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环境质量现状

（一）环境空气质量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评价，2013

年武汉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60 天， 空气质量优
良率为 43.8%。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点位见图 1。 国控
监测点及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见图 2。

图 1�武汉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点位示意图

图 2 武汉市城区及各监测点位空气质量优良率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评价：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浓度为 33 微克 / 立方米，
与 2012 年相比上升 3 微克 / 立方米，年、日平均浓度均达标；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为 60 微克 / 立
方米，与 2012 年相比上升 6 微克 / 立方米，超标 0.5 倍；日平
均浓度达标率为 77.3%；

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为 124 微克
/ 立方米，与 2012 年相比上升 27 微克 / 立方米，超标 0.8 倍，
日平均浓度达标率为 69.6%；

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为 94 微克 / 立
方米，超标 1.7 倍，日平均浓度达标率为 51.5%；

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CO）年平均浓度为 1.1 毫克 / 立方
米，日平均浓度达标率为 100%；

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年均值为 90 微克 / 立
方米,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5～233 微克 / 立方
米，达标率为 89.9%。

按年平均二级标准评价，2013 年武汉市环境空气质量不
达标项目包括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 见图 3～
图 8。

2013 年全市降尘平均值为 9.69 吨 / 平方公里·月，比
2012 年上升 0.33 吨 / 平方公里·月。

2013 年全市降水 pH 年均值为 5.44， 比 2012 年下降
0.01；酸雨 pH 年均值为 4.83，比 2012 年下降 0.07；酸雨样品
检出频率为 31.0%，比 2012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 酸雨污染
状况与 2012 年基本持平。

（二）水环境质量
2013 年武汉市河流水质总体保持稳定，长江武汉段和汉

江武汉段干流水质优良，部分支流水质较差。

1、河流（港）水质
2013 年，全市 11 条主要河流（港）的 30 个监测断面中,

符合功能类别的断面有 20 个，占 66.7%。 水质现状比例为：Ⅱ
类 30.0%； Ⅲ类 36.7%； Ⅳ类 6.7%； Ⅴ类 3.3%； 劣于Ⅴ类
23.3%。 断面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9。

图 9� �主要河流（港）断面水质类别构成比例

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有 3 条河流：汉江武汉段、沙河和举
水；

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有 5 条河流： 长江武汉段、 武丰河
（青山港）、金水河、倒水和滠水；

水质劣于Ⅴ类标准的有 3 条河流：马影河、通顺河（东荆
河）和府河。

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标准的主要河流（港）有
8 条，分别是长江武汉段、汉江武汉段、沙河、举水、金水河、武
丰河、倒水、滠水。 长江武汉段及汉江武汉段为武汉市的主要
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较好。

2、湖泊水质
2013 年对全市 166 个湖泊进行全覆盖水质监测， 其中，

89 个重点湖泊单月监测， 全年监测六次；77 个非重点湖泊全
年监测一次。

2.1 重点湖泊
2013 年全市 89 个重点湖泊中， 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 3

个，占 3.4%；符合Ⅲ类标准的 8 个，占 9.0%；符合Ⅳ类标准的
38 个，占 42.7%；符合Ⅴ类标准的 27 个，占 30.3%；13 个湖泊
水质劣于Ⅴ类，占 14.6%。 在 63 个已划定功能区类别的湖泊
中，达到相应水质标准的有 24 个，占 38.1%。 89 个重点湖泊
水质类别比例见图 10。

图 10� � 89 个重点湖泊水质类别构成比例

重点湖泊中，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有 3 个：斧头湖、梁子
湖和牛山湖；

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有 8 个：豹澥湖、蔡甸西湖、后官湖、
鲁湖、武湖、严东湖、严家湖和严西湖；

水质符合Ⅳ类标准的有 38 个：安仁湖、车墩湖、沉湖、大
茶湖、东湖、川江池、兑公咀湖、官莲湖、后湖、后襄河、黄塘湖、
江汉北湖、江汉西湖、金龙湖、马家湖、七湖、青潭湖、任凯湖、
上涉湖、什仔湖、胜家湖、四美塘、汤仁海、汤逊湖、陶家大湖、
桐湖、童家湖、小奓湖、许家赛、杨春湖、姚子海、月湖、张家大
湖、长湖、涨渡湖、朱家湖、硃山湖和竹子湖；

水质符合Ⅴ类标准的有 27 个：北太子湖、柴泊湖、东大
湖、杜公湖、桂子湖、汉阳莲花湖、鲩子湖、黄家湖、机器荡子、
金口后湖、烂泥湖、麦家湖、内牛栏湖（银湖）、内沙湖、盘龙湖、
青菱湖、青山北湖、三宝湖、水果湖、塔子湖、外黄泥港（金湖）、
王家涉、五加湖、小南湖、野湖、竹叶海和紫阳湖；

水质劣于Ⅴ类的有 13 个：菱角湖、龙阳湖、墨水湖、南湖、
南太子湖、三角湖、晒湖、汤湖、外沙湖、万家湖、西北湖（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野芷湖和张毕湖。

与 2012 年相比，东大湖、烂泥湖、塔子湖、严东湖、野湖、
竹叶海和紫阳湖等 7 个湖泊水质好转；北太子湖、机器荡子、
菱角湖、鲁湖、内沙湖、四美塘和小南湖等 7 个湖泊水质变差；
其它湖泊水质保持稳定。

2.2 非重点湖泊
在 77 个非重点湖泊中，西湖、神山湖、郭家湖、道士湖因

不具备水质监测条件，未开展监测。 其余 73 个非重点湖泊水
质监测结果显示：符合Ⅳ类水质标准的有 13 个，占 17.8%；符
合Ⅴ类水质标准的有 30 个，占 41.1%；水质劣于Ⅴ类标准的
有 30 个，占 41.1%。

3、大、中型水库水质
在 2013 年开展水质监测的 9 座水库中，划定功能区类别

标准的 6 座水库水质达标率为 100%， 其余 3 座水库水质类

别均为Ⅲ类。 与 2012 年相比，梅店水库和泥河水库水质由Ⅲ
类上升为Ⅱ类，其余 4 座水库水质保持稳定。

4、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状态
按照《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

湖泊（水库）营养状态评价指标为：叶绿素 a、总磷、总氮、透明
度和高锰酸盐指数。

89 个重点湖泊中，中营养湖泊 17 个，占 19.1%;轻度富
营养湖泊 44 个，占 49.4%；中度富营养湖泊 25 个，占 28.1%；
重度富营养湖泊 3 个，占 3.4%。

在监测的 73 个非重点湖泊中，北晒湖、甘家教和幺教湖
因水位过浅无法监测透明度，因此不进行营养状态评价。 其余
70 个湖泊中，中营养湖泊 3 个，占 4.3%；轻度富营养湖泊 26
个，占 37.1%；中度富营养湖泊 35 个，占 50.0%；重度富营养
湖泊 6 个，占 8.6%。

9 座大中型水库中，道观河水库为贫营养状态，其余 8 座
水库均为中营养状态。

5、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2013 年中心城区 10 个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新

城区 9 个城镇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所有监测项目
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水质达标率
为 100%。

（三）声环境质量

1、道路交通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评价，2013 年

武汉市中心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9.0 分
贝，比 2012 年下降 0.3 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
评价为“较好”。 70 分贝（含 70 分贝）以下路段的长度占全部
监测干道总长度的 67.82%， 比 2012 年上升 2.52 个百分点。
中心城区夜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6.5 分贝，道路
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五级，评价为“差”。 60 分贝（含 60 分贝）
以下路段的长度占全部监测干道总长度的 11.2%。

2、区域环境噪声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评价，2013 年

武汉市中心城区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55.1 分
贝，比 2012 年下降 0.1 分贝；中心城区夜间区域环境噪声平
均等效声级为 49.0 分贝。 中心城区昼间和夜间区域环境噪声
总体水平等级均为三级，评价为“一般”。昼间 55 分贝以下（含
55 分贝） 声级覆盖面积为 116 平方公里， 占网格总面积的
55.24%。 夜间 45 分贝以下（含 45 分贝）声级覆盖面积为 61
平方公里，占网格总面积的 29.0%。 在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
中，生活噪声源占 77.1%，交通噪声源占 12.4%，工业噪声源
占 8.6%，施工噪声源占 1.9%，见图 11。

图 11� �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例图

二、污染物排放及处理状况

（一）废气
2013 年， 全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5632.42 亿标立方米，

较上年下降 6.48%。 全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10.19 万吨，较上
年下降 3.69%；其中工业排放 9.62 万吨，较上年下降 3.90%。
全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14.71 万吨，较上年下降 5.58%；其中
工业排放量 9.56 万吨，较上年下降 9.81%，机动车排放量 5.00
万吨，较上年增加 3.31%。 全市烟（粉）尘排放总量 2.57 万吨，
较上年下降 2.65%；其中工业烟（粉）尘排放总量 1.98 万吨，较
上年下降 2.46%，工业烟（粉）尘去除率 99.44%；机动车烟
（粉）尘排放量 0.49 万吨，较上年下降 2.00%。 全市重点污染
企业拥有工业废气处理设施 1048 台（套），其中脱硫设施 57
台（套），脱硝设施 9 台（套）。

(二)�废水
2013 年，全市废水排放量 8.54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 1.88

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22.01%；生活污水 6.65 亿吨，占废水
排放量的 77.87%；其他类型废水 0.01 亿吨。 全市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为 14.83 万吨，较上年下降 6.79%；其中工业排放量
1.52 万吨，较上年下降 7.32%；农业源排放量 3.94 万吨，较上
年下降 7.51%；生活源排放量 9.01 万吨，较上年下降 6.54%。
全市氨氮排放总量为 1.79 万吨，较上年下降 3.76%；其中工业
排放量 0.14 万吨，较上年下降 0.75%；农业源排放量 0.35 万
吨，较上年下降 5.41%；生活源排放量 1.27 万吨，较上年下降
4.51%。 全市重点污染企业拥有工业废水处理设施 294 台
（套），年处理工业废水 10.11 亿吨，工业重复用水率 80.61%。

2013 年全市运行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22 座， 全年共处理
污水约 6.74 亿吨。

（三）工业固体废物
2013 年， 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381.55 万吨，

综合利用量 1406.42 万吨（含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43.01 万
吨）， 处置量 7.88 万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利用率
97.26%。

全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15.09 万吨，综合利用量 3.0 万
吨， 处置量 12.08 万吨， 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置利用率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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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一氧化碳年均值浓度

东湖梨园 汉阳月湖 汉口花桥 武昌紫阳 青山钢花 沌口新区 汉口江滩 东湖高新 吴家山 城区

120

100

80

60

40

20

0

微克 /立方米

图 8 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年均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告”规定，
现发布 2013 年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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