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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表水

截至本报告编写完成前，生态环境部尚未下达“2023 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有关指

标完成情况审核结果以及黑龙江省受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国家考核断面的认定结果”，本

报告中“水污染防治考核断面水质状况”和“各市（地）环境质量状况”部分的计算方式，

暂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优化大小兴安岭地区受自然因素影响水体水质评价考核的函》

（环办水体函〔2022〕167 号）及《关于印发 <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 重点

任务措施清单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183 号）文件要求设定如下：

2023 年，全省国家考核断面基数由 135 个调整为 128 个，为保证计算与上年同比

变化情况时数据可比，2022 年也按照参与考核的 128 个断面的实际监测结果进行计算

（名山、苗圃、挡石河冲锋桥、南瓮河大桥、古里乡、库尔滨村和扎龙湖共 7 个受自

然因素影响的断面不参与考核、排名，但继续参与“水环境质量状况”其他部分的水

质评价）。

2023 年，全省 205 个国、省控地表水断面（点位），总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Ⅰ - Ⅲ

类水质比例为 64.9%，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0%。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

下降 1.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5 个百分点。

全省 180 个国、省控河流断面，总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0.0%，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1%。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0.6 个百分

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6 个百分点。

全省国、省控 17 个湖库的 25 个点位，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28.0%，无劣Ⅴ类水质

点位。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降 12.0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点位。

（一）总体概述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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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参与考核计算的 128 个国家考核断面，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5.0%，无劣Ⅴ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6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松花江干流入境断面（三岔河）的水质类别为Ⅳ类，出境断面（同江）的水质类别

为Ⅲ类，与上年相比，均无明显变化。

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的 21 个地市级饮用水水源地，20 个县级市的 24 个县级

市饮用水水源地，77 个县区的 86 个县区级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常规监测工作。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印发 <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 重点任务措施

清单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183 号）要求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发的《黑

龙江“十四五”考核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清单》要求，2023 年，全省 21 个地市级及

24 个县级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十四五”考核。2023 年，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

响后 21 个地市级水源地水源达标率及水量达标率均为 100%，24 个县级市水源地水源

达标率为 100%。

3. 空气、酸沉降

2023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良好。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4.2%（扣除沙尘

影响），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全省哈尔滨市和绥化市 2 个城

市未达到二级标准，超标污染物均为 PM2.5。除 SO2 浓度和 CO 浓度同比不变外，其余

4 项污染物浓度同比均上升。其中 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25μg/m3（同比上升

4.2%）和 41μg/m3（同比上升 7.9%）。

酸雨频率为 0，降水年均 pH 值为 6.91，接近中性，年均 pH 值同比无变化。

4. 土壤

2023 年共监测 13 个城市 670 个点位。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个别国家网

基础点位及企业周边风险监控点存在重金属超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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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声环境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监测

和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监测，共布设 2944 个点位。声环境质量整体呈变好趋势。

各类功能区昼间总达标率为 98.1%，同比上升 1.9 个百分点；夜间总达标率为

93.6%，同比上升 2.3 个百分点。

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3.5dB(A)，同比上升 0.1dB(A)。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44.2dB(A)，同比下降 0.2dB(A)。

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6.1dB(A)，同比上升 0.6dB(A)。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 54.3dB(A)，同比下降 1.6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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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河流水质类别统计图

主要关注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为

5.5mg/L，同比下降 6.8%；氨氮平均浓度为 0.33mg/L，同比上升 6.5%；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为

18.3mg/L，同比下降 0.5%；总磷平均浓度为 0.082mg/L，同比保持不变。

1. 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

2023 年，全省 205 个国、省控地表水断面（点位），总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Ⅰ - Ⅲ

类水质比例为 64.9%，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0%。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

降 1.0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5 个百分点。

2. 全省河流水质状况

2023 年，全省 180 个国、省控河流断面，总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其中Ⅱ类水质占

11.1%，Ⅲ类水质占 58.9%，Ⅳ类水质占 26.1%，Ⅴ类水质占 2.8%，劣Ⅴ类水质占 1.1%，Ⅰ - Ⅲ

类水质比例为 70.0%。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0.6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

比例下降 0.6 个百分点。

（二）水环境质量状况



-5-

2023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iliang zhuangkuang年

松花江水系水质类别比例图

松花江干流水质状况

2023 年，松花江干流 15 个国、省控断面，水质状况为优，Ⅲ类水质占 93.3%，Ⅳ类水

质占 6.7%，无劣Ⅴ类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Ⅴ类

水质断面。

主要关注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

为 4.7mg/L，同比下降 6.0%；氨氮平均浓度为 0.25mg/L，同比上升 8.7%；化学需氧量平均

浓度为 16.9mg/L，同比下降 0.6%；总磷平均浓度为 0.096mg/L，同比下降 13.5%。

2.1 松花江水系水质状况

2023 年，松花江水系的干流及 51 条支流共 133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其中Ⅱ

类水质占 11.3%，Ⅲ类水质占 62.4%，Ⅳ类水质占 21.1%，Ⅴ类水质占 3.8%，劣Ⅴ类水质占

1.5%，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3.7%。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0.8 个百分点，

劣Ⅴ类水质比例下降 0.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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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干流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沿程变化

松花江干流氨氮浓度沿程变化

松花江干流化学需氧量浓度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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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干流总磷浓度沿程变化

2.2 黑龙江水系水质状况

2023 年，黑龙江水系的干流及 10 条支流共 26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其中Ⅱ

类水质占 15.4%，Ⅲ类水质占 26.9%，Ⅳ类水质占 57.7%，无劣Ⅴ类水质断面，Ⅰ - Ⅲ类水

质比例为 42.3%。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降 3.9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

断面。

黑龙江干流水质状况

黑龙江干流 11 个国、省控断面，其中Ⅲ类水质占 27.3%，Ⅳ类水质占 72.7%，无劣Ⅴ类

水质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为 27.3%。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9.1个百分点，

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主要关注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

为 7.3mg/L，同比下降 2.7%；氨氮平均浓度为 0.21mg/L，同比下降 4.5%；化学需氧量平均

浓度为 22.0mg/L，同比上升 1.9%；总磷平均浓度为 0.052mg/L，同比下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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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干流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沿程变化

黑龙江干流氨氮浓度沿程变化

黑龙江干流化学需氧量浓度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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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乌苏里江水系水质状况

2023 年，乌苏里江水系的干流及 5 条支流共 16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良好，其中，Ⅲ类

水质占 75.0%，Ⅳ类水质占 25.0%，无劣Ⅴ类水质断面，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5.0%。与上

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6.2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2.4 绥芬河水系水质状况

2023 年，绥芬河水系共 5 个断面，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100%。与上年同期相比，无明

显变化。

3. 全省湖库水质状况

3.1 湖库水质状况

2023 年，全省国、省控 17 个湖库的 25 个点位，其中Ⅲ类水质占 28.0%，Ⅳ类水质占

44.0%，Ⅴ类水质占 28.0%，无劣Ⅴ类水质点位，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28.0%。与上年同期相比，

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降 12.0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点位。

黑龙江干流总磷浓度沿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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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

为 5.0mg/L，同比下降 2.0%；氨氮平均浓度为 0.20mg/L，同比上升 33.3%；化学需氧量平均

浓度为 16.1mg/L，同比上升 0.6%；总磷平均浓度为 0.066mg/L，同比上升 6.5%。

3.2 主要湖库水质状况

镜泊湖 水质类别为 IV 类，属轻度污染，同比有所变差。营养状态指数为 48.3，同比下

降 0.2，属中营养，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兴凯湖 水质为类别为 V 类，属中度污染，同比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指数为 53.4，同

比上升 0.3，属轻度富营养，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磨盘山水库 水质类别为Ⅲ类，属良好，同比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指数47.9，同比上升1.8，

属中营养，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小兴凯湖 水质类别为 IV 类，属轻度污染，同比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指数为 52.6，同

比上升 0.6，属轻度富营养，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莲花水库 水质类别为 IV 类，属轻度污染，同比无明显变化。营养状态指数为 50.0，同

比下降 0.4，属中营养。营养状态无明显变化。

湖库水质类别统计图



-11-

2023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iliang zhuangkuang年

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示意图

全省湖库营养状态指数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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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污染防治考核断面水质状况

“十四五”期间，全省国家考核断面共 135 个，其中参与考核计算的断面 128 个（名山、

苗圃、挡石河冲锋桥、南瓮河大桥、古里乡、库尔滨村和扎龙湖共 7 个受自然因素影响的断

面不参与考核、排名），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共 21 个，县级市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共 24 个。

2023 年，全省参与考核计算的 128 个断面中，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5.0%，无劣Ⅴ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6 个百分点，均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主要关注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国家考核断面高锰酸盐

指数平均浓度为 5.2mg/L，同比下降 1.9%；氨氮平均浓度为 0.32mg/L，同比上升 10.3%；化

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为 17.4mg/L，同比上升 1.2%；总磷平均浓度为 0.093mg/L，同比上升 3.3%。

2023 年，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 21 个地市级水源地水源达标率及水量达标率均为

100%。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 24 个县级市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 100%。

5.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5.1 监测情况

2023年，13个城市 21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中地表水水源 16个、地下水水源 5个，

均完成监测。

常规监测

2023 年，21 个饮用水水源地中，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水源地个数为 21 个，扣除自然本底

因素影响后水源达标率及水量达标率均为 100%。

全分析监测

2023 年，21 个饮用水水源地全部开展了全分析监测工作，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水

源达标率 100%。



-13-

2023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iliang zhuangkuang年

5.2 县级市水源地

2023 年，20 个县级市的 24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中地表水水源 10 个、地下水

水源 14 个。除下半年哈尔滨市尚志东水源地受 8 月洪水灾情影响严重，目前水厂处于停产

抢修状态，未开展监测工作外，其他 23 个县级市水源地全年均完成监测。

常规监测

2023 年，24 个县级市水源地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全部达标。

5.3 县级水源地

2023 年，78 个县区 86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含 24 个县级市水源地），其中地表

水水源 22 个、地下水水源 64 个。

地表水常规监测

2023 年，22 个县区级饮用水水源地中，21 个水源地达标，1 个水源地超标（黑河市五

大连池市山口水库）。主要超标项目为高锰酸盐指数。

地下水常规监测

2023 年，64 个县区级饮用水水源地中，共监测 63 个，哈尔滨市方正镇水源地于 2023

年 1 月停用，未开展监测工作。48 个水源地达标，15 个水源地超标，其中 14 个水源地超标

项目为铁、锰，哈尔滨市 1 个水源地（双城区双城镇饮用水水源地）超标项目为铁、锰和氨氮。

5.4 国家考核水源地

2023 年，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 21 个地市级水源地水源达标率及水量达标率均为

100%。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 24 个县级市水源地水源达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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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4.2%（扣除沙尘影响）。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范围为 84.1%-99.2%，其中哈尔滨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84.7%。

1.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情况

2023 年，全省各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均达二级标准。13 个城市中哈尔滨市和绥化市 2 个

城市未达标，超标污染物均为 PM2.5。

全省 PM2.5、PM10、SO2、NO2、CO 和 O3-8h 平均浓度分别为 25μg/m3、41μg/m3、8μg/

m3、18μg/m3、0.9mg/m3 和 107μg/m3。与上年相比，除 SO2 浓度和 CO 浓度同比不变外，其

余 4 项污染物浓度同比均上升。

（三）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省及 13 个城市污染物浓度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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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累计共 4415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共 23 天（扣除

沙尘影响）。省会城市哈尔滨市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为 6 天。

2023 年，13 个城市的 PM2.5 年均浓度范围为 16-37μg/m3，PM10 年均浓度范围为 22-

59μg/m3，SO2 年均浓度范围为 6-12μg/m3，NO2 年均浓度范围为 9-29μg/m3，CO-95per 浓度

范围为 0.5-1.0mg/m3，O3-8h-90per 浓度范围为 94-123μg/m3。

全省 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情况

全省 13 个城市各类级别天数累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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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采暖期（非采暖期）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8.8%（97.4%），非采暖期优

于采暖期 8.6 个百分点。

全省 PM2.5、PM10、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的采暖期（非采暖期）浓度分

别 为 38（13）μg/m³、56（26）μg/m³、10（6）μg/m³、22（13）μg/m³、1.0（0.6）mg/m³ 和

95（114）μg/m³。

全省及 13 个城市污染物浓度情况

全省采暖期与非采暖期污染物均值浓度超标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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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13 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鹤岗市；后三名为：

绥化市、哈尔滨市和七台河市（鸡西市、牡丹江市）。

全省 13 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及同比变化情况（单位：μg/m3）

排名 城市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变化情况

1 大兴安岭 16 15 上升   6.7%

2 黑河 17 14 上升 21.4%

3 鹤岗 20 18 上升 11.1%

4 齐齐哈尔 22 21 上升   4.8%

4 伊春 22 21 上升   4.8%

6 双鸭山 24 24 不         变

7 大庆 26 26 不         变

8 佳木斯 27 25 上升   8.0%

9 牡丹江 28 24 上升 16.7%

9 鸡西 28 25 上升 12.0%

9 七台河 28 27 上升   3.7%

12 哈尔滨 36 38 下降   5.3%

13 绥化 37 36 上升   2.8%

2023 年，13 个城市 PM10 浓度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伊春市；后三名

为：哈尔滨市、绥化市和鸡西市。

全省 13 个城市 PM10 浓度排名及同比变化情况（单位：μg/m3）

排名 城市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变化情况

1 大兴安岭 22 19 上升 15.8%

2 黑河 27 20 上升 35.0%

3 伊春 33 30 上升 10.0%

4 鹤岗 38 36 上升   5.6%

5 佳木斯 40 37 上升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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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名称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变化情况

6 大庆 41 38 上升   7.9%

7 双鸭山 42 40 上升   5.0%

8 齐齐哈尔 43 41 上升   4.9%

9 牡丹江 44 38 上升 15.8%

10 七台河 45 48 下降   6.3%

11 鸡西 50 46 上升   8.7%

12 绥化 52 49 上升   6.1%

13 哈尔滨 59 58 上升   1.7%

综合指数排名前三名为：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和伊春市；后三名为：哈尔滨市、绥化

市和七台河市。

全省 13 个城市综合指数排名及同比变化情况

排名 城市名称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变化情况

1 大兴安岭 1.83 1.78 上升   2.8%

2 黑河 2.09 1.79 上升 16.8%

3 伊春 2.43 2.24 上升   8.5%

4 鹤岗 2.45 2.31 上升   6.1%

5 齐齐哈尔 2.64 2.63 上升   0.4%

6 双鸭山 2.72 2.64 上升   3.0%

7 大庆 2.77 2.71 上升   2.2%

8 佳木斯 2.80 2.65 上升   5.7%

9 鸡西 3.00 2.87 上升   4.5%

10 牡丹江 3.01 2.65 上升 13.6%

11 七台河 3.15 3.16 下降   0.3%

12 绥化 3.42 3.26 上升 4.9%

13 哈尔滨 3.78 3.86 下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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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省酸沉降状况

2023 年，共采集降水样本 595 个，酸雨频率为 0，降水 pH 年均值为 6.91，接近中性。

按照监测的单次统计，监测点位的降水 pH 均值介于 5.70-8.19 之间；按照城市统计（含

13 个地级市和 3 个县级市），pH 均值介于 6.34-7.63 之间，最低值出现在绥化市，最高出现

在大庆市。13 个地级市降水 pH 值分布和达标情况如下。

全省 13 个城市降水 pH 值范围

pH 值范围 城市

小于等于 7.0 绥化、大兴安岭、鸡西、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齐齐哈尔

大于 7.0 黑河、七台河、伊春、鹤岗、牡丹江、大庆

全省地级市降水 pH 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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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共监测土壤点位 670 个，包括 630 个基础点、30 个背景点以及 10 个

重点风险监控点。其中，草地点位 11 个，林地点位 141 个，耕地点位 503 个，园地 1 个，

未利用地点位 14 个。仅对 515 个园地、草地和耕地点位按照 2018 年 8 月 1 日颁布的《土

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进行评价。

监测项目包括理化三项（pH、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金属八项（镉、汞、砷、

铜、铅、铬、锌、镍）、有机三项（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

参与评价的土壤点位共有 515 个，包括 492 个基础点、16 个背景点以及 7 个重点风

险监控点。

492 个参评基础点中，1 个点位镉浓度超过风险筛选值，未超过风险管制值。1 个点

位铜浓度超过风险筛选值，未超过风险管制值。8 个点位铬浓度超过风险筛选值，未超

过风险管制值。共 10 个点位存在超标现象。

16 个参评背景点中，无点位超过风险筛选值。

7 个参评重点风险监控点中，2 个点位镉浓度超过风险筛选值，未超过风险管制值。

共 2 个点位存在超标现象。

全省综合评价结果超过筛选值的点位为 10 个，占比 1.9%；小于筛选值的点位共有

505 个，占比 98.1%，无大于管制值的点位。结果表明，2023 年个别基础点、企业周边

点位存在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四）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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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土壤有机质示意图

1. 土壤理化指标有机质分布规律

数据表明，有机质数值范围在 1.29-562g/kg，均值为 46.1g/kg。如图所示，有机质

含量较高的点位多分布在大兴安岭地区、伊春市、黑河市及牡丹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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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理化指标 pH 值分布规律

数据表明，pH 值数值范围在 4.22-9.42。监测区域普遍呈现弱酸性、中性及弱碱性。

全省土壤 pH 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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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理化指标阳离子交换量分布规律

数据表明，阳离子交换量数值范围在 4.30-50.3cmol/kg，均值为 18.0cmol/kg。阳离子交

换量整体含量较高的地市为大庆市、绥化市及大兴安岭地区。

全省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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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金属八项指标分布规律

数据表示，金属镉数值范围 0.02-0.61mg/kg，均值为 0.10mg/kg，均值较高的地市为哈

尔滨市、伊春市；金属汞数值范围 0.009-0.809mg/kg，均值为 0.037mg/kg，均值较高的地

市为伊春市和七台河市；金属砷数值范围 2.34-503mg/kg，均值为 10.3mg/kg，均值较高的

地市为齐齐哈尔市、鸡西市；金属铜数值范围 4.0-56mg/kg，均值为 19.2mg/kg，均值较高

的地市为鸡西市、双鸭山市；金属铅数值范围 8.55-69.5mg/kg，均值为 21.9mg/kg，均值较

高的地市为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金属铬数值范围 6.0-880mg/kg，均值为 71.2mg/kg，均

值较高的地市为牡丹江市、黑河市；金属锌数值范围 27-183mg/kg，均值为 66.9mg/kg，均

值较高的地市牡丹江市、伊春市；金属镍数值范围 5.0-100.0mg/kg，均值为 23.8mg/kg，均

值较高的地市为齐齐哈尔市、双鸭山市。

全省土壤金属八项均值分布情况

城市
镉均值

（mg/kg）
汞均值

(mg/kg)
砷均值

(mg/kg)
铜均值

（mg/kg）
铅均值

(mg/kg)
铬均值

(mg/kg)
锌均值

(mg/kg)
镍均值

(mg/kg)

哈尔滨 0.35 0.034 9.24 18.3 20.7 65.7 65.5 22.7

齐齐哈尔 0.09 0.024 10.4 19.5 21.2 61.1 59.5 26.9

牡丹江 0.10 0.040 8.81 19.8 23.9 103.7 82.9 25.9

佳木斯 0.08 0.030 8.51 20.8 23.7 56.5 60.6 26.7

大庆 0.12 0.025 9.71 18.5 18.5 46.5 53.4 21.5

鸡西 0.10 0.038 11.0 22.0 24.4 85.5 70.8 26.2

双鸭山 0.09 0.033 10.1 21.9 25.4 62.6 69.0 28.3

伊春 0.16 0.055 9.58 18.3 23.3 60.8 82.3 20.2

七台河 0.13 0.090 8.34 19.5 25.0 53.6 79.0 18.4

鹤岗 0.06 0.037 10.7 17.9 23.0 65.0 64.2 23.2

黑河 0.07 0.038 9.71 18.9 20.1 107.1 63.0 23.2

绥化 0.11 0.029 9.37 20.1 21.9 54.9 60.0 22.1

大兴安岭 0.09 0.087 27.6 15.0 20.4 65.6 81.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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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有机三项指标分布规律

六六六检出点位数值范围 0.000432-0.959mg/kg，全部点位均值为 0.00351mg/kg，均值

较高的地市为哈尔滨市；滴滴涕检出点位数值范围 0.00430-0.0750mg/kg，全部点位均值为

0.00305mg/kg，均值较高的地市为鸡西市；多环芳烃检出点位数值范围 1.095-1.615mg/kg，

全部点位均值为 0.096mg/kg，均值较高的地市为伊春市、黑河市。

全省土壤有机三项均值分布情况

城市 六六六总量均值（mg/kg） 滴滴涕总量均值（mg/kg） 多环芳烃总量均值（mg/kg）

哈尔滨 0.0351 0.00705 1.095

齐齐哈尔 0.00161 0.00461 未检出

牡丹江 0.00120 0.00541 未检出

佳木斯 0.00136 0.00522 未检出

大庆 0.000697 未检出 未检出

鸡西 0.00257 0.075 未检出

双鸭山 0.00276 0.00442 未检出

伊春 0.0115 0.0127 1.478

七台河 0.0194 0.0102 1.110

鹤岗 0.000652 0.00431 未检出

黑河 0.00222 0.00470 1.495

绥化 0.00136 0.00448 未检出

大兴安岭 0.00494 0.00991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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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全省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齐齐哈尔鑫汉庭酒店点位未开展监

测），其中昼间达标率为 98.1%，同比上升 1.9 个百分点；夜间达标率为 93.6%，同比上

升 2.3 个百分点。

全省功能区昼、夜间总达标率同比均上升。各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范围为 95.7%-

100%，夜间达标率范围为 83.3%-100%。

（五）声环境质量状况

0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100% 和 87.5%；

1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5.7% 和 90.5%；

2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9.3% 和 99.3%；

3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9.0% 和 97.1%；

4a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7.6% 和 83.3%；

4b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100% 和 100%。

全省功能区总达标率同比情况



-27-

2023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iliang zhuangkuang年

各类功能区中，1 类区夜间，3 类区昼、夜间达标率同比下降，其他类功能区均上升或无变化。

全省各类功能区达标率

2. 全省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状况

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3.5dB(A)，同比上升 0.1dB(A)。
城市区域昼间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为二级，评价为“较好”。2023 年，全省 13 个城

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44.2dB(A)，同比下降 0.2dB(A)（同比指与 2018 年夜间监测

值相比，下同）。城市区域夜间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为二级，评价为“较好”。

13 个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0.1-58.5dB(A)，其中最高值在牡丹江市，

最低值在伊春市。

全省各类功能区达标率同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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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城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38.6-46.9dB(A)，其中最高值在鹤岗市，最低值

在伊春市。

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上升的城市为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七台河市、

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下降的城市为鸡西市、伊春市、鹤岗市、绥化市；齐齐哈尔市、双鸭山

市无变化。其中牡丹江市、大庆市上升 0.6dB(A)，升幅最大；鸡西市下降 0.4dB(A)，降幅最大。

全省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排序

全省城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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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市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区域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上升的城市为大庆市、双鸭山市、伊春市、鹤岗市、黑河市、

大兴安岭地区；下降的城市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鸡西市、七台

河市、绥化市。其中鹤岗市上升 3.6dB(A)，升幅最大；哈尔滨市下降 6.1dB(A)，降幅最大。

全省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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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状况

2023年，全省 13个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6.1dB(A)，同比下降 0.4dB(A)。

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等级划分为一级，评价为“好”。2023 年，全省 13 个城市道路

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4.3dB(A)，同比下降 1.6dB(A)。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等级

划分为一级，评价为“好”。

13 个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9.9-68.9dB(A)，其中最高值在齐齐哈

尔市，最低值在大兴安岭地区。

全省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排序

13 个城市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47.4-62.6dB(A)，其中最高值在哈尔滨

市，最低值在大兴安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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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市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排序

全省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上升的城市为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绥化市；

下降的城市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鸡西市、伊春市、鹤

岗市、大兴安岭地区。其中绥化市同比上升 1.3dB(A)，升幅最大；大兴安岭地区同比下降

3.0dB(A)，降幅最大。

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上升的城市为大庆市、鸡西市、伊春市、黑河市、绥化市；

下降的城市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鹤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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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市道路交通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情况

大兴安岭地区。其中绥化市同比上升 8.8dB(A)，升幅最大；哈尔滨市同比下降 8.0dB(A)，降

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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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村环境质量

2023年，13个城市的 84个县域，91个村庄，147个县域地表水断面，68个农村“千吨万人”

饮用水水源地，57 个农田灌溉灌区，71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了监测。

对 84 个县域进行了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评价结果表明：39 个（46.4%）县域的农村环

境状况级别为优，无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特别适合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35 个（41.7%）

县域的农村环境状况级别为良，轻微污染，生态环境良好，基本适合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

8 个（9.5%）县域的农村环境状况级别为一般，轻度污染，生态环境一般，较适合生活和生产；

2 个（2.4%）县域的农村环境状况级别为差，重度污染，环境较恶劣，不适合生活和生产。

全省监测县域农村环境状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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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2023 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相关监测任务，黑龙江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组织省内 7 家监测单位对中俄跨国界水体开展了监测区域内重点河流及重点湖

库的水质理化指标、水生生物指标和物理生境指标调查监测及综合评价工作。

监测结果显示：

研究区域内水生生物物种较为丰富，大多数点位生物群落结构完整、稳定，指示清

洁物种分布广，种类数量多。2023 年水生态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监测的 14 个点位中，

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达到“良好”及以上等级 4 个，占 28.6%；“中等”等级 10 个，

71.4%。

（七）跨界水体水生生物监测工作

中俄跨界水体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清洁指示物种展示图



-35-

2023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heilongjiangsheng shengtai huanjing zhiliang zhuangkuang年

根据生态环境部下发的《2023 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环办监测函〔2023〕120 号）

及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的《2023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黑环办发〔2023〕34号）

的通知要求，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指导 13个城市相关单位，对其行政区域内不少于 5%

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开展污染源执法监测，详情如下：

全省污染源执法监测情况统计表

环境要素 监测数量 达标率（%） 监测项目

废水排污单位 204 99.0 必测化学需氧量、氨氮，监测行业特征污染物

废气排污单位 255 98.8
必测氮氧化物，涉 VOCs 的根据排放标准确定

必测 VOCs 监测项目

城镇污水处理厂 112 98.2 必测化学需氧量、氨氮

无组织排放排污单位 110 100 监测行业特征污染物

周边环境排污单位
（影响土壤和地下水）

17 100 监测土壤或地下水特征污染物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二、污染源执法监测总体状况

全省污染源执法监测结果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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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统计表

城市 监测数量
达标率（%）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哈尔滨 78 100 98.5 98.7

齐齐哈尔 28 94.1 100 96.4

牡丹江 4 100 100 100

佳木斯 16 100 100 100

大庆 20 100 100 100

双鸭山 4 100 100 100

伊春 4 100 100 100

鹤岗 25 100 / 100

黑河 6 100 100 100

绥化 16 100 100 100

大兴安岭 3 100 100 100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废水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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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统计表

城市 监测数量
达标率（%）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哈尔滨 84 98.0 98.4 97.6

齐齐哈尔 12 100 100 100

牡丹江 13 100 100 100

佳木斯 23 100 100 100

大庆 19 100 100 100

鸡西 10 100 100 100

双鸭山 24 100 100 100

伊春 9 100 85.7 88.9

鹤岗 30 100 / 100

黑河 14 100 100 100

绥化 15 100 100 100

大兴安岭 2 / 100 100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废气重点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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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达标率统计表

城市 监测数量
达标率（%）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哈尔滨 25 89.5 100 92.0

齐齐哈尔 14 100 100 100

牡丹江 10 100 100 100

佳木斯 11 100 100 100

大庆 11 100 100 100

鸡西 11 / 100 100

双鸭山 2 100 100 100

伊春 8 100 100 100

鹤岗 2 100 / 100

黑河 6 100 100 100

绥化 12 100 100 100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达标率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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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排放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统计表

城市 监测数量
达标率（%）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哈尔滨 47 100 100 100

齐齐哈尔 3 100 100 100

牡丹江 3 / 100 100

佳木斯 1 100 100 100

大庆 5 100 100 100

双鸭山 5 100 100 100

鹤岗 36 100 / 100

黑河 2 100 / 100

绥化 4 100 100 100

大兴安岭 4 100 100 100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无组织排放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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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环境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统计表

城市 监测数量
达标率（%）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哈尔滨 4 / 100 100

齐齐哈尔 8 100 100 100

双鸭山 2 100 100 100

黑河 1 100 / 100

大兴安岭 2 100 100 100

备注：表中未列城市及“/”表示抽查的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中未包含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数据上报。

周边环境排污单位排放达标率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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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市（地）环境质量状况

哈尔滨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25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8.0%，无劣 V 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4.0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磨盘山水库的水质为良好。

哈尔滨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哈尔滨市空气质量级别未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04 天 (84.7%)。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36μg/m³、59μg/m³、11μg/m³、29μg/

m³、1.0mg/m³ 和 121μg/m³。

哈尔滨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3.0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三级，

等效声级为 46.6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7.1dB(A)，夜间声

环境质量为四级，等效声级为 62.6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92.5%，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87.5%。

（一）哈尔滨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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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13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4.6%，无劣 V 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扎龙湖的

水质状况为良好（扣除自然本底影响后），尼尔基水库的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

齐齐哈尔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齐齐哈尔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36 天 (93.6%)。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22μg/m³、43μg/m³、7μg/m³、16μg/m³、0.8mg/

m³ 和 109μg/m³。

齐齐哈尔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2.9 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

级，等效声级为 44.0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68.9dB(A)，夜间

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5.8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93.3%。

（二）齐齐哈尔市环境质量状况

牡丹江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12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5.0%，无劣 V 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降 16.7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镜泊湖和莲花水库的水质状况均为轻度污染。

牡丹江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牡丹江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41 天 (95.0%)。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28μg/m³、44μg/m³、6μg/m³、

22μg/m³、1.0mg/m³ 和 109μg/m³。

牡丹江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三级，等效声级为 58.5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三

级，等效声级为 46.5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5.7dB(A)，

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4.5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

达标率 94.4%。

（三）牡丹江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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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10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60.0%，无劣 V 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佳木斯市饮用水水源地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水量达标率为 100%。

佳木斯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42 天 (94.7%)。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27μg/m³、40μg/m³、6μg/m³、

20μg/m³、0.8mg/m³ 和 106μg/m³。

佳木斯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4.4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

级，等效声级为 44.7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6.7dB(A)，

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3.2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

达标率 92.5%。

（四）佳木斯市环境质量状况

大庆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6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3.3%，无劣 V 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大庆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大庆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32 天 (92.5%)。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26μg/m³、41μg/m³、6μg/m³、17μg/m³、

0.8mg/m³ 和 116μg/m³。

大庆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3.1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三级，

等效声级为 44.9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68.1dB(A)，夜间

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6.8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 100%。

（五）大庆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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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8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62.5%，无劣 V 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2.5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小兴凯湖的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兴凯湖的水质状况为中度污染。

鸡西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鸡西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40 天 (95.0%)。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28μg/m³、50μg/m³、8μg/m³、20μg/m³、

1.0mg/m³ 和 98μg/m³。

鸡西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4.9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

等效声级为 42.6 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6.5dB(A)，夜

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3.4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

标率 100%。

（六）鸡西市环境质量状况

双鸭山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6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66.7%，无劣 V 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双鸭山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双鸭山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49 天 (96.9%)。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24μg/m³、42μg/m³、10μg/m³、

14μg/m³、0.9mg/m³ 和 111μg/m³。

双鸭山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4.4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

级，等效声级为 44.9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7.7dB(A)，

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4.5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

达率 100%。

（七）双鸭山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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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11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54.5%，无劣 V 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下降 9.1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伊春市饮用水水源地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水量达标率为 100%。

伊春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56 天 (98.3%)。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22μg/m³、33μg/m³、7μg/m³、12μg/m³、

1.0mg/m³ 和 106μg/m³。

伊春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0.1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

等效声级为 38.6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4.6dB(A)，夜间

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1.9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 100%。

（八）伊春市环境质量状况

七七台河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4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75.0%，无劣 V

类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七台河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34 天 (93.0%)。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28μg/m³、45μg/m³、12μg/m³、

25μg/m³、1.0mg/m³ 和 103μg/m³。

七台河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3.1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

级，等效声级为 44.9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6.9dB(A)，

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1.1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

达标率 85.0%。

（九）七台河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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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8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7.5%，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保持不变，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五号水库水质状况为

良好。

鹤岗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鹤岗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59 天 (98.6%) 。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20μg/m³、38μg/m³、11μg/m³、14μg/m³、0.7mg/

m³ 和 101μg/m³。

鹤岗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3.1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三级，

等效声级为 46.9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6.5dB(A)，夜间声

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6.8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100%。

（十）鹤岗市环境质量状况

黑河市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14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5.7%，无劣 V 类水

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4.3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黑河市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黑河市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60 天 (98.9%)。PM2.5、PM10、SO2、

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均浓度分别为 17μg/m³、27μg/m³、7μg/m³、13μg/m³、

0.7mg/m³ 和 94μg/m³。

黑河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2.7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

等效声级为 41.0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62.4dB(A)，夜间

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48.7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 100%。

（十一）黑河市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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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市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共 10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80.0%。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0.0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绥化市饮用水水源地扣除自然本底因素影响后水量达标率为 100%。

绥化市空气质量级别未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02 天 (84.1%)。PM2.5、PM10、

SO2、NO2、CO-95per 和 O3-8h-90per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37μg/m³、52μg/m³、7μg/m³、

19μg/m³、1.0mg/m³ 和 123μg/m³。

绥化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3.2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三级，

等效声级为 45.3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68.2dB(A)，夜间

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8.9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92.5%；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 80.0%。

（十二）绥化市环境质量状况

大兴安岭地区参与国家考核计算的断面共 7 个，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为 57.1%。无劣 V 类

水质断面。与上年同期相比，Ⅰ -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 14.2 个百分点，均无劣 V 类水质断面。

大兴安岭地区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100%。

大兴安岭地区空气质量级别达二级标准，达标天数为 360 天 (99.2%)。PM2.5、PM10、

SO2、NO2、CO-95per和O3-8h-90per年均浓度分别为 16μg/m³、22μg/m³、6μg/m³、9μg/m³、0.5mg/

m³ 和 99μg/m³。

大兴安岭地区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二级，等效声级为 52.3dB(A)，夜间声环境质量为

二级，等效声级为 43.3dB(A)；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59.9dB(A)，夜

间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等效声级为 47.4dB(A)；功能区昼间达标率 100%；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100%。

（十三）大兴安岭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