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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环境保护志》成书于1987年10月，是佛山市有史以来
第一本环境保护专志。

历史上，佛山是一个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古镇，早在唐宋
年代，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到明末清初，手工业、商业更鼎盛一
时，跃居全国“四大名镇一之首。现在，佛山市已发展成为以轻纺
工业为主，兼有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冶金等工业的中等城市。

佛山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建国前，完全空白，当时，人们对
环境保护没有什么认识，但因城镇区域不大，生产规模小，在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人为造成的局部环境污染，未超越大
自然的自净能力。以佛山比较发达的铸造业为例，佛山是广东省铸
造业的中心，铸造的品种多种多样，有铁砖，炉鼎、铁炮。铁塔、
大铜镜、铁镬。生产点就在栅下铺(今栅下、市铸造厂一带)，该
地位于城镇地域边界，周围树木丛生，铸造业鼎盛之时，尽管昼夜
火光冲天，终未给环境带来生态破坏。 o

建国初，经济建设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当时自然生态环境
保持尚好，目光所及，满眼葱绿苍翠，环境问题主要是卫生问题，
有限的污染未给社会带来严重威胁。1958年以后，由于在经济建设
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加上后来的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影响，使
城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导致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共同关
注的大事。环境保护也就成为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佛山市环境保护志》系统地记载了佛山市区环境保护工作的
历史、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历史变迁．

为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佛山市环境保护志在编
纂过程中，全局上下积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并对史料进行了严格
的考证、核实和鉴别，使志书做到史料翔实，体例完善，务求如实
反映市区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现状。专志初稿完成后，经市地方志办
公室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又反复进行修改补充。最后经市志
办伍国熙、吴迪光等同志在文学上加工，印成志书与读者见面，对
他们的热诚帮助，我们深表谢忱。 r。．一一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文中错误之处，敬请专家、读者给予指正。

《佛山市环境保护志》编写组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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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设

一、环境保护局

第一节 环境保护机构沿革

1973年9月广东省革委会在从化传达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精

神，，市常委董一波及科委卢明、计委区国基参加了从化会议，会詹抽调

井春宽、张雨云、区国基组建佛山市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

1973年10月由11人组成的佛山市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

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梁申任组长。同年11月7日成立佛山市革命委员会

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局级单位、简称环保办，下同)。设主任、

副主任各1人，编制5人。。1980年11月18日更名为佛山市环境保护局

(简称：环保局。下同)。配正，副局长各1人，设人事秘书i业务两

个科。局址初在莲花路市政府内，后迁至市东下路12号。

佛山地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于1973年10月，下设佛山地区环

境保护办公室。1976年5月24日与佛山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合并办公：

1979年地区环保办改为局级单位。办，站编制共30人，地区环保办设在

佛山市新风路42号。1983年6月1日，体制改革时，原地、市机构合并

组成佛山市环境保护局。设局长室、秘书科、综合科，监测治理科，监

督管理科和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等6个科室。配正局长1人，副局长3

人，各科(站)设科(站)长1人，副科(站)长1—2人。隶属市政

l

占



府领导．管辖范围为佛山市城区，石湾区．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四

个县及中山市(1988#-已划出)。土地面积5，496．44平方公里，366．66

万人口·局址仍在佛山市市东下路12号．

局主要领导成员更迭表

原佛山地区环保办公室

(1980～'1983)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主任 苏中胜 男 1980．2—1983．5

地区环保办 副主任 郭文香 男 1980．2—1983．5

副主任 阮周 男 1980．11—1983．5

原佛山市环保局

(1973—1983)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问

市环保办 副主任 井春宽 男 1973．10一1975．1 1

J，力

主任 张雨云 男 1974．2—1980．11
’

”" 副主任 区囤基 男 1974．9—1980．1l

市环保局 局长 张雨云 男 1980．1l一1983．5

力一 副局长 区国基 男 1980．11—1983．5

，，万

副局长 于海春 男 1981．12—19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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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环保局

职务 姓名 姓别 任职时间

局长 康阁庭 男 1983．6—1986．2

副局长 阮周 男 1983．6—

舀4局长 张雨云 男 1983．6—．1984．8

副局长 区国基 男 1983．6—

副局长 何兴腾 男 1984．5一

二’环境保护监测站和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1973年11月7日佛山市环保监测站成立，编制1 5人，1980年设站长

1人，副站长3人。

1978年3月，市环保办成立环境保护监测站，编制15人，站址设在

市环保局内。1982年2月环保监测站建成并开展监测业务。站长由市环

保局副局长兼任。配副站长2人。 ．

1983年6月1日，原地区环保监测站与市环保监测站合并组成佛山

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配正站长1人，副站长3人。设站长室、综合

组、化验组和调查监测组。站址设在市环保局内。

1983年，佛山市编制委员会批准筹建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编制

15人，1986年3月16日，佛山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才正式成立并开始工

作。所址设在市环保局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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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环保局组织系统示意图．

j， (1985年)

． 佛山市人民政府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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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曼境保；局
I

．1． 。j ．j ．! I I 一-j
一

． 1
秘 综 监 监 ·⋯⋯· 玮 ·⋯j．··

书

科

厶
口

科

督

管

理

科

测

治

理

科

环
境
保
护
监

：理：

；所i

●⋯⋯●

注·；． ；表示当年该机构当年未

～⋯”。成立，次年成立。

环
境
保
护
研

l裔1

电

三，石湾区环保机构，
’

i

地、市机构合并前，石湾镇是佛山市区的组成部分。1981年7月石

湾镇成立镇环保办公室，由镇政府直接领导，设副主任1人，．工作人员

2人。1982年7月镇环保办更名为镇环保科，设副科长1人，：．工作人员

2人。1984年8月石湾镇升格为石湾区(县级区)，镇环保科更名为石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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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保局，直接由区人民政府领导，’下设办公室和环境保护监测站，配

副局长1人，办公室工作人员2人，环保监测站(1984年9月石湾区编

制委员会批准7人。)局址设在石湾区政府大院6号楼3楼。

石湾区环保局领导成员更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湾石镇环保办 副主任 魏世甫 男 1981．7—1982．6

石湾镇环保科 副科长 魏世甫 男 ’1982．7—1984．7

石湾镇环保局 副局长 魏世甫 男 1984．8一

第二节 职能

佛山市环保局 。．

佛山市环保局属于市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负责全市环保管理工

作，其任务范围有四个管理领域’：管理生产和生活引起的环境污染；管

理由建设和开发活动引起的环境影响和破坏；管理由经济活动引起的海

、 洋污染；管理大自然的环境保护。围绕这四个方面领域，做好对环境各方

面的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有关环保法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调查

研究有关生态平衡，保护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等问题；组织编制

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计划，区划，流域的环境规划；开展环保方面的科

学研究工作和环境监测调查，环境质量的评价王作；审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指导、协调各县，市、各部门的环保业务活动；．组织

辖区内的环保宣传，教育工作，推广交流环境管理的先进经验和防治污

染的先进技术．

石湾区环保局 ．，

■酋。—■■■■，．《。1



◆

^

k

嚎

石湾区环保局是该区政府直接指导下的办事机构。它的职能是贯

彻、检查、督促区内各部门、单位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

律、法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结合实际拟订本区环境

保护标准和规范，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本区环境保护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

划，并督促实施；组织环境监测，掌握本区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严格

控制新污染源，审批和检查验收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境保护‘‘三

同时”(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设施；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本区环境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

作，推广国内外环境保护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编报环境监测月报、年报

和环境质量报告书；征收超标排污费，督促排污单位开展污染治理工

作，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仲裁污染纠纷；加强环保

．队伍建设和培训工作，提高业务水平和完善各级环保机构。

环境保护监测站 、

负责辖区内大气、水体、土壤、生物、噪声等各项环境要素按照国

家统_规定的要求进行监测、分析；收集、储存和整理环境监测数据。

资料，定期向环保局和上级监测站呈报：同时，管理辖区内污染事件仲

裁监测，为仲裁提供监测数据。

佛山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佛山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的职责是安排环保技术研究设计以及环保工

程的实施：组织环保科研项目的申报、课题实施、成果的鉴定和推广使

用；承担环境污染调查、自然开发，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对环境影响

的预评价；协同工业部门联合组成研制环保工业生产设备、攻关及推广

应用；开展环保业务咨询厂提供环保科技信息。

71



第二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建国后各时期环境及环境保护概况，
●

～
‘

一、开展环境调查，研究环境污染(1949—1973年)

建国后至1973年佛山市环保机构建立前，市卫生防疫站曾于1955年

对市内水井水质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市区有34．5％的水井硫酸盐含量

偏高，超过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1962年，市内筹建自来水厂时，佛

山市轻化工业科研所与有关部门对潭洲水道、汾江河、市内水井水质进

行调查，指出沙口水闸建成后，汾江水质比潭洲水道水质污染严重，市

内有50％的水井受到了污染。1972年，佛山市卫生防疫站对石湾镇大气

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编写了《石湾镇大气污染调查报告》，指出石

湾镇大气污染有时使周围的房屋．道路、矮小树木、草地染成一片黑

色。同年1271佛山市卫生防疫站在《佛山市汾江河水污染情况调查报

告》中指出：汾江河除沙口水闸外，各河段水中溶解氧的平均含量已下

降到0—1．6毫克／升。1973年佛山市卫生防疫站对市区大气污染情况

进行了调查，在《佛山市区大气污染调查报告》中指出：佛山市区降尘

量为每月每平方公里15．39吨。

。这个阶段，前期由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还算比较协调，尽管当时

、还谈不上什么环境意识，但污染尚未成为社会问题。后期，由于经济建

设改变了原来稳步发展的战略，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先生产



后生活”的方针指导下．城市工业布局，几乎冲破了一切功能划分原

则，不顾环境保护要求，任意布点。因而出现了在中山公园内布建佛山

市棉纺厂，在居民区内布建佛山市气体分析仪器厂，在一个地方同时布

建糖果厂和无线电四厂，酒厂和溶剂厂等。街道工厂、校办工厂见缝插

针地在市区到处布建，致使城市环境质量迅速恶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

二、‘成立环保机构，开展三废治理环境管理(1973—1978年)
r

．

佛山市环保机构成立后即开展以消烟除尘为重点的“三废一(废

气、废水、废渣)治理，使城市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

1973年，广东省环保办拨款一万元给佛山市合成材料厂进行有机玻

璃车间合氰废水治理。 ．

1974年，佛山市环保办安排了“三废”治理项目九项(其中废水两

项、废气七项)，完成主要的项目有：市电化厂回收废气制次氯酸钠投

产，预计可生产次氯酸钠360吨，年产值约36万元。

同年，佛山市环保办会同市增产节约办公室抓了以佛山市糖果厂为

重点的消烟除尘工作，对锅炉燃烧装置进行改造，取得良好效果，基本

消灭黑烟，推动了’全市消烟除尘工作的开展。

1975年，全市炉窑普遍烧重油，当时因消烟除尘工作未跟上去，

市环保办环保工作继续开展以消烟除尘为重点的“三废”治理工作。向

全市推广市纱线漂染厂燃油锅炉渗水乳化风动旋杯式机械雾化燃烧装

置，使烟囱不冒黑烟，又使每吨蒸气耗油量从73．8公斤降至67公斤，达

到国家先进水平。同时，在石湾化工陶瓷厂召开全市推广应用优选法

(o．618法)控制龙窑黑烟，节约重油的现场会议。当年全市127条25米



高的烟囱(其中市城

是年，佛山市环

其他一项)，完成治

投产，年可回收青铅

功，使每吨蒸汽耗油

环催化燃烧工艺成功

1976年，全市13

大气降尘量首次达到

昌沙地段，大气降尘

当年，全市新安排治理项目18项(其中水5项、气12项、渣l

项)，完成的治理项目主要有：佛山纸厂回收黑液制粘合剂投产，年产

粘合剂1，286吨：，产值9万元。市合成材料厂薄膜冷疑器回收苯酐尾气投

产，每月回收苯酐1．3吨，年产值8．16万元。佛山市美术陶瓷厂隧道窑

自控装置和市塑料二厂锅炉自控装置投入使用，烟囱均无黑烟冒出。’

1977年佛山市环保办对容易产生汞污染的水银压力计进行改革，全

市共淘汰水银差压计160条，消除了汞污染的隐患。

当年全市炉窑从烧重油转为烧煤，因燃料结构改变，市区大气污

染急剧上升，大气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20．36吨，石湾镇大气降尘量

每月每平方公里13．64吨。市环保办根据省、地环保工作会议精神，提

出以废水治理为重点，继续做好消烟除尘工作。

是年，市环保办新安排“三废"治理项目32项(其中水8项、气

21项、渣1项，其它2项)，完成的治理项目主要有：市电化厂回收氯气

制液体氯化铵，2，562．31吨／年，产值28．4万元／年，固体氯化铵203吨／

年，．产值13．2万元／年；市煤渣砖厂投产，年产量为300万块／年，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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