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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一）环境质量概况

2010年，全市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环境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主要

饮用水源水质良好，符合饮用水源水质要求；主要河流除氨氮、总磷、生化需氧量外，

其它指标基本达到Ⅴ类标准；东部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到国家海水水质第一类标准，西

部近岸海域海水水质劣于第四类标准；城市声环境处于轻度污染水平；辐射环境处于安

全状态。

（二）环境保护与建设

深圳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深入落实《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人居环境建设工作成效显著。颁布实施《深圳市人居环境工作纲要》;

完成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初稿编制；编制《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

系》；颁布实施《深圳市创建宜居城市工作方案》；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2010年度和

“十一五”污染减排任务；完成各项环保考核和“中国人居环境奖”复查工作；超额完

成省下达的绿道建设目标任务；大运会生态环境保障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复核迎检

准备工作有序推进；召开深莞惠三市环保合作第一次会议；河流综合整治成效获省人

大、省政府领导肯定；2010年，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为80.21%。

二、环境空气

（一）环境空气质量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优）和二级标准（良）的天数共356天，占全

年总天数的97.5％（见图1），空气中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见图2）。受北方沙

尘天气影响，3月22日空气污染指数(API)达到289，为深圳市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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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天 9天

210天

可吸入颗粒物43.3％
二氧化硫13.9％

二氧化氮42.8％

图2 2010年全市空气三项污染物负荷系数图1 2010年深圳市空气质量级别天数

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0.011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002毫克/立方米；二氧化

氮年平均浓度为0.045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03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平

均浓度为0.057毫克/立方米，与上年持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

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降水pH年平均值为4.80，与上年持平；酸雨频率为63.4%，比上年上升3个百分

点。

年平均降尘量为4.18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下降0.67吨／平方公里·月，达到

广东省推荐标准。

（二）措施与行动

工业企业废气污染治理方面。稳步推进电厂污染治理，全市现役11台燃油机组已有

9台改用液化天然气（LNG）发电，其余2台机组也正在停机改造；妈湾电厂1#、2#

机组低氮燃烧器完成改造并投入运行，年削减氮氧化物约4000吨；关停锅炉240台，60

台锅炉、窑炉完成“油改气”，年削减二氧化硫约3000吨；开展了全市挥发性有机物

（VOC）重点排放行业调查并编制污染源清单，制定整治计划，完成第一批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示范工程；限期整改油烟污染企业160家，完成油烟在线监控试点工程建设150

家。

机动车排气污染整治方面。在全省率先完成全部252家加油站、150辆油罐车和6座储

油库油气污染治理；2010年9月1日起对轻型汽油和重型燃气车执行国IV排放标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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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在用车排气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和简易工况法排气检测；加大机动车路检

和抽检力度，全年共检测机动车3.3万辆；实施国家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

逐步扩大黄标车限行范围。

扬尘污染治理方面。检查建筑施工工地3910次，发出整改通知书124份；加强对余泥

渣土运输车辆的整治力度，开展泥头车专项整治；强制要求施工工地采取围挡、道路硬

化、简易绿化等措施；加大道路清洁力度，在城市主要道路采取吸尘、洒水、清扫一体

化的作业方式，有效控制扬尘污染。

三、水环境

（一）水环境质量

水库：松子坑水库、梅林水库、罗田水库、清林径水库等9座水库水质为优，达到国

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其余水库水质良好，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与上年相比，所有

水库水质保持稳定。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河流：部分河流上游河段水质相对较好，深圳河、龙岗河、坪山河上游水质分别

达到国家地表水Ⅴ、Ⅱ、Ⅴ类标准；主要河流中下游除氨氮、总磷、生化需氧量外，其

它指标基本达到Ⅴ类标准。与上年相比，盐田河、深圳河、大沙河、观澜河、龙岗河、

新洲河、凤塘河、沙湾河污染程度有所减轻，布吉河、坪山河、皇岗河水质基本保持稳

定。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83.33%，较上年上升5.55个百分点。

近岸海域：东部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良好，达到国家海水水质第一类标准；西部近岸

海域海水水质劣于第四类标准，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上年相比，东部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保持稳定，西部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污染程度有所减轻。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81.82%，与上年持平。

（二）措施与行动

饮用水源保护方面。开展专项执法“雨季行动”，对全市铁岗-石岩水库等重点水

库饮用水源地开展水源保护稽查，全面清理面源污染，减少汛期水库水质污染；完成饮

用水源水库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831.42公顷；完成深圳水库视频监控系统二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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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现对东深流域市政设施、生态监察点的有效监控；推进饮用水源保护区隔离管理

工作，全市已有9座水库隔离工程完成验收；西丽、铁岗、赤坳等水库生态修复工程顺利

推进。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成坪山河湿地公园（一期）、光明污水处理厂、横岭污

水处理厂（二期）、滨河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回用工程；平湖扩建、龙华（二期）、观澜

（二期）等污水处理厂的主体工程建设按计划全力推进；大力推进污水截排和加强污水

厂日常监管工作，有效提高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2010年，全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到88.81%。

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完成新洲河综合整治工程，水质明显改善；完成茅洲河

清淤工程及验收工作；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基本完工;制订龙岗河、坪山河流域产业结构

调整工作方案，淘汰低端污染企业,对流域内所有重点污染源实现在线监控；加大对主要

河流流域内及基本生态控制线内违法养殖的清理力度，建立遏制回潮的长效管理机制。

四、声环境

（一）声环境质量

城市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区域环境噪声处于轻度污染水平，道路交通噪声处于良

好水平，但部分路段道路交通噪声有超标现象。

全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56.7分贝，比上年下降0.1分贝；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

值为69.2分贝，比上年下降0.3分贝。

（二）措施与行动

制定《2010年“两会”建筑施工噪声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深圳市高考期间加强

环境噪声污染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并组织落实；加大工业企业和“三产”噪声源的管理

和整治力度，确保噪声达标排放；设立工程监理和环境监理预审环节，指导施工单位对

高噪声设施采取防噪降噪措施；建立定期排查、定期约谈制度，加大现场执法力度，采

取专项行动，有效缓解施工噪声污染问题，全年共组织约谈41批98人次，组织开展两次

建筑施工噪声专项整治行动，曝光违法施工单位，有力打击违法施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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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体废物

（一）固体废物处置状况

2010年全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146.44万吨，处置利用率为99.82%，其中收集处置

利用工业危险废物38.38万吨，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为100%；医疗废物产生9720.64

吨，比上年增长22.24%，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率为100%。

（二）措施与行动

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推进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作;整合危险

废物管理资源，实现市、区两级危险废物管理信息资源共享；强化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和经营单位的监管，确保对危险废物全覆盖管理；开展危险废物产生源规范化管理试点

工作，10家试点单位全部通过省环保厅验收；积极探索采用先进技术对危险废物进行监

管，在全国率先使用电子联单对危险废物实行“从源头到终端”的全过程监管；全面开

展家电以旧换新工作。

六、辐射环境

（一）辐射环境质量

全市辐射环境质量良好。环境地表γ剂量率为77.2～133纳戈瑞/小时，环境γ辐

射累积剂量均值为0.185～0.287毫希沃特/季，处于正常水平；各采集点水样中总α、

总β值均未超出标准限值；各土壤采集点天然放射性核素铀-238、镭-226、钍-232、

钾-40含量均处于全国正常水平；各监测点位气溶胶中氡浓度在2.87～22.9贝克/立方

米，处于正常水平；环境介质中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含量未见异常变化；涉源单位放射性

污染源及周围地区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气溶胶中放射性水平在天然本底范围内

涨落；全市电磁辐射环境总体良好。

（二）措施与行动

加大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监督检查力度，全年累计检查企业单位173家，其中重点源检

查覆盖率达100％；收贮10枚废旧放射源和1200千克（减容后）被污染生产工具、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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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均送广东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收贮；举办三期辐射工作人员及安防负责人

培训班，累计培训学员1323人；完成75家单位的核辐射委托监测、40项电磁辐射委托监

测，对32项输变电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出具了96份监测报告。

完成《深圳市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管理技术指引》研究工作，实现通信基站选址

设计与建设有章可循；在社区开展“电磁辐射与健康宣传活动”，向社区居民发放《电

磁辐射知识读本》800多份；2010年电磁辐射投诉处理率达到100%。

七、自然生态保护

（一）生态环境状况

2010年，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5.0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4平方米，已建

成梧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1.8平方公里，大鹏半岛市级自然保护区197.85平方公里，

建成羊台山森林公园等各类公园683个，974平方公里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得到有效保

护。广东内伶仃福田自然保护区是深圳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367.64公顷的

福田红树林滩涂湿地为全市面积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

（二）措施与行动

编制《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修订完善《深圳市生态街道评价标准》、

《深圳市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标准》、《深圳市绿色社区考核标准》和《绿色家园系列创

建标准》；加大生态创建力度，罗湖区、南山区通过环保部组织的国家生态区建设技术

评估和考核验收，福田区通过环保部组织的全国公示，组织50多家社区参与深圳市绿色

社区创建；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新园等4家工业园区通过“深圳市生态工业园区”专家

组考核，深科技彩田工业园区被命名为“深圳市生态工业园区”；全市共创建绿色学校

（幼儿园）25家、绿色企业11家、绿色商场3家、绿色公交线路6条；承办了深圳市2010

年生物多样性国际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以及首届亚太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圳论坛等多项

活动，在仙湖植物园开展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例展和深圳蝴蝶摄影标本展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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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居环境管理

（一）人居环境规划

着手构建人居环境规划体系，初步建立由《深圳市人居环境工作纲要》、《深圳

市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十二五”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组成的

三级实施体系。颁布实施《深圳市人居环境工作纲要》，为统筹全市人居环境规划建设

提供了纲领性文件和行动依据；完成深圳市“十二五”重点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基本

完成深圳市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十二五”规划编制，开展了深圳市水环境综合整治

“十二五”规划、深圳市“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研究提出了一

批“十二五”人居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

（二）环境立法与政策

创新人居环境政策法规，打造特区环保一体化政策法规体系。积极组织开展《深圳

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配套办法等环保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如期推进《深圳经济

特区环境噪声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规定》修订立法，完成对深圳经济特区11部法规规章的清理,基本形成全市统一环保

执法的格局；完成排污权交易政策研究，形成《深圳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管理办法》和试点实施方案；启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积极推进生态补偿和

环境税研究，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三）治污保洁工程

治污保洁工程扎实推进。印发《2010年深圳市实施治污保洁工程主要目标及任务分

解方案》，对全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合理统筹。加大协调服务、督查考核力度，

全力推进项目实施，将16个治污保洁工程任务纳入直通车服务；对62项工程进行每月第

三方督查，编制现场督查报告8期；实施季度、中期及年终考核；滨河污水处理厂改造工

程等10个项目被评为2010年度治污保洁工程优秀项目。2010年治污保洁工程总体任务完

成率为97.6％，重点工程完成率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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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污染减排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和建设项目分类管理要求进行项目审批，从严控制“两高一资”项目，以经济结

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源头上有效控制新增污染。加大对减排重点项目

推进力度，西丽再生水厂、光明污水处理厂和横岭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投入运行,提升南

山污水处理厂二级生化改造项目污水处理量，提高妈湾发电总厂综合脱硫效率，推进燃

机电厂油改气进度。严格落实监管减排措施，持续开展污染减排专项行动，实行“一厂

一策”的监管措施，开展工业锅炉、窑炉治理，确保相关脱硫设备正常运行。贯彻实施

污染减排政策，统一调配天然气资源，保障油改气电厂燃气供应，落实燃油（气）机组

发电补贴政策，实行差别化的污水计量政策。“十一五”期间，全市化学需氧量、二氧

化硫排放量分别削减3.31万吨和1万吨，超额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减排任务。

（五）环保考核

完成各项环保考核。完善2009年度环保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完成2009年度环保实绩

考核工作，首次评出两个进步显著单位；完成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国家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广东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等各项考核结果汇总，其中广东省环保

责任考核取得了良好考核等级。

（六）建设项目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进一步规范。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回顾评价实施

办法》，修改完善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实施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评估办法》；召开全市环评管理工作大会，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文件汇编》、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技术指引》，制定《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意见》等环

评管理政策制度；开展了环评机构考核，全年累计抽查报告书（表）787份，通报批评18

家次，警告17家次，限期整改4家次，2家环评机构退出深圳市环评市场，全市环评报告

整体质量明显提高。

（七）环境监督执法

环境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召开全市环境执法工作大会，启动了“1+5”专项整治行

动，对高污染排放车辆、建筑施工噪声、饮用水源、核与辐射和重金属污染企业开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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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治；稳步推进重污染企业优化升级，提高污染整治成效；创新执法方式方法，推动

现场检查向现场核查转变，显著提高执法效能。全年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171455人次，

检查企业72430厂次，征收排污费6275万元，限期整改和治理1692家企业，关停24家污

染严重的企业，吊销11家企业排污许可证，有力地打击了违法排污行为；其中，在龙岗

河、坪山河流域开展拉网式执法行动20余次，查处违法行为548宗，关停淘汰重污染企业

11家，吊销排污许可证4家。

（八）环境监测与预警

环境监测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编制了环境监测“十二五”规划，召开全市环境

监测会议，贯彻落实环保部环境监测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技术比武活动，参加

国际实验室分析能力验证；拓展环境监测领域，推进生态安全监测系统建设，优化监测

网络，大气和噪声监测布点调整优化方案获得了上级部门的批准；强化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联网279家企业，安装352套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能力建

设项目工作高分通过了省环保厅验收；推进了市、区两级应急监测联动，全年共组织参

与24次应急监测。

环境预警能力建设显著加强。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系统、环境空气监测系统、

水环境分析与预警系统、空气质量分析与预警系统和环境应急系统建设，可进行空气质

量的短期预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审核、应急状态下事故点影响范围的计算

等；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质量季度分析会制度；加强环境质量预警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印发《深圳市环境空气质量异常预警工作方案》。

（九）环境应急

环境应急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对市区环保执法人员进行环境应急管理培训，开展送

环境安全宣传服务到企业活动；开展了全市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

险普查和化学品检查、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建设项目环境风险排查和整改、沿江沿河化

工石化企业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工作；组建了环境应急专家库及专家组；完成

了岭澳核电站二期首次装料前联合应急演习任务和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反恐安保任务。

（十）环境信访

环境信访工作水平稳步提升。深入开展“四访”活动，加大对各区环境信访维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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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质的培训力度，建立维稳日报制度等措施，及时有效地把环境信访苗头和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源头；全市环境信访形势基本平稳，全年没有发生影响社会稳

定的群体性上访和恶性环境信访事件。2010年，全市共收到群众各种形式投诉及咨询

68828宗，比去年下降10.4%；立案调查处理25442宗，比上年下降1.6%，其中噪声类

投诉占56.0%，废气类投诉占30.5%，废水类投诉占3.0%，固体废物及其它投诉占总量

的10.5%。全年所有的信访件均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处理，处理率100%。办理人大议案22

件，政协提案37件，代表委员对议案提案办复书面答复满意率达93%。

（十一）宜居城市建设

宜居城市建设取得良好开端。编制《深圳市创建宜居城市工作方案》，成立了市

长挂帅的市创建宜居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将宜居城市创建指标纳入年度环保实绩考核范

围；完成2009年度广东省创建宜居城乡考核和“中国人居环境奖”复查工作；全市已

有65个社区获省宜居社区称号，3个项目被授予2010年度“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再生水、雨水综合利用项目”被授予2010年度“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且为全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项目；拟定《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的若干意

见》，完成推进保障性住房标准化系列化研究设计项目前期工作，加大住宅产业现代化

示范基地和项目培育、建设力度，培育住宅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和项目25个，深圳市嘉

达高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十二）绿道网建设

印发实施《深圳市绿道网规划建设总体实施方案》和《深圳市绿道网专项规划》，

在全省创新性提出省立绿道、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三级模式；建设了335公里省立绿道并

实现全线贯通，完成广东省下达目标任务的112%；建成特区管理线梅林坳-长岭陂段、

大运支线大运公园-龙口水库段、深圳湾海滨休闲带、华侨城自行车道等一批绿道示范段

工程。

（十三）大运会生态环境保障

全力推进大运会生态环境保障工作。组织制定了深圳市迎大运创全国文明城市标兵

生态环境保障行动计划，形成了“1+10”文件体系，明确了大运环境保障目标任务；

全面排查清理污染源，大力整治城市污染安全隐患，有力推进了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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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在电厂降氮、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

黄标车淘汰更新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强开闭幕式场地、重点场馆和重要生态敏感

区的环境监控能力建设，新建环境空气、环境噪声、机动车排气监测、核与辐射监测、

环境污染事故监测和处理等大运会环境保障监控设施；开展了珠三角区域、深莞惠、深

港三个层面的大运会生态环境保障区域合作；探索建立了大运会环境保障指挥和专家会

商、信息发布机制。

（十四）区域合作

区域环保合作进一步深化。召开深港环保合作交流第九、十次会议，推进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治理合作，共建“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参加“2009年香港环保卓

越计划颁奖典礼暨2010年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开幕典礼”，组织全市知名企业和科研院校

参加“第五届国际环保博览会”；举行深莞惠三市环保合作第一次会议，推进三市在水

污染治理、大运会环境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合作。

九、环保科技与产业

（一）环境科技

实施科技兴环保战略，全年共资助环境科研课题37项，安排科研经费2361.36万元；

开展大运会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及保障措施研究、深圳大气灰霾立体加强观测与关键

源排放特征研究等课题研究；建立深圳市环境科研课题申报管理系统，实现了课题网上

申报及管理的电子化和规范化；探索开展科研成果绩效评价，建立评价指标，对14项课

题的投入产出、成果应用、社会影响等进行综合评价。2010年，“深圳市环保移动执法

系统”等3项课题获得广东省环保科技二等奖，“深圳环境展望研究”等6项课题获广东

省环保科技三等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完成创建，获正式授牌；国家环保重点实验室

创建工作取得突破，已通过环保部专家论证。

加大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资助了危险废物处理回用等9项新技术新工

艺项目，资助金额1954万元，带动社会投资3亿元，对于推动全市污染减排、产业优化升

级、循环经济发展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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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产业

启动深圳市“十二五”环保产业规划编制工作，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依据和指

导。积极规范环保产业市场，完成企业申请国家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初审34家，涵盖

全部7个资质类别。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环保企业与国内外重点高校、研究院所之

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实施园区带动战略，打造环保产业集聚基地，推动南山区

环保产业园和环保技术研究院建设。

十、环境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全面开展深圳百万市民共建宜居生态城市系列宣传活动，广泛营造共建人居环境的

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举行以“低碳深圳，绿色未来”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评选出

深圳十大低碳优秀范例，发布了《深圳市民低碳生活公约》，在全市大力宣传低碳生活

理念，倡导全民共建宜居生态城市、民生幸福城市。举办了2010深圳青少年环保绘画选

拔大赛、2010深圳绿色行动日、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FEE）2010年年会、2010深圳市

民环保奖评选活动、“绿韵悠扬”深圳环保话剧节、“行绿道，迎大运”万名市民行绿

道等活动，号召广大市民群众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参

与宜居生态城市建设，践行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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