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环境质量现状

陕西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

环境监测是为控制污染
、

保护环境服务的
。

控制污染
、

减少物质和能量的流失也会给社会带

来经济效益
,

而且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

但现在的环境监测系统由于人力
、

监

测手段
、

经济
、

设备等方面的限制
,

只作了环境污染 趋 势 的 监测
。

陕 西 省现 已 建立了省
、

地

(市 )
、

县环保监测站共 12 个
, 8巧人

,

监测仪器 65 8台
,

初具环境监测手段
,

形成了环境监测体

系
。

现就近几年全省环境监测部门所测得的数据
,

对我省环境质量现状概述如下
。

一
、

大气

19 8￡年我省进行大气例行监测的共有六个市
、

七个县
,

即
:

西安
、
宝鸡

、

铜川
、

延安
、

咸阳
、

汉中市
,

榆林
、

渭南
、

商洛
、

兴平
、

临憧
、

略阳
、

户县
。

按功能分区兼顾城区均匀分布设采样点

79 个
,

控制面积 3 7 7
.

7平方公里
,

全年共获监测数据 1 2 ,

05 5个
。

从监测数据看
,

全省二氧化硫年 日均值铜川最高
,

为 0
.

31 毫克 /立方米
,

超标准 ( 标 0
.

06 毫

克 /立方米 ) 4
.

17 倍 ; 延安 0
.

2 4毫克 /立方米
,

超标 3倍 ; 西安
、

宝鸡为 0
.

1毫克 / 立 方米
,

超标

0
.

66 倍
;
其它各地未超标

。

氮氧化物年日均值最高的是铜川市
,

为 0
.

07 毫克 /立方米
,

但各 地 的

年 日均值都未超标
。

总悬浮微粒 (颗粒物 ) 全省各地年日均值都超标
:

西安最高为 1
.

H 毫 克 /立

方米
,

超标 (0
.

30 毫克 /立方米 ) 2
.

7倍
;
户县 1

.

03 毫米 /立方米
,

超标 2
.

4倍 , 铜川
、

榆林
、

兴平
、

临漳等地都不 同程度超标
; 宝鸡最低

,

超标 0
.

5倍
。

降尘除汉中
、

兴平外
,

全省所监测 地 都超标

〔所用标准为各地 (市 ) 清洁对照点的监测值加 5 吨〕
,

最高铜川市
,

超标 1
.

31 倍
,

西 安 超 标

0
.

8 9倍
,

宝鸡超标 0
.

82 倍
。

大气环境质量的评价
,

若采用污染指数法
,

经计算得下表
。

如果单项分指数等于或小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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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

对于这种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互相促进的事情
,

不论生产部门或是环保部门都应该

特别给以重视
,

有关这方面的经验要很好地总结
,

有关的科学研究要给以热情的支持
,
已经成熟

的作法就要积极推广
。

这的确是一种投资小
、

收效快的办法
。

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工作抓得很紧很

紧
,

不论在生产还是在生态方面
,

都会取得很大的效益
。



综合指数等于或小于 4
,

说明大气未受污染
,

反之则受污染
,

指数愈大
,

污染愈严重
。

从污染物的季节变化趋势看
,

各地都是冬季高于夏季
,

春
、

秋季居中
,

具体见下面冬夏季污

染指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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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源可归纳为燃料燃烧
、

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三个来源
。

结合陕西省情况
,

由上面的

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全省大气污染两个主要问题
;

i
、

全省工业
、

民用生活能源以煤为主
,

且属高硫煤
,

形成全省大气污染的煤烟型表现出总

悬浮微粒污染面积广
、

浓度大
,

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及大气污染物冬季高于夏季的特点
。

2
、

煤炭和建材工业集中的铜川
,

是全省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

这个事实除以上数据的分

析充分说明外
,

在全国 1 9 8 1年环境质量报告书上其污染程度亦居北方 28 个主要城市的第四位
。

因

此铜川市的大气污染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同时
,

作为全省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的西安市也

受到污染
,

其环境问题不能忽视
。

陕西省 19 8 3年有 10 个地 (市 ) 县进行了酸雨普查监测
。

分析监测数据的结果
,

说明全省除宝

鸡
、

榆林
、

咸阳未出现酸雨外
,

铜川
、

汉中
、

西安
、

商洛
、

安康
、

渭南
、

兴平都出现酸雨
,

其中

铜川
、

汉中
、

西安比较严重
, p H值低

,

降雨量大
。

其原因是前面分析的大气煤烟型特点所致
。

虽然全省土壤都呈碱性或微碱性
,

大气污染物悬浮微粒和就地起尘的颗粒物耐酸性能强
,

有强中和

作用
。

但这只能是一个客观因素
,

限制因素
,

而不是固定的
、

决定的因素
。

当有大量二氧化硫排

放
,

并源源不断供给形成中的降水时
,

限制作用逐渐消失
,

即随着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大
,

酸化作

用超过中和作用
,

酸雨必将形成
。

陕西省存在形成酸雨的决定因素
,

尽管目前危害不显著
,

但它

是我省一个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
,

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
。

二
、

水环境

陕西省河流属长江
、

黄河两大水系
。

由于受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

主要河流水质在城

市附近形成了污染段
,

属有机型污染
,

主要有酚
、

化学耗氧量
、

氨氮
、

生化需氧量
。

而穿过市区

的二级支流污染严重
,

有的已成为排污渠道
。

几个城市的地下水
,

由于受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

污染
,

已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
。

据全省十个地 (市 ) 县不完全统计
,

年排工业废水 4
.

4亿吨
,

其中

宝鸡直接排入河流的废水占该市总废水量的 9 5%
、

咸阳地区 占8 1
.

9 %
、

渭南地区占88
.

7%
、

西安

占4 9
.

4%
。

生活污水是水环境中氮素污染的主要来源
。

全省年排污水 1
.

4亿吨
,

除西安部分 生 活

污水经一级处理外
,

其余都未经处理
,

或农用
,

或排入江河
,

或经土坑土厕渗漏地下
。

由计算值

和实测值 (基本相符 ) 可知
,

渭河的宝鸡段
、

渭南段工业排酚量 2 00 吨 /年和 30 0吨 /年
,

超 标 3
.

了

和 4
.

0倍
。

西安排酚量虽大 ( 9 5
.

5吨 /年 )
,

但因不直接排入渭河
,

故渭河西安段不超标
。

化学耗



氧量
、

氨氮也是污染水体的主要污染物
,

西安
、

宝鸡
、

咸阳
、

渭南等几个主要段都超标
,

宝鸡段

污染最严重
,

超标 7
.

1倍
。

陕西省通过市区的二级支流
,

如西安的倪河
、

宝鸡的金陵河
、

渭南的优河等化学耗氧量和酚

的污染很严重
。

2皂河的酚超标 6 3
.

1倍
,

沈河入渭河口超标 2 , 6 39 倍
,

主要因渭南造纸厂的 废 水直

接排入所致
。

同时
,

穿皂
、

优河的溶解氧都低于 4 毫克 /升
,

基本上成为排污渠道
。

汉江
、

丹江
、

嘉陵江
、

延河的污染较轻
,

但部分断面检 出亦有污染物超标
。

陕西省饮用水以地下水为主
。

西安市地下水从背景值看水质较好
,

但因受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的污染水质变坏
。

在城 区和近郊区主要污染物有氨氮
、

硝酸盐氮
、

亚硝酸盐氮 (简称三氮 ) ,

在工业区主要有六价铬及氟
。

水的矿化度近年来不断增高
。

此外
,

宝鸡
、

咸阳
、

汉中三地的地下

水也不 同程度的受到三氮
、

六价铬
、

酚等污染
,

宝鸡
、

咸阳两地有高氟水区
。

采用平均布井法估算
,

全省可供开采的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4 2
.

5亿吨 /年
,

相当于天然补 给 总

量的 2 9
.

5%
。

据 19 7 8年全省国民经济各用水部门统计
,

年需水量 1 07 亿吨
,

地下水只能满足 3 9% ;

同时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
,

地下水水质在逐年变坏
。

说明我省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
,

必须合理的统筹规划
,

综合利用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
。

三
、

噪声污染情况

1 9 8 0年和 19 8 1年对 8 个城市的交通噪声和环境噪声作过调查
。

从交通噪声平均峰值看
,

有 6

个城市超过 70 分贝
。

从每小时车流量大于 1 00 辆的交通干线看
,

西安
、

铜川两市和渭南县干 线 两

侧 的平均等效声级都是 1 00 %超标
,

宝鸡
、

汉中两市有半数以上超标
。

从全国看
,

西安交通 噪 声

高于天津
,

但车辆总数只有天津的 3 / 5 , 铜川
、

宝鸡两市高于安庆
、

马鞍山
,

车辆却 比 这 两 市

少
。

可以看出
,

陕西省城市交通噪声污染是严重的
。

城市环境也受到噪声污染
。

西安
、

铜川两市的环境噪声超过了二类混合区声级标准 (6 。分贝 )
,

污染面积西安占监测面积的 6 2
.

1%
,

铜川占51 %
。

从全国来看
,

西安环境噪声低于上海
,

高于哥

京
,

铜川高于安庆
、

马鞍山
。

环境噪声声级的大小受车流量的影响很大
。

以上说明
,

陕西省各城市必须加强交通管理
,

控制机动车辆本体噪声
,

才能改善噪声污染的

现状
。

近年来
,

全省城市交通噪声有所下降
,

主要是因为加快了道路建设
,

加强了交通管理
,

加

速了机动车的改造
。

其次
,

全省年排废渣 90 5万吨
,

综合利用不到 13 %
,

生活废渣年排约 3
,

。 00 万吨
,

废渣堆积量

5
,

2 1 0多万吨
,

占地 2 , 4 0 0多亩
。

综上所述可 以看出
,

陕西省环境问题不少
,

以大气
、

地表水
、

地下水
、

噪声及近年测到的酸

雨污染为主
。

污染严重的主要地区是铜川
、

西安
、

宝鸡
、

咸阳及旅游胜地临憧
。

近年来部分地区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
,

环境质量有所好转
。

但污染的严重情况并未根本改变
,

如不认真对

待
,

任其继续发展
,

必将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

殃及子孙后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