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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现将 2007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告如下： 

  

环境质量现状 

一、水环境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 

1、河流 

    2007年，根据府河（太平沙、李家墩二断面）的监测结果，

该水体中有氨氮、总氮两项污染物年平均值超标，水体中其它污

染物项目均未超标，符合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四类标准。 

2、湖泊 

（1）东大湖 

    本区主要湖泊是东大湖。2007年，该水体中有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氨氮、总磷五项污染物年平均值超过《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三类标准，水体中其它污染物项目均未超

标。按单项污染指数评价，本年度东大湖水质未能达到相应水域

功能类别标准。 

（2）金银湖 



 2 

    该水体中有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总氮、粪大肠菌群四项污

染物年平均值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三类标准。按单项

污染指数评价，本年度金银湖水质未能达到相应水域功能类别标

准。 

（二）饮用水源水质 

2007 年，本区东西湖自来水公司余氏墩水厂水源地水质 27

项指标的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水质达标率为 100%。 

（三）水污染物排放及处理 

    2007 年，全区 21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年废水排放总量

为 516万吨，废水排放达标率 98％。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为 219吨。21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有工业废水处理

设施共 16台套，设施正常运行率 94%。 

和上年相比，我区水体水质无明显变化。水体主要污染为富

营养化有机污染。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上

年减少 35%。 

二、大气环境 

（一）空气环境质量 

根据本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2007年我区空气中可吸入

颗粒物日均值为 0.112 毫克／标立方米，超过 GB3095-1996《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 0.12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日均

值优于二级标准。降水 PH 值范围为 5.96－7.32，PH 年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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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未出现酸雨。年月自然降尘量为 7.884吨／平方公里.月，

未超标。通过评价模式计算，我区空气污染指数为 51.3，环境空

气质量为二级，属良好。可吸入颗粒物是我区环境空气中主要污

染物。2007年本区空气质量良好天数为 247天，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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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处理 

2007 年，全区 21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废气排放总

量 256270万标立方米，全区工业二氧化硫、烟尘排放总量分别为

631吨、216吨。全区工业燃煤燃烧废气处理率为 100％。21家重

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 

和上年相比，我区空气污染指数下降 32.7，空气质量有所提

高。 

 

三、声环境 

（一）区域环境噪声 

    本区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昼间为 51.1分贝（A），比

上年上升 0.8分贝，夜间为 43.2分贝（A），比上年上升 6.4分贝，

均未超过 GB3096－9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二类标准。 

（二）交通干线噪声 

    交通干线（东吴大道）两侧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8.1

分贝（A），比上年上升 1.1分贝，未超过 GB3096－93《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标准》中四类标准。 

 

四、工业固体废物 

    2007 年，全区 21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 11.61万吨，其中工业炉渣为 3.26万吨，粉煤灰为 4.15万

吨，其他废物 4.2万吨。这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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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环境 

全区重点实施金山大道绿化改造二期、107 国道一期绿化、

东吴大道绿化、四季吉祥池塘周边绿化、金山大道延伸线九通路

绿化改造等工程，绿化覆盖率增加到 45.6%，绿地率增加到 38%，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增加到 9.02平方米。完成栽植乔木 74823株，

灌木 11749株，花灌木和地被草皮 651866平方米。 

 

环保工作与成效 

一、环境监督管理 

    我区在项目引进的综合决策过程中，坚决实行环保“一票否

决权”和“第一审批权”，杜绝引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影响群

众身体健康的项目。2007 年环保部门共办理建设项目环保立项

113项，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92项，项目计划总投资

59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1亿元。共拒批污染严重、选址不当、不

符合全区整体发展规划或产业政策、国家明令禁止的“十五小”

等类项目 15项，涉及投资额 34.3亿元。完成“三同时”竣工验收

54项，建成项目总投资 11.5亿元，实际环保投资 2409 万元，新

增废水处理能力 8379吨/日，废气处理能力 138297标立方米／小

时。 

加强污染源管理，稳步推行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制度，

全年共完成排污申报登记 135户，发放排污许可证 88户。作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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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政处罚 13起。处理有关环境污染的群众来信来访 540件，人

大代表建议 6件，政协提案 5件，政协建议案 1件，其满意率为

100%。 

狠抓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加大抽查和突查频率，对全区所有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执法专项检查

行动，使全区的 42 套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实现了联网。环境执法

人员能对全区重点污染源实行网络实时监控，出现问题立即奔赴

现场，督促企业恢复设施正常运行，环境监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高。 

 

二、 污染防治情况 

落实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积极开展了“清理整顿违法排

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的环保专项行动，对四家市、区级

挂牌督办企业进行了重点整治，全部如期完成整改任务。限

期治理项目----武汉世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除尘脱硫设施改

造、武汉径河化工有限公司和蒙牛（武汉）友芝友乳业有限公司

（一期）污水处理工程顺利完成。全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削减目标超额完成，其中，二氧化硫削减率为 6.85%，化学需

氧量削减率为 4.58%。 

 

三、自然生态保护 

2007年，我区深入开展生态种植业。目前，慈惠农场八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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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200亩有机蔬菜基地已正式获得《有机蔬菜产品认证证书》，填

补了中南地区的空白。东流港牧业园东湖大队养殖场和南湖大队

养殖场将养殖小区产生的牛粪和部分尿液利用现代方法发酵脱臭

变成高效有机肥使用。建设并完善养牛—沼气池—蘑菇种养的生

态种植模式，将奶牛产生的粪、尿纳入沼气池，沼气供农户取暖、

生火，沼渣种蘑菇，沼液种有机蔬菜，提升农产品档次，实现农

业规模化、现代化，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

水平。东山农场东风大队实施秸秆气化示范项目，将农业废弃秸

秆气化生成沼气，铺设管网至农户家中使用，利用生物质能、既

减少了秸秆燃烧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又为农民减少燃料支出。 

2007 年，我区开展了湖泊生态现状调查和部分湖泊治理工

作。完成了《东西湖区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其内容包括拟建东

西湖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东西湖区吴家山、金银湖及将军路街

片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示范工程、土壤污染治理与土地退化修复试点工程、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群、创建环境优美镇、生态村、对金银湖进行水环境与生态综

合治理工程等。 

 

四、环境宣传教育 

在区环保局、教育局、文体局和全区各“绿色学校”的积极

组织和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 2007 年度全区“绿色学校”、中小

学生“环境摄影、环境小报”和“环境小卫士”的竞赛和评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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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学生在市、区级环境教育竞赛获奖或获得“环境小卫士”

称号。数十名教师在武汉市环境教育优秀教案及多媒体课件评比

中获奖。 

将军路中学和荷包湖中心小学创建为市级绿色学校，园艺小

区、园艺花城已经通过了绿色小区复查，山水星辰小区准备迎接

2008年绿色小区创建验收。 

《东西湖区发展循环经济文件汇编》、《循环经济简明知识读

本》、《东西湖区重点涉危企业环境污染应急手册》正式编写完成。 

中国环境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

武汉环境报、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等十多家新闻媒体正面报

道我区环境保护工作、循环经济工作情况达 50余篇次。 

 

五、循环经济 

作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区，今年，我区进一步加大了

清洁生产工作推进力度，从企业、园区、社会三个层面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一是提高食品加工企业资源利用率。如华润雪花啤酒

（武汉）有限公司等 2 家企业已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一年来，该

公司年回收废瓶渣、综合利用啤酒糟、煤渣和粉煤灰、废酵母泥、

废标渣、污水处理的副产物等，年创收 500 多万元。二是化工企

业变废为宝。如武汉径河化工有限公司，原来将许多反应不完全

的化工原料混在废水中排放，现在实施的污水处理方式每天从废

水中可以回收 DMF 溶剂、甘油、硫氢化钠等，废物得到有效的综

合利用，年创利达 562.8 万元。三是实现上下游项目合理链接。

武汉烁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啤酒工业的废液、废渣为原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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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科技发酵工艺生产“烁生肽”生物 P 蛋白及糟宝，解决了我

国饲料业蛋白源奇缺的难题，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好项目。目前年

生产能力已达 5000 吨，产品供不应求，可实现销售收入 2000万

元。湖北友芝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武汉佳宝糖业有限公司生

产淀粉时排放的废液、废渣，年产饲料级氨基酸 4000吨，食品及

医用级氨基酸 1000 吨，使资源得到综合利用，同时最大限度减少

环境污染。四是全面整治建筑砖生产企业，节约土地资源。我区

13家粘土砖生产企业已全部关停。五是建设节能减排生活小区。

园艺花城小区已经成功地实施了中水回用工程，小区每年可减少

污水排放 6.75万立方米。湖北泰跃地产开发的环保节能住宅小区

“泰跃.金河”采用了 20 余项先进的生态节能技术，建筑节能达

到 65%，该项目获得了国家 720 万元的奖励基金，并获“国家十

大节能住宅”称号。高尔夫城市花园被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

人居环境委员会授予“中国人居环境金牌建设试点项目”称号。

航天嘉园小区 786家住户，统一由开发商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