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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生态质量连续两年为良
50个县（市、区）生态质量等级为良

郑州将建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
到 2024 年，全市地下水“双源”调查总体完成

394个县级城市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排查要注意什么？
专家建议排查应做实、做细、做巧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
环境部等4部委日前印发《深
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实施方案》，为县级城市划定
了目标任务：县级城市政府要
完成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统
一公布各城市黑臭水体清单、
黑臭水体位置图（附城市建成
区范围图）、河湖长、主责部门、
计划达标期限。

我国拥有县级以上城市
691个，其中县级城市有394
个，占了一多半。为了能制定
行之有效的方案，确保后续的
治理成效，394个县级城市应如
何在前期把黑臭水体排查做扎
实？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上海市
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唐建国，就排
查内容提出思考与建议。

把目光从“过高出水标准”转移到“管网建设”上
如果排查不“实”，治理方案就会“虚”

资讯速递

分类科学施策精准高效治污

深圳宝安创新引领“气质”提升

临沂临港区加强VOCs监管
助力夏季臭氧污染防治

安徽首座浮台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
系生态环境部门和水利部门共建

排查黑臭水体有哪些窍门可用？
唐建国提出了以下建议：要从有污水直

排的排水口查起；要从淹没在水下的排水口
查起，查清有无倒灌、外水入渗和清污不分；
要从居住小区查起，查清雨水混接情况；要从
进水浓度低的污水处理厂查起；要从表面就
很肮脏的雨水口查起，查清道路雨水收集口
是 否 存 在 收 集 路 边 餐 饮 、大 排 档 、垃 圾 站

（桶）、洗车等污水的问题；要从黑水潺潺的山
水渠涵查起，查清是否有污水接入，沟渠末端
是否接入了城镇排水管道系统；要从雨天出
流严重的雨水口查起，查清是否积泥，清通养
护是否到位；要从旱天满流的排水管查起，避
免雨后黑臭发生……

唐建国表示，可以把井盖打开看一看，画

出城市管网的“彩超图”。“打开井盖后如果发
现，这些污水管、河流管、雨水管旱天都是满
流的，那么一定存在问题。旱天污水管道应
该是非满流状态，合流管应处于低水位，雨水
管应该是无水流状态。如果它们都是满的或
者过高，管里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用
红线把旱天满流的管道标注出来；用其他颜
色画出来没有满的管道，最终形成‘彩超图’，
为后续进一步排查提供关键点。”

他还建议，在 CCTV 检测之前，可先检
测管道污水的浓度。“比如说一条 500 米的管
道 ，管 径 300，起 端 COD 浓 度 达 87.29mg/L,
末端 COD 浓度为 46.7mg/L，就能初步判断
管道这一段地下水入渗严重，这就能为后续
安排 CCTV 检测找到重点。”

城市黑臭水体的排查及成因
分析，是制定好治理方案的前提。
因而排查绝不能走过场，应付了
事，否则就不能为正确的治理方
案提供第一手真实有效的资料，
就不能有的放矢，也很可能导致
治理完的黑臭水体将有再返黑返
臭的风险，大量的投资成本也容
易“打水漂”。

“ 排 查 一 定 要 查 出 真 实 的 问
题，还要查出真实问题产生的原
因，更要保障排查成果的质量。”唐
建国告诉记者，“如果排查不真实，
之 后 的 治 理 实 施 方 案 就 一 定 是

‘虚’的，发挥不了应有作用。因此
各级市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效
组织，牢牢把住黑臭水体排查的

‘质量关’。”
唐建国将此次黑臭水体排查

称之为“大排查”。他解释，之所以
这么叫是因为此前并未针对排水
管道进行系统的调查、检测，因此
更应该把握这次时机，系统进行排
查。在内容上应该涵盖排水口、倒

灌、山水渠涵、混接、排水管道基本
信息及缺陷等一系列调查；还应囊
括水体底泥、水文水质甚至管理队
伍及相关机制的基本情况，而且应
涵盖到雨水排水管道及设施。

“所以‘大排查’不等于排水管
道检测，它的内涵应该更丰富，不
能用后者替代前者。”唐建国说。

城市管网不仅是城市的里子，
也是城市的血管，我国城市地下管
道规模巨大，仅排水管道总长度就
超过 70 万公里，年久失修问题普
遍存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排水
管道不仅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腐
蚀、开裂、沉降等问题，一些管道更
是淤堵死的“血管”，成为城市黑臭
水体产生的“诱因”之一。

在排查前，唐建国建议应首先
当好“清道夫”，疏通排水管道。他
表示，“排水管道畅通是排水管道
有运行质量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的
检测才有意义。要检测就应先降
低水位、疏通管道，这是排水管理
单位的职责所在。”

黑臭水体排查任务应细化再细化
关键是看有没有污水直排、外水入渗点和外水性质

我国城市地下管道规模巨大。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排水管道成为城市黑臭水体产生的“诱
因”之一。 本报记者邓佳摄

排查对象是城市列入清单的
黑臭水体流域范围内的排水设施
和水体。唐建国认为，排查的关键
是看有没有污水直排、有没有外水
入渗点和外水性质。

他指出，首先要调查排水口，
具体可以参考 2016 年《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查

井治理技术指南（试行）》这份文
件，看看是否存在旱天出流排水
口、雨天出流严重的排水口，还要
查查水体水质和有没有河水倒灌
的排水口。

“对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也
应该进行调查，因为从这个指标入
手，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整个污水收

用好巧方法，排查也可事半功倍
排查中有一些窍门，可避免走弯路

蓝天之下，宝安湾畔，超级摩天轮高
耸入云，滨海文化公园繁花似锦，滨海廊
桥游人如织。“宝安蓝”已经成为广东省深
圳市宝安区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近年来，宝安区坚持理顺工作机制、
分类科学施策、精准高效治污、强化社会
宣传，全方位推进蓝天保卫战，大气环境
质 量 实 现 精 彩 蝶 变 。 2021 年 ，宝 安 区
PM2.5 平 均 浓 度 为 19 微 克/立 方 米 ，相 比
2017 年大幅下降 41.9%；空气质量优良率
从 2017 年的 84.1%大幅提升至 94.0%。

理顺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深入
研究，着手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
推进、一体考核的大气治理工作机制。

宝安区在全市率先成立大气工作领
导小组，2020 年进一步升级为大气污染
防治指挥部，由区委书记和区长任双总指
挥，将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交警等
部门和各街道等列为成员单位，全面实行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属地责任制”的工作机制。

每年年初，宝安区结合专家智囊综合
研判，制定出台大气工作“1+N”系列方
案，细化目标任务，强化协同作战。每月
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通报问题，调整工

作方向。创新实施大气专项考核，将考核
结果纳入各单位绩效考核和生态文明考
核，并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及奖惩
任免的重要依据。

经过几年的运行完善，宝安区大气治
理工作机制愈加成熟，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奠定了坚实的组织根基。

分类科学施策，逐一攻克难题

“针对突出大气污染问题，宝安区各
单位通力合作，迎难而上，抓实落细治污
措施，攻克一块块‘硬骨头’。”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局长赵胜军说。

针对尾气污染问题，宝安区对症下
药，大力推动绿色交通发展，公交车、出
租车全面实现电动化；大铲湾码头率先
实现 100%岸电泊位覆盖率，成为华南首
个岸电全覆盖的集装箱码头；联合深圳
机场集团共建“绿色机场”，APU 替代设
施在“应用尽用”原则下全面实现 100%
使用，碳排放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标准。

面对近万家涉气排放工业企业，宝
安区不畏“小马拉大车”的困境，综合利
用 第 三 方 辅 助 排 查 、专 家 帮 扶 指 导 、加
强执法检查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实施

“一企一策”销号式整治；创新实施“绿、
蓝、黄、红 ”四 牌 制 度 ，对 企 业 进 行 分 类
管理。

针 对 扬 尘 监 管 难 题 ，宝 安 区 将 400

多个在建工地全部纳入日常监管，定期
通报和曝光“十差工地”；针对泥头车运
输渣土污染道路问题，定期开展泥头车
联 合 执 法 检 查 ，并 推 动 污 染 溯 源 ，实 现
了“泥头—泥途—泥尾”的全流程监管；
综合利用机扫、冲洗、喷雾等多种手段，
强化全区市政道路清扫保洁，恢复道路

“本色”。
同时，宝安区积极创新推动难点问

题 解 决 ，针 对 汽 修 企 业 小、散、乱、污 问
题 ，在 全 市 率 先 建 成 9 家 喷 涂“ 共 性 车
间”，为行业集中高效治污开创了先河；
在此基础上，以深圳大兴丰通雷克萨斯
汽车经销店为试点，进一步探索减污降
碳 、协 同 增 效 的 新 思 路 ，获 得 全 国 首 张
汽车经销店碳中和证书；针对非道路移
动 机 械 流 动 性 大 的 监 管 难 题 ，首 创“ 环
保码”分类管控并成功在全市推广。

织密管控网络，精准高效治污

“ 近 年 来 ，宝 安 区 投 入 重 金 建 成 完
善 的 大 气 监 测 网 。 有 了 发 现 问 题 的 眼
睛 ，才 能 真 正 做 到 科 学 治 气 、精 准 防
控 。”深 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宝 安 管 理 局 副
局长苏媚说。

宝 安 区 持 续 推 动 大 气 监 测 能 力 建
设，在全市率先完成“一街道一空 气监
测 站 ”建 设 。 2018 年 进 一 步 建 设“ 一 社
区 一 微 型 监 测 站 ”，形 成 1 个 铁 塔 垂 直

站、10 个街道标准站、190 个微型站的立
体化、精细化监测网。依托“大气管家”
系统，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
体系，形成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
一 时 间 预 警 、第 一 时 间 处 置 ”的 闭 环 工
作模式。

2020 年，宝安区进一步升级精细化
监 测 ，建 成 首 个 区 级 大 气 组 分 监 测 站 ，
通过对 PM2.5 和 VOCs 组分的解析，实时
掌握污染源的构成变化，动态调整重点
管 控 对 象 ，为 全 区 精 准 治 污 再 添 强 力
支撑。

宝安区还将大气监测、污染源监测
等 信 息 进 行 集 成 ，建 立“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智 能 管 控 系 统 ”，全 面 提 升 涉 气 污 染 源
的智慧化管控水平。

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共治合力

近年来，宝安区秉承“共建、共治、共
享”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积极引导企业
和市民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树立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

2020 年以来，宝安区策划开展了“我
的宝安蓝朋友”大气系列宣传报道，通过
推文、短视频、一图读懂等灵活表现形式
开展宣传，在“滨海宝安”微信公众号、深
圳新闻网等累计发布 35 期，点击阅读量
超百万次，荣获“2020 年深圳年度融媒体
优秀传播范例”等荣誉称号。

集系统外水入渗的程度，还要包括旱天、雨天
水量变化和溢流量调查。”唐建国同时以图片
举例，如果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污染物浓度没有

“心跳”，进水水质基本恒定在一条直线上，就
可以判断它的进水浓度有问题。

对城市排水管道进行调查。有的城市面
对排水管网雨污不分的情况，雨水管里有污
水，污水管里有雨水，所以先要调查排水管道
的功能性缺陷，比如有没有淤堵、积泥、满管
流等，在消除了功能性缺陷的基础上，一定要
采用 CCTV 检测（管道视频检测）再查结构
性缺陷，特别是地下水入渗点或者污水外渗
点。唐建国强调，“CCTV 检测的前提是管道
实现‘空管’，如果不解决管道积泥、封堵问
题，就没办法做结构 CCTV 检测，这就是为
什么要进行预处理的原因。”

另一个是混接调查。以往调查中，大家
都把目光集中在居住区，唐建国提醒，“要重
视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排查。”他以上海市举
例，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上海有 44%的混接点
出现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占混接点数比例最
大，24%的混接点出现在路边小店，而出现在
居住区的仅占 15%。

唐建国表示，不仅要查雨水落水管“立
面”混接，还要查地面管道“平面混接”。他举
例说，“就立面混接而言，我们非常熟悉的就
是比如居民阳台上洗衣机的水接到落水管，
而实际上，很多已经采取分流制的小区发生
的更严重的混接，是自身污水管道管养不到
位，污水管发生淤堵，就把污水管道接到雨水
管里去，虽然小区污水从此不再冒溢，但结果
是搞混接了。”同时，他建议混接调查不要“单
打一”，可以把混接调查与外水入渗调查相结
合。在进行问题调查时，要有图、有位置、有
数据、有说明。

对于山区城市、丘陵城市，还要重视山水
渠涵纳污调查。唐建国解释，“这些城市的山
水渠（河道）功能原本是排泄山洪水、山泉
水。但是随着城市发展，这些山水渠存在不
同程度的被‘侵占’现象，把污水排到里面，导
致下游水体‘又黑又臭’，因此也需要调查清
楚。”

唐建国认为，还要进行雨水收集口排查，
水体底泥以及水体水文参数、管理队伍等多
项调查，要对现有排水系统能力进行核算，编
制好排查报告。

◆本报记者刘晶 实习生陈丹丹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记
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获
悉，其牵头编制的《郑州市地下水
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由郑州
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

记者了解到，依托地下水污
染防治和地下水保护方面的工作
基础，郑州市参与生态环境部组
织召开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
筛选专家评审会，获批国家“十四
五”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
资格。

为全面指导地下水污染防治
试验区建设，郑州市人民政府印
发了《郑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
验区建设实施方案》。试验区建
设时限为 3年，即从 2022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

《实施方案》指出，借助试验区
建设，郑州市将不断探索地下水污
染防治新方法、新思路，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郑州
模式。到 2024年，全市地下水“双
源”调查总体完成，地下水污染防
治重点区和县级及以上集中式地
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得以划
定，沿黄区域内的化工、垃圾填埋
场等重点行业的地下水环境风险

得到基本管控，地下水污染防治制
度创新初见成效，地下水环境管理
体系基本建成，形成一批地下水污
染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方面的
管理、技术、工程模式，完成全国地
下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创新的示
范试验区建设任务。

试验区建设包括 6项任务，即
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
开展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开
展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
分和保护、实施“地表水—土壤—
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开展地下
工程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探索，以
及地下水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和经
济政策的探索创新。

记者留意到，围绕郑州市地
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任务，

《实施方案》还设置一级指标 6个、
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19个。

郑州市将积极争取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金支持，主动引进第三
方社会机构或资金参与，高质量
谋划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推动
地下水重点项目实施。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将进一步
指导帮扶郑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
试验区建设，为全国地下水污染
防治工作提供示范。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
道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日
前召开的“2021 年河北省生态环
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
年，河北省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
提升，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退后
十”成果显著，白洋淀流域水质实
现Ⅲ类目标，全省生态环境状况
指 数 为 57.35，同 比 增 长 1.66，生
态质量连续两年为良。

2021 年，河北省环境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全省 6 项大气主要
污染物浓度同比均明显下降，其
中 PM2.5 下 降 15.3% 、PM10 下 降
13.6%、二 氧 化 硫 下 降 23.1%、二
氧化氮下降 8.8%、一氧化碳下降
26.3%、臭 氧 下 降 7.4%。 水 环 境
质量持续向好，全省 127 个地表
水国考断面中，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质断面的比例为 73.0%，同比
升高 6.8 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
体；全省近岸海域国家考核点位
海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河北省全面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实 现 稳 中 有
升。2021 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
况指数为 57.35，生态质量等级为
良；全省 11 个设区市中承德、秦
皇岛、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和唐
山市生态质量为良，首次实现个
数过半，其中张家口、石家庄和唐
山市首次由一般提升为良，其余
设 区 市 为 一 般 。 全 省 167 个 县

（市、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分布
在 37.11～68.62 之 间 ，生 态 质 量
等级为良的有 50 个，占全省总面
积的 54.36%，同比提升 3.49 个百
分点。

本报记者潘骞蚌埠报道 为
推进现代水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实
现设施共建、信息共享，安徽省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日前在蚌埠市五
河县组织召开了生态环境、水利部
门共建水质自动监测站验收会。

安徽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及
合肥、蚌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
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与参会代
表，实地查勘了浮台水质自动监
测站建设及系统运行情况。专家
组听取了承建单位对项目建设情
况的汇报，现场观看了水站数据
软件传输（平台）有关功能演示，
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过讨论

和质询，验收组认为这一项目仪
器、设备型号、数量及性能满足招
标文件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和水利
部门共建的浮台水质自动监测站
已正式运行，将连续自动监测分
析常规五参数、氨氮、高锰酸盐指
数、总磷、总氮等 9 项指标，实现
水样采集、分析、数据传输、预警
分析等功能，并将水利部门的水
位等数据连入水站数据平台，为
客观评价沱湖流域水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制定沱湖流域生态环境
管理决策及支撑沱湖流域跨界水
体水质预警提供重要支撑。

本报讯 山东省临沂市生态
环境局临港分局日前组织全区
25 家加油站，邀请相关专家开展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专题培训，聚
焦加油站 VOCs 突出问题整治与
治理技术等内容，提升加油站环
境管理和污染治理水平，助力夏
季臭氧污染防治。

临港分局结合全市挥发性有
机物产生重点行业领域，以工业
园区、企业集群和重点企业为重
点执法对象，对加油站、石化、有
机化工等涉 VOCs 排放的重点行
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采用
现场执法、非现场执法和帮扶指
导相结合的执法检查模式，严格
执法监管。

通过政策解读、送策入企、聘
请专家授课、现场授课等方式，临
港分局开展加油站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重点企业排污许可证专项

培训等，详细解读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提升企
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临港分局全面检查有组织和
无组织排放企业、储油库、汽油油
罐车、加油站等单位。对无证排
污、未按证排污、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不满足措施性控制要求的企
业，临港分局综合运用按日连续
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
段，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并采用清
单式记录、闭环式督促的方式逐
一责令整改和查处。

临港分局运用在线监测、用电
监控等技术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
检查，利用大气监测走航车，巡查
VOCs排放源头，实时监测溯源，动
态监测大气中 VOCs的浓度,快速
锁定违法违规排放疑似企业，实现
企业、园区污染源的精细化排查和
监管。 董若义 刘格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