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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燕赵咽喉的石家庄市，得益于我国北方交通要冲的有利条件，解放后有

了很大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使石家庄市已成为我国北方具

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
‘ ’

然而，石家庄市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先天不足，那就是缺少环境保护意识，缺

少防治环境污染措施，以致造成目前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关系上的不协调。所

二庆幸的是，党和国家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开展了

广泛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工作，使城市生态环境得以逐步改善。

，石家庄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二十多年来，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的领导、监督和关怀下，在全市人民及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积极配合下，经全体

环保战线职工的共同努力，成绩是显著的，城市环境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城市生

态、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能够比较协调地发展。自1989年以来，在全国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考核中，名次年年递进，1993年已进入全国37个重点城市环境保护“十

佳一城市行列。

石家庄市的环境保护事业，从开创、发展到目前的状况，其历程是艰难的，成

果是辉煌的，前景是美好的。对广大环保职工的辛劳、智慧和成果，应作一历史

性记载，以示后人，激励同仁。
’

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志的编纂，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

石家庄市环境保护事业的经历、成就和经验，资料翔实、丰富，图文并茂，生动

活泼，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实资料，更是环保工作者不可

缺少的工具书。

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领导组织了本志的编纂工作。由于编辑们的

‘共同努力和在编审过程中得到河北省环境保护局、省地方志办公室、石家庄市地

方志办公室等诸位专家的亲自指导，本志书得以较好完成，并获得专家们的较高

评价。在此，谨表谢意。
‘

·。 愿‘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志》在教化民众，存史资治，工作查询等方面，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郑志贵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

厂＼多



凡 例

一、《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志》是石家庄市志74部专业志系列丛书之一。

二、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用志书的规定体例和语言，实

事求是地记述环境方面的既往史实资料，以记实叙事为主，一般不加评论。

三、本志的资料按环境保护管理类型编排，以便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存查。

四、本志书中出现的环保专业概念，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在括号内注明

简称，以后皆用简称。如：“废气、废水、废渣’’简称“三废’’；建设项目中主体

工程同防治污染设施的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简称建设项目的“三同

时"等等。

文中的“城区"、“市区”、“全市"第一次出现时，均在后面的括号内解释。

书中表编号分章编排，如“表1—1"为第一章第一个表格等等；图分章、节

编排，如图“2—2—1"为第二章第二节第一个图。

书中计量单位除有文字表述外，“mg／L’’为毫克／升、“mg／m3"为毫克／立方

米等，皆为国家规定度量衡标准单位。

五、本志书所纳资料和史实以1990年底为断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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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述

概 述

石家庄市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北方新兴城市。尤其在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

庄市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城市建设、工贸、交通等各项事业均得到突飞

猛进的发展。至1990年石家庄市辖六区四县(即市内长安区、桥东区、新华区、

桥西区、郊区，矿区及井陉县、获鹿县、栾城县、正定县，以下简称。全市一)，全

市人口达284万，城区(15建成区，包括市内长安区、桥东区、新华区、桥西 。

区)人口发展到95万，面积78平方公里，拥有各种机动车辆3万多辆。市区

(市内四区及郊区)工业企业发展封1321家，形成有纺织、化工、冶金、建材、能

源、交通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石家庄市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工业重镇

．和交通要冲，是首都北京南部的重要屏障。然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给城市带来

一定的环境问题。 · 多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向人们发出。拯救地球保护环境一的呼吁，推

动了我国人民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我国1973年8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同年4月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

立管理废气、废水、废渣的(以下简称。三废力)管理办公室，开展了本市的环境

保护工作，后又更名为环境保护办公室。1980年成立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成为

市政府负责全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职能部门。至1990年市辖各县、区也都成立了负

责环境保护的工作机构，各污染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均设置了相应的管理科室。全

市专兼职环保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达1200多人。

石家庄市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大气污染、地面水体污染和地下水采补失调的

问题。

石家庄市是我国北方城市，其城市能源以煤为主。石家庄市区居民每年生活

用煤量达50多万吨，且多集中在冬季采暖季节。由于过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少

集中采暖和供热规划及设施，因而形成了家家自行采暖、各单位自行供热的用能

方式，尤其是干家万户的小煤炉烟尘低空排放、单位锅炉的原煤散烧，使市区内

．形成烟囱林立处处冒烟的局面，加上工厂的工艺尾气、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尾气

的污染，对市区大气环境造成很大影响。由于大气的污染，有的居民通年不敢开

窗户，有的不敢在院里晾晒衣服，不敢在院里吃饭，早晨上班走在马路上经常眯

．眼；一度在市区马路上行驶的。195力柴油车j车过烟留(尾气)污染十分严重；



2 概述

化肥厂的硝酸生产尾气和钢铁厂的转炉烟尘，市造纸厂的蒸球废气，遇到逆温天

气便弥漫市区上空，群众称之为二条黄龙一股臭气，污染影响极大，群众反映强

烈。

石家庄市水体环境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地下水资源的严重不足。石家庄市

地处滹沱河冲积洪扇上，本来其地下水量充沛，水质良好，但由于城市的发展，无

计划的超量采水，加之来自滹沱河、石津渠的补给水量的减少，产生了采补严重

失调的后果，造成市区地下水位急剧下降，1965年开始形成以华北制药厂为中心

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后随着开采水量的不断增加，地下水位漏斗中心移至第一

印染厂。地下水位漏斗中心标高由1965的62．19米降至1989年的35．33米，漏

斗面积由1965年的57．5平方公里扩展到1989年的337．2平方公里。至1990年

石家庄市区地下水可采量已感严重紧张，因此市政府不得不作出规划引黄壁水库

水入市，建设地面水厂供城市用水的决定。二是，城市污水污染问题。石家庄市

的城市污水分别经东、西明渠向南，于塔冢汇合为总退水渠排入}交河。?交河为季

节性河流，故实际成为城市污水的排污河。石家庄市的污水顺河流经栾城县至赵

县过安济桥注入釜阳河，城市污水百分之八十是工业废水。工厂排放的工业废水，

以厂区为中心垂直下渗对地下水造成污染。据有关研究，石家庄市区地下水中酚、

氰、铬的超标面积1980年已达5平方公里，地下水硬度普遍升高，一般均在25度

以上，个别水井最高达40度。1978年前后由于石家庄水泵厂电镀废水污染自来水

井，曾使桥西部分居民饮水含铬超标；由于市郊排污明渠沿岸村民多年用污水浇

灌蔬菜，在20年的时间内蔬菜中砷含量增加了31．73倍，铬含量增加了32．15倍，

一度出现桥东居民到桥西买蔬菜(远郊生产)，桥西居民到桥东买酱油(桥西做酱

油的自来水受污染)的现象。

工业废水排放污染物浓度高为害大，屡屡造成污染事故。1981年郊区前太保

大队电镀厂排放含氰废水被羊群误饮，造成羊只成群死亡事故；石家庄化肥厂含

砷废水排入石津渠，曾使下游饮水村民一千多人中毒；矿区贾庄乡轻钙厂废水污

染农田而发生工农纠纷。石家庄市区城市污水流经栾城县造成沿渠地下水污染不

能饮用，为此，石家庄市曾赔款150万元为受害村民另打新井；城市污水流经赵

县大石桥，使这一闻名中外的古桥大煞风景，严重影响游览观瞻。

除上述环境问题以外，还有诸如噪声、废渣、放射性污染物等环境污染问题

也日益突出出来。

环境污染的研究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实践证明了造成环境问题的多因素性和复

杂性，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也不可能由个别部门采用个别的手段去实现。保护环

境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各部门、各行业一致行动的系统工程，即要实行城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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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综合整治。

1989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在全国推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市长目标

责任制后，石家庄市积极推行了这一制度。市长对城市环境质量负责，市环境保

护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宏观管理，各部门各单位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石家庄市大气环境研究和污染治理实践证明，改变煤的燃用方式，改变城市

燃料结构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石家庄市自实行环境综合整治以来，为防

治大气污染，大力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和发展能源气化事业，到1990年市区已形成

以石家庄热电厂、市热电一、二、三厂为供热源的集中供热区，市区集中供热面

积达500多万平米，热化率达12．17％；在市区发展石油液化气和煤气用户，市区

气化率达到77．3％。另外，加强了锅炉改造、锅炉烟尘和工业粉尘、废气的治理，

建设烟尘控制区和噪声控制区。通过上述措施使石家庄市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有

了明显改善。国家对城市环境质量定量考核的指标大气总悬浮微粒物由1988年的

836微克／标立米降到1989年的638微克／标立米，1990年又继续降到540微克／

标立米；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城市环境噪声值等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1989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对全国32个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石家庄市综

合考核得分57分，排在第11位，环境质量考核得分27．5分，排第2位，污染控

制和环境建设指标考核得分19．5分，排第21位，取得了好成绩；在1990年的考

核中，综合得分61．3分，排第17名。
’

水环境的综合治理。近年来石家庄市以保护地下水源为重点，在全面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与石家庄地区公署联合制定并颁发《省会石家庄水源保护管理办法》，

严格西北水源保护区的环境污染管理。凡在西北水源保护区新建设的项目，均按

规定严格把关和审批，其它区域的建设项目也都严格执行了主体工程同防治污染

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以下简称“三同时’’)的制度，加强工业废

水的污染治理。截至1990年市区建成主要的工业和医院污水处理设旋86套，年

处理污水五千多万吨。有的污水处理从资源综合利用出发，既得到净化污水又取

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华北制药厂在处理丙丁废醪液时采用厌氧消化工艺，日产沼

气4000多立方米，使全厂2400户职工和职工食堂、招待所都用上了沼气，年节

约标准煤4300多吨。近年来，虽对主要的工业废水进行了治理，但城市排水对下

游的污染危害还未能消除。为此，市政府已拟定在西明渠下游建设日处理量为16

万吨的城市污水处理场。

地下水位下降，水源严重不足的问题，直接影响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影响城

市社会生活，业已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为保证石家庄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和进步，有关部门和单位已从加强计划用水、限量用水、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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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节约水资源。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水的供求矛盾

越来越大。为此市政府已拟定从黄壁庄水库引水入市，建设日产30万吨的地面水

厂，以保证城市用水。

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既是实践问题也是个科学问题。对环境问题的调查研究

表明，环境问题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不合理地利用资源而造成的，要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依靠科技进步，利用科学技术去实现。研究表明，由于

工业企业管理水平低，生产工艺落后，能源、水源、资源的耗量大，利用率低，是

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调查，石家庄市全市民用灶炉煤的有效利用率

仅为16％，采暖锅炉煤的利用率为45％，工业有机原料的利用率为92．4％，万元

产值耗水量达785吨(1980年水平)，人均日生活用水247升。而发达国家资源利

用率水平要大大高于我国，仅就燃烧设备的热效率，发达国家火电厂一般为35_

40％，工业锅炉为80％，而我国则依次为30％以下和60％左右。石家庄市近年来

在节约用水方面采用各种措施，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有所降低，但仍然远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全国1983年为358吨，1988年为221吨，而石家庄市1988年为

443吨)。

1980年以来，石家庄市从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出发，通过技术改造、引进推

广高效、节能、节水、无污染或少污染新工艺新设备，大力开展。三废一的综合

利用，有效进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工作，．对减少资源流失和浪费，减轻污染起到

一定作用。．电镀行业是环境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源，推广逆流漂洗的工艺后，达到

基本不排放电镀污水，基本杜绝了电镀污染，使石家庄市成为无电镀污染的城市，

1990年获得国家荣誉奖励。石家庄化肥厂建成污水生物净化塔，处理后的污水回

用到生产上，大大节约了生产用水；热电厂的粉煤灰的出路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个

难题，石家庄市建材二厂的科研人员研究成功利用电厂粉煤灰生产无水泥粉煤灰

加气建筑用板材，1985年至1990年利用粉煤灰5000吨，获利50万元，从“三

废?的综合利用出发，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既治理了环境污染也充分利用

了资源，得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同步增长效应。

石家庄市组织有关研究单位和企业科技人员广泛开展了关于防治环境污染保

护生态环境的研究。至1990年立题研究的课题共61个，完成了57项并通过技术

鉴定。完成的课题中，41项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石家庄市区环境质量评价及污

染防治途径研究》课题，是石家庄市首次进行的市区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及保护对

策的大型研究课题，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基础性环境研究。该项研究为本市环境保

护管理和污染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获得1982年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由机

电部北方设计院环保所承担的搿离子交换法处理氰化镍铜锡合金废水并回收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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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课题，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该成果已在北京、广东等地污染治理中广泛应

用。与此同时，石家庄市还同国内外专家就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石家庄市至1990年已有河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机电部北方设计院环保研究

所，兵器工业部54所环境保护研究所、石家庄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环境研究单位，

承担着各类环境研究课题。河北轻化工学院设有环境保护系，每年都向社会培养

和输送一批环保专业人才。石家庄市拥有这些科研单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极

其宝贵的财富，是本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希望所在。

石家庄市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环境优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基础雄厚，铁

路，公路、航空交通四通八达，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石家庄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是高瞻

远瞩的科学决策。
。‘

现代化大都市，除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上的特殊要求外，清洁、安静、

舒适的环境和优美的市容市貌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为适应现代化城市的要求，保

护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石家庄市从实行城市发展的综合规划和建设入手，开始

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使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城市风

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具有了大都市的基本风格。为了使市区容貌更加优美，为快

节奏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休闲雅境，增加市区清洁水面，市政府已投资对东明渠

进行了改造，实行清，污水分道捧放，将清洁工业排水排入东明渠，使东明渠水

变成一条可供人们观尝和娱乐的清水渠，根据城建部门规划，东明渠畔在不久的

将来可望成为人们间暇、假日向往的好去处。。

石家庄市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适应城市的发展，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采取的

环保、绿化、美化的措施或建设规模也是令人欣慰的。有理由相信，石家庄市很

快就会成为中外人士向往的国际性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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