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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2019 年以来，在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溧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溧阳市生态环境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三大保卫战为中心，以全域监管为基础，以严格执法为手段，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区域环

境质量，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环境质量状况 

（一）环境空气质量 

1、环境空气 

2019 年，溧阳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

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分别

为 40 微克/立方米、66 微克/立方米、8 微克/立方米和 32 微克/立

方米；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浓度分别为 1.5 毫克/立方米

和 166 微克/立方米。全市空气质量达到Ⅰ级（优）的天数为 66

天，达到Ⅱ级（良）空气质量的天数为 214 天，整体优良率 76.9%

与上年相比，空气质量优良率增加 1.8 个百分点，中度污染以上

天气减少 15 天，其中重度污染减少 7 天。 

2019 年，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43，同比下降 0.46。除

可吸入颗粒物外，其余五项污染物的污染负荷比同比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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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在 0.2~1.2 个百分点之间。可吸入颗粒物污染负荷比同比上

升 2.8 个百分点。 

与上年相比，二氧化硫浓度下降 27.3%；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同比下降 6.8%，二氧化氮和臭氧浓度同比也呈下降趋势。仅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同比增加 10%。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日均值超标率

为 0，其余四项污染物日均值超标率同比均有下降，降幅在 1.3~8.2

个百分点之间，臭氧日均值超标率降幅最为明显。 

2、酸雨 

2019 年，溧阳市区全年降水 pH 年均值为 5.80，酸雨发生频

率为 20.5%，酸性降水主要集中在 2 月、4~5 月。与上年相比，

降水 pH 值由 6.04 降至 5.80，酸雨频率上升 7.7 个百分点，说明

溧阳市酸雨污染问题有所加重。另一方面，降水中阴离子以硫酸

根离子和硝酸根离子为主，分别占电荷总数的 35.1%和 40.2%。

与上年相比，降水中硫酸根离子所占电荷比例下降 5.1 个百分点，

硝酸根离子电荷比例上升 11.9 个百分点并超过硫酸根离子，降水

性质进一步向硝酸型转变。 

（二）水环境质量 

1、主要河流 

2019 年，溧阳市主要河流水质整体状况为优，所监测的 8 条

河流（丹金溧漕河、北溪河、南溪河、常溧河、南河、芜太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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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芳河和大溪河）8 个断面均符合Ⅲ类水质，占断面总数的 100%，

且均达到 2020 年相应功能区水质目标。与上年相比，河流 4 项常

规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下降

10.0%、13.1%、30.4%，总磷浓度上升 1.3%。 

2、湖库 

2019 年，沙河水库、大溪水库水质均符合地表水Ⅱ类水标准，

水库水质类别保持不变，总体水质为优，营养状况均为中营养；

与上年相比，沙河水库综合营养指数上升 4.6%，大溪水库综合营

养指数上升 15.2%。 

3、“水十条”考核 

2019 年，溧阳市 6 个“水十条”考核断面均达到年度水质考

核目标，达标率为 100%。其中，潘家坝、杨巷桥、塘东桥、前

留桥等 4 个断面达到河流Ⅲ类水质标准；大溪水库湖心、沙河水

库库中等 2 个断面达到湖库Ⅱ类水质标准，水环境总体状况为优。 

4、饮用水 

2019 年，溧阳市两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总量为 4803

万吨，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五个乡镇饮用水源地水质均

符合地表水Ⅲ类水标准，水质状况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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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内河 

2019 年，城市内河（丹金溧漕河和平桥断面）水质符合地表

水Ⅲ类标准，水质状况为良好。 

（三）声环境质量 

1、功能区噪声 

2019 年，溧阳市 7 个功能区噪声昼、夜间等效声级达标率为

100%；与上年相比，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基本不变，保持较好状态。 

2、区域环境噪声 

2019 年，溧阳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平稳，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 55.2dB(A)。与上年相比，56～60dB(A)声级范围增加了 4 个网

格点，61~65dB(A)声级范围减少了 5 个网格点，66～70dB(A)声

级范围增加了 3 个网格。环境噪声声源构成中生活源所占比例最

高，其次分别为交通、工业和施工类声源。 

3、道路交通噪声 

2019 年，溧阳市昼间交通干线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

68.5dB(A)，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0.1dB(A)，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

为二级，处于较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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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环境质量 

2019 年，溧阳市县域河流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处于Ⅱ~Ⅲ类

的情况占 50.0%，饮用水源地全年各项水质指标均达到Ⅲ类标准。

村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56 天，占比 93.3%，细颗粒物和可

吸入颗粒物存在日均浓度超标现象。10 个土壤环境监测点位质量

均达标，达标率 100%。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仅下半年存

在超标现象，超标率 16.2%，超标因子主要为氨氮。生态状况指

数为 65.3，整体生态状况良好。 

2019 年，全市县域农村环境状况指数为 80.2，评价结果为良

好。结合生态状况指数，溧阳市环境综合指数为 74.2，属良好级

别。与上年相比，溧阳市县域农村环境综合情况总体维持稳定。 

（五）土壤环境质量 

2019 年，对溧阳市溧城镇小山头中大建材周边 3 个土壤点位

开展例行监测。参照《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 15618-2018）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除了重金属镉外，

其他元素均达标。 

三、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2019 年，溧阳全市企业的废气平均达标率为 97.8%。废气重

点监控企业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达标率为 100%，同

比持平；颗粒物（烟尘）达标率为 90.3%，同比下降 9.7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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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废水平均达标率为 77.4%。废水重点监控企业主要污染物化

学需氧量达标率为 87.1%，同比上升 7.1 个百分点；氨氮达标率

为 96.8%，同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总磷达标率为 96.7%，同比下

降 3.3 个百分点；总氮达标率为 92.9%，同比下降 7.1 个百分点。

14 家入河排污口企业监测，达标率为 92.3%，其中氨氮、总磷和

总氮达标率均为 100%，化学需氧量达标率为 92.3%，全年共完成

14 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企业的监测，监测指标为非甲烷总烃、甲

醛 2 项指标，达标率均为 92.9%，同比下降 7.1 个百分点。 

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2019 年以来，溧阳市生态环境工作以三大保卫战为中心，以

全域监管为基础，以严格执法为手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各项工作顺利推

进。具体举措如下： 

（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复核调整。调整完善红线范围，落实

生态保护红线边界。调整后，溧阳市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共 16

个，面积为 405.11 平方公里（含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9 个，

78.86 平方公里）。 

二是推进生态文明创建。落实上黄镇省级生态文明示范镇和

社渚、别桥、上兴和南渡 4 个镇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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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2 个常州市级绿色学校绿色创建，天目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中心已成功命名市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 

三是推进生态绿城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新增造林 2500 亩

已完成，恢复湿地 500 亩，27 个关闭矿山宕口修复工程已完成 17

个。 

（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富

春江热电和弘博热电实现稳定超低排放，金峰、天山、扬子 3 家

水泥厂 12 条生产线完成深度脱硝改造，申特钢铁基本完成全流程

超低排放改造。工业企业废气深度治理，对全市 36 家铸造企业开

展深度治理，12 家企业燃煤工业窑炉实施清洁能源改造或提标整

治。挥发性有机物提升整治，完成 16 家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重污染天气防范应对，更新应急管控清单，协调镇

区和住建、城管、交运等部门全面开展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二是着力打好治水升级战。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有序推进

《天目湖水源地保护实施方案（2017-2019 年）》三年行动计划“五

大类 15 项”工程。修编《溧阳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

急预案》，探索建立天目湖生态容量评价机制。推进城乡水环境整

治，完成溧阳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新建污水管网 20 公里。投资

3.8 亿元新建南渡、社渚、花园 3 个污水厂，改造埭头污水处理厂，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9 万吨/日。完成 680 个规划发展村庄污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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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7 个撤并乡镇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理。深化太湖水污染

防治，建成一艘多功能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船，推进盛康、南渡

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工程建设。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完成 22

个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 

三是扎实推进固废清零战。完成 27 个小区、5 个单位、34

个行政村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溧阳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发电水

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已建成。开展危险废物“减存量、控风险”专

项行动，督促处置危废 13000 多吨，年底全市危废库存 700 多吨，

完成上级削减任务。前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6

万吨/年项目土建工程已建成。完成全市 359 家重点行业企业基础

信息采集上报，推进 11 家常州市级以上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完善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 29 家企业

开展初步采样调查。实施社渚镇宜巷化工厂原厂址地块污染场地

环境风险管控，完成管控方案设计。 

（三）加强日常环境执法监管 

一是强化源头管控。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和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源，全年共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审

批 237 个，其中报告书项目 9 个、报告表项目 228 个；中关村及

别桥等 6 个镇区工业集中区取得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环境影响登

记表网上备案 2623 个。全面核发排污许可证，组织相关行业开展

填报培训，全年发证 160 余家。 



 

9 

 

二是规范执法行动。及时更新污染源日常监管动态信息库，

加大对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环境风险等级高等情

况的污染源随机抽查力度和密度。全年累计“双随机”抽查企业

210 家，其中重点排污企业 40 家，建设项目 10 家，一般排污企

业 160 家。开展大气专项执法检查、太湖安全度夏专项执法行动、

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环保专项执法专项行动等，加强对重点区域、

重点流域和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管。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11105 人

次，检查企业 5226 厂次，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337 件。 

三是加强部门联动。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公安

部门开展环境问题多次联动执法；与国网溧阳电力公司对红黑榜

企业开展环保信用联动，实施惩罚电价。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同步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合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年共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181 份，总处罚金额 1214.576 万元，按日计

罚案件 2 起，对 16 家单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 家单位限产停产，

13 家单位进行查封，移送涉嫌行政拘留案件 11 件、刑事案件 1

件。 

（四）实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一是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中央

督察组交办我市信访问题 22 件，目前 19 件上报整改销号；省督

察组交办信访问题 32 件，目前 31 件上报整改销号。中央和省督

察组反馈意见涉及我市的其他 47 个问题（中央 9 个、省 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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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编制整改方案，目前有序推进中。 

二是 2018-2020 年人大审议突出环境问题整治清单问题。其

中省清单涉及我市问题 2 个，常州清单涉及我市问题 14 个，我市

自我摸排问题 16 个，已全部编制整改方案，目前按时序进度推进

中。 

三是省“提质帮扶”帮扶反馈问题。8 月 29 日，省攻坚办向

常州市反馈了“提质进位”治污攻坚专题帮扶反馈意见。截至目

前，我市涉及的 15 个交办具体问题已编制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其中 10 个已完成整改，5 个

正在推进中。 

（五）提升环境监控监测能力 

一是建设镇区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在全市各镇新建小型空气

自动监测站 10 个，并布设 10 个降尘罐，每月对各镇环境空气质

量和降尘情况进行监测，实施排名通报，有效开展空气质量监测

预警。 

二是推进水质自动站建设。组织实施常州市“十三五”水环

境自动监测站网建设规划，在四条主要入城河道新建歌二站、新

村枢纽站、新基桥站、蒋店桥站水质自动站，省考断面大溪河前

留桥水站站房及配套工程年内将完成建设。2019 年 9 月 23 日，

牵头建设的胥河落蓬湾水站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全国首批“最美

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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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化科技支撑。启用 3D 激光雷达，24 小时不间断监测

空气自动站周边 5 公里半径范围内颗粒物排放源情况。安装车载

颗粒物监测系统，走航监测市区主要道路颗粒物污染状况。建设

2 套柴油车遥感检测设备，对城市交通支干道行驶车辆进行排气

污染在线非接触测量。租用 60 个“蓝天卫士”高空视频实时监控

系统，对高铁、高速、国道省道等主要道路沿线，以及农田密集

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和抓拍，助力夏秋两季秸秆禁烧巡查。 

四是创新执法监管。加强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建设，用足用

好自动监控数据，充分发挥自动监控系统的环境执法前哨兵作用。

开展国控、化工、医药、水泥等重点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用电监控

安装，实施用电实时监管，提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