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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范是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后定期检查要求。 

本规范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由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提出。 

本规范由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秘书处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天然矿泉水专业委员会、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靖宇水源

保护区管理局、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抚松水资源保护

区管理局、安图县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局、吉林省辉南县国土资源局、

河北省固安县国土资源局、贵州省石阡温泉名胜区管理局、辽宁省弓长岭区汤河新城管委会、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生态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山东省沂源县水资源发展中心、辽宁省沈

阳市苏家屯区大沟街道办事处、江苏安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文化研究会、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云南天外天天然饮料有限公司、四川华星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

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辽宁岭秀山矿泉饮品有限公司、昆仑山矿泉水有限公司、福建龙岩梅

花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内蒙古蓝海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鹿啄泉矿泉水有限公司、延边雅客

长白山矿泉水有限公司、青海高原特色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长江紫东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廖雷、宾德智、黄伟、纪如军、李印锡、姜辉、李顺福、姜英俊、

陈铧生、庞振国、王东昆、王华、王忠、翟双华、吴木生、李迎、王斌、廖春铨、葛明明 

 

 

 

 

 

 

 

 

 

 

  



1、范围 

本规范规定适用于已命名的中国矿泉城（矿泉水之乡、优质矿泉水源）所在地的发展建

设要求、检查制度和信息交流等，也可供有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优势地区发展建设参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规范。 

GB 5749-2006生活用水卫生标准 

GB 8537-2018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T13727－2016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1）饮用天然矿泉水: 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钻井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在一定区域未受污染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污染的水。在通常情况下，

其化学成份、流量、水温等动态指标在天然周期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 

（2）理疗矿泉水;用于理疗的矿泉水。我国目前采用《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查规范》GB/T 

13727-2016附录 作为理疗矿泉水水质标准进行认证。 

（3）矿泉城 

（4）矿泉水之乡 

（5）优质矿泉水源地 

（6）查明资源：查明了天然矿泉水资源的形成条件、分布范围，储量特征，资源富集

地区开发条件及其有利的开发利用地段，准确评价了天然矿泉水资源的允许开采量。可开采

量评价的核心是确定安全可靠的可开采水量，作为规划开发利用的依据。 

（7）矿泉水质量评价: 矿泉水水质评价要求是依据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质分析结果进

行评价。对于饮用矿泉水按 GB 8537-2018 规定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价；对于理疗矿泉水按

GB/T13727-2016 附录理疗矿泉水水质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评价。凡是达到矿泉水标准的

界限指标值，必须有国家级计量认证的两个以上测试单位的对应分析或外检数据。 

（8）矿泉水动态观测：建立泉（井）动态监测点（网），掌握矿泉水天然动态、对已开

发的泉（井）应在已有观测点（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监测，了解开采动态变化规律。观测

内容和要求：矿泉水的水质、水量、水位、水温动态，可每月观测 2～3 次，连续观测一个

水文年以上,以确定其在枯、丰、平水期的动态特征。 

（9）矿泉水资源管理：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了统一管理

与有效监督，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10）高效利用:依据天然矿泉水资源具有的特性建立了综合利用，梯级利用循环利用

的模式提高了资源效益。 

（11）矿泉水资源保护:水源地保护是指为防治水源地污染、保护矿泉水资源、保证水

源地环境质量而要求的特殊保护。矿泉水水源地，尤其是天然出露型矿泉水水源地应严格划

分卫生保护区。保护区的划分应结合水源地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特别是含水层的天然防

护能力，矿泉水的类型，以及水源地的卫生、经济等情况，因地制宜地、合理地确定。卫生



保护区划 

（12）矿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充分、合理、节约、高效利用现有矿泉水资源，以保证

人类对矿泉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满足当代与后代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开发利用矿泉水资源的

一种新型价值观念。 

（13）文化保护:充分发掘地区矿泉文化，有效地保护了矿泉历史文化遗迹和矿泉水保

护区。学习借鉴了国内外天然矿泉水开发利用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地区文化特色予以创新，

有鲜明的地区矿泉文化个性特征。 

 

4、总则 

4.1 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地是全国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相对富集、

开发程度较高、利用技术有代表性的地区。为了推进已命名的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

源地）地区的发展建设，发挥其在全国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示范带动作用，特

制订本规范。 

4.2 本规范涉及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后定期检查制度及相互间的信

息沟通与交流等，目的是为提升已命名的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整体发展建设

水平。 

4.3、本规范突出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后发展建设的基本要求，要

求命名地区（或企业），对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到：资源清楚、利用高效、管

理到位、环境优美、创新发展。  

4.4 本规范规定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后的定期检查制度。即应加强

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的发展建设，保持与命名单位的联系，维护中国矿泉城

（乡、优质矿泉水源地）的荣誉。 

 

5、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检查办法 

5.1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后，应加强发展建设，充分发挥其在饮用

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示范作用，维护形象，接受政府主管部门、中国天然矿泉水产

业联盟相关单位及新闻媒体的监督。 

5.2检查方式 

5.2.1自检，由命名所在地主管部门（优质水源为自身企业）按要求进行，每年进行一

次，检查结果以年报表方式于年初向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报告。 

5.2.2互检，由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组织对不同命名地区、企业相互之间进行，着

重于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促进。 

5.2.3检查，由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组织检查组依据“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

水源地）检查工作规范”进行。通过检查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5.3检查时间 

自检每年进行一次；互检每三年进行一次，检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5.4检查结果 

由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组织专家评定，并上网公布。对发展好的地区（或企业）在

行业内给予表扬和推广；对发展工作不足的地区（或企业）提出进一步改进建议；对有损中

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荣誉的地区（或企业）亮黄牌警告，逾期未改进的，报国

家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可撤销命名。 

6、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信息交流 



6.1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支持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命名地区对饮用

天然矿泉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相关信息，开展技术咨询服务。 

6.2 中国天然矿泉水产业联盟负责命名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及后期发展

建设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各项具体事务，对各命名地提供技术服务。 

  



附录 A  

 

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 

发展建设规划编写提纲 
 

前  言 

一、总  则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规划年限 

（四）规划范围 

（五）规划依据 

二、规划条件 

（一）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条件 

（二）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三）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资源供需趋势分析 

三、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开发、保护与文化建设规划 

（一）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资源勘查规划 

（二）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三）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资源保护规划 

（四）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文化建设规划 

四、投资估算 

五、规划实施保证措施 

附件：主要附图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检查表 
 一、资源清楚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查 

记录 

1．1 
组织

领导 

相关单位中至少有

一人全面负责矿泉

水的管理工作。 

规定了某领导负责

矿泉水的管理工作，

该领导履行了其职

责，合格；该领导履

行其职责不太好，一

般不合格 ；未规定

某领导负责矿泉水

的管理工作或该领

导未履行其职责 ，

严重不合格。 

座谈了解 

查阅文件 

查阅记录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1） 

应设置相应的矿泉

水的管理机构或人

员，负责矿泉水的日

常管理工作。 

有机构或专（兼）职

人员负责矿泉水的

管理工作，工作开展

的较好，合格；工作

开展的一般，一般不

合格；无人员负责矿

泉水的管理工作，严

重不合格。 

查阅文件 

查阅记录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 

1．2 

*  

查明

资源 

查明了天然矿

泉水资源的形成条

件、分布范围、储层

特征、资源的富集地

段、开发条件及其有

利的开发利用地段，

准确评价了天然矿

泉水资源的允许开

采量。 

有完整阐述的勘察

报告，合格；有完整

的勘察报告但阐述

不太详细，一般不合

格；无完整勘察报

告，严重不合格。 

查阅文件 

查阅记录 

座谈了解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 

1．3 

* 

评价

水质 

查明了天然矿泉水

的水质类型、各类组

份（包括有益和有害

组份）含量及其变

化、水质特征，对天

然矿泉水水质进行

了准确的评价。不断

提高资源勘查、评价

的力度，满足可持续

开发利用资源的要

求。 

有完整阐述的鉴定

报告，合格；有完整

的鉴定报告但阐述

不太详细，一般不合

格；无完整鉴定报

告，严重不合格。 

查阅文件 

座谈了解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4） 



 

 二、利用高效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查 

记录 

2．1 

* 

制定

规划 

以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

评价（或经多年开采验

证）的允许开采量为依

据，结合地区经济发展

需要，制定了统一的开

发利用规划，在实行总

量控制的条件下，对资

源进行了合理配置。 

有统一的科学开

发规划，合格；有

开发规划，一般不

合格；无规划，严

重不合格。 

现场观察 

查阅资料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 

2．2 
高效

利用 

依据天然矿泉水资源具

有的特性，建立了综合

利用、梯级利用、循环

利用的模式，提高了资

源效益。 

建立模式高效利

用，合格；略微欠

缺，一般不合格；

达不到规定要求，

严重不合格. 

现场观察 

现场检查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6） 

三、管理到位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查

记录 

3．1 

 * 

管理

到位 

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

度，对资源的开发利用

实行了统一管理与有效

监督，坚持在保护中开

发，在开发中保护。 

具备规定的管理

制度能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合格；具备规

定的管理制度能

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不够

完善，一般不合

格；不具备规定的

管理制度，不能在

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严重不

合格。 

查阅文件 

现场查看 

查阅记录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7） 

3．2 

 * 

动态

监测 

建立了统一的开采动态

监测系统，对各开采井

（泉）的开采量及其引

起的水位（水头）、水温、

水质动态变化实施了全

程监测，并掌握其年变

化、多年变化规律。 

完全符合规定，合

格；个别数据不完

整等情况，一般不

合格；不符合规

定，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验 

 查阅记

录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8） 

 

 

建立了天然矿泉水开发

利用的数据库，对开发

利用的各种信息，包括：

开采量、水位（水头）、

水温及水质变化、利用

效益情况等建立了完整

的档案，实行了信息化

管理。 

建立了完整

的档案，实行了信

息化管理，合格；

建立了完整的档

案，未建立信息化

管理，一般不合

格；存在严重不

足，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验 

查阅记录 

□ 合格 

□ 未合格 

□ 严重不合格 

（9） 



 四、环境建设优美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查

记录 

4．1 
建设

规划 

制定了完善的矿

泉城（矿泉水之

乡、优质矿泉水

源）发展建设规

划，并逐步实施。 

有完善的建设规划，合

格；不够完善 ，一般

不合格；无建设规划，

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验 

查阅文件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0） 

4．2 

* 

重视

生态 

重视节能环保与

生态建设，是地区

低能耗、低碳排放

量及生态环境最

优美的景区。 

符合规定要求，合格；

部分符合规定要求 ，

一般不合格；不符合规

定要求 ，严重不合格。 

查看文件现

场查验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1） 

4．3 

* 

和谐

发展 

内部建设协

调，带动了周边环

境的和谐发展与

建设，对周边环境

不造成污染。 

符合要求，合格；

内部建设协调，与周边

环境不够和谐，对周边

环境有轻微污染，一般

不合格；有重大缺陷，

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验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2） 

 五、传承矿泉文化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 查

记录 

5．1 
文化

保护 

充分发掘地区矿

泉文化，有效地

保护了矿泉历史

文化遗迹和矿泉

水保护区。 

建立了保护区对历史文化

遗迹有效保护,合格；建立

了保护区对历史文化遗迹

没有有效保护，一般不合

格；没有保护矿泉历史文

化遗迹和矿泉水保护区，

严重不合格。 

查阅文件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3） 

学习借鉴了国内

外天然矿泉水开

发利用的先进经

验，并结合地区

文化特色予以创

新，有鲜明的地

区矿泉文化个性

特征。 

符合要求,合格；个别不够

完善，一般不合格；未做

工作，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看

座谈了解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4） 

5.2 

* 

重视

创新 

重视天然矿泉水

资源勘查、应用

技术研究及相关

科学知识的普

及，对天然矿泉

水资源的认识准

确、科学，应用

理论、技术上有

所创新。 

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对

天然矿泉水资源的认识准

确、科学，应用理论、技

术上有创新，合格；重视

科学知识的普及，对天然

矿泉水资源的认识准确、

科学，但应用理论、技术

上没有创新，一般不合格；

未开展相应工作不能给后

续发展提供动力，严重不

合格。 

查阅文件

座谈了解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5） 

 六、持续开发利用 



序号 内容 核查项目 核查原则 核查方法 结论 
核查 
记录 

6．1 

* 

持 续

利用 

深入了解天然矿泉水

资源开采利用中的历

史性变化，对区内天

然矿泉水资源的可开

采量有准确的认识。 

符合要求,合格；对区

内天然矿泉水资源的

可开量没有准确的认

识，一般不合格；不

了解天然矿泉水的变

化，对区内天然矿泉

水资源的可开采量没

有准确的认识，严重

不合格。 

查阅文件 

座谈了解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6） 

6．2 

* 

开 采

稳定 

建立了符合天然矿泉

水资源变化规律的科

学开采利用模式，不

过量开采，多年保持

开采区内泉（井）水

位稳定、水量稳定、

水温稳定、水质稳定。 

 

建立了科学开采利用

模式，不过量开采，

多年保持开采区内泉

（井）水位稳定、水

量稳定、水温稳定、

水质稳定,合格；水

位、水量、水温、水

质存在部分不稳定，

一般不合格；无科学

开采模式，水位、水

量、水温、水质经常

飘忽不定，严重不合

格。 

查阅文件 

查看记录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7） 

6．3 
环 境

保护 

矿泉水保护区与地质

环境不受破坏。 

按规定建立了保护

区，地质环境稳定，

合格；工作略有不足，

一般不合格；严重不

足，严重不合格。 

现场查看 

□合格 

□未合格 

□严重不合格 

（18） 

 

                      

 

 

 

 

 

 

 

 

 

 

 
 



使用说明 

 

1．本检查表适用于对已命名“中国矿泉城”、“中国矿泉水之乡”和授予“中国优质

矿泉水源地”等称号的地区和企业必备条件的现场检查评价。 

2．本核查表分为：资源清楚、利用高效、管理到位、环境优美、传承文化、持续利用

6 个部分，共 18 个核查项目。每一个核查项目的结论为“合格”、“未合格”或“严重不

合格” 。 

3．在 18 个核查项目中,查明资源（1.2）、评价水质（1.3）、制定规划（2.１）、动

态监测（3.2）、和谐发展（4.2）、重视创新（5.2）、开采稳定（6.2）等 7项为重点项目,

在表中加“*”表示。 

4．核查组依据本核查表和相应的审查细则对相应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核查工作结束后，

核查组应当填写《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必备条件现场核查报告》，核查结论

分为：“合格（A 级）”、“合格（B 级）”、“合格（C 级）”或者“不合格”。确定核

查结论应当依据以下原则： 

核查结论 
严重 

不合格项 

未合 

格项 

其中：重点项目未

合格项 
备注 

合格（A级） 0 ≤2 0 三项均满足方可判定 

合格（B级） 0 

≤4 2 三项均满足方可判定 

≤5 1 三项均满足方可判定 

≤6 0 三项均满足方可判定 

合格（C级） 0 ≤8 ≤4 三项均满足方可判定 

不合格 ≥1 >8 >4 有一项满足即可判定 

注：确定合格等级时，按照 A级→B级→C级的顺序进行判定。 

5．核查组应当将在企业查出的不合格项，填写到《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

地）不合格项改进表》中，并要求尽快进行纠正或采取纠正措施。同时将不合格项的分布情

况填写到《中国矿泉城（乡优质矿泉水源地）现场核查报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