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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1.1 环境空气监测工作概况
鄂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由 3 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和 2

个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组成，其中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分别为市

政府点位（东经 114.8989°、北纬 30.3966°）、赵家坝点位（东经 114.9036°、
北纬 30.3684°）、凡口开发区点位（东经 114.8182°、北纬 30.4109°），2
个省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分别为华容区体育路站（东经 114.7253°、北

纬 30.5393°）、梁子湖区青峰路站（东经 114.6832°、北纬 30.0970°）。
三个国控空气自动站数据用于国考鄂州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及鄂州城区

（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省控体育路站监测数据用于华容区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青峰路站监测数据用于梁子湖区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各自动监测站主要监测项目是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臭氧（O3）、一氧化碳（CO），
各项监测指标均为 24小时连续监测，上述五个点位全年有效监测天数

均大于 348天，每月有效监测天数均不少于 27天，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全年有效监测天数大于 324天、每月有效

监测天数不少于 27天（2月不少于 25天）的要求。

1.2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位为市政府、赵家坝、凡口开发区三个

国控点位。2019年，鄂州城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79.2%，

较 2018年降低 1.6个百分点；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12μg/m3，较 2018
年上升 20.0%；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 34μg/m3，较 2018年上升 6.2%；

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为 74μg/m3，较 2018 年上升 7.2%；一氧

化碳 24小时第 95百分位数浓度为 1.6mg/m3，较 2018 上升 6.7%；臭

氧日最大 8小时第 90百分位数浓度为 162μg/m3，较 2018年上升 7.3%；

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为 42μg/m3，较 2018年下降 4.5%。其中可吸

入颗粒物 PM10浓度超过年评价二级标准限值（70μg/m3），臭氧日最大

8小时第 90百分位数浓度超过二级评价标准限值（160μg/m3），细颗粒



物 PM2.5平均浓度超过年评价二级标准限值（35μg/m3），其余三项浓度

均在二级标准限值以内。

1.4 县域环境空气质量
1.4.1 华容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9年鄂州市华容区环境空气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为 10μg/m3，

较 2018 年年均浓度下降 9.1%；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为 25μg/m3，

较 2018 年年均浓度上升 8.7%；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

82μg/m3，较 2018年年均浓度上升 6.5%；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

46μg/m3，较 2018 年年均浓度上升 4.5%；一氧化碳（CO）24小时平

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 1.6mg/m3，较 2018 年上升 45.5%；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O3-8H）的第 90百分位数 182μg/m3，较 2018年增加

5.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臭氧日最大 8小时

滑动平均值（O3-8H）第 90百分位浓度均超过二级标准限值，二氧化

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均在二级标准限

值内。

2019年鄂州市华容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46天，占总监测天数

的 68.3%，优良天数较 2018年减少 15天，优良天数比例减少 3.6个百

分点。2019年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天数为 4天，较 2018年增加 3天，

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为 1.1%，较 2018年增加 0.8个百分点。

2019年鄂州市华容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81，较 2018年增幅为 7.4%。

1.4.2 梁子湖区环境空气质量
2019 年鄂州市梁子湖区环境空气二氧化硫 (SO2)年均浓度为

9μg/m3，较 2018 年年均浓度下降 10.0%；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为

15μg/m3，较 2018年年均浓度下降 6.2%；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

浓度为 58μg/m3，与 2018年年均浓度持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 37μg/m3，较 2018年年均浓度上升 2.8%；一氧化碳（CO）24小时

平均值第 95百分位数 1.7mg/m3，较 2018年上升 41.7%；臭氧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O3-8H）的第 90百分位数 174μg/m3，较 2018年下降

4.4%。细颗粒物（PM2.5）、臭氧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O3-8H）第

90百分位浓度均超过二级标准限值，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均在二级标准限值

内。

2019年鄂州市梁子湖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74天，占总监测天

数的 76.1%，优良天数较 2018年增加 5天，优良天数比例增加 1.2个
百分点。2019 年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天数为 0 天，较 2018 年减少 1
天，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较 2018年降低 0.3个百分点。2019
年鄂州市梁子湖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93，较 2018年增幅为 1.6%。

1.5 沙尘影响
2019年鄂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共受到两次沙尘过程影响，5月 13-14

日为一次沙尘过程，10月 29如至 11月 3日为第二次沙尘过程。按照

《受沙尘天气过程影响城市空气质量评价补充规定》技术要求，鄂州

城区（鄂城区）共剔除受沙尘天气影响的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数

据共计 8天，剔除前可吸入颗粒物年浓度为 76微克/立方米，剔除后为

74微克/立方米，剔除前后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不变，均为 42微克/立方

米。华容区共剔除受沙尘天气影响的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日数据

共计 5 天，剔除前可吸入颗粒物年浓度为 84微克/立方米，剔除后为

82微克/立方米，剔除前后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不变，均为 46微克/立方

米。梁子湖区共剔除受沙尘天气影响的可吸入颗粒物日数据 3天和细

颗粒物日数据 2天，剔除前可吸入颗粒物年浓度为 59微克/立方米，剔

除后为 58微克/立方米，剔除前后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不变，均为 37微
克/立方米。

1.6 小结
2019年，鄂州城区环境空气综合指数为 4.72，较 2018年增幅 4.0%；

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79.2%，较 2018年降低 1.6个百分点；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PM10、一氧化碳、臭氧浓度较 2018年均有不

同程度上升，升幅分别为 20.0%、6.2%、7.2%、6.7%、7.3%；细颗粒

物 PM2.5浓度下降 4.5%。2019年鄂州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较 2018年有一

定程度下降。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臭氧问题凸显。2019年鄂州城区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占比从



2018年的 41.4%上升到 46.4%，臭氧首次超过细颗粒物成为首要污染

物占比最大的污染物。2019年臭氧超标的天数达到 39天，较 2018年
的 23天增加 16天，超标天中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的天数占比达到 43.8%，

相比于其他污染物占比最大。臭氧污染已经成为影响鄂州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的主要因素。然而面对臭氧污染新问题，目前的污染防治研究

基础还比较薄弱，对策思路也不是很清晰。这也成为鄂州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主要阻力。

二是本地不利气象条件。逆温天气、降水量分布不均、降雨频次、

静风等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不利气象因素等都会导致区域内污染物不

易扩散，再加上区域内企业污染物排放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加大了环境

空气质量的污染。仅降水分析显示，2019 年鄂州城区降雨频次为 61
次，较 2018 年减少 10 次，测点最大降雨量累计为 967.36 毫米， 较

2018年的 1112.83毫米减少 13.1%。

三是受区域污染传输影响。2019年第一季度我市受到北方污染传

输影响严重，仅 1月我市就受到 3轮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达到中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5天，轻度污染物 14天，较 2018年污染次数、污

染强度和幅度均有明显上升。目前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是有效

降低区域传输影响的有效方式。

四是技术支撑基础薄弱。目前，我市虽然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

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监测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在卫星遥感、激

光雷达等新技术、新手段建设应用方面还处于落后水平，同时在超级

站运行管理、数据应用分析等技术支撑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五是污染防治进入攻坚期，各项措施推进困难多、阻力大。目前

我市产业结构偏重，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大，部分重点行业污染负荷较

大，产业结构总体偏重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善。非清洁能源

依存度仍然很高，清洁能源使用率与发达地区和国内先进地市依然有

差距。同时，随着城镇化建设推进，我市施工工地逐年增多，城市违

规露天焚烧问题屡禁不绝，城市扬尘等面源污染精细化管理仍需加强。



第二章 降水降尘监测状况

2.1 降尘和酸沉降
2.1.1 降尘

鄂州市降尘监测点位有 3个，分别为莲花山点位、市生态局点位

和市福利中心点位。每个降尘点位每月采集一个样本，全年共 36个样

本。

⑴年均浓度及变化趋势

2019年鄂州市城区年均降尘量为 8.37吨/平方公里•月。全市三个

测点降尘年均值范围在 6.13吨/平方公里•月～9.51吨/平方公里•月，测

点月均降尘浓度最大值出现在 2019年 9月莲花山测点，月均浓度最小

值出现在 2019年 2月、8月、11月和 12月的福利中心对照点上。各

测点降尘均值详见表 3.2-1。与 2018年度相比，城区远郊对照点年均浓

度下降 0.5%，莲花山降尘点年均浓度降低 0.9%，市环保局降尘点年均

浓度增加 0.6%。城区降尘年度均值降低了 0.02吨/平方公里•月，降低

幅度为 0.2%。

2.1.2 硫酸盐化速率
鄂州市硫酸盐化速率点位有 3 个，分别为莲花山点位、是生态局

点位和市福利中心点位。每个降尘点位每月采集一个样本，全年共 36
个样本。

⑴年均浓度及变化趋势

2019 年鄂州市城区大气中硫酸盐化速率年均值为 0.42SO3毫克/
（100平方厘米碱片•日）。全市三个测点硫酸盐化速率年均值浓度范围

在 0.40 SO3毫克/（100平方厘米碱片•日）～0.45 SO3毫克/（100平方

厘米碱片•日）。各测点硫酸盐化速率均值详见表 3.2-2。与 2018年度相

比，城区远郊对照点年均浓度值下降 4.8%，市环保局测点硫酸盐化速

率年均浓度值下降 2.2%，莲花山测点硫酸盐化速率年均浓度值下降

6.7%，全市硫酸盐化速率年均浓度值下降 4.5%。

2.1.3 酸沉降



2019年鄂州市共设 2个降水监测点（福利院和市环保局），获各种

有效数据 1084个，其中降水 pH值 122个，电导率 122个，降水量 122
个，各种离子成分浓度值 718个。

⑴降水酸度

2019年鄂州市降水 pH均值为 6.48，降水 pH均值范围为 6.07-7.11，
两测点降水 pH值范围为 5.98-7.38，2019年全市降水 pH最大值（7.38）
在福利院监测点上，降水 pH最小值（5.98）也出现在福利院监测点上，

年采集最大降雨量为 967.36mm。与 2018年相比，无酸雨出现，降水

pH均值略有上升，降水频次减少 10次，点位年采集降水总量最大减

少 151.38mm（市环局点位）。

⑵酸雨情况

2019年鄂州市 2个测点共采集降水样品 122个，全年无酸雨样品。

2018年鄂州市有 1个酸雨样本。

⑶降水化学组成

2019年鄂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城区 2个测点降水进行了全离子

浓度分析，各测点电导率范围在 11.95～220微西／厘米，监测结果统

计表明：在阴离子中，硫酸根离子年均浓度最高，氟离子最低；阳离

子中，钙离子年均浓度最高，钾离子浓度最低。

与 2018年相比，阴离子中氟离子、硝酸根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

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氟离子浓度降幅最大为 48.9%，氯离子浓度升幅为

2.2%。阳离子中钠离子浓度升幅为 35.4%，铵离子、钙离子、镁离子、

钾离子浓度有不同程度降幅，钾离子浓度降幅最大为 45.8%，钙离子浓

度降幅最小为 31.9%。

⑷小结

2019 年鄂州市总的降水量和降水频次较 2018 年均有一定量的减

少，阴离子和阳离子浓度均值大部分在降低，2019年未采集到酸雨样

本。



第三章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状况

3.1 地表水监测结果与评价

3.1.1 主要河流水质质量评价

（1）长江干流燕矶断面

长江燕矶断面 2019 年年均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达到与省人民政府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标

的要求，水质状况为优。

长江燕矶断面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0.30。
全年 12个月水质类别均为Ⅱ类。

与上年相比，长江干流燕矶断面水质无明显变化。

（2）长港

2019年长港水质状况总体为优，长港樊口、六十、东沟断面水质

年均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长港各监测断面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樊口断面

0.49、六十断面 0.51、东沟断面 0.50。
与上年相比，长港樊口、六十、东沟 3个监测断面水质无明显变

化。

（3）高桥河

2019年高桥河港口桥监测断面水质年均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水质状况为良好。

高桥河港口桥断面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0.51。
与上年相比，高桥河港口桥断面水质类别由Ⅱ类变化为Ⅲ类，水质

状况有所变差。

（4）新港铁路桥断面

新港铁路桥断面水质年均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水质状况为良好。

新港铁路桥断面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0.53。



与上年相比，新港铁路桥监测断面水质类别由Ⅳ类变化为Ⅲ类，

水质状况有所好转。

（5）薛家沟薛家沟桥断面

薛家沟薛家沟桥断面水质年均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水质状况为良好。

薛家沟薛家沟桥断面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0.60。
薛家沟薛家沟桥监测断面月均值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40%，全年 10次
监测中有 6次水质类别为Ⅳ类，其它水质类别均达到Ⅲ类标准。

2019年鄂州市主要河流水质质量总体优良，长江干流燕矶监测断

面均为Ⅱ类水质；高桥河港口桥监测断面、长港支流三个监测断面和

新港铁路桥监测断面水质均以Ⅲ类水质为主。

3.1.2 主要湖泊水质质量评价

（1）梁子湖

2019年梁子湖鄂州水域监测项目年均值全部符合Ⅲ类水质标准，

达到与省人民政府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标的要求，水质状况总体为良。

2019年 1-12月，对梁子湖出湖口、梁子岛水源、入湖口、东梁子

湖湖心 4个断面进行了监测，其中 4月份的入湖口断面、5月份的入湖

口断面和东梁子湖湖心断面、10月份的全部断面不具备监测采样条件；

9月份全部断面因极端天气的影响，监测数据不参与统计。

2019年梁子湖鄂州水域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Pj）为0.67。
各监测点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在0.56-0.75之间，年均营养状态指数为

51.5，各监测点水质营养状态指数在49.9-52.8之间，出湖口营养状况为

中营养，其它监测点营养状况均为轻度富营养。

与上年相比，梁子湖鄂州水域的整体水质无明显变化。

（2）五四湖

五四湖水质年均值类别为Ⅳ类水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影响

水质类别的项目主要是总磷等项目。

2019年五四湖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Pj）为0.92。年均营养

状态指数为56.9，营养状况均为轻度富营养。

（3）三山湖



三山湖水质年均值类别为Ⅳ类水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影响

水质类别的项目主要是高锰酸盐指数、总磷等项目。

2019年三山湖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0.88。年均营

养状态指数为 56.6，营养状况为轻度富营养。

（4）城市内湖

洋澜湖是鄂州市城市内湖水质年均值类别为Ⅴ类水体，主要污染项

目是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等等，

其样品超标率分别为 100%、100%、100%、16.7%、11.7%。水质状况

为中度污染。

2019洋澜湖年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平均 Pj）为 1.34，营养状

态指数为 59.6，营养状况为轻度富营养。

洋澜湖月均值水质达标率均为 0，在全年的 12次监测中仅 1个月

（1月）水质类别为Ⅳ类，其它 11个月水质类别为Ⅴ类。

与上年相比，洋澜湖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5）其它湖泊水质质量状况

①梁子湖为每月监测和上报（除 10月不具备监测条件未监测），

洋澜湖为每月监测一次。

②表 3-1中序号 3-25的湖泊为丰水期和枯水期监测和上报。

③红莲湖、南迹湖、黄山湖等湖泊以Ⅳ类水质为主。

④跨市湖泊鄂州水域保安湖、豹澥湖为Ⅳ类水质。

⑤各湖泊年均水质类别及营养状况见表 3-1，湖泊主要污染物为总

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原因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等。

表 3-1 2019 年主要湖库水质综合评价表

序号
湖泊

名称

功能区

类别

水质综合评价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年均值超功能

区类别项目

平均污染指

数 Pj
营养状

态指数

营养

状况

1 梁子湖 Ⅲ Ⅲ 良好 / 0.67 51.5
轻度富

营养

2 洋澜湖 Ⅲ Ⅴ 中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34 59.6
轻度富

营养

3 五四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0.92 56.9
轻度富

营养



序号
湖泊

名称

功能区

类别

水质综合评价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年均值超功能

区类别项目

平均污染指

数 Pj
营养状

态指数

营养

状况

4 三山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

高锰酸盐指数
0.88 56.6

轻度富

营养

5 红莲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 0.80 50.4
轻度富

营养

6 黄山湖 Ⅲ Ⅴ 中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1.11 60.1

中度富

营养

7 南迹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01 57.4
轻度富

营养

8 涂镇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磷、CODcr 0.93 54.5
轻度富

营养

9 保安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10 57.8
轻度富

营养

10 豹澥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0.89 53.6
轻度富

营养

11 花家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0.98 54.4

轻度富

营养

12 走马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05 59.2
轻度富

营养

13 武城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0.93 55.5

轻度富

营养

14 四海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1.01 58.6

轻度富

营养

15 严家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1.12 59.5

轻度富

营养

16 蔡家海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07 56.4
轻度富

营养

17 余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10 59.5
轻度富

营养

18 马桥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 1.01 54.3
轻度富

营养

19 黄田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02 53.5
轻度富

营养

20 螺丝径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1.05 62.2

中度富

营养

21 西叉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22 58.1
轻度富

营养

22 瓜圻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1.16 61.0

中度富

营养



序号
湖泊

名称

功能区

类别

水质综合评价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年均值超功能

区类别项目

平均污染指

数 Pj
营养状

态指数

营养

状况

23 大头海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1.07 55.4
轻度富

营养

24 陈家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0.88 53.9
轻度富

营养

25 抔湖 Ⅲ Ⅳ 轻度污染
总氮、总磷、CODcr、

高锰酸盐指数
0.98 59.7

轻度富

营养



第四章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状况

4.1 水质达标情况

4.1.1 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

2019年鄂州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结果表明，鄂州市城区

（长江）凤凰台水厂、雨台山水厂两个水源地全年水质状况良好，水

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基本项目Ⅲ类水质标准（总氮除外）、表 2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

表水源地补充项目标准和表 3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

标准，2019年城区水源地水质总达标率为 100%。

鄂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分析(109项)3个监测断面全年监

测一次，其中城区水源地雨台山、凤凰台 2个监测断面和县级水源地

华容区泥矶监测断面全分析（109项）各项目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Ⅲ类（总氮除外）、表 2及表 3
标准限值。

与上年相比，鄂州市城区（长江）凤凰台水厂、雨台山水厂两个水

源地全年水质无明显变化。

4.1.2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

2019年鄂州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结果表明，县级水源地

华容区泥矶全年水质状况良好，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 1水环境基本项目Ⅲ类水质标准（总氮除外）、表

2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补充项目和表 3特定项目标准。2019年华容区泥

矶监测断面水质总达标率为 100%。

与上年相比，鄂州市县级水源地华容区泥矶全年水质无明显变化。

4.1.3 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
根据《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开展供水人口在

10000人或日供水 1000 吨以上的饮用水水源地（以下简称农村千吨万

人水源地）水质监测。2019年鄂州市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监测从下半



年开始执行，共监测二个季度。监测结果表明，3个水源地长江杨叶段、

马龙水库、狮子口水库全年水质状况良好，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表 1水环境基本项目Ⅲ类水质标准（总氮除

外）和表 2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补充项目。

与上年相比，鄂州市 3个农村千吨万人水源地长江杨叶段、马龙水

库、狮子口水库全年水质无明显变化。



第五章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监测状况

5.1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监测结果与评价

杨家巷灌区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因此评价类别按照水作种类进

行统计评价。

杨家巷灌区断面水质监测 2019年年均值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2005）水作水质标准。



第六章 声环境质量监测状况

6.1 声环境质量小结
1、2019 年鄂州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 Leq 的平均值

（ dS ）为 54.8dB（A），累计百分声级分别为：昼间平均背景值 L90为

47.5dB（A），平均中值 L50为 51.2dB（A），平均峰值 L10为 57.0dB（A）。
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总体水平处于较好水平。2019年未开展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夜间监测。2019年与 2018年相比，网络覆盖人口总数未

增加。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 Leq的平均值上升 0.6dB（A）。
2019年鄂州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主要声源以生活噪声为主，所占

比例为 90.5%；其次为交通噪声和施工噪声，交通噪声所占比例为 7.1%，

施工噪声所占比例为 2.4%。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交通噪声声源减少 3个，减少 2.4%，施

工噪声声源增加 1个，增加 0.8%，生活噪声声源增加 2个，增加 1.6%。

2、2019 年鄂州市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加权平均值为

67.9dB(A)，与 2018年持平，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所属类别

为好。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全市昼间平均车流量有所下降，平均车流

量减少 276辆/h，减幅为 18.9%；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累计百分声级加权

平均值有所上升，累计百分声级加权平均值变化值范围：0.2～0.3dB(A)，
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属于好类别。

3、2019年鄂州市城区功能区噪声 1类区昼间等效声级全部达标，

夜间等效声级有超标现象，其超标率为 25%，较 2018年减少 25%；2、
3、4类区昼间噪声等效声级均达标；但 3、4类区夜间噪声等效声级有

超标现象，其中 3类区夜间超标率为 25%，较 2018年增加 25%；4类
区夜间超标率为 100%，较 2018年增加 100%。2019年与 2018年相比，

城区功能区噪声等效声级年平均值 1类功能区昼间下降 3.9 dB(A)，夜

间下降 2.9dB(A)；2 类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下降 0.7dB(A)，夜间上升

0.2dB(A)；3类功能区昼间下降 2.2dB(A)，夜间下降 0.4dB(A)；4类类



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上升 0.1dB(A)，夜间等效声级上升 0.7dB(A)。1、
2、3类城区功能区噪声昼夜平均等效声级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变化值

范围为：0～-2.2(A)。4 类城区功能区噪声昼夜平均等效声级上升

1.1dB(A)。



第七章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状况

7.1 农村环境监测概况
2019年度鄂州市农村环境质量县域监测主要以地表水为主，监测

断面为梁子湖区高桥河（港口桥）、长港六十段、鄂城区走马湖、华容

区南迹湖等 4 个测点（断面）；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 1中 24个基本项目，每季度监测 1次，全年共计

监测 4次。

村庄监测主要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监测为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为 SO2、NO2、PM10等三

个必测项目，每季度监测 1 次，每次连续监测 5 天，全年共计监测 4
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必测项目有化学需氧量（CODCr）和氨氮 2
个项目，选测项目有 pH（无量纲）、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悬浮

物、总磷、粪大肠菌群（个/L）等 5个项目，每半年监测 1次，全年 2
次。农村村庄土壤环境质量每五年的第一年监测一次，我市农村村庄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2014年已开展监测一次，2019年农村土壤环境质量

已开始监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每个村庄布设 5个采样点位，共计采

集 15个土壤样品，必测项目：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

铬、铜、镍、锌等 10个元素的全量（2018年 8月起执行《土壤环境质

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T 15618-2018））。
7.2 农村环境监测结论

（1）张远村、中塆村、马山村环境空气监测项目符合《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 1二级标准。

（2）张远村、中塆村、马山村污水处理设施出口废水监测项目排

放浓度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

（3）马山村、张远村、中塆村等 3个村庄 15个土壤样品监测项目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表 1农用地土壤污染筛选值标准。



（4）农村县域地表水 4个监测断面（点位），有 2个监测断面（高

桥河（港口桥）、长港六十段）监测项目年均值水质达到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 1 Ⅲ类标准，2个监测点位（南迹湖、走马

湖）监测项目年均值水质为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

1 Ⅳ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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