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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
者任效良天津报道 记者日前
从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天
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以
下简称《预案》）经第五次修订，
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印发
实施。

据天津市环境应急中心主
任张凯介绍，此次《预案》修订
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变化：一方
面是调整了预警分级标准，将
原来的蓝、黄、橙、红四级应急
响应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取
消原有的蓝色预警，改为由生
态环境部门随空气质量预报信
息发布健康防护提示性信息；
将原橙色预警启动条件“预测
AQI 日 均 值 >200 将 持 续 3 天

（72 小时）及以上，且 AQI 日均
值>300，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
条件”调整为“预测 AQI 日均
值 >200 将 持 续 3 天（72 小 时）
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
条件”。

另一方面，是修改了黄色
预警的启动和发布程序。将原
黄色预警需经市政府分管环境
保护工作的副市长批准，预警
信息以市政府名义发布，调整
为经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批准，预警信息以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
名义发布。

最后一方面是对应急响应
措施进行了调整。在公众健康
防护方面，在各级别应急响应
措 施 中 分 别 列 出 健 康 防 护 指
引、建议性措施和强制性减排
措施，进一步增强对公众健康
防护的提醒。在移动源减排方
面，一是在橙色预警期间，在高
速公路上对中型重型汽车不再
采取限行措施；二是将橙色及
以上预警期间天津港由不允许
重型载货车进出厂区调整为单
双号限行，消除了因集疏港车
辆严重积压产生的社会稳定及
环境污染隐患。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生态
环境局日前公布了 2018 年 11 月
全 市 及 各 区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状况。

11 月，20 个国考断面中，Ⅰ
类 -Ⅲ 类 水 质 断 面 10 个 ，占
50.0%，同比增加 15.0 个百分点，
劣Ⅴ类水质断面 4 个，占 20.0%，
同比减少 15.0 个百分点；主要污
染物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
量、氨氮和总磷平均浓度同比分
别 下 降 2.6% 、9.3% 、51.4% 和
11.1%。

当月，各区水质综合污染指
数在 0.80-3.04 之间，水质较好
的是河西区、红桥区、南开区，水
质较差的是滨海新区、津南区、
东丽区；同比变化率在-38.89%
至 71.17%之间，与 2017 年同期

相比，改善幅度排前三名的为静
海区、西青区、蓟州区，同比恶化
幅度排前三名的区是和平区、红
桥区、河东区；各区出境与入境
平 均 浓 度 比 值 在 0.55-2.57 之
间，出境水质比入境水质改善的
前三名为河西区、宁河区、静海
区，出境水质比入境水质下降的
前三名为河东区、和平区、滨海
新区。

按照综合污染指数、同比变
化率和出入境浓度比值 3 项指
标进行综合排名，排名较好的前
三名为静海区、河西区和西青
区。对照 11 月水环境质量综合
排名结果，天津市分别对静海
区、河西区、西青区、宁河区、河
北 区 、蓟 州 区 、武 清 区 给 予 了
140 万 元 -20 万 元 不 等 的 经 济
奖补。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会同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共
同发布了新修订的《恶臭污染物
排 放 标 准》（DB12/059-2018）。
这是标准在使用 23 年后的首次
修订，标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

此 次 修 订 在 保 留 原 标 准 6
个控制项目基础上，增加了二甲
二硫等 11 项恶臭污染物排放控
制项目，同时收严了部分恶臭污
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新标准还
增加了对污染源责任主体的恶
臭排放管理要求，明确了应对恶
臭污染物排放系统和污染防治
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并保存相关
记录。

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1995 年，天津市发
布了全国首个地方《恶臭污染物

排 放 标 准》（DB12/-059-95），
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及恶臭污
染防治技术发展水平限制，标准
中仅提出了硫化氢、氨、甲硫醚、
三甲胺、甲硫醇、臭气浓度 6 个
控制项目。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优良生
态环境需求的 不 断 提 高 ，恶 臭
污 染 物 的 信 访 量 不 断 增 加 并
逐渐跃居首位，标准受控物质
少 、排 放 限 值 不 合 理 、监 测 技
术 内 容 不 明 确 等 问 题 逐步显
现，已无法满足环境管理需求。

这位负责人说，根据对全市
环境污染投诉统计数据分析，近
年来恶臭投诉占环境总投诉比
例呈递增趋势，新标准实施后，
可有效削减企业恶臭污染物排
放量，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降低
恶臭污染对公众的影响，减少恶
臭污染投诉。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首次修订
增加 11项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

天津公布去年11月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劣Ⅴ类断面同比减少15%

天津第五次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将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

为 坚 决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2018 年 在 天 津 市 委 、市
政府正确领导下，天津市坚
持精准治污，统筹推进产业、
能源、交通和空间布局四大
结构调整，狠抓控煤、控尘、
控工业污染、控车和控新建
项目“五控”治理，妥善应对
不利气象条件，形成了一套
源头防治、标本兼治、全民共
治的“组合拳”。

源头防控，大力推动结
构 性 减 排 。 集 中 排 查 整 治

“散乱污”企业 2.1 万家。严
格落实《工业园区（集聚区）
围 城 问 题 治 理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完成工业园区（集聚区）
整合 47 个、撤销取缔 13 个。
稳妥有序推进居民冬季清洁
取暖，2018 年新完成居民冬
季清洁取暖 23.8 万户，其中，

“煤改气”19 万户、“煤改电”
4.1 万户、集中供热 0.3 万户，
其他方式 0.4 万户；同时配送
无烟型煤 40万吨。

全面覆盖，切实加强面
源污染管控。严格落实施工
工地围挡、苫盖、车辆冲洗、
地面硬化、土方湿法作业、渣
土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
扬尘控制标准。严格“夜间
机扫水洗，白天洗路保洁”的
作业模式。对全市 16 个区

道路积尘进行“以克论净”量
化考核，逐月对各区降尘量
开展考核通报。全力控制农
业源氨排放，完成 557 家规
模养殖场粪污治理，全市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0%
左右。依托 646 套高架视频
监控装置，严控露天秸秆焚
烧，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 97%。

分类治理，持续降低工
业污染排放。火电、钢铁、水
泥、有色等 25 个重点行业达
到特别排放限值；完成工业
企 业 无 组 织 排 放 治 理 196
家；排查工业炉窑 3045 台，
将全市 41 台煤气发生炉全
部淘汰；启动两套煤电机组
冷凝脱水深度治理工程，完
成 1 套；对全市 452 家重点和
1511 家 一 般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工 业 企 业 全 部 建 档 立
卡、逐一治理；完成燃气锅炉
低氮改造 222台 6621 蒸吨。

突出重点，有效控制柴
油货车等移动源污染。开通
南疆铁路集装箱运输，天津
港铁路货运集疏港年运量达
到 9000 万 吨 。 新 淘 汰 老 旧
车 8.5 万辆。全年累计遥测
拦检机动车 102.4 万辆，依法
查 处 超 标 车 12771 辆 。 对
15928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实

行清单管理。建立全市重型
柴油车大户制监管系统，实
现全市机动车大户信息部门
共享、实时查询、定期更新。

严格监管，持续保持生
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深入
开展市级环保督察，对督察
中发现的问题边察边改、即
知即改，及时发现和解决了
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
题。对各区空气质量改善和
监管履职情况严格考核问责，
按月实行经济奖惩，层层压实
治污责任。2018 年 1 月-11
月，天津市生态环境系统立案
4355起，处罚款2.3亿元，按日
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
产、行政拘留与刑事犯罪 5类
案件共计 417件，比去年同期
增长67%。

精准治污，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树立环保标杆企
业，给予不错峰生产等政策
红利，通过政策激励导向，带
动 企 业 加 快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通过发布火电、铸锻行
业 及 生 物 质 锅 炉 等 地 方 标
准，有序开展重点领域提标
治理。严格依据企业环境绩
效水平，实施差异化、精细化
错峰生产，秋冬季错峰生产
停限产企业数量由 393 家减
少至 64家。

天津2018年PM2.5浓度同比下降16.1%

蓝天保卫战取得开门红
2019 年将减少守法企业检查频次，对屡查屡犯企业加大执法力度

2019 年 1 月 7 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 2018 年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2018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PM2.5平均浓度 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1%；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 5.78，较 2017 年下降 11.5%，重污染天数 10

天，同比减少 13天，均为近年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2019 年 是 蓝 天 保 卫 战
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天津市将采取 4 方
面措施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一是加快推进四大结构
调整。全力调整产业结构，
严格落实《天津市钢铁行业
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规划方
案》。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综
合利用热电联产、电力、燃气
等多种方式，推进全市剩余
约 50 万户农村居民实施散
煤清洁能源替代，2020 年煤
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严格
控制在 45%以下。加快转变
运输结构，优化港口集疏运
体系，2020 年底前重点行业
铁 路 运 输 比 例 达 到 50% 以
上，铁路货运占全市货运量
比例达到 16%。着力优化布
局结构，严格落实《工业园区

（集聚区）围城问题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对全市 314 个工
业园区（集聚区）全部按计划
完 成 保 留 、整 合 、撤 销 取 缔
工作。

二是持续强化面源污染
防控。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扬尘管控要求，每季度
更 新 施 工 工 地 动 态 管 理 清
单。对市政、公路、水利等线
性工程采取分段施工。严格
落实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
露天禁烧规定。不断优化并
持续开展道路扫保“以克论
净”和区域降尘量考核。

三是全面 加 强 工 业 和
燃 煤 污 染 治 理 。 2019 年 ，
完成 22 套公共煤电机组冷
凝 脱 水 深 度 治 理 ；加 快 钢
铁 企 业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完
成 两 家 、实 施 两 家 ；全 市 石

化 企 业 设 备与管线组件泄
漏 率 控 制 在 3‰ 以 内 ；完 成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167 台以
上。予以保留的 147 台燃煤
锅炉在已实现特别排放限值
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超低
排放治理。

四 是 严 格 落 实 治 污 责
任。持续用好经济奖惩、考
核通报、公开约谈等措施，严
格 压 实 属 地 责 任 和 监 管 责
任，持续保持严厉打击违法
排污行为高压态势，严格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
任务落地见效。在生态环境
执法中，对具有合法手续且
排放稳定达标的企业，减少
检查频次；对多次出现违法
行为，屡查屡犯拒不改正的，
全 面 加 大 执 法 检 查 和 处 罚
力度。

精准治污：停限产企业由393家减少至64家

持续发力：推进约50万户农村居民实施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图为 2018 年至 2019 年秋冬季大气攻坚行动期间，天津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在对滨海新区
一家企业进行现场检查。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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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 津 门 卫
士—2018”天津市辐射事故综合
应急演习日前成功举行。此次
演习由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主办，
系天津市首次组织华北地区辐
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也是在全
国首次演练水下寻源、水下收贮
放射源。

演习模拟天津市一辆运源
车辆在送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 1 枚Ⅳ类放射源落水失控，
按照《天津市处置核与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判别事故级别启动应
急响应。相关成员单位密切配
合、协同作战，及时对事故进行
科学处置。演习对核与辐射事
故应急响应、综合指挥调度、部
门协同、放射源搜寻排查、辐射
监测、医疗救援、事故处理、舆情
应对等系列科目进行实战演练，
达到了预期效果。

经专家组现场评估认为，此
次演习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但检
验了预案，也检验了装备，更检
验了队伍，体现出 6个特点。

一是充分体现了天津生态
环境系统忠诚、干净、担当的品
质和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二是
演习情景设计符合天津实际，具
有创新性和研究性。采取水下
寻源、水下收贮放射源，在全国
31 个 省 、区 、市 演 习 当 中 是 首
次，也属于首创。三是演习针对
性强，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四
是演习采用实源、实兵、实装，贴
近实战。五是全面检验了预案，
也检验了装备，同时理顺了相关
部门关系，理清了相关部门的职
责。六是各政府部门协作联动高
效，真正把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和
辐射事故安全责任，落实到各部
门，突出了地方政府责任，并强化
了放射源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

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
管司、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负责人，全国各地区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核安全中心、华北地
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
境厅（局）负责人、专家，市应急
管理局、市反恐办有关负责人出
席并观摩了此次演习。

天津举行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在全国首次演练水下寻源、水下收贮放射源

天津发布《铅蓄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11项污染物排放设限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 天津市生态环
境局日前会同市市场监管委发
布《铅蓄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 准》（DB12/856-2019）（以 下
简称《标准》），明确了 pH 值等
11 项污染物排放限值。新建企
业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标
准》，现有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标准》规定了铅蓄电池生
产行业水、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监测和控制要求，以及《标
准》实 施 与 监 督 等 相 关 规 定 。

《标准》控制项目包括 11 项污染
物排放限值和单位产品基准排
水量，其中涉及水污染物 8 项，

包括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
物、总磷、总氮、氨氮、总铅、总
镉；大气污染物 3 项，包括铅及
其化合物、硫酸雾和颗粒物。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说，铅蓄电池工业是重金
属污染防治的重点监管行业，
是天津市铅排放占比最高的行
业。《标准》实施后，可以有效促
进 全 市 相 关 企 业 加 强 运 营 管
理、提高工艺水平、减少无组织
排放。此外，通过减少铅、镉等
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一方面可以进一步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铅蓄电池行业本
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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