度瓦斯（甲烷体积分数≥30%）应进行综合利用；鼓励利

用低浓度瓦斯发电。

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总体规划（2016-2030）》《煤炭行业

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5-2018）、

《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炭工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

ZH65232520023

苏吉泉

金、花岗

岩开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

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2、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应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矿、花岗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21-2025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年）》。

1、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2、采矿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在专用场所堆放，并采取措施防

止二次污染；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及行洪渠道排放

固体废物。

3、固体废物堆场的建设及运营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金

矿、花岗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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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年）》《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健全

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矿区

金矿、花岗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按照“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清洁利用”的要求，压减小

型矿山数量，提高集约化、规模化开采能力。实行开采总量管

控，设定约束性与预期性总量调控指标。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省级规划矿区

金矿、花岗岩矿区。

要素属性：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

自治州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

ZH65232520024

奇台县重

大基础设

施项目

（奇台县

2017 年游

牧民定居

工程）

重点管控

单元

城镇村开发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为奇台县 2017 年

游牧民定居工程。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确保

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为奇台县 2017 年

游牧民定居工程。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为奇台县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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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

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

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

制，共享应急物资。

游牧民定居工程。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 /

ZH65232520025

奇台县合

法采矿权

（新疆玖

顺矿业投

资有限公

司，石灰

岩矿）

重点管控

单元

/ /

/ /

1、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环境应急责任原则，

健全防范化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风险和应急准备责任体系，严

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对矿山开采区及周边区域，逐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加强风险管控。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合法采矿权，

石灰岩矿。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 /

ZH65232520026
奇台县城

镇村

重点管控

单元

城镇村开发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不得影响区域主导生态

功能。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村。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确保

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村。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1、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以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为重点，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备

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

理，完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和技术储备。针对汇水区、

补给区存在兵地跨界的，建立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应急和执法机

制，共享应急物资。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城镇村。

要素属性：红线调出为重点管控单元。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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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 /

ZH65232520027

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

区化工园

区（奇台

县片区）

重点管控

单元

1.入园企业须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布局规划。

2.入园企业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布局及土地利用等相关要

求。

3.园区入驻项目须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满足《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重点行业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以及其他

相关行业准入要求。

4.园区入驻项目须严格执行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相关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行业

生态环境准入条件（2024年）》。

1.聚焦采暖期重污染天气治理，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

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2.新（改、扩）建项目应执行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推动园区企业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4.全面深化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进绿色施工。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年）。

1.园区应设立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立环境风险监管制度、环

境风险预警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风险应急保障

制度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具备环境风险应急救援能力。

2.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风

险调查评估和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

物减排要求，加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2015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年）。

1.严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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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用

水定额管理。

2.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属于工业园区。

要素属性：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

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

染风险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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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3.加强能耗“双控”管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严格合理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精准测算原料煤、动力煤，新增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4.新建和改扩建石化化工项目须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

效 A 级水平。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

方案〉》（2022年）、《2024—2025年

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国发〔2024〕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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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奇台县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

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ZH65232530001

奇台县一

般管控单

元

一般管控

单元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2022 年版）》。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

本农田。

相关要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年本）》《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2022年版）》。

1、污染物排放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中普适性要求。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逐步削减农业面

源污染物排放量。

3、施工工地全面落实“六 个百分之百”（施工工地周边围挡、物料

堆放覆盖、出入车辆冲洗、施工现场地面硬化、拆迁工地湿法作业、

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

本农田。

相关要求：《自治区党委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2022

年）。

1、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

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

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

1、执行区域资源能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2、执行昌吉州总体准入清单中的要求。

单元特点：该管控单元内涉及基

本农田。

相关要求：《昌吉回族自治州生

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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