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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2014年，西城区环境保护局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和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在北京市环保局的指导

下，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中心，结合首都核心区实际，以推进环境优区

为抓手，以抓好环境治理为主线，以防治细颗粒物（PM2.5）污染为重

点，认真落实《北京市 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积极推进

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强化环境安全监管，加强污染防治，推进生态

环境建设。在全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

所改善，大气、地表水和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

常，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展现了首都核心功能区的风采。 

 

 加快推进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重点任务分解落实 

 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深入开展各类环境执法检查，严查环境违法行为 

 深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继续实施清洁能源改造 

 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推进环评程序标准化建设 

 建立环境应急体系，有效防范环境风险 

 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强化排污申报登记管理 

 整合监测力量，提升环境基础能力建设 

 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科学指导 

 加强环保宣传，携手建设美丽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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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环境 

西城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4 年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

为 23.1 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浓度限值；二

氧化氮年均浓度值为 63.0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浓度限值的 0.58 倍；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值为 115.2 微克/

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0.65 倍；细颗粒

物年均浓度值为 88.4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浓度限值 1.53 倍。西城区降尘量年均值为 5.8吨/平方公里·月。 

长期变化分析表明，污染物总体浓度呈下降趋势。其中，二氧化

硫浓度降幅最大，同比下降 20.0%；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

近年处于平台期；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 3.5%。 

                                     

 

 2014年西城区主要污染物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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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环境 

『河流』 

2014 年地表水基本满足水质考核断面目标要求，广北滨河路断

面有超标现象，超标项目为五日生化需氧量，超标倍数为 0.1。 

西城区境内河流监测总长度为 16.3 公里，达标长度 87.7%。  

 

2014年西城区地表水水质状况 

断面名称 水质目标 现状水质类别 主要污染项目及超标倍数 

松林闸 Ⅳ Ⅲ —— 

高梁桥 Ⅲ Ⅲ —— 

广北滨河路 Ⅲ Ⅳ BOD5（0.1） 

西便门 Ⅳ Ⅳ —— 

右安门 Ⅳ Ⅳ —— 

 

『湖泊』 

2014年西城区共监测湖泊 8个，均达到目标水质要求。8个湖泊

水域面积共 140.5万平方米，达标面积百分之百。 

后海、前海、西海、北海、中海、南海、展览馆后湖均为轻度富

营养，陶然亭湖为中度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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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西城区湖泊水质状况 

湖泊名称 水质目标 现状水质类别 富营养化状态 

西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后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前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北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中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南海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展览馆后湖 Ⅲ Ⅲ 轻度富营养 

陶然亭湖 Ⅳ Ⅳ 中度富营养 

 

 声环境 

『定点功能区噪声』 

2014 年西城区 3 个声环境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结果显示，广安

门南街东昼间噪声年均值达标，南沙沟小区、金融街未达标；夜间噪

声年均值均未达标。 

『区域环境噪声』 

2014年西城区域环境噪声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54.2分贝（A），其

中，达标网格 100个，占网格总数的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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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Leq<=50

50<Leq<=55

55<Leq<=60

60<Leq<=65

 

 暴露在不同等效声级下的面积 

『道路交通噪声』 

2014 年西城区建成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路段 73 条，累计路长

107.76 公里，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 67.3 分贝（A）。 

<=68.0

68.1<=leq<=70.0

70.1<=leq<=72.0

72.1<=leq<=74.0

 

 暴露在不同等效声级下的路段分布 

 土壤环境 

土壤环境总体状况良好。2014 年，西城区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

测结果显示各单项污染物污染指数 Pip均小于 1，属于清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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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环境 

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2014 年西城区动物园地区环境γ辐射

剂量率自动监测月均值在 90.9-110.4nGy/h 之间，年均值为

100.2nGy/h，监测结果在正常水平。 

 环境监管 

『环境准入』 

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

标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着力压减审批项目，

对新增餐饮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环评审批标准。实施标准化审批，按

标准化程序接待了办事人员来访千余人次，实现了“零违纪、零投诉”

的工作目标。 

『环境监测』 

加强常规环境监测。获取降尘监测数据 20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

13 个，获取数据 2191 个；获取烟花爆竹噪声监测数据 1008 个；开

展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对复兴门立交桥绿地和陶然亭

公园的土壤进行了采样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强化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做好污染源委托监测。加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完成了计量认证

扩项评审工作，大大提升了环境检测能力。 

『环境监察』 

◆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强化排污申报登记管理 

环保局对辖区内锅炉单位逐家进行核实，进一步完善了燃气锅炉

台账。对燃气锅炉单位征收排污费，并建立了锅炉单位月报制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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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排污申报登记管理工作。 

◆加强扬尘污染控制 

环保局制定了《西城区2014年扬尘污染控制环境监察工作方

案》，明确了各部门具体的职责分工，组织扬尘办成员单位积极开展

扬尘污染防控工作。全年共检查工地470家次，对存在环保措施不到

位等行为的工地进行了限期整改，并移交城管执法局处理。环保局联

合住建委、渣土所开展施工工地量化考核，共填写《施工现场环境监

察量化考核评分表》260份。环保、住建委与渣土所联合夜查工地30

次。 

 ◆加强餐饮业污染管理和执法检查 

加强餐饮业污染监管和执法检查，督促整改餐饮单位更换油烟净

化器或修复油烟净化器，并逐一进行复查。环保局制定了《西城区

2014年餐饮油烟及经营性小煤炉污染专项执法周工作方案》。专项执

法周期间，环保、城管和街道开展联合检查，基本取缔了所有的违法

燃煤点，统计并取缔了全区违法使用的经营性小煤炉。开展油烟在线

监测系统试点安装工作。4 月份组织召开了试点工程建设项目部署工

作会，环保局先后安排两批次餐饮企业进行了试点安装，为加强餐饮

业油烟污染监管提供了有力抓手。 

◆加大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和检查力度 

加大老旧车淘汰力度。根据台帐将 12869 辆老旧车信息分解到辖

区十五个街道，并开展一对一的宣传动员。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车处罚金额从原来的 100 元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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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元以上，加强对超标车辆的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在用车检查，结

合西城区在用车辆特点，进一步加大对公交、环卫、邮政、出租、货

运等重点用车行业车辆的执法检查力度，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工程

运输车辆排放情况。重点加强了货运车的夜查工作，开展了为期两个

月的“夜鹰行动”。加强油气排放达标的监管工作，重点检查了年销

售汽油量在 5000 吨以上的加油站，确保辖区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达

标运行。 

◆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继续实施清洁能源改造 

环保局和发改委联合制定了《西城区压减燃煤暨无煤化实施方案

（2014-2015 年）》，按照区无煤化方案要求，在 2014-2015 年两年

内需对约 1.4万户平房及 13栋 481户燃煤楼房进行煤改电工程改造。

今年，环保局制定了《西城区 2014 年煤改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实施方

案》，完成了对广内、金融街、椿树、牛街、白纸坊和大栅栏六个街

道约 1 万户平房居民的煤改电工程改造任务，采暖期前完成了全部户

线改造，保证了居民的按时供暖。 

◆深化工业污染治理 

依据《西城区 2013-2017年高污染企业调整退出方案》，2014 年

完成了 4 家污染排放企业的调整退出。依据环保局制定的《2014 年

西城区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工作方案》，开展了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工作。

召开印刷、汽修行业的 VOCs 减排工作部署会，确保完成减排任务。 

◆做好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工作 

按照《北京市西城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要求，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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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区共启动蓝色预警 6 次，黄色预警 2 次，橙色预警 2 次。区空气

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在启动应急预案后，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应急保障工

作部署，并立即通知区指挥部的成员单位按照区预案和各部门分预案

开展应急保障工作。全区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秉承“汇报到

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监督到位、宣传到位”的精神，高度重视

空气重污染应急保障工作，切实抓好各项应急措施的落实，重点围绕

“四停一冲”开展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和督查督办力度。市督查组对

西城区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督查，对我区应急保障

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加强APEC会议期间环境保障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日，西城区各单位、各部门按照《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城区落实 2014 年亚太经合组

织会议北京市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工作措施>的通知》（西政办发〔2014〕

19 号），以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监察局北京市人民政府督

查室关于加强对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北京市空气质量保障

措施落实情况督查检查的通知》（京环发〔2014〕85 号）的要求，全

面开展了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环保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1388 人次，检

查各类单位 562 个；遥感监测机动车 41065 辆，检查加油站 93 家次

等。环保、城管及住建委等部门对全区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检查。在全区各部门和驻区单位、辖区居民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下，

使各项保障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区域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为“APEC

蓝”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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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日常水环境巡查。进一步加强水质监测工作，每月对辖区内

重点断面和水域进行常规监测分析，定期对出入境断面水质进行监测

分析，及时查处并妥善处置水体污染事件。辖区内工业废水全部实现

达标排放，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 100%，重点污染源废水排放达标

率 100%。 

◆加强辐射安全监管及环境应急响应 

加强辖区辐射安全监管力度。环保局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400 余

人次，检查射源单位及射线使用单位 195 家次。完成了辐射计量仪器

的检定工作，为辐射安全应急工作夯实基础。完成环境应急事件响应

处置工作，做到对辖区环境应急事故的“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

处理”。 组织专业人员参加北京市环保局举办的辐射应急演练，提升

了辐射应急人员的仪器实操水平。 

环保宣传及公众参与 

2014 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宣传

活动。在《西城报》、《缤纷西城》开设专栏报道防治大气污染学法、

守法、执法情况，并将新颁布的环保法规、条例等宣传制品及时发放

到全区相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和全区 255 个社区。发放《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及各类宣传材料 15000余份。以报刊、电视、

网络等媒介为阵地，加强环保宣传，在各类报刊、网站、电视、广播

报道环保工作 40 余篇，接待媒体记者 6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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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2015 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同时也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全区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西城区环保局将结合首都核

心区实际，坚持以推进环境优区为抓手，以抓好环境

治理为主线，以防治细颗粒物（PM2.5）污染为重点，

严格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认真落实《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和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积极推进多种污染物协同

减排，强化环境安全监管，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为

推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