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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全省环境保护系统

紧紧围绕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转型跨越的

总体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深化节能减排、开展环境空气质量攻坚，实

施绿色生态工程方案，各项指标任务圆满完成。 

为全面反映我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成果，分析我省区域环境质

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根据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有关要

求，我们编制了《2012 山西环境质量报告》。 

本报告共十四章，汇总统计了全省环境监测网络的相关监测结果

和污染源统计数据，从污染物排放、城市空气、酸雨、地表水、地下

水、饮用水源地、城市声环境、生态环境、农村环境、土壤环境及辐

射环境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概括了 2012 年

全省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供环境管理部门和环境科技工作者参考。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省环保厅有关处室、各省辖市环境监测站提

供了大量详实的数据和资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给予了技术指导，在

此，我们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报告编写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所限，报告中难免有纰漏和不足之处，

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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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环境保护工作概况 

2012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市县、各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环保工作有序开展，各项任务指标圆满完成。 

1.1.1 多措并举，有效推进污染减排 

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山西省环保厅提请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

2012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的意见》，将指标分解落实到市

县，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污染减排工作责任；与多部门

联合，共同推进重点污染减排项目的完成；建立污染减排月调度分析

制度，及时掌握各市减排进度，对减排效果滞后的市及时下达预警通

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对企业进行警示，直至关停。 

加强工程减排。围绕“六厂（场）一车”布局减排重点工程，率先

推进燃煤电厂烟气脱硝工程建设，累计建成烟气脱硝工程 1768 万千

瓦；新铺设污水配套管网约 560 公里；推动 113 个规模化养殖场减排

项目建设；加大机动车环保检测和标志发放力度，环保检测和标识发

放率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 18.12、12.15 个百分点。 

加快环境末位淘汰和落后产能淘汰。对 178 家企业、457 台（套）

设施下达环境污染末位淘汰任务；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完成淘汰

落后产能任务，涉及焦炭产能 927 万吨，电力 52 万千瓦，水泥 2310

万吨，造纸 18.55 万吨，印染 1720 万米。 

2012 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氨氮同比分别削

减6.95%、2.61%、3.27%、3.65%；烟尘和工业粉尘同比分别削减5.33%、

5.01%，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1.1.2 以省城为重点，大力开展环境空气质量攻坚行动 

成立省城环境质量改善指导协调组，对太原市环境问题进行大整

治。推进太化、煤气化等 8 家企业如期关停，拔掉黑烟囱 1.66 万根，

拆除 596 台分散燃煤采暖锅炉，新增供热扩网面积 2785 万平方米。 

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对以太原为中心的

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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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群开展为期 100 天的省城冬季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专项行动，使

太原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2 年，太原市环境空气Ⅱ级以上

天数达 324 天，同比增加 16 天。其中Ⅰ级天为 94 天，同比增加 4 天；

空气综合污染指数为 2.07，同比下降 5.5%。 

解决全省冬季空气质量反弹顽症。11 个省辖城市对 66 个城中村

整体改造，对 52 个城中村实施集中供热改造，拆除各类燃煤锅炉 2.87

万台；实施热源项目 24 个，新建换热站 329 座，铺设供热管网 426

公里，建成供热面积 4900 万平方米；对城市建成区的 30 家重污染企

业实施整体关停淘汰，减少原煤 600 万吨；启动了 10 个天然气（煤

层气）气源管线引入项目和 18 项城市输配管网工程，建成气源引入

管网和输配管网 1142 公里。 

1.1.3 加快推进生态建设 

推进“2+10”生态修复工程。加大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力

度，开展汾河流域干流坝、路、林一体化建设以及汾河干流两侧支沟

水土保持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整治汾河干流 3 公里范围内的污

染企业，建立汾河流域工业废水深度治理及回用项目管理责任制度；

加快推进太原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关停 10 家重污染企业；

10 市河道治理、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污染企业关停整治等项目扎

实推进。 

推进绿色生态工程，对涵盖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 90%以上的地区

重点实施“减排”、“净空”、“净水”、“清洁”、“提质”、“创建”六大

工程建设，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绿化覆盖率、生活污水处理率、

生活污水回用率、集中供热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 60%、37%、

75%、25%、81%和 90%，6 个市县通过省级环保模范城验收。 

深化示范创建。全省 90%的县、市、区编制完成了生态县建设规

划，共创建了 24 个省级生态乡镇、183 个省级生态村，积极推进 17

个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创建。 

启动汾河水库生态保护试点。成立山西省汾河水库生态环境保护

试点工作领导组，编制《汾河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试点工作方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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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汾河水库生态环境保护试点前期准备，指导娄烦县政府制定《汾河

水库生态环境保护 2012 年度实施方案》，开工建设涧河城区段河道治

理和水土保持工程。 

继续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建立“五三一”工作机制，召开临

汾现场推进会，完成 2011 年所有示范项目，314 个村庄得到整治，

受益人口达 60 万；下达 2.5 亿元资金，推进 2012 年示范项目建设，

涉及 434 个村，覆盖人口 73 万人；确定 2013 年示范项目，涉及 621

个村 90 余万人。 

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推进平朔矿区生态修复绿色示范区建设，启

动生态环境监测试点，批复实施 278 个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实验室，开展焦化场地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 

1.1.4 加强环境监管，提升监管效能 

严格环境审批，认真落实《山西省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暂行规

定》，共退回及暂缓审批项目 18 个，涉及投资 51.67 亿元。 

推进规划（园区）环评，共完成 8 项行业规划环评、3 个城市总

体发展规划环评和 4 个园区环评。 

强化环评“三同时”管理，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管理办法》，共审批建设项目试生产 95 个，竣工验收 109 个。 

强化在线监控，对全省 958 家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了实时监控，基

本实现重点工业污染源自动监控全覆盖；确立在线监控执法地位，对

18 个违法排污、超标排污企业下达了处罚决定书，执行行政处罚 153

万元。 

开展环境稽查和后督察。对 26 个市县环保部门、590 份现场检

查笔录和行政处罚案卷实施专项稽查，纠正问题 1488 个；对 309 个

省级建设项目、30 起环境违法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项督察，追缴行

政处罚 317 万元，该做法在全国得以推广。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涉重金属排放企业加强监管，依法处理了

156 家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开展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活动，排查整

治隐患 475 条，关停企业 65 家；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查重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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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执行行政处罚 1453 万元。 

1.1.5 创新体制机制 

行政措施方面：落实省部六项合作协议，推进综改区标杆项目；

推进 208 家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等级评价。 

法律层面方面：实施重大环境问题约谈制度，对 58 个县政府、

152 家企业进行约谈。 

经济手段方面：实施跨界断面生态补偿，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生

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2 年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申报通知》，

对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实施考核，共扣缴生态补偿金 1.08 亿元，奖

励 3370 万元，明显改善了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实现排污权交易全

覆盖，首家推行将排污权用于银行抵押贷款新举措，共完成排污权交

易 162 宗，涉及交易金额 5083 万元；建立银行绿色信贷绩效评价，

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支行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息 5307 条，促进了企

业信用建设；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共推进 68 家企业投保，保费

1156 万元。 

技术支撑方面：率先实现 11 个省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

点位全部扩项，并于 2012 年 6 月 5 日起向社会发布 PM2.5研究性监测

数据；试行刷卡式总量控制仪，实施工业污染企业排污总量控制新举

措，在 100 家重点企业安装刷卡式总量控制仪并联网运行；推进环保

物联网建设，制定环保物联网云计算平台建设方案。 

1.2 环境监测工作概况 

1.2.1 环境空气监测 

全省 11 个省辖城市和 102 个县（市、区）共 260 个监测（评价）

点位实现环境空气 24 小时连续自动监测，监测项目为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我省于 2012年率先完成 11个省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

位扩项工作（由原来的 SO2、NO2、PM10三项扩展至 SO2、NO2、PM10、

O3、CO、PM2.5 六项），同时开发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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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6〃5”世界环境日当天正式对外发布 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和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预报。按照环保部要求，省会城市太原已于 2012

年年底发布新标准日报及实时报。 

1.2.2 酸雨监测 

全省 11个省辖城市共设酸雨监测点位 21个，每月逢雨、雪必测，

上午 9:00到第二天上午 9:00为一个采样监测周期，监测项目包括 pH、

降水量、电导率以及硫酸根、硝酸根、氟、氯、铵、钠、钾、钙、镁

9 种离子浓度。 

1.2.3 地表水监测 

全省地表水共设监测断面 101 个，其中黄河流域 24 条河流布设

断面 54 个，海河流域 24 条河流布设断面 47 个；监测水库 2 座，分

别为万家寨水库和汾河水库。主要布设在河流源头及出入境处，大型

污染源或工业集中区，城市污水集中汇入的上、下游河段或水文有明

显变化特征的河段。15 个国控断面每月上旬监测一次，其余省控断

面逢单月上旬监测一次。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02）中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以及流量等增测项目。 

1.2.4 地下水监测 

全省除运城、忻州 2 市外，其余 9 市共布设地下水监测点位 53

个，每年监测二次，6 月、9 月各一次。监测指标为：pH、总硬度、

硫酸盐、氯化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氟化物、挥发酚、氰化物、

铜、锌、硒、砷、汞、铅、镉、六价铬、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硝酸盐

氮、亚硝酸盐氮、铁、锰、总大肠菌群，共 23 项。 

1.2.5 城市饮用水源地监测 

全省 11 个省辖城市对 23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了水质监测，

其中地下水源地 21 个，地表水源地 2 个。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每月监

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中 23 项，地表水饮用水源

地每月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的基本项

目（23 项，COD 除外）、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和表 3 的部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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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前 35 项），共 63 项。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按照《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1993）每年进行一次 39 项全分析，地表水饮用水

源地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每年进行一次

109 项全分析，对湖库水源地加测叶绿素 a 和透明度。 

1.2.6 城市声环境监测 

全省 11 个省辖城市开展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有效测点数

2465 个；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总长度 639.2 公里；全省各类城市功

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 77 个。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和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噪声每年监测 1 次，监测时间为每年的春季或秋季；城市功能区环境

噪声每季度监测 1 次。 

1.2.7 生态环境监测 

2012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以 2011 年 Landsat TM-5 卫星遥

感数据（共 15 景）为数据源进行解译，得出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依

据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T192-2006），对 2011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及动态变化状况进行

监测与评价，评价因子包括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

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环境质量指数。 

1.2.8 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 

按照环保部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有关要求，从 2009 年开始，我

省开展了“以奖促治”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2012 年，全省 11 个

省辖城市 58 个村庄开展环境质量试点监测，环境空气于 5 月和 10 月

分别手工连续监测 5 天，地表水和饮用水源地于 3 月和 7 月各监测一

次，土壤监测一次。环境空气监测项目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

入颗粒物 3 项，地表水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02）表 1、表 2 中的基本项目 28 项（COD 除外），地下水饮用水

源地监测项目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中 23 项，土

壤监测项目为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铜、铅、铬、

锌、镍、硒、钴和 3-5 种有机氯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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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土壤环境质量试点监测 

2012 年，全省 11 个省辖城市选择了 33 个基本农田采样区，共

布设监测点位 165 个，监测一次。监测指标为：pH、有机质含量、

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铬、铜、锌、镍、六六六、滴滴涕、

苯并[a]芘，部分地市选测了锰、钴、硒。 

1.2.10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2012 年，全省有 9 个城市开展了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共设国控

监测点位 14 个，监测项目为连续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瞬时陆地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γ累积剂量、总 α、总 β、氚、238
U、232

Th、
226

Ra、40
K、137

Cs 和综合电磁场强。 

1.2.11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污染源监测是污染源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和掌握区

域排污状况和排污趋势的手段，其监测结果和资料是执行环保法规、

标准、全面开展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我省从 2007 年开始将该项工

作纳入例行监测工作范畴，每季度至少监测 1 次，季节性生产企业生

产期间至少每月监测 1 次。2012 年，全省各级监测站共监测国控重

点污染源 481 家。 

1.2.12 城市公共场所监视性监测 

为保证公众的安全健康和对公共场所环境空气质量的知情权，我

省自 2008 年起开展了城市公共场所的监视性监测。2012 年组织全省

11 个省辖市对辖区内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超市、影

（剧）院、酒店（宾馆）六类 83 个重点公共场所开展监督性监测工

作，每季度监测 1 次，监测因子为一氧化碳、氨、甲醛、苯、甲苯、

二甲苯。 

1.2.13 应急监测 

2012 年，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先后完成“3〃26”文水事件调查性

监测、潞安天脊“12〃31”苯胺泄漏事故浊漳河水质异常事件应急监



1 概 况 

 8 

测和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区内清洗废水的调查性监测任务；组

织指导晋中市环境监测站和平定县环保局完成了对晋中市昔阳县大

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阳泉市平定县原陈家庄铬盐厂、原宁艾光明化

工厂铬渣污染现状的调查性监测任务；成功举办首次全省性环境应急

监测演练活动，检验各市近年来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成效，规范应急监

测工作程序，锻炼应急监测队伍。 

1.3 环境监测管理 

（1）注重加强监测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监测队伍，是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进一步加强业务技术培训。一方面安排了业

务技术骨干参加国家总站的各类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监测技术、质量

管理、仪器分析等；另一方面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举

办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技术、标准宣贯、重金属采样分析

等环境监测技术培训班，培训人次达 500 余人；二是举办全省第二届

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活动，比武内容包括重金属分析比对考核、环境

监测相关理论知识笔试和环境监测操作技术演示 3 项，通过大比武活

动，提升了市站监测人员的监测能力和综合素质；三是与高校合作开

展课题研究，提升监测科研水平和监测能力，为改善我省环境质量提

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2）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 

2012 年，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通过质量监督检查、抽查和巡检方式，

对全省例行监测工作的监测质量和数据上报情况进行质控检查；同时

积极配合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各市开展环境空气二氧化硫项目能

力验证工作，积极参加甲醛、COD、硫酸盐项目的国家能力验证工作，

参加总站组织的砷、汞项目国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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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1 废水 

2.1.1 废水排放情况 

（1）排放量 

2012 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为 13.430 亿吨，与上年相比增加

15.56%。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4.811 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35.82%；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8.616 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64.15%

（表 2-1）。 

表 2-1   2011～2012 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统计表     单位：亿吨 

年份 排放总量 工业 城镇生活 集中式治理设施 

2012 年 13.430 4.811 8.616 0.003 

2011 年 11.622 3.975 7.644 0.003 

变化率 15.56% 21.03% 12.72% 0.00% 

（2）主要排放区域 

2012 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位于前 4 位的城市依次为运城、

长治、临汾和大同，这 4 个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合计占全省工业废水排

放总量的 64.21%（图 2-1）。 

 

 

 

 

 

 

 

（3）主要排放行业 

2012 年，在全省重点调查的 39 个工业行业中，废水排放量位于

前 5 位的行业依次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这 5 个行业废水排放量合计占全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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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12年各市工业废水排放比例

第二篇 污染物排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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