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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环境质量状况

一、空气环境

（一）总体状况。

2014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82天，同比增加22天，达标

天数比例为77.5%，同比增加6.3个百分点，其中优61天、良221天、轻

度污染67天、中度污染14天、重度污染1天，未出现严重污染。

（二）二氧化硫（SO2）。

全市SO2年平均浓度为17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比2013年下降15.0%。近5年（2010～

2014年）监测数据表明，广州市SO2年平均浓度逐年下降。



（三）二氧化氮（NO2）。

全市NO2年平均浓度为48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0.20倍，比2013年下降7.7%。近5年

（2010～2014年）监测数据表明，广州市NO2年平均浓度呈总体下降趋

势。



（四）可吸入颗粒物（PM10）。

全市PM10年平均浓度为67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比2013年下降6.9%。近5年（2010～

2014年）监测数据表明，广州市PM10年平均浓度基本保持稳定。

（五）细颗粒物（PM2.5）。

全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49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0.40倍，比2013年下降7.5%。

（六）臭氧（O3）。

全市O3日最大8小时均值超标率11.5%，比2013年上升2.5个百分

点。

（七）一氧化碳（CO）。

全市CO日平均浓度范围为0.2～3.8毫克/立方米，均达到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年平均浓度为1.0毫克/

立方米，与2013年持平。

（八）酸雨。



2014年全市降水pH值为5.21，比2013年下降0.13个pH单位，酸雨

频率为40.5%，比2013年增加16.8个百分点。

二、水环境

（一）饮用水源地水质。

全市10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

100%。

（二）江河水质。

全市主要江河水质总体良好，66.1%的省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省

控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86.9%，未达标断面主要分布在珠江

广州河段西航道和后航道。

珠江广州河段年平均水质保持Ⅳ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溶解

氧，21项水质评价指标中19项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

类标准。



东江北干流、增江、沙湾水道、蕉门水道、洪奇沥水道和流溪河

从化段水质优良。流溪河白云段和白坭河水质较差。

（三）主要河涌水质。

每月定期发布水质监测信息的60条河涌中，19条河涌达到或

优于Ⅴ类（其中17条河涌达到功能区水质目标），2条河涌连续8

个月均存在黑臭现象，28条河涌偶尔出现黑臭现象。劣Ⅴ类河涌

中，属劣Ⅴ类-1至劣Ⅴ类-5的河涌数量分别为7条、15条、5条、2

条和12条，未达Ⅴ类河涌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化学需

氧量，呈现明显的耗氧性有机污染特征。

（四）入海河口水质。

全市3条主要入海河流中，莲花山水道入海河口水质为Ⅲ～Ⅳ类，

洪奇沥水道入海河口水质为Ⅱ～Ⅲ类，蕉门水道入海河口水质达到Ⅱ

类，均达到或优于功能用水要求。



三、声环境

广州市城市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5.1分贝，比2013年上

升0.2分贝。影响区域声环境的主要声源构成为生活和交通，分别占

56.6%和26.6%。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8.9分贝，比2013年上升0.1

分贝。

四、辐射环境

全市辐射环境状况正常。

（一）环境电离辐射。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珠江广州河段放射性水平、Ⅰ、Ⅱ、Ⅲ

类放射源和乙级放射性工作场所周围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与历年相比

未见明显变化。

（二）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电磁辐射。

开展监测的移动通信基站天线周围环境敏感点电磁辐射水平低于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中的公众照射导出限值；开展监测的输变电设

施周围环境敏感点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低于《500kV超高压送



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中的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

第二章 措施和行动

一、强化全市环保综合决策机制

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决策，发挥市环保

工作领导小组平台载体作用，实行重大环保事项统一领导、统筹

推进的综合决策机制，实施“节能、蓝天、绿地、碧水、清洁、

低碳”等六大计划。深化大气治理、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固体废弃物处置 4个办公室的专项统筹功能。

二、“减煤、控车、降尘、少油烟”防治空气污染

5 月 9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动员大会，对 2014

年、2016 年前及 2020 年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修

订印发《广州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2014-2016 年）》，

以防控 PM2.5等污染为主要目标，部署 10 大防治行动、57 项具体

措施、8方面保障措施和 3000 多项具体任务。推进 PM2.5源解析研

究，于 2014 年 12 月 7 日通过环保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联合组织的“广州市大气颗粒物 PM2.5来源解析研究专家论证会”

评审。

7月 1日起全面执行国家新的火电行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推

动并完成全市所有42台燃煤机组及自备燃煤发电锅炉的脱硫脱硝



除尘升级改造。完成恒运电厂 9 号机组、华润电厂 1 号机组“超

洁净排放”改造，污染排放基本达到燃气标准；完成纳入市政府

十件民生实事的 1000 台燃煤、燃重油锅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工

作；天河、越秀、海珠、荔湾等中心城区完成“无燃煤区”建设。

对汽油车和柴油车实施国Ⅳ标准、燃气汽车实施国Ⅴ标准，

从 2014 年 1 月、7 月起分别推广使用国Ⅳ标准车用柴油及国Ⅴ标

准车用汽油；黄标车限行区面积达 528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

的 52%；在全国率先使用电子警察开展黄标车限行执法；出台鼓励

提前报废黄标车奖励政策，全年共淘汰黄标车及老旧汽车 8.7 万

辆。

制定实施《广州市加强建筑工地环保管理工作方案》，并在

天河区先行先试“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工作。探索实施扬尘排

污费征收管理制度，为 2015 开征建筑施工扬尘排污费夯实基础。

推动广石化公司在省内率先完成了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

修复（LDAR）示范项目，将 9 套设备 6.35 万个密封点纳入泄露

检测与修复监管，预计全年可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60吨。实施

《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 75 餐位以上中型餐饮

业户核发排污许可证，对通过环保验收的餐饮业户全部安装油烟

治理设施。

三、以流溪河保护为重点全面推进《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



制定《广州市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和《广

州市南粤水更清建设方案》，从 9个方面部署 46 项任务，以黑臭

河涌、广佛跨界水体整治为重点，实施 51 条河流河涌治理工程。

出台《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

明确综合整治目标、重点任务及相关法律责任，以最严格的要求

将流溪河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化饮用水源保护，

组织开展广佛跨界区域污染，打击污水偷排直排等多次专项执法

行动；完成全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实行 8 个城

市饮用水源地“一源一册”及纳入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 51 条河涌

“一涌一册”常态化管理；完成全市 170 块饮用水源保护区标志

牌建设。制定《流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和《流溪

河等广佛跨界河涌治理工程建设方案》，从 6个方面提出 23 项整

治任务。

7月 22 日，召开广佛两市四级河长参加的跨界河涌综合整治

联席会议，全面建立工作对接机制，联手开展跨界河涌综合整治。

广州、佛山两市环保部门开展珠江广佛河段 3 个阶段联合执法行

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制定实施《广州市南粤水更清精细

化监测工作方案》。今年 6 月，将河涌水质监测信息发布数量扩

大至 60 条（64 段）。对流溪河太平、李溪坝、汇入珠江前等 3

个断面及白坭河汇入珠江前 1 个断面开展水质连续监测；启动在

流溪河珠江西航道汇入口、李溪、太平、良口设置 4 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建设前期工作。



四、推进 200 多项工程建设完成总量减排任务

印发实施《广州市 2014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在 4

个方面落实了 17 条减排措施，完成了 249 个减排工程项目。

深化火电厂脱硫脱硝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全市火电企业已

全部建成脱硫脱硝设施，新增取消烟气脱硫旁路机组 1250 兆瓦，

平均综合脱硫效率达到95%以上，平均综合脱硝效率达到80%以上。

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全市现有 48 座污水处理厂，总处

理规模 471.18 万吨/日，污水管网 4405 公里，处理负荷 84.83%。

抓好畜禽养殖场污染综合治理，完成了列入计划的 20 家养殖场污

染综合治理设施建设，以及 11 个区的“禁养区”划定工作。预计

2014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3 年下降 1%、2%、1%和 1.5%，可完成省下达的减排目标任务。

五、源头控制为优化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城市，我市积极推

进《广州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 年）》编制工作，已编制

完成规划大纲并通过专家论证，初步构建广州市生态保护红线体

系。大力推动各战略性发展平台及电力、垃圾处理、港口等重点

园区、行业专项规划环评，助推高标准建设，从源头预防环境问

题。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提速率达 36.8%，对外

服务群众满意率连续五年保持 100%。2014 年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 2393 个，涉及总投资 3401.87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128.21



亿元；共批准竣工环保验收项目 1764 个，总投资 2153.76 亿元，

其中环保投资 45.73 亿元。否决环评 10 个、验收 98 个。5 月 21

日，广州市环保局首次向媒体开放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会议，

让社会各界深入了解我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情况。

六、实施多项措施坚决“向污染宣战”

强化司法、行政手段，以铁的制度、铁的手腕从严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市环保局连续 7 年联合市监察局对突出环境问题和重

点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受环境保护部委托，负责或参与起草《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案）配套的“查封扣押”、

“按日计罚”、“停产限产”等实施细则。

认真贯彻环境污染犯罪“两高”司法解释，会同公检法部门

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全年全市环保部门向

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及案件线索共 26 宗。出台《广州

市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八类主观故意且严重违法

的排污者纳入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全年公布两批共 33 家环

境违法“黑名单”企业。市环保局向各区印发环境监察任务书，

推进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建成环境监察综合移动执法系统，强

化对各区环境监管工作的稽查督导。

2014 年，全市环保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116879 人次，检查企

业 79494 家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3616 宗，处罚金额 6795

万元，妥善处理 17248 件次环境信访投诉，努力维护群众权益。



有效处置广澳高速黄阁段油罐车重油泄漏事故等40宗突发环境应

急事件，环境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七、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区域协同治理

印发实施《广州市 2014 年噪声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部署 29

项具体措施系统推进全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制定《广州市土壤

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推进国际金融城等地块污染场地调

查与修复工作。超额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重金属规划实施考核任

务。优化畜禽养殖区域布局，大力促进畜禽规模化养殖，推进“散

小乱”畜禽养殖场规范整治。强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会同佛山、

肇庆继续实施《广佛同城化建设环境保护三年工作计划》、《广

佛肇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2010-2020 年）》，实现广

佛肇三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时互查，建立广佛肇跨界环境污染

联合执法机制及三地监测预警与信息通报机制；与东莞共同推动

火电厂脱硝，整治区域空气污染；与清远共同整治乐排河——巴

江河沿岸污染企业，互通交界水质信息；与河源市签订环保合作

协议。

八、以“廉洁环保”为抓手推动全市环境保护能力建设

坚持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于全年环保工作始

终，作出加强作风建设 10 项公开承诺；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

18 个整改项目；抓好建章立制，新建制度 8项、修改完善制度 12

项；厉行勤俭节约，会议、文件、“三公”经费分别同比减少 18%、

20%、12%。推动“廉洁环保”建设，深入开展公共服务廉洁化试



点。推动市环保局执法监察机构完成环境监察标准化一级验收；

番禺、萝岗等 8 个区、县级市环保局完成一级或二级验收。动工

建设总投资 3.6 亿元的市环境监测与预警中心；市废弃物安全处

置中心一期工程成功投入运行。

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全年召开环境新闻发布会 8 次，向主流

媒体发布新闻稿件 44 篇，组织新闻媒体现场采访 7次，拍摄制作

环保电视专题片 4 部，发布环保政务微博 2318 条，办理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 35 宗。包括 10 个国控点在内的环境空气质量发布点

已达 31 个，在广州塔地面及 3个不同高度建成全国最高空气质量

自动梯度站，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