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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实现“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全市 PM2.5年均浓度

为 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3%，优良天数比率 81.6%，

同比提升 1.3 个百分点；国省考断面在总数将近翻番的情况

下，水质优Ⅲ比例达到 89.5%，超额完成省定目标，Ⅴ类及

劣Ⅴ类断面全部消除；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实现“两个百分百”；主要污染物指标完成省定减排

目标；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明显提升。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系统治理，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深入推进夏季

臭氧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和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六大行动，完

成 541 项重点治气工程和 463 5 项重点治气任务。扎实开展

汛期水质保障提升专项行动和国省考断面“保Ⅲ增Ⅲ升Ⅲ”攻

坚行动，大力推进重点断面“一断面一策”治理，全市县级以

上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动态更新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健全污染地块和开发利用地块联动监

管机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编制《淮安市“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建成生态安全缓冲区 3 个，创成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个、示范乡镇（街道）9 个、示范村



（社区）15 个。

二是坚持规范精准，监管执法全面加强。深化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积极探索“局队合一”新模式，推动 26

个乡镇执法所实体化运行，完成市、县监测监控机构组建。

建立生态环境重大行政处罚案例集体讨论制定，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以及“2+N”重大案件联合调查处理机制，

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实践，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行为 864 件、处罚金额 5400 余万元，执法强度位居全省第

二。制定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清单，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

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完成飞洋钛白粉、中海华邦等问题整改，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长江经济带警示片

披露问题全部整改销号。

三是坚持围绕大局，服务发展成效显著。在全省率先启

动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和碳达峰行动方案研究编制，

组织 31 家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完成钢铁烧结、铸

造行业深度治理。制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与项目准入指

南》，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估共享、生态环境要素

保障等制度，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服务，全年累计保障 630余

个项目顺利落地。深入推进产业园区源头治理集成创新行

动，淮安工业园区、金湖经济开发区被纳入全省首批污染物

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试点。出台绿色发展领军企业计划，

靠前服务中天钢铁、台华新材料、澳洋顺昌等重大项目建设，

庆鼎精密电子荣获全省“企业绿色发展领跑者”称号。

四是坚持强基固本，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出台《淮安市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方案》

《淮安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等文件，建立省厅第三专

员办、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三方会商”机制，

构建齐抓共管的“大环保”工作格局。扎实开展环境基础设施

提升年行动，首次完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五年规划编制，当

年启动建设环境基础设施项目 129 个、年度投资 41.9 亿元，

建成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自然

村覆盖率分别达 71.9%和 43.2%。积极开展环保宣传“六个同

行”，持续唱响“美丽淮安我的家”宣传品牌，《生态文明 20

条三字经》荣获 2021 年全省青少年环保主题歌曲征集活动

二等奖。

五是坚持底线思维，生态安全有效维护。建立风险研判、

决策风险评估、风险防控协同、风险防控责任“四项机制”，

统筹开展危废专项整治、危废贮存设施清理整治、核与辐射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行动，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做到医疗废物、医疗污水收运全部安全处置。加快推进重点

园区环境应急三级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以案促建提升环

境应急能力”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守护碧水 2021”水上运输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等活动，提升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能

力，核与辐射安全保持稳定。



第二篇 生态环境质量

第一章 环境空气

2021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因子中

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

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

等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市 7 个县区中 4 个达

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1.1 空气质量

2021 年，淮安市空气优良天数为 298 天，优良率为

81.6%，较 2020 年优良天数增加 4 天，优良率上升 1.3 个百

分点，为 2013 年以来最优。各县区优良率介于 81.9%~84.1%

之间，盱眙县最高，清江浦区最低。

淮安市 2021年空气质量等级分布图



城市

名称

2021年
优良率

（%）

同比变化

（百分点）
优（天数） 良（天数）

轻度污染

（天数）

中度污染

（天数）

重度污染

（天数）

淮安市 81.6 1.3 90 208 54 7 4

清江浦区 81.9 2.4 88 211 50 11 3

淮安区 83.2 4.0 95 198 47 8 2

淮阴区 83.8 6.5 95 204 43 9 4

洪泽区 83.8 4.3 99 206 47 8 2

涟水县 83.8 5.9 100 206 47 9 2

盱眙县 84.1 0.8 95 212 46 9 1

金湖县 83.8 -0.1 104 202 46 10 1

表一 2021年淮安市及各县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情况

2021 年，全市细颗粒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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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微

克/立方米、67 微克/立方米、6 微克/立方米、25微克/立方米；

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浓度分别为 1.0 毫克/立方米、

153 微克/立方米。与 2020 年相比，PM2.5、SO2降幅分别为

14.3%、11.4%，PM10同比升高 6.3%，NO2、CO 同比持平。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进行年度评价，洪泽区、涟水县、盱眙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其他县区未达标，超标污染物主要为 PM2.5、PM10、O3。洪

泽区、涟水县、盱眙县、金湖县 PM2.5年均浓度达标，其余 3

个县区未达标。金湖县 O3浓度未达标，其余 6 个县区达标；



淮安区 PM10年均浓度未达标，其余 6 个县区达标；SO2、NO2

和 CO 浓度各县区均达标。

1.2 降尘

2021 年，全市降尘年均浓度为 3.04 吨/平方公里·月，同

比下降 0.75 吨/平方公里·月，降幅为 19.8%。各县区降尘年

均浓度介于 2.71~3.29 吨/平方公里·月之间，洪泽区最低，清

江浦区最高。各县区年均浓度均下降，降幅在 0.9%~32.6%

之间，清江浦区降幅最大。

表二 2021年淮安市及各县区降尘年均浓度同比图

1.3 酸雨

全市降水 pH 值在 6.00~7.11之间，全年未发生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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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表水环境质量

2021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国省考断面水质达

到省级考核目标要求。主要河流水质状况稳中向好，河流整

体污染程度有明显好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地

下水水质保持良好。

2.1 国省考断面

纳入“十四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的 11 个断面达

标率为 100%，年均水质达到或好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的断面有 9 个，其中Ⅱ断面有 3

个，优Ⅲ比例为 81.8%。纳入江苏省“十四五”水环境质量目

标考核的 57 个省考断面，在总数将近翻番的情况下，年均

水质均在Ⅳ标准以上，其中达到或好于Ⅲ类标准的断面有 51

个，优Ⅲ比例为 89.5%，达标率为 98.2%。

序号 断面类别 断面名称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1 国考 戴楼衡阳 Ⅲ 达标

2 国考 高邮湖湖心区 Ⅳ 达标

3 国考 韩庄乡 Ⅱ 达标

4 国考 洪金 Ⅲ 达标

5 国考 淮河大桥 Ⅲ 达标

6 国考 蒋坝镇、老山乡、高良涧镇 Ⅳ 达标

7 国考 沈三圩 Ⅲ 达标

8 国考 唐曹 Ⅲ 达标

9 国考 五叉河口 Ⅱ 达标

10 国考 袁闸 Ⅲ 达标

11 国考 总渠苏嘴 Ⅱ 达标

12 省考 排水渠北泓苏嘴 Ⅳ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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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省考 排水渠南泓苏嘴 Ⅲ 达标

14 省考 后营桥 Ⅲ 达标

15 省考 头圩渡口 Ⅳ 达标

16 省考 方渡桥 Ⅳ 达标

17 省考 化农水库库心 Ⅲ 达标

18 省考 白马湖李庄 Ⅲ 达标

19 省考 近大汕退水闸 Ⅲ 达标

20 省考 龙王山水库库心 Ⅲ 达标

21 省考 宝应湖心 Ⅲ 达标

22 省考 大运河桥 Ⅲ 达标

23 省考 水泥厂渡口 Ⅲ 达标

24 省考 活动坝 Ⅲ 达标

25 省考 板闸 Ⅲ 达标

26 省考 清隆桥 Ⅲ 达标

27 省考 承德路大桥 Ⅲ 达标

28 省考 老子山 Ⅱ 达标

29 省考 水门桥 Ⅲ 达标

30 省考 渠北闸 Ⅲ 达标

31 省考 平桥 Ⅲ 达标

32 省考 黄码大桥 Ⅲ 达标

33 省考 杨湾腰闸 Ⅲ 达标

34 省考 发电站 Ⅲ 达标

35 省考 新渡 Ⅲ 达标

36 省考 磷肥厂 Ⅲ 达标

37 省考 三河水文站 Ⅱ 达标

38 省考 县水泥厂 Ⅱ 达标

39 省考 唐港大桥 Ⅲ 达标

40 省考 塔集 Ⅲ 达标

41 省考 幸福大桥 Ⅱ 达标

42 省考 六塘水文站 Ⅲ 达标

43 省考 汪木排大桥 Ⅲ 达标

44 省考 环湖路桥 Ⅲ 达标

45 省考 中心桥 Ⅲ 达标

46 省考 新河大桥 Ⅲ 达标

47 省考 蛇家坝 Ⅲ 达标

48 省考 抬饭桥 Ⅲ 达标

49 省考 古黄河大桥 Ⅲ 达标

50 省考 堂子巷大桥 Ⅱ 达标

51 省考 东风桥 Ⅲ 达标

52 省考 湖滨村桥 Ⅲ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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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省考 维桥河口 Ⅲ 达标

54 省考 入湖节制闸 Ⅳ 未达标

55 省考 顺河桥 Ⅲ 达标

56 省考 龙飞桥 Ⅲ 达标

57 省考 入维桥河口处 Ⅲ 达标

表三 2021年度国省考断面水质类别统计表

2.2 饮用水水源地

全市城镇饮用水以集中式供水为主。2021 年，全市 11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总量约为

37463 万 立 方 米 。 依 据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评价，全市县级及以上在用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均达到 III 类标准，达标率 100%。

2.3 主要河流

2021 年，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京杭大运河、淮沭新河、

古淮河总体水质为优；里运河、盐河、淮河入海水道南偏泓、

淮河入江水道、浔河、维桥河、利农河、张福河、团结河、

高桥河总体水质处于良好状态。除赵公河、南淮泗河、淮河

入海水道北偏泓外，其余河流均达到功能区划要求；淮河、

淮河入海水道南偏泓、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古淮河、

利农河总体水质显著好转，其余河流水质均保持稳定。

2.4 湖库

2.4.1 洪泽湖

2021 年，洪泽湖淮安片区总体水质为Ⅳ类，达到功能区

划考核要求，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6.4，比 2020 年下降了

0.7，轻度富营养状态有所减轻，定类污染物指标为总磷。总

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主要污染物指标浓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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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4.3%和 5.0%。

2.4.2 白马湖

2021 年，淮安片区白马湖总体水质达到Ⅲ类标准，水质

状况良好，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2.5，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

与 2020 年相比，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污染物指标浓度分

别下降 33.3%和 1.8%，其他指标持平。

2.4.3 高邮湖

2021 年，淮安片区高邮湖总体水质为Ⅳ类，水质状况轻

度污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7.4，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

污染物指标持平。

2.4.4 宝应湖

2021 年，淮安片区宝应湖总体水质为Ⅲ类，水质状况良

好，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52.1，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污染

物指标持平。

2.4.5 水库

2021 年，龙王山水库、化农水库总体水质均为Ⅲ类，水

质状况良好。

2.4.6 地下水

2021 年，全市 17 个地下水井中水质均达到地下水功能

区要求，其中年均水质达Ⅲ类标准的有 8 个，占比 47.1%；

达Ⅳ类标准的有 9 个，占比 52.9%；无Ⅴ类地下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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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壤环境

2021 年，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较好，32 个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点位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风险

筛选值。主要河流及湖泊底质总体环境较好，23 条河流 35

个点位、洪泽湖 3 个点位、白马湖 1 个点位以及化农水库、

龙王山水库 2 个点位，全部满足低风险农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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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环境

依据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 192—2015）

评价，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70.53，生态环境状况

等级为“良”，指数较 2020 年上升 0.96。各县区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分布范围在 61.1~74.14之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高到

低依次为金湖县、洪泽区、淮安区、盱眙县、涟水县、淮阴

区、清江浦区。

2021 年，淮安市典型生态系统以耕地、湿地、城镇、林

地为主，其中耕地面积为 4960.82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49.34%；水域湿地面积 2339.87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

23.27%；建设用地面积为 2161.99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21.5%；林地面积为 507.59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5.05%；

草地面积为 74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 0.74%。淮安市饮用

水源地生物多样性指数总体评价为较丰富。湖泊水产品生物

残毒的监测结果达到标准要求，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

性较丰富，适合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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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环境

2021 年，按照《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规定》评价，

全市农村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农村环境状况指数为 86.3，指

数较 2020 年上升了 7.35，级别良，生态环境良好，基本适

合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

全市农村地表水水质总体处于良好，地表水水质指数值

为 77.3，优Ⅲ比例为 88.2%；农田灌溉水质总体处于良好，

10 万亩及以上的农田灌溉区断面物化指标均达《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水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指数为 100。农村饮用水水

质明显改善，盱眙县 3 个农村万人千吨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指数为 91.7，指数较 2020 年上升了 23.1。农村环境空

气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值 81.1，各类指标达到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按《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评价，30个试点调查村庄点位土壤各项

污染物含量均低于风险筛选值，土壤污染风险低，土壤环境

质量指数值为 100。

县区名称

环境

空气

质量指数

饮用水

水源地

水质指数

地表水

水质指数

土壤环境

质量指数

农田灌溉

水质指数

农村环境

状况指数

淮安区 80.4 - 83.8 100 100 89.1

淮阴区 80.3 - 78.8 100 100 86.5

清江浦区 80.1 - 77.5 100 100 86.5

洪泽区 80.8 - 64.2 100 100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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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 81.5 - 75 100 100 83.5

盱眙县 84.6 91.7 80.8 100 100 90.5

金湖县 79.7 - 80.8 100 100 89.6

全市 81.1 - 77.3 100 100 86.3

表四 2021年淮安市各县区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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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声环境

2021 年，全市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区域环境噪声昼间

均值为 55.9dB（A），处于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一般”级别。

全市功能区噪声昼间达标率为 97.5%，夜间达标率为 86.7%；

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均值为 65.0dB（A），处于“好”水平。

第七章 固体废弃物

全市产生工业固废 497.2 万吨，处置利用率 94.2%；危

险废物产生 21.7 万吨，处置利用率 97.84%；医疗废物产生

量 4672.86吨，其中涉疫医疗废物 501.24 吨，处置率 100%。

全市现有 35 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处置、利用、收集），

涉及 45个类别的危险废物，危废集中处置能力 12.6万吨/年，

其中焚烧处置危险废物能力 9.4 万吨/年，填埋处置危险废物

能力 3.2 万吨/年。小微收集单位 3 家，收集能力 1.5 万吨/年。

第八章 辐射环境

全市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空气吸收剂量率、大气和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处于本底水平；淮河水系监测点放射

性核素浓度处于本底水平；重点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水中放

射性指标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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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数据来源及评价说明

本公报中数据来源主要为生态环境部门监测网络数据。

监测数据来源于《淮安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评价依据为国家标准、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有关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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