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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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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武汉市东

西湖区环境状况公告如下： 

一、环境质量现状 

（一）水环境质量 

 

1、河流 

府河为本区主要河流。府河入武汉境至黄花涝段（太平沙断面）、黄花涝

段至入长江段（李家墩断面），分别执行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中Ⅳ、Ⅴ类标准。太平沙断面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年均

值分别为 22 毫克/升、3.52 毫克/升、3.83 毫克/升、0.16 毫克/升；李家墩断

面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年均值分别为 26 毫克/升、1.22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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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3.82 毫克/升、0.17 毫克/升。河流水质情况见表 1。2010 年度两断面水

体中污染物年均值超标项目有：氨氮、总氮两项。水中污染主要是有机物

污染。 

表 1  2010 年府河太平沙、李家墩两端面水质统计表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功能区

类别 

年均值超功能区类别项目及超标

倍数 
水质类别 

府河 

武汉段 

太平沙 Ⅳ 氨氮（2.3）、总氮（2.5） 劣Ⅴ 

李家墩 Ⅴ 总氮（1.9） 劣Ⅴ 

 

2、湖泊 

（1）东大湖 

2010 年，该水体中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氨氮、总氮、总磷、粪大

肠菌群六项污染物年均值超过《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水体

中其它污染物年均值均未超标，按照

单项污染指数法评价，污染指数最高

的总氮指标，评价指数为 3.78，为劣Ⅴ类，未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类别标准。

与 2009 年相比，湖泊水质总体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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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银湖 

2010 年度，该水体中化学需氧量、

总磷、总氮、石油类四项指标超过《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水体

中其它污染物项目均未超标。按照单项

污染指数法评价，评价指数最高为 2.30，较 2009 年有所好转，但未能达到相应

的水域功能类别标准。与 2009 年相比，湖泊水质总体变化不大。 

3、饮用水源水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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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2），水质达标率 100%。 

 

（二）环境空气环境质量 

1、环境空气环境质量 

2010 年，东西湖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66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72.9%，

环境空气质量的污染综合指数为 53.6，环境空气质量为二级，属良好。监测结

果表明：2010 年全区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值为 0.116 毫克/立方米，超过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 0.16 倍；二氧化氮年平均值为

0.054 毫克/立方米，符合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二氧

化硫年平均值分别为 0.044 毫克/立方米，符合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中二级标准要求。 



                                2010 年武汉市东西湖区环境状况公报

 

4 

0

0.02

0.04

0.06

0.08

0.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浓
度

(m
g
/m

3
)

二氧化硫

 

图 1   2010 年二氧化硫月平均浓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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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10 年可吸入颗粒物月平均浓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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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 年二氧化氮月平均浓度分布图 

相比 2009 年，二氧化硫浓度下降了 0.006 毫克/立方米，下降率为 12%；二

氧化氮浓度上升了 0.007 毫克/立方米，上升率为 14.9%，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无变

化，空气质量变化不大。二氧化硫浓度的下降是我区实施节能减排的直接成果，

二氧化氮浓度的上升主要与车辆的增加及道路拥堵有关。年日均浓度对比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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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 年和 2009 年空气质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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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降尘现状 

2010 年，全区年月自然降尘量为 11.79 吨/（平方公里·月），超过 TJ36-97《工

业企业卫生标准》中规定的 10 吨/（平方公里·月）。与 2009 年相比，本年度月

自然降尘量上升了 1.73 吨/（平方公里·月），上升率率为 17.2%。 

3、降水现状 

2010 年，年降水量为 1261.4 毫米，降水 pH 范围为 5.02~7.22，年降水 pH

平均值为 6.46，酸雨样品检出率由 2009 年的“未检出”上升为 8.6%。 

 

（三）声环境质量 

1、功能区噪声 

全区功能区噪声布设监测点一个（即闷家湖），该监测点为居民小区，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区标准。2010 年度全区功能区噪声年

平均值，昼间为 54.8 分贝，较 2009 年下降了 3.3 分贝；夜间为 45.7 分贝，较

2009 年下降了 3 分贝，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2 类区标准。 

2、交通干线噪声 

2010 年全区东吴大道路段交通噪声平均值为 66.7 分贝，较 2009 年上升了

0.9 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4 类区标准。 

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吴家山地区为 2 类噪声区，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区标准。布设老监测点四个（即种子站、16 栋、老法院、人民医院）

以及 44 个网格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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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4 个老监测点评价，2010 年度吴家山地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昼

间为 70.6 分贝，超标 0.18 倍，夜间为 53.4 分贝，超标 0.07 倍。其噪声源

主要来自生活。 

 

图 5   2010 年东西湖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图 

按 44 个网格点位评价，2010 年东西湖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60.6 分贝，超标 0.01 倍，其噪声源来自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声、

生活噪声。 

2010 年，东西湖区环境质量状况不容乐观。水环境方面，府河作为过

境河流，是武汉市主要的纳污水体，其水质已不满足功能要求，主要是有

机污染，应加强对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湖泊总氮、总磷等指标超标，呈

富营养化的趋势，应加强湖泊周围截污干管建设，避免污水入湖，开展湖

泊清淤、底泥疏浚等湖泊净化工程。大气环境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和自然

降尘仍为主要超标污染物，应加强扬尘的控制，氮氧化物浓度有所上升，

应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声环境方面，功能区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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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标准。但吴家山地区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超标，

应加强吴家山地区的交通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声、生活噪声的管理。 

 

二、污染物排放及处理状况 

（一）废水 

2010 年，全区 28 家重点环境统计

年报单位年废水排放总量为 717.33

万吨，废水排放达标率 98.52%。废水

中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391.26 吨。28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

位有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共 28 套，设

施正常运行率为 96.43%。 

（二）废气 

2010 年，全区 28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 203665 万

标立方米，二氧化硫、烟尘排放总量分别为 1183.55 吨、304.75 吨。全区工业燃

煤燃烧废气处理率为 100%。28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设施

正常运行率为 96.43%。 

（三）工业固废 

2010 年，全区 28 家重点环境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7.86 万吨，

其构成见图 6。其中工业炉渣 4.3 万吨、粉煤灰 0.47 万吨、危险废物 0.0236 万

吨、其它废物 3.07万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为 7.82万吨，综合利用率为 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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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置率 100%。 

工业炉渣
53.8%

其他
40.0%

危险废物
0.3% 粉煤灰

5.9%

 

图 6   2010 年统计年报单位工业固废主要构成 

 

三、环保工作及成效 

（一）做好主要污染物减排，统筹十二五环保工作 

    通过实施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全面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

工业源方面，2010 年全区化学需氧量（CODCr）排放量 2056 吨，较 2005 年同

期削减 884 吨，累计削减率达到

30%；二氧化硫（SO2）排放量 1845

吨，较 2005 年同期削减 467 吨，累

计削减率达到 20%，实现了削减任

务。 

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总量控制司与日本环境省的专家

一行 10 人，在东西湖区考察氮氧化物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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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区情，成功完成各项“十二五”

环保规划。组织编制完成了《东西湖区环

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环

保工作重点，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力争实现“污水全收集、垃圾全焚烧、道路

全硬化、傍路全绿化”的目标。编制完成《东

西湖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在化学需氧量（CODCr）和二氧化

硫（SO2）两项总量控制指标基础上，将氨氮（NH3-N）和氮氧化物（NOx）纳

入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并把污染源普查口径的农业源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创新

性地完成了《循环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 

（二）加强环境管理，促进协调发展 

2010 年环保部门共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130 项，涉及总投

资 69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2.3 亿元。完成“三同时”验收建设项目 101 家，涉及

总投资 19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0.45 亿元。拒批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选址不

当的建设项目 9 个，涉及投资额近 4.7 亿。新增污水处理设施 6 台/套，新增污

水处理能力 4290 吨/天，废气处理能力 33952 标立方米/小时。注重建设项目跟

踪管理，对 2008 年以来立项的所有在建和竣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进行

了专项检查。积极推进规划环评，完成新沟镇总体规划环评工作。全年共完成

排污申报登记 568 家，核发排污许可证 139 家，排污费核定户数 281 家，完成

了全年排污费核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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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环境执法，防范环境风险 

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

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全年共出动环保执

法人员 2172 人次，排查各类企业 438 家，

处理群众投诉 330 件，群众投诉处理率

100%，完成违法排污企业整治 24 家，制

止商业经营性噪声 8 起，整顿夜间施工场

所 3 起，有效遏制了城市噪声污染。            市、区环保部门在飘飘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开展重金属污染专项整治，对全区可能产生重金属污染的企业进行全面排

查，确定荷贝克、伟福科技等 5 家企业为重金属重点监控企业，24 小时不间断

监控其重金属的排放情况。保护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对全区 3 个集中式取水口

进行综合整治，消除隐患。加强辐射放射环境安全管理，对区内 5 家涉源企业

严格监管，每月检查并上报检查情况，并组织相关单位参加了省辐射放射技能

培训，以提高操作管理人员技术水平，确保辐射放射环境安全。 

对全区化工企业进行环境安全检查，

查处不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的化工企业，

环境应急措施不完善的限期整改。成功处

置应急事件一起。2010 年防汛期间，在

接到群众反映长丰桥下有一批装有化工

原料的废油桶浸泡在江水中的投诉后，区

环保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反应、    环保部门正在组织清理浸泡在汉江中的废油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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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置，及时消除了汉江饮用水源污染隐患，确保了环境安全，上级环保部

门领导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国家、省、市媒体争相报道。 

（四）全面展开环境监测，保障环境安全 

加强地表水监测。对包括严加渡、工棚山、李家墩、金湖、银湖在内的 5

个地表水监测点位实施加密监测，频次由原来每两个月一次改为每月一次，全

年对全区 28 个湖泊进行一次全分析，对饮用水源地水质进行两次全分析，汉江

饮用水源 100%达标，慈惠等蔬菜基地水质良好，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 

继续实行“飞行监测”制度，强化污染减排设施的运行监管。加强机动车尾

气监测，2010 年，环保部门和区交通大队联合行动，对全区 829 台车辆进行

了监测，合格率 85.9%。 

 

 

 

 

区环保局正在进行机动车尾气监测 

 

 

2010 年，新增污水、废气、视频在线监控系统共 8 台套，升级改造原有在

线监控系统，建成区级监控分中心，通过网络监控所有重点污染源排污信息、

超标报警及处置情况，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控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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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2010 年，重点实施了吴家山显山透绿西侧拆迁工程、慈天公路（金山大道

至张柏路段）园林绿化一期绿化、七雄路轻轨段游园绿化等工程。建设绿地面

积 33.6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到 39.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9.37 平方米。完

成栽植乔木 5.72 万株，栽植灌木 3.65 万株，花灌木 8.87 万株、地被和草坪 23.49

万平方米。 

重视水环境保护保护。积极配合市、区人大开展环保世纪行——“让湖泊休

养生息”活动，协助组织调研并起草《让湖泊休养生息，让湖乡更加美丽》的调

研报告。对径河两岸排污口进行了排查，定期对径河水体进行监测，并对沿线 5

公里的河道定期巡查。 

实施城市清洁空气工程。加强建设工地防尘降尘工作，配合建设、城管等

部门，抓好渣土运输及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开展餐饮油烟综合整治，通过

取缔、转向和治理等措施，集中整治餐饮。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管理，完成年

度机动车环保标志核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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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全区农村环境状况，在此基础上，区政府下达了《东西湖区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认真抓好“以奖

促治”项目的落实。2010 年，全面完

成省“以奖促治”生态示范项目 4 项、

市级“以奖促治”生态示范项目 4 项，

争取省、市“以奖促治”生态专项资金

300 余万元。争取创建省级生态村 3

个，市级生态村 3 个，创建省生态街

道（区环境优美乡镇）1 个。               农村生活污水点式处理工程——慈惠石榴红村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 

（六）大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低碳生活 

围绕全区环保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依托各类媒体，组织开展大量卓有成

效的宣传活动。2010 年接待国家（部）、省、市领导和新闻媒体达 200 余人次，

共编写环境信息 50 余篇，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将环境宣传的触角深入到学校和社区。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与区教

育局联合在北大附中（沿海赛洛城小区

内）开展了“阳光低碳进校园”活动。与

常青花园三社区居委会一起举办了“阳

光低碳进我家”活动，积极推进绿色创建

工作。2010 年，完成泰跃•金河市级绿

色社区创建及吴家山二中市绿色学校

的复查验收工作。                        区环保局局长程蕾在社区作低碳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