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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3年度崇阳县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良好。 

地表水环境质量：2023 年，全县共设有监测断面/点位 8 个，断面/

点位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Ⅰ-Ⅲ类水质要求

比例为 100%，水环境质量状况为优。与 2022年相比，全县主要地表水环

境质量总体状况无明显变化。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2023年，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23个，其

中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2个（含备用水源），“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 9个，“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2个，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及以上标准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 2022年同比无变化。 

环境空气质量：2023 年，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量标

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1.8%，较

2022 年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 6.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21，较 2022

年下降 0.6%。 

酸沉降：2023年，全县降水 pH值范围在 6.11-7.97之间，未出现酸

雨。 

声环境质量：2023 年崇阳县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夜间等效声级

质量等级评价均为“较好”；2023 年崇阳县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夜间

等效声级质量等级评价为“好”；2023年崇阳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等

效 A声级点次达标率为 100%，夜间等效 A声级点次达标率为 96.4%。 

生态质量指数（EQI）：2023 年，崇阳县生态质量指数为 74.0，生态

质量类型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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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质量：2023 年，崇阳县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土壤

均为“清洁安全”水平；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表 1 筛选

值第二类用地要求。 

农村环境质量：2023年崇阳县重点监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

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水达标率

100%，已整治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水质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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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

办法（试行）》（环办〔2011〕22 号）、《湖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

（鄂政办〔2000〕10号）和《咸宁市市区水功能区划分方案》（咸政发〔

2003〕31号）对崇阳县地表水进行水质状况评价。 

1.1 全县区域水环境质量 

1.1.1 监测点位、频次和项目 

2023年，对崇阳县 5条河流、1座水库进行了监测，共设置监测断面

（点位）8个，其中：河流断面 7个（国控断面 1个、省控断面 1个、市

控断面 5个），湖库点位 1个（省控点位 1个）。 

国控断面（点位）由国家生态环境部以采测分离方式进行监测，省控

断面（点位）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咸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监测，市控

断面由咸宁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监测。监测指标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表 1中基本指标（粪大肠菌群未监测），同时河流增测浊

度、流量，湖库增测浊度、透明度、水深和叶绿素 a。监测频次除了陆水

河洪下水文站使用自动监测设备每天 24 小时连续监测外，其余断面（点

位）均为每月监测 1次。 

1.1.2 水质总体情况 

在所监测的 8个断面（点位）中：Ⅱ类水质 7个，Ⅲ类水质 1个。Ⅰ

-Ⅲ类水质断面（点位）比例为 100%，全县区域水环境总体水质状况为优，

与 2022年相比，崇阳县区域水环境总体状况保持不变（2022年为优）。 
 



       

4

 

图 1-1 2023年崇阳县地表水水质类别比例图 

1.2 主要河流水环境质量 

1.2.1陆水河 

陆水河为长江一级支流，流经通城县、崇阳县、赤壁市和嘉鱼县，从

陆溪口汇入长江。2023 年，陆水河崇阳段共布设 3 个监测断面（国控断

面 1个，省控断面 1个、市控断面 1个）。2023年陆水河崇阳段各监测断

面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1-1。 

表 1-1 2023年崇阳县陆水河监测断面水质综合评价表 

2022 年 2023 年 

序号 断面名称 
断面

属性 

水质

类别

要求 
水质 

类别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超标项目 

年度变化 

1 106大桥 市控 Ⅲ Ⅱ Ⅱ 优 — 保持优良 

2 浮溪桥 省控 Ⅲ Ⅲ Ⅲ 良 — 保持优良 

3 洪下水文站 国控 Ⅱ Ⅱ Ⅱ 优 — 保持优良 

陆水河 3个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 2个，Ⅲ类水质断面 1个，水质达

到Ⅰ—Ⅲ类要求的断面比例为 100%。按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法评价，陆

水河总体水质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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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2-2023年陆水河水质对比图 

与 2022 年相比，陆水河水质总体无明显变化（均为优）。Ⅰ-Ⅲ水质

类别比例和国控断面水质类别达标率均无明显变化（均为 100%）。 

1.2.2其它河流 

2023 年，崇阳县在汇入陆水河的主要河流上共布设 4 个监测断面，

分别为青山河、高堤河、崇阳港和大市河。 

2023年崇阳县其它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1-2。 

表 1-2 2023年崇阳县其它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综合评价表 

2022 年 2023 年 

序号 
河流 

名称 

断面 

名称 

断面 

属性 

水质

类别

要求 
水质 

类别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超标 

项目 

年度变化 

1 青山河 入陆水河处 市控 Ⅲ Ⅲ Ⅱ 优 － － 

2 高堤河 入陆水河处 市控 Ⅲ Ⅱ Ⅱ 优 － － 

3 崇阳港 入陆水河处 市控 Ⅲ Ⅱ Ⅱ 优 － － 

4 大市河 入陆水河处 市控 Ⅲ Ⅱ Ⅱ 优 － － 

4个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 4个，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

汇入陆水河的 4条河流（河段）河流总体水质为优。 



       

6

 
图 1-3 2022-2023年其他河流水质对比图 

与 2022年相比，4个断面水质均保持优良，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1.3 主要湖库水环境质量 

2023 年，对崇阳县 1 座水库水质（青山水库）进行监测，共 1 个监

测点位（省控）。 

2023年崇阳县主要湖库监测点位水质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1-3。 

表 1-3 2023年崇阳县主要湖库监测点位水质综合评价表 

2022 年 2023 年 
序

号 

湖库 

名称 
点位名称 

点位

属性 

水质类

别要求 
水质 

类别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超标 

项目 

年度变

化 

1 
青山 

水库 
库心 省控 Ⅱ Ⅱ Ⅱ 优 — 

保持 

优良 

 

2023年，青山水库水质状况为优，与 2022年相比，总体水质保持稳

定（均为优）。 

2023年，青山水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32.5），

与 2022年（中营养）相比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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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评价与公布

方案》（环发〔2002〕144 号）规定：饮用水源地为地表水，水源水质评

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1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2.1.1 监测项目及频次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表 1 的基本项目（24 项）、表 2 的补充项目（5 项）和表 3 的优选特定项

目（33 项），共 62 项，并统计当月各水源地的总取水量。河流型每次增

测电导率和浊度，湖库型每次增测电导率、浊度、透明度和叶绿素 a。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 1次。 

2.1.2 监测结果 

崇阳县共有 2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2023 年水质达标评价结果

见表 2-1。 

表 2-1 2023年崇阳县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评价结果表 

序号 水源地名 年度取水量（万吨） 达标率（%） 
水质现状

类别 

超标项目/

超标率 

1 青山水库水源地 2376 100 Ⅱ — 

2 
陆水河崇阳白泉段备用

水源地 
0 100 Ⅲ — 

2023 年崇阳县 2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每次监测均达标，

2023年崇阳县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总达标率为 100%。 

与 2022年相比，崇阳县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无变

化（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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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2.2.1 监测项目及频次 

“千吨万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的基本项目（24项）、表 2的补充项目（5项），共 29项，

河流型每次增测电导率和浊度，湖库型每次增测电导率、浊度、透明度和

叶绿素 a。“千吨万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中 39项常规指标。 

“千吨万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 1 次，“千吨万人”地

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年 2季度和 3季度各监测 1次。 

2.2.2 监测结果 

崇阳县共有 9 个“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23 年水质达

标评价结果见表 2-2。 

表 2-2 2023年崇阳县“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评价结果表 

序号 乡镇 水源地名称 水源类型 达标率 

1 沙坪镇 关山水库 地表水 100% 

2 沙坪镇 石坳河 地表水 100% 

3 白霓镇 高堤河 地表水 100% 

4 石城镇 宝林水库 地表水 100% 

5 港口乡 大东港涌水口 地表水 100% 

6 肖岭乡 台山水库 地表水 100% 

7 桂花泉镇 冬瓜岭水库 地表水 100% 

8 高枧乡 高枧乡水库 地表水 100% 

9 铜钟乡 冯家泉 地下水 100% 

2023 年，全县 9 个“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每次监测

均达标，2023 年崇阳县“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达标率

100%。 

与 2022 年相比，崇阳县“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无变化（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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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2.2.1 监测项目及频次 

“百吨千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的基本项目（24项）、表 2的补充项目（5项），共 29项，

河流型每次增测电导率和浊度，湖库型每次增测电导率、浊度、透明度和

叶绿素 a。“百吨千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表 1中 39项常规指标。 

“百吨千人”饮用水水源地每年监测 1次，监测时间在 2季度和 3季

度随机选择。 

2.2.2 监测结果 

崇阳县共有 12个“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23年水质达

标评价结果见表 2-3。 

表 2-3 2023年崇阳县“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评价结果表 

序号 乡镇 村庄 水源地名称 水源类型 达标率 

1 天城镇 松柏村 四组洋塘 地下水 100% 

2 天城镇 西庄村 天门观溶洞 地下水 100% 

3 白霓镇 龙泉村 龙泉水厂（龙泉溶洞） 地下水 100% 

4 铜钟乡 大岭村 石窝泉 地下水 100% 

5 铜钟乡 独石村 宋家岭 地下水 100% 

6 港口乡 游家村 抢水崖 地下水 100% 

7 港口乡 塘口村 长源 地下水 100% 

8 港口乡 柏岭村 杨林桥水库 地表水 100% 

9 路口镇 田铺村 大石沟大塘 地表水 100% 

10 路口镇 路口社区 咸宁水库 地表水 100% 

11 路口镇 路口社区 青窝 地表水 100% 

12 沙坪镇 枫树村 泉塘水库 地表水 100% 

2023 年，全县 12 个“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与 2022 年相比，崇阳县“百吨千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无变

化（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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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空气质量 

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实行 24 小时监测，监测因子包括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

氧化碳（CO）、臭氧（O3）等 6 项污染物。城市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要求，监测结果按照《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及《环境空气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进行评价（城区空气质量评价

采用的是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后的数据）。 

3.1 空气质量日报情况 

2023 年，崇阳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效监测 364 天，其中：优 141

天，良 193 天，轻度污染 23 天，中度污染 5 天，重度污染 2 天，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1.8%。 

 
图 3-1 2023年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日报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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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2-2023年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日报同比情况图 

与 2022 年(85.4%)相比，2023 年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

25 天，优良比例上升了 6.4%；轻度污染减少 28 天，比例下降了 7.8%；

中度污染增加 3天，比例上升了 0.85%；重度污染增加 2天，比例上升了

0.55%。 

3.2 六项污染物浓度情况 

总的来说，2023年度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与 2022年相比，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六项污染物浓度呈现三升（PM10、

PM2.5、CO）二降（NO2、O3）一持平（SO2）趋势。 

 
图 3-3 2022-2023年崇阳县城区六项污染物浓度同比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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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崇阳县城区： 

PM2.5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4～20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超标率为 6.6%；

年均值为 33 微克/立方米，较 2022 年同期（32 微克/立方米）上升

3.12%，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

（35微克/立方米）要求。 

PM10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7～252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超标率为 2.2%；

年均值为 51微克/立方米，较 2022年同期（46微克/立方米）上升 10.87%，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70 微

克/立方米）要求。 

O3日最大 8 小时浓度范围为 9～186 微克/立方米，超标率为 1.1%；

日最大 8小时第 90百分位浓度为 135微克/立方米，较 2022年同期（158

微克/立方米）下降 14.56％，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日

最大 8小时二级标准限值（160微克/立方米）要求。 

SO2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1～13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超标率为 0；年均

值为 4 微克/立方米，较 2022 年同期（4 微克/立方米）持平，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60微克/立方米）

要求。 

NO2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4～39微克/立方米，日均值超标率为 0；年均

值为 14微克/立方米，较 2022年同期（15微克/立方米）下降 6.67%，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年均值二级标准限值（40微克/

立方米）要求。 

CO 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0.4～1.7毫克/立方米，日均值超标率为 0；日

均值第 95百分位浓度为 1.0毫克/立方米，较 2022年同期（0.9毫克/立

方米）上升 11.11%，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日均值

二级标准限值（4毫克/立方米）要求。 

3.3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情况 

2023 年，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21，与 2022 年相比

（3.23）下降了 0.6%。其中 PM2.5空气质量分指数为 0.94，PM10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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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指数为 0.76，O3空气质量分指数为 0.84，SO2空气质量分指数为 0.07，NO2

空气质量分指数为 0.35，CO空气质量分指数为 0.25。 

 
 

图 3-4 2023年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图 

数据反映 2023年影响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为 PM2.5，其

次是 O3和 PM10。 

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月间变化趋势见图 3-5。 

 
图 3-5 2023年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月份趋势图 

上图可以看出：崇阳县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候是 6、7、8月份，

相对较差的时候是 1、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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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气污染特征分析 

2023 年，崇阳县城区空气质量出现污染天气 30 天。其中：首要污染

物为 PM2.5的天数为 24天，占比 80.0%；首要污染物为 PM10的天数为 2天，

占比 6.7%；首要污染物为 O3的天数有 4天，占比 13.3%。 

 
图 3-6 2023年崇阳县城市污染天气首要污染物情况图 

由上图可知：PM2.5是造成崇阳县城区出现污染天气的主要污染物。 

2023年崇阳县城区污染天气首要污染物分布情况见图 3-7。 

 
图 3-7 2023年崇阳县城区污染天气首要污染物月份分布图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崇阳县城区冬季（12-3 月）出现污染天气时的

首要污染物主要为 PM2.5，夏季（6-8月）出现污染天气时的首要污染物主

要为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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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酸沉降 

4.1 监测点位、指标及频次 

崇阳县设有 1 个省控降水监测站点，位于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

局办公楼楼顶。 
降水监测指标为降水量、pH 值、电导率、钾离子、钠离子、铵离子、

钙离子、镁离子、氟离子、氯离子、硝酸根和硫酸根。 
监测频次为逢雨必测。 

4.2 监测结果 

2023 年崇阳县降水监测站点降水酸度现状见表 4-1。 
表 4-1 2023年崇阳县降水监测结果统计表 

降水 酸雨 
点位 

样品数 pH 最低值 pH 最高值 pH 均值 样品数 pH 均值 酸雨检出率% 

崇阳县

分局 
58 6.11 7.97 6.82 0 — 0 

注：酸雨是指 pH 小于 5.6 的降水。 

2023 年，崇阳县共采集降水样本 58 个，采集水量 1108.5 毫米。崇

阳县降水 pH值年均值为 6.82，pH值范围在 6.11-7.97之间，其中酸雨样

品 0个，酸雨频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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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环境质量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对崇阳县城区环境噪声状况进行综

合评价。 
城市声环境监测包括城市功能区噪声监测、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和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其中城市功能区噪声每季度监测 1次，每次连续

监测 24 小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和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每年昼间和夜间各

监测 1次，每次分别连续监测 5分钟和 20分钟。 

5.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崇阳县城区 101 个区域环境噪声

点进行昼间及夜间等效 A 声级监测，昼间监测结果平均值为 52.9dB
（A）。参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方法，崇阳县城区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质量等级为“较好”。 夜间监测结果平均值为 42.1dB
（A）。参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方法，崇阳县城区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质量等级为“较好”。 
2023 年崇阳县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等效 A 声级监测结果见

表 5-1。 
表 5-1 2023年崇阳县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等效 A声级监测统计结果 

城市 网格总数（个） 平均值 Leq dB(A) 质量等级 

崇阳县（昼间） 101 52.9 较好 

崇阳县（夜间） 101 42.1 较好 

与 2022年（51.6）相比，2023年崇阳县城市区域昼间噪声总体上升

趋势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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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崇阳县城区 20 条主次干道共 20

个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点位进行昼间及夜间等效 A声级监测，涉及监测路段

全长 65.7 千米，全年监测 1 次。昼间监测结果平均值为 66.9dB（A），

依据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方法，崇阳县城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

声级总体为“好”；夜间监测结果平均值为 50.6dB（A），依据道路交通

噪声强度等级划分方法崇阳县城区道路交通噪声夜夜间等效声级总体为

“好”。 

2023年崇阳县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 A声级监测结果见表 5-2。 

表 5-2 2023年崇阳县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 A声级监测统计结果 

城市 监测路段长（m） 监测点（个） 平均值 Leq dB(A) 质量等级 

崇阳县（昼间） 65700 20 66.9 好 

崇阳县（夜间） 65700 20 50.6 好 

5.3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崇阳县城区 7 个城市声环境功能

区噪声点位进行昼夜 24 小时等效 A 声级监测，全年共监测 4 次，监测结

果为：崇阳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等效 A 声级点次达标率为 100%，夜

间等效 A声级点次达标率为 96.4%。 

2023 年崇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噪声连续等效 A 声级监测结果表见

表 5-3。 
表 5-3 2023年崇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噪声等效 A声级监测统计结果 

单位：Leq dB(A) 

1 类区 2 类区 3 类区 4a 类区 4b 类区 达标率 

城市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Ld Ln 

崇阳县 47.0 39.5 49.2 42.5 52.2 44.8 59.0 54.5 — — 100% 96.4% 

标准限值 55 45 60 50 65 55 70 55 70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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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质量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由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

土地胁迫指数、污染负荷指数五部分组成，反映被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生物丰度指数及植被覆盖指数数据来源于卫星遥感影像的解译，水

网密度指数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水资源公报》（省水利厅），土地胁迫指数

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水土保持公报》（省水利厅），污染负荷指数数据来自

于省生态环境厅的环境统计。 

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依据《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环监测〔2021〕99号）对崇阳县 2023年生态质量指数进行了计算。2023

年，崇阳县生态质量指数为 74.0，生态质量类型为“一类”。与 2022 年

相比，2023年咸宁市生态质量基本稳定（2022年崇阳县生态质量指数为

78.2，生态质量类型为“一类”）。崇阳县生态质量指数见表 6-1。 

表 6-1 2023年崇阳县生态质量指数统计结果 

年度 
生态 

格局 

生态 

功能 

生物 

多样性 

生态 

胁迫 

生态质量 

指数（EQI） 

生态质量 

类型 

2023 74.2 71.6 71.9 14.6 74.0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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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壤环境质量 

2023 年，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对崇阳县 2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青山水库水源地和陆水河白泉段水源地）周边土壤进行监测，监测指标

为土壤中理化指标、重金属、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类，监测 1次。经内

梅罗指数评价，各水源地周边土壤均为“清洁安全”；对 3 家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进行监测，监测指标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表 1 中所列 45 项，每家

厂界周边至少布设 3个监测点，全年监测 1次。监测结果显示均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3家周边土地利用类型均为建设用地，周边土壤质量符合《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表 1 筛选

值第二类用地要求。具体监测情况见表 7-1和表 7-2。 

表 7-1 2023年崇阳县县级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监测情况表 

序号 水源地名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内梅罗指数

评价 
超标项目 

1 青山水库水源地 3 清洁 — 

2 陆水河白泉段水源地 3 

理化指标、重金

属、有机氯农药、

多氯联苯类 清洁 — 

备注：土壤数据涉密，故不公开。 
与 2022 年相比，这 2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土壤无明显变

化，内梅罗指数评价均为“清洁安全”。 

表 7-2 2023年崇阳县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监测情况表 

本年度监测点位数量 

地市 重点监管单位数量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农用地 达标情况 

崇阳县 3 0 9 0 达标 

备注：土壤数据涉密，故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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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环境质量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农村环境质量进行监测，

主要针对辖区内重点村庄的环境空气、县域出入境地表水断面（含主要湖

库）、农业面源污染河流控制断面、农村已整治好的黑臭水体和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排水进行监测。 

8.1 监测项目及频次 

8.1.1 环境空气质量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

物（PM2.5）、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 

环境空气质量每季度监测 1次，每次监测 5天。 

8.1.2 地表水质量 

县域出、入境和湖库监测断面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中基本项目（共 24项）。有条件的地区加测流量和硝酸

盐（以 N计）2项指标，按照采测分离方式开展监测的监测断面可不报送

粪大肠菌群。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监测流量、总氮、总磷、氨氮、硝酸盐（以 N

计）、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 7项指标。在县域内重点区域设置 2—3

个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 

地表水质量每季度监测 1次（省控及国控断面可直接使用国家及省级

公布数据）。 
8.1.3 土壤环境质量 

必测项目：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铬、铜、镍、锌等

元素的全量。 

选测项目：基本农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监测特征有机污染物。工业型

村庄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特征污染物项目的监测。 

土壤环境质量 5年监测 1次，2023年未开展监测。 

8.1.4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 

必测项目：水温、pH、化学需氧量（CODcr）、悬浮物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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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测项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总磷、总氮、粪大肠菌群、动植

物油类。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执法监测上半年和下

半年各监测 1次。 
8.1.5 农村已整治完成黑臭水体 

必测项目：透明度、溶解氧、氨氮。 

农村已整治完成黑臭水体监测全年 1次（3季度）。 

8.2 监测情况 

8.2.1 崇阳县重点监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重点监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

进行监测，具体情况见表 8-1。 

表 8-1 2023年崇阳县重点监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表 

县市区 乡 镇 村庄 
2022 年空气质

量类别 

2023 年空气质

量类别 
备注 

崇阳县 白霓镇 浪口村 二类 二类  

2023年崇阳县重点监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及其修改单要求，与 2022年保持一致。 

8.2.2 崇阳县农村环境质量地表水水质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农村环境质量中地表水断面

（点位）进行监测，具体情况见表 8-2。 

表 8-2 2023年崇阳县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地表水监测情况表 

序号 县市区 点位名称 类型 
2022 年水质

类别 

2023 年水质

类别 
备注 

1 崇阳县 石矶桥下游 500m 入境断面 Ⅱ Ⅱ  

2 崇阳县 陆水河洪下段 出境断面 Ⅱ Ⅱ  

3 崇阳县 青山水库库心 
县域内主要

湖泊水库 
Ⅱ Ⅱ  

4 崇阳县 高堤河三溪村 
养殖业污染

控制断面 
Ⅱ Ⅱ  

5 崇阳县 大白河三特段 
农村生活污

染控制断面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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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崇阳县农村环境地表水水质优良率均为 100%，与 2022年保

持一致，均为 100%，未出现变化。 

8.2.3 崇阳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监测情况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进行监测，具体情况见表 8-3。 

表 8-3 2023年崇阳县农村污水设施监测情况表 

县市区 执法监测点位数 2022 年达标率 2023 年达标率 备注 

崇阳县 16 100% 100%  

2023年，崇阳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口执法监测结果均符合《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一级排放标准，

达标率均为 100%，连续两年达标率均保持在 100%。 

8.2.4 崇阳县已整治农村黑臭水体监测情况 

2023 年崇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辖区内已完成整治农村黑臭水体进

行监测，具体情况见表 8-4。 

表 8-4 2023年崇阳县已整治农村黑臭水体监测情况表 

序号 县市区 已整治农村黑臭水体名称 2023 年水质达标情况 备注 

1 崇阳县 白霓镇石山村十一组水塘 达标  

2 崇阳县 桂花泉镇仙坪村三组八斗丘水塘 达标  

2023年崇阳县已完成整治的 2个农村黑臭水体水质监测结果均达标，

达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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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评价标准 

1 地表水断面/湖库点位水质定性评价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表征颜色 水 质 功 能 类 别 

Ⅰ—Ⅱ类水质 优 蓝色 
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 

Ⅲ类水质 良好 绿色 
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 

通道、水产养殖区、游泳区 

Ⅳ类水质 轻度污染 黄色 一般工业用水和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Ⅴ类水质 中度污染 橙色 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用水 

劣Ⅴ类水质 重度污染 红色 除调节局部气候外，使用功能较差 

2 流域、区域水环境定性评价 

水质类别比例 水质状况 表征颜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90% 优 蓝色 

75％≤Ⅰ—Ⅲ类水质比例＜90％ 良好 绿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劣Ⅴ类比例＜20％ 轻度污染 黄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 20％≤劣Ⅴ类比例＜40％ 中度污染 橙色 

Ⅰ—Ⅲ类水质比例＜60％，且劣Ⅴ类比例≥40％ 重度污染 红色 

3 湖库营养状态评价 

综合营养状态 

指数 TLI（∑） 

TLI（∑）

＜30 

30≤TLI（∑）

≤50 

50＜TLI（∑）

≤60 

60＜TLI（∑）

≤70 

TLI（∑）

＞70 

综合营养 

状态分级 
贫营养 中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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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空气质量指数 AQI） 

空气质

量指数 

空气

质量

指数

级别 

空气质量指

数类别及表

示颜色 

对健康影响情况 建议采取的措施 

0-50 一级 优 绿色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 

基本无空气污染 
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51-100 二级 良 黄色 

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

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

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

外活动。 

101-15

0 
三级 

轻度

污染 
橙色 

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

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

症状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

度的户外运动。 

151-20

0 
四级 

中度

污染 
红色 

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症

状，可能对健康人群心

脏、呼吸系统有影响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避免长时间、高强度

的户外运动，一般人群适量减少

户外活动。 

201-30

0 
五级 

重度

污染 
紫色 

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

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

降低，健康人群普遍出

现症状 

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肺病患

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

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300 六级 
严重

污染 

褐红

色 

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降

低，有明显强烈症状，

提前出现某些疾病 

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应当留在室

内，避免体力消耗，一般人群应

避免户外活动。 

5 降水酸度评价  

降水酸度等级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降水 pH 值 ≥5.6 5.0≤pH<5.6 4.5≤pH<5.0 <4.5 

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评价                  噪声值单位：Leq  dB（A） 

质量等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昼间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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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评价                    噪声值单位：Leq  dB（A） 

质量等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昼间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8 城市功能区噪声达标评价                  噪声值单位：Leq  dB（A） 

功能区类别 昼间 夜间 适用区域 

0 50 40 疗养区、高级别墅区、高级宾馆区 

1 55 45 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2 60 50 居住商业混杂区 

3 65 55 工业区 

a 70 55 城市交通干线两侧（公路、既有铁路线、内河航道） 

4 

b 70 60 新开廊道铁路线 

9 生态质量评价 

级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生态质量

指数 
EQI≥70 55≤EQI＜70 40≤EQI＜55 30≤EQI＜40 EQI＜30 

状态 

自然生态系统

覆盖比例高、

人类干扰强度

低、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

结构完整、系

统稳定、生态

功能完善。 

自然生态系统覆

盖比例较高、人

类干扰强度较低、

生物多样性较丰

富、生态结构较

完整、系统较稳

定、生态功能较

完善。 

自然生态系统覆

盖比例一般、受

到一定程度的人

为活动干扰、生

物多样性丰富度

一般、生态结构

完整性和稳定性

一般、生态功能

基本完善。 

自然生态本底条

件较差或人为干

扰强度较大，自

然生态系统较脆

弱，生态功能较

低。 

自然生态

本底条件

差或人为

干扰强度

大，自然生

态系统脆

弱，生态功

能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