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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水环境污染有所改善 质量形势依然严峻

 

2012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并落实《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从多个层面加快我国水环境治理工作。从6

月4日环保部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来看，在多方的努力下，水环境有所改善，但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总体为轻度污

染，水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 

流域水体水质有所提升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

类、Ⅳ～Ⅴ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比2011年增加7.9%，Ⅳ～Ⅴ和劣Ⅴ

类比例则较2011年分别降低4.4%和3.5%。 

十大流域中，珠江流域、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水质为优；长江、浙闽片河流水质良好；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流域水

质轻度污染；海河流域水质中度污染，其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不足40%。  

湖泊（水库）富营养化有所改善 

2012年，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湖泊（水库）比例分别为61.3%、27.4%和

11.3%。国控大型淡水湖泊中，包括滇池在内的7个湖泊为重度污染。 

除密云水库和班公错外，国家对其他60个湖泊（水库）开展了营养状态监测。其中，中度富营养状态、轻度富营养状态和

中营养状态湖泊（水库）比例的比2011年分别提升1.0%、27.8%和11.5%，水质富营养化状况有所改善。 

地下水污染加剧 

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

57.3%。与上年相比，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增加2.3%，地下水污染形势加剧，在有连续监测数据的4677个水质监测点

中，水质呈变好趋势的点17.0%；呈稳定趋势的占63.6%；呈变差趋势的占19.4%。 

饮水安全工作稳步提升 

2012年，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共监测387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其中地表水源地240个，地下水源地147个。环境保

护重点城市年取水总量为229.6亿吨，服务人口1.62亿人，达标水量218.9亿吨，水质达标率为95.3%，与上年相比，上升4.7个

百分点。 

对于农村饮水安全工作，2012年国家分四批计划下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资金431.6亿元。截至去年年底，已解决7000多

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并在开展了全国部分省（区、市）农村生活排水和水源地保护调查评估，对农村饮用

水源地保护、饮用水源管理、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处理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 

虽然2012年，我国攻克了一批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关键技术和流域及水体生态修复关键技术，构建了环境基准体系和技术平

台，实现了城市污水处理从一级B标准到一级A标准的技术突破，突破了微污染原水净化关键技术，创新了流域水环境监管模

式，培育了新兴环保产业。然而就目前的污染形式而言，我国水污染防治形势仍任重而道远，而关键在于今后的发展不能再就



环保论环保，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正如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所言，“我们已经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

环境代价，目前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源：中国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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