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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河北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



《“十一五”河北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认真回顾了“十一五”期

间河北省主要的环境保护工作，采用科学的分析评价方法和模型，综合环

境质量监测数据、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环境统计数据，详细分析了河

北省“十一五”期间的环境状况，力争说清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说

清污染源排放状况。本书通过寻找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

关系，发现河北省目前存在的急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为“十二五”期间加

强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十一五”河北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共八章三十六节。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和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编制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十一五”河北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研究》编写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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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环 境 质 量
变化趋势研究

“十一五” SHIYIWU HEBEI HUANJING ZHILIANG BIANHUA QUSHI YANJIU

····································

“十一五”期间，河北省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年均增长11.7%。在国民经济保

持快速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河北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目标，积极完善环境政策机制，不断深化水、大气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

建设，积极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

采取了一系列保障环境安全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顺利完成“十一五”环保目标。经环境保护部核定，2010年河北省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削减17.34%、17.53%，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15%的目

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10年全省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中三项主要污染物浓

度年均值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七大水系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

达到47.2%；重点流域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

到遏止。

第一节 “十一五”期间河北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一、河北省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部达标

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三项主要污染物浓

度年均值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分别比2005年下降了22.2%、43.8%、14.7%，

主要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

2010年全省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达到337天，占全年的92.3%，比

2005年增加了42天。优良天数达300天以上的城市比2005年增加了7个。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平均综合污染指数为1.88，比2005年下降了31.6%。其中，邢

台、张家口、承德综合污染指数下降率均在40%以上，其余城市综合污染指数下降率

介于12.8%与29.1%之间。

2010年降水的酸雨发生频率为5.9%，比2005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出现酸雨的

城市由4个减少为3个，石家庄、秦皇岛出现酸雨的频次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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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初步遏制了水质恶化的势头

1. 河北省重点河流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47.2%的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为33.6%。总体污染程度

由重度污染逐步好转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明显下降，与

2005年相比化学需氧量浓度年均值下降了57.9%，断面超标率降低了16.1个百分点；氨

氮浓度下降了36.9%，断面超标率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

全省河流水质呈现西北部

及山区河流水质较好，中南部

河流水质和省界断面水质差的

特点。河流污染类型从以有机

污染为主逐渐向混合型污染过

渡，河流污染成分复杂。

滦河及冀东沿海河流。

由中度污染逐渐好转为轻度污

染。武烈河、瀑河、汤河、新

开河、洋河水质明显好转；黎

河、伊逊河、陡河、滦河、柳

河水质有所好转；戴河、饮马河、青龙河、沙河、石河水质稳定。

永定河水系。由重度污染逐渐好转为轻度污染。超标污染物种类减少，浓度降

低。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和总磷浓度与2005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8.5%、15.7%和80.2%。

大清河水系。为中度污染。唐河、潴龙河水质稳定在Ⅱ类；拒马河上游水质良

好，接纳北京来水后，水质恶化。主要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浓度分别下

降了35.6%和33.1%，氨氮浓度上升了11.6%。

漳卫南运河水系。呈中度污染，水质有所好转。漳河水质稳定在Ⅱ类，南运河水

质由劣Ⅴ类好转为Ⅲ类，卫河水质一直劣Ⅴ类。

北三河水系。为重度污染。潮河、青水河和白河稳定在Ⅲ类。潮白河、北运河、龙

河水质为劣Ⅴ类，主要污染物石油类和总磷断面超标率分别比2005年均下降了8.33个百

分点；石油类、总磷和氨氮浓度分别下降了83.4%、46.7%和40.3%。水质有所好转。

子牙河水系。为重度污染。但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了19.7个百分点，达到或好于

Ⅲ类断面比例上升了4.9个百分点，水质明显好转。

DIYIZHANG ZONGSHU

第一章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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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环 境 质 量
变化趋势研究

“十一五” SHIYIWU HEBEI HUANJING ZHILIANG BIANHUA QUSHI YANJIU

····································

黑龙港运东水系。为重度污染，是污染严重的水系之一。多项污染物超标，但主

要污染物浓度不断降低。与2005年相比，氨氮浓度下降了55.5%，高锰酸盐指数浓度

下降了74.9%。生化需氧量浓度下降了86.6%，化学需氧量浓度下降了78.6%。

省界断面。37个跨省界断面，总体水质有所改善，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均有不同程

度下降。出境水质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低于入境水质的浓度。由河北进入北京、天津饮

用水源地的河流水质基本达到Ⅲ类。山西、辽宁入冀水质总体保持较好状态。山东、

河南入冀河流水质有所改善。北京入冀河流水质下降。

2. 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地表水源地氮污染突出

8座地表饮用水源地，陡河水库稳定达标；岗南水库总氮和石油类出现超标；洋河

水库、石河水库、西大洋水库、岳城水库、朱庄水库和大浪淀水库除总氮超标外，其

余项目均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要求。

33个地下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

3. 湖库淀水质稳定

除去总氮、总磷两项营养化指标，11座水库水质达Ⅱ类；除东武仕为轻度富营养，

其余水库呈中营养水平。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2010年8月、9月出现石油类超标。

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Ⅲ类，呈轻度富营养水平。

白洋淀自2006年开始定期补水，保证了淀区的基本水量，白洋淀水质明显改善，

87.5%的淀区水质达到Ⅲ类、Ⅳ类水质标准。

4. 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质量基本保持良好状态

大部分海域海水水质符合清洁海域水质标准，主要水质类别以一、二类为主，

超标污染物为pH、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秦皇岛水质较好，唐山水质波动较大，沧

州水质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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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1. 区域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2010年河北省所有城市达标，唐山、邢台、张家口和廊坊四个市区域声环境质量

明显好转，达标城市由2005年的7个上升到11个。

2. 道路交通噪声逐年好转

河北省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逐渐好转，2010年全省道路交通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

级比2006年降低了1.7分贝，达标城市所占比例比2006年上升了9.1个百分点。2010年

全省道路交通噪声长度等效声级与2005年相比降低了1.9分贝。超标路段比例降低了

2.0个百分点，达标城市由10个增加到11个。

3. 功能区声环境有所好转

2、3类功能区夜间声环境质量点次达标率呈上升趋势，4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最

差。功能区总体声环境质量有所好转。

四、河北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平稳

河北省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其中秦皇岛、承德两个市生态环境状况为良，其余九

个市为一般。

第二节 “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环境问题

一、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成果比较脆弱

2010年河北省11个设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到二级标准，但主要污染物

浓度仍然较高，一些达标城市的污染物浓度接近标准的上限。较重的产业结构和能源

消费结构导致河北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较高水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源消

费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河北省自然地理位置所限，自然气候因素也对河北省的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起到制约作用，各地环境空气质量还可能出现波动和反弹。

二、水资源匮乏，重点流域水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河北省自然流域开发利用率达90%以上，大大超过了国际生态警戒线（30%～

40%），断流频次和时间逐年增加，流域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河北省重点河流监测断面

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较高，仍处于奋力爬坡努力扭转阶段，子牙河水系污染防治虽取

DIYIZHANG ZONGSHU

第一章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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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大进展，但总体水质仍然较差，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三、生态环境整体质量处于一般水平

河北省森林覆盖率列全国第19位，人均林地面积0.83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2，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林、草地分布少，环境污染负荷大，生态环境状况明显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虽然生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有所缓解但生态环

境整体趋于脆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

坚阶段，也是环保工作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河北省应立足于环境的长远利益，继续

高擎生态文明建设大旗，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渠道，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和富民强省主题，突出转变发展方式主线，强力削减排

污总量，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努力优化发展，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为建设更加富饶、更加秀美、更加幸福的新河北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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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环境概况

一、地理位置

河北省位于东经113°27′～119°50′，北纬36°05′～42°40′，地处华北，黄河下游以

北，南北长750千米，东西宽650千米，总面积187693平方千米，总人口7185万人，

省会为石家庄市。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东与天津市毗邻并紧傍渤海，东南部和南部

衔接山东、河南两省，西倚太行山与山西为邻，西北部、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

东北部与辽宁省接壤。

二、地形地貌

河北省地处中纬度沿海与内陆交接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西北向东南呈

半环状逐级下降。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齐全，从西北向东南依次为坝

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地、河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其中坝上高原平均海拔1200～

1500米，占全省总面积的8.5%；燕山和太行山地，其中包括丘陵和盆地，海拔多在

2000米以下，占全省总面积的48.1%；河北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海拔多在50

米以下，占全省总面积的43.4%。

三、气 候

河北省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南岸，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少雪，春

日干燥多风沙，夏日炎热多雨，秋日晴朗冷暖适中。气温南北温差大，光热资源丰富。

河北省年平均气温介于-2.5～14.7℃，一般由南向北，自东向西逐渐递减。长城以

北地区气温在8℃以下，冀东及中南部地区在10℃以上。从20世纪50年代有较完整的气

温观测记录以来，河北省历年平均气温呈现波动式升温趋势，平均每十年升高0.3℃。

多年无霜期为坝上地区一般不足120天，北部地区一般为120～180天，长城以南

大部分地区为180～220天。全省年日照时数在2500～3100小时之间。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21.1毫米，平均降水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减少，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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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域

滦河冀东沿海

海河流域

内陆河

辽 河

全 省

水 系

滦河

冀东沿海

小计

北三河

永定河

大清河

子牙河

漳卫南运河

黑龙港及运东

小计

内陆河

辽河

面 积

35410

10460

45870

18437

18596

34680

27472

3760

22809

125754

11656

4413

187693

其 中

山 区

35410

3050

38460

14609

17662

13786

12087

1813

-

60035

11656

4413

114486

平 原

7410

7410

3828

934

20897

15385

1947

22809

65797

-

-

73207

备 注

平原包括滦河

部分

表2-1 单位：平方千米河北省各水系面积统计表

10年减少26.6毫米。2010年全省年降水量为493.9毫米，较常年偏少27.2毫米。降水时

空分布不均，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降水量大于500毫米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冀东北地区。

四、水文

河北省河流众多，长度在18千米以上1000千米以下的就有300多条。境内河流大

都发源或流经燕山、冀北山地和太行山山区，按照河川径流循环方式，可以分为直接

入海的外流河及不与海洋沟通的内陆河两大系统。海河、滦河、辽河属外流河，安固

里河、黑水河等属内陆河。各流域水系在河北省的面积情况见表2-1。

滦河水系，位于冀东地区，在河北省境内流域面积45870平方千米，长888千米，

源于境内丰宁满族自治县，北流内蒙古后又折回省境，东南行至潘家口穿越长城，经

罗家屯峡谷进入冀东平原后于昌黎、乐亭入海。滦河水量丰沛，多年平均径流量45亿

立方米，沿途汇入河流500余条，其中较大支流有洒河、黑河、武烈河、柳河、瀑河、

伊逊河、白洋河、青龙河等。此外，还有冀东沿海一些河流，主要有陡河、沙河、小

青龙河、沂河、洋河、石河等，这些河流源短流急，直接入海。

DIERZHANG ZIRANHUANJING SHEHUIJINGJI HE HUANJINGBAOHU GONGZUOGAISHU

第二章 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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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环 境 质 量
变化趋势研究

“十一五” SHIYIWU HEBEI HUANJING ZHILIANG BIANHUA QUSHI YANJIU

····································

海河流域，位于省境中、南部地区，流域面积125754平方千米。由漳卫南运河、

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黑龙港及运东六大水系组成。六大水系由北至南

呈扇状分布，各支流均汇入海河，流经天津至塘沽入海。

内陆河水系，位于张家口坝上高原，流域面积11656平方千米，均为间歇性小河

流，多流入安固里淖和察汗淖等内陆湖泊。

辽河水系，位于省境东北部，流域面积4413平方千米。河流分别发源于承德地区

围场及平泉县北部的坝上高原和燕山北麓，主要有阴河、乌拉岱河、老哈河等。水浅

流急，下游均流入辽宁省汇入辽河。

由于内陆河水系、辽河水系位于张家口的部分地区，海河干流在天津市境内，因

此习惯将河北省河流分为滦河和冀东沿海水系、子牙河水系、漳卫南运河水系、大清

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北三河水系和黑龙港运东水系七大水系。

图2-1 河北省水系图

滦河及冀东沿海水系
永定河水系
北三河水系
黑龙港及运东水系
漳卫南运河水系
子牙河水系
大清河水系

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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