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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1999 年环境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现发布 1999 年度无锡市环境公

报。 

前言 

1999 年，无锡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精神，坚持经济、

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策略。全市以大气污染防治和巩固水污染达标排放成果为重点，以城乡

环境综合防治为突破口，加强法制建设，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积极依靠

科技进步，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期完成了国家和省下达的工作目标。 

无锡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大气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议案决议》，市

政府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和全市性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目标任务，积极采取措施，完善了行政

领导环保目标责任制度、环保资金筹措制度、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等一整套环境管理制度。加

强了环保执法队伍建设。大力开展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随着《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的顺利实施，污染防治已由点源治理逐步向面源治理转变；由污

染物浓度控制逐步向总量控制、清洁生产和集中处理转变。 

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等活动，城乡环境面貌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 1998

年底太湖达标排放“零点行动”后，全市继续狠抓水污染源达标排放的巩固和提高，进一步

强化重点污染企业治理设施的“管理规范化、运行社会化、监督自动化”，使治理设施正常

运转率保持在 97%以上，外排污水达标率保持在 92%以上。集中力量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

建设，扩大城市生活污水的截流区域，1999 年无锡市区共完成了 118 家企事业单位和新村

生活污水的接管任务。城乡河道共清淤 1250 万立方米。创建了一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示

范镇、清洁文明生产企业和“百佳生态村”，推动了生态农业的全面实施。 

1999 年无锡市大力开展大气污染企业达标排放工作，一市三市（县）共有 337 家废气

重污染企业完成限期治理，共投入资金 1.016 亿元。全市继续开展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

已经启动，实现了车用汽油无铅化，初步治理了铁路、高速公路沿线和太湖沿岸的白色污染，

治理了一批“五小”行业，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关注的环境问题。 

1.环境质量 

总体上看，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太湖水

质污染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主要矛盾。湖体沉积底泥的二次污染、船舶流动污染和过量的水产

养殖污染、农业化肥、农药流失造对水体的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太湖无锡水域的五里湖、

梅梁湖仍存在蓝藻暴发的隐患。无锡市区大部分地区地面水水质不符合地面水功能区划的要

求。无锡市区和宜兴市、锡山市境内的 6 条主要出入湖河道中，除宜兴的 2 条河道水质可达

三类水质标准外，其余 4 条河道水质劣于三类标准。城市局部地区的噪声以及城镇的垃圾围

城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机动车尾气污染加剧，空气污染类型正由煤烟型污染向煤烟和机动

车尾气混合型污染转变。摩托车、燃油助力车的排气污染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由

环境引发的污染事故和环境纠纷逐年增多，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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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环境质量 

1999 年无锡市的水环境质量总体上与上年持平。太湖无锡水域的水质类别与上年基本

相同，个别指标值有所好转。尽管 1999 年无锡市辖区企业向运河水体污染物排放量有较大

幅度下降，由于上游来水水质变差，运河水质与上年相比，没有明显好转，个别河段河水质

指标值还有所恶化。无锡市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较 1998 年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达

到 96.1%。地下水水质与 1998 年持平。 

1.1.1.太湖无锡区域水质 

太湖无锡区域主要包括五里湖和梅梁湖。1999 年监测结果显示，水体未发现重金属污

染。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挥发性酚等有机污染指标对照地面水三类标准，

超标情况较为严重，属有机污染类型。 

1.1.1.1.五里湖 

1999 年五里湖总体水质为Ⅴ类，与上年类别相同。水中溶解氧含量有所上升，总磷、

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较上年基本持平，挥发酚浓度从Ⅲ类降到了Ⅳ类，蓝藻数量

较梅梁湖区少。水质污染仍十分严重，富营养化程度尚未出现改善的趋势。 

1.1.1.2.梅梁湖 

1999 年梅梁湖总体水质为Ⅳ类，同上年的Ⅴ类水质比较有所改善。总磷、五日生化需

氧量等指标改善较明显，其他指标与上年基本持平。这与直湖港长时间断流（1998 年 11 月

—1999 年 12 月）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9 梅梁湖的藻类数量成倍增加。蓝藻仍占绝对优势，

但已经不是以单一微囊藻为主的蓝藻种群，说明全太湖富营养化出现减轻趋势。 

1.1.2.运河水质 

无锡市运河分为京杭运河无锡上游段、京杭运河无锡市区段、京杭运河无锡下游段、古

运河段、锡澄运河、锡北运河、梁溪河等七段。 

对照四类水质标准 1999 年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总氰、总汞、六价铬、总镉等指标

全年达标；锡澄运河总砷出现一次超标，五牧、高桥断面总铅分别出现过一次超标。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非离子氨、挥发酚、石油类等六项指标的超

标率较高。 

1999 年运河总体水质类别为Ⅴ类，与 1998 年持平。其中，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

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等指标为Ⅴ类；非离子氨、石油类等指标为Ⅳ类。同上年相比，好转

的指标有：挥发酚、石油类；变差的指标有：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非

离子氨。部分指标污染加重，特别是溶解氧的下降，说明运河水质的有机污染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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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京杭运河无锡上游段 

京杭运河无锡上游段各项水质指标均明显变差，水质类别由Ⅳ类变为差于Ⅴ类。该河段

的溶解氧明显偏低，非离子氨、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值均比上年明显变差。

挥发酚、石油类二项指标较上年有所好转。上游来水的水质变差，是导致 1999 年运河总体

水质变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1.1.2.2.京杭运河无锡市区段 

京杭运河无锡市区段的水质较上年变差，由Ⅳ类变成了差于Ⅴ类，主要是溶解氧、五日

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项目从Ⅳ类变成了Ⅴ类甚至差于Ⅴ类。仅石油类、挥发酚

较上年好转。 

1.1.2.3.京杭运河无锡下游段 

京杭运河无锡下游段 1999 年总体水质从上年的Ⅴ类变成了差于Ⅴ类，主要是溶解氧下

降，其他指标如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差。 

1.1.2.4.古运河段 

古运河水质仍呈现严重的有机污染、溶解氧常年偏低。水质类别差于Ⅴ类，水中的溶解

氧较上年有明显降低。但非离子氨、挥发酚、石油类污染有了一定的改善。 

1.1.2.5.锡澄运河段 

锡澄运河水质保持在上年的Ⅴ类水平，溶解氧有所下降，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石油类等污染情况有所好转。 

1.1.2.6.锡北运河段 

锡北运河的水质为差于Ⅴ类，与上年同期相比，绝大多数指标均变差，且下降的幅度较

大。 

1.1.2.7.梁溪河段 

梁溪河水质从差于Ⅴ类变为Ⅴ类，非离子氨污染有所改善。但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

生化需氧量等污染指标均变差。作为太湖的一条重要出、入湖河道，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综合

整治。 

1.1.2.8.运河总体水质下降，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从综合污染指数看，梁溪河、锡澄运河水质相对较好，且比较稳定，运河上游段水质变

差，古运河、锡北运河的水质始终较差。 

1.无锡市区 1999 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COD）比 1998 年削减了 40%，但 1999 年上游

来水的水质较 1998 年明显恶化，进入无锡的五牧断面的上升幅度大大高于全运河的平均增

幅。从水质类别看，五牧断面的水质类别从去年的四类变为了差于五类，突出表现在溶解氧

严重偏低。从五牧断面进入无锡市的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通量，由 1998 年的 4723.4 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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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到 1999 年的 8208.3 吨，增长了 73.8%。 

2．京杭运河上游来水的一部分原来由直湖港进入梅梁湖，现由于直湖港闸的关闭，上

游来水中的污染物和原直湖港沿岸排入河道的污染物全部进入京杭运河无锡段，影响到无锡

地区的水质改善。 

3．1999 年度夏季（6-9 月）汛期河流水位比 98 年度高，不少地区农田大面积积水，浸

透着农药、化肥的农田涝水排入河道。而其他各月份，水位又比 98 年低，1—5 月则低得多。

又使水体中的污染物浓度值相对较高。这是 1999 年度运河水质变差的又一重要原因。 

1.1.3.江阴市测点水质 

锡澄运河江阴市段的四个断面中黄田港大桥断面水质较好，达到了Ⅲ类水平，其他 3

个断面为Ⅴ类水质，与 1998 年的情况基本相同。 

1.1.4.锡山市测点水质 

锡北运河锡山市段的张塘桥断面水质类别为差于Ⅴ类，其他断面为Ⅴ类水体。同上年比

较，总体变差。其中张塘桥断面由Ⅴ类变为差于Ⅴ类，杨家村、藕塘大桥断面从Ⅳ类变成了

Ⅴ类。主要表现在：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及挥发酚浓度升高。 

1.1.5.宜兴市测点水质 

宜兴市东氿、西氿的水质为Ⅳ类，南溪河潘家坝断面为Ⅴ类。同上年比较，潘家坝断面

基本持平，东氿、西氿的水质则下降了一个类别。主要是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升高，

说明这些河道有机污染呈加重的趋势。 

1.1.6.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目前无锡市区有梅园、小湾里、充山、贡湖、七一五个饮用水水源地。 

1.1.6.1.无锡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贡湖水源地水质情况良好。1999 年度 15 项考核指标的平均值全部达标，各月的监测值

中，仅有挥发酚一项出现过一次超标，单项超标率为 10%。 

小湾里水源地水质 15 项指标的年平均值全部达标，仅非离子氨一项有一次超标，单项

超标率 8.3%（即发生过一次超标现象）。 

充山水源地临近小湾里，总体水质比小湾里稍差。15 项指标中，非离子氨的年均值超

标，挥发酚也已经接近了标准限值；各月监测值中，非离子氨的超标率为 58%，挥发酚为

33%。 

以太湖为水源的水源地中梅园水源地水质最差，15 项指标的年平均值中，非离子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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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酚、总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超标，其中非离子氨超过标准值 3.8 倍；各月的监测值

中，溶解氧、非离子氨、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总大肠菌群的超标率在 42%—83%之间。 

七一水厂是无锡市唯一以运河水为水源的水厂。由于受运河污染的严重影响，该水源的

水质达标率较低。15 项评价指标中，年平均值超标的有高锰酸盐指数、非离子氨、挥发酚、

总大肠菌群等指标，其中挥发酚超标 3.8 倍，总大肠菌群、非离子氨的超标率也较高。溶解

氧、砷和上述四个指标月度超标率在 8%—83%；出现砷的超标现象，应引起关注。 

1999 年湖区各饮用水源地藻类平均数量明显少于 1998 年，贡湖水源的藻类数量虽较上

年有所上升，但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湖区各水源地藻类平均数量从少到多的顺序为：贡

湖、小湾里、充山、梅园。初步分析藻类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一、今年汛期持续时间较

长，太湖突破历史最高水位，取水口位于风口浪尖，不利于藻类的聚集和生长；二、整个三

季度气温偏低，光照较弱；三、湖区部分水域水质有所改善。 

上述五个水源地的水质从好到差依次为：贡湖、小湾里、充山、梅园、七一，前三者水

质较好，梅园水源地水质问题较多。七一水源地水质污染严重，已不宜继续作为饮用水源。 

1.1.6.2 江阴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999 年江阴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标准。 

1.1.6.3.宜兴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999 年宜兴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中丁山水厂水质年均值符合地面水三类标准，氿滨

水厂的石油类指标超标，和桥水厂和宜城水厂的高锰酸盐指数和石油类指标超标。水质

较 98 年有所下降。 

1.1.7.地下水水质 

地下水水质监测包括深井水和泉水两类。无锡市深井水监测点位有：电影胶片厂、742

厂、缫丝一厂、二棉。 泉水监测点位有：二泉、忍草庵泉、古竹泉、栖巷清泉。深井水中

仅 742 厂属“良好”级别，其他均为“较差”,泉水中的二泉、栖巷清泉属“良好”，其他为

“较差”。按细菌学指标划分，除 742 厂为Ⅳ类外，全部是Ⅴ类。 

1.2.空气环境质量 

1999 年无锡市区的空气环境质量良好，达到二级标准。江阴、锡山二市（县）的空气

环境质量也达到了二级，宜兴市的总悬浮颗粒物超标严重，空气质量为三级。从各污染物的

历年变化情况来看：二氧化硫呈现下降的趋势；氮氧化物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总悬浮颗粒物

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近几年下降明显。酸雨污染情况较往年明显好转。 

1999 年无锡市区建设了 5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江阴市建设了 1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分

别为无锡市区、江阴澄江镇的空气质量日报和周报打下了基础。 

虽然无锡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良好，但部分污染指标值呈现上升的趋势，应继续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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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源的治理，特别要加强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的防治工作。 

1.2.1.市区空气质量 

无锡市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物颗粒物三项指标，年均值已达环境空气二级标

准。但日平均值有超标现象，其中二氧化硫超标率 0.7%，比上年有所降低；氮氧化物超标

率为 5.6%，比上年提高一倍多；总悬浮颗粒物的超标率则比上年降低一半，为 11.4%。 

1.2.1.1.二氧化硫 

1999 年无锡市区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为 0.014 毫克/立方米，保持在二级标准以内，较

1998 年的 0.021 毫克/立方米有所下降。各点的年平均值在 0.009—0.023 毫克/立方米之间，

均达到了二级标准。浓度区域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工业区、交通稠密区、居民区、文化区。

1993 年到 1999 年的年平均值基本在一级标准附近波动。 

1.2.1.2.氮氧化物 

1999 年无锡市区氮氧化物年均浓度为 0.043 毫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略有上升，但仍

能达到二级标准水平。各监测点的年平均值，在 0.036—0.050 毫克/立方米之间，均达到了

二级标准。浓度区域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交通稠密区、工业区、文化区、居民区。交通稠

密地区的氮氧化物浓度相对较高，必须引起重视。从 1993 到 1999 年的年平均值看，从 1996

年开始，年平均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机动车尾气污染逐步加剧，是这种上升趋势的影响因

素之一。 

1.2.1.3.总悬浮物颗粒物 

1999 年无锡市区的总悬浮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0.172 毫克/立方米，与上年相比略有上升，

仍维持在二级标准水平。各监测点的年平均值，在 0.146—0.198 毫克/立方米之间，均达到

了二级标准。浓度区域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交通稠密区、工业区、文化区、居民区。从

1993 到 1999 年的年平均值看，从 1995 年开始总悬浮颗粒物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1998 年

以来已经降到了二级标准以内，1999 年虽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1.2.1.4.酸雨 

1999 年无锡市区酸雨发生频率为 16.7%，较上年的 54%有较大幅度下降，降水 pH 平均

值由上年的 4.65 上升到 5.61。从 1991—1999 年的酸雨发生频率及降水酸度数据看，无锡地

区的酸雨污染呈现改善的趋势，近年来较为明显。 

1.2.1.5.硫酸盐化速率 

1999 年无锡市区硫酸盐化速率的年平均值为 0.55 毫克SO3/100 平方厘米·碱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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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1998 年 0.58 的平均值有所下降，这同二氧化硫的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各监测点的年平

均值，在 0.45—0.64 毫克SO3/100 平方厘米·碱片·日之间。最高值出现在工业区，最低值

出现在文化区。这种分布状况同二氧化硫的状况也基本吻合。1993 年到 1999 年的年平均值，

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1.2.1.6.降尘 

1999 年无锡市区降尘量较上年有所上升，达到 11.41 吨/平方公里.月，与总悬浮颗粒物

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能达到技术规范确定的标准（即清洁点监测值加 3 吨，市区为 12.31

吨/平方公里.月）。各点位降尘最高值出现在交通干线区，与总悬浮颗粒物的分布情况基本一

致。 

1993 年到 1999 年的降尘略显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与近年来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交通日益繁忙等因素有关，建议在城市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绿化，建筑工地封闭管理等措施，

进行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1.2.2.江阴市空气质量 

1999 年，江阴市（澄江镇）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平均浓度为 0.051 毫克/立方米，达到

二级标准。其中文教居住区最好，为 0.043 毫克/立方米，工业区最差，达到了 0.060 毫

克/立方米。氮氧化物平均浓度为 0.049 毫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总悬浮颗粒物年

平均浓度为 0.170 毫克/立方米均达到了二级标准，其中文教居住区最好，工业区最差。

1999 年江阴市酸雨频率为 10.4%，较 1998 年下降了 18.2 个百分点，降水 PH 值平均为

5.69。江阴市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为二级。 

1.2.3.锡山市空气质量 

1999 年，锡山市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平均浓度为 0.026 毫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

氮氧化物平均浓度为 0.032 毫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

0.175 毫克/立方米，均达到了二级标准。锡山市的降水 PH 值平均为 6.12。锡山市（东

亭镇）空气环境质量为二级。 

1.2.4.宜兴市空气质量 

1999 年，宜兴市（宜城镇）二氧化硫的年平均浓度，达到二级标准。工业区污染严重，

年度平均已经超过了三级，其他功能区则较好。氮氧化物年平均浓度，达到二级标准。工业

区和混合区略超过二级标准，居民、商业区较好。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达到三级标准，

其中工业区污染严重，已大大超过了三级标准。宜兴市的酸雨频率为 35.5%，降水 PH 值平

均为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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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噪声环境质量 

无锡地区的声环境质量可以达到二类区标准。交通噪声的状况并不稳定，无锡市和宜兴

市均有部分路段超标，主要原因是车流量大。噪声扰民往往具有局部性、阵发性的特点，并

以夜间时段居多，因此加强夜间施工噪声、交通噪声的监督管理仍十分重要。 

1.3.1.区域噪声 

1999 年无锡市区昼间区域噪声为 54.8 分贝，夜间为 45.8 分贝，均达到了 GB3096-93《城

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的二类区标准。 

从 1991 年到 1999 年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呈现下降的趋势，1999 年比 1998 年下降了 0.2

分贝；夜间区域环境噪声则在连续三年上升后今年出现了下降，降幅达到 2 分贝，已经接近

了 1997 年的水平。 

1.3.2.功能区噪声 

无锡市区功能区噪声监测点共三个：一类区（沁园新村）、二类区（县二招）、四类区（五

爱广场）。 

1999 年度，代表四类区（交通干线两侧）的五爱广场点超标较多，尤其夜间超标严重；

一类区昼间略超标；二类区达标。 

从历年变化情况来看，二类区的昼夜噪声均在标准值以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升降趋势；

一类区的昼间噪声均超标，但夜间基本能达标；四类区的噪声近几年全部超标，虽有下降的

趋势，离达标还有很大距离，特别在交通繁忙的地段，夜间的车流量也相当大，夜间噪声与

昼间噪声水平差异不很显著，达标任务艰巨。 

1.3.3.道路交通噪声 

1999 年度无锡市道路交通噪声达到了 70 分贝的标准值，在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长的背

景下是很不容易的。主要得益于我市道路建设和发展，路面拓宽，路况改善，并且强化了道

路交通管理，加强了禁鸣路段管理等。 

交通噪声在 1995 年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后就开始回落，近三年来一直在标准值附近波

动，趋向一种稳定，要保持和巩固这一达标成果，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投入。 

水路交通噪声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1999 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

超标 0.5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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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三市（县）区域噪声 

1999 年三市（县）区域环境噪声的平均值分别为：澄江镇 54.9 分贝，宜城镇 52.3 分贝，

东亭镇 55.7 分贝，均达到了噪声二类区的昼间标准。 

1.3.5.三（市）县道路交通噪声 

1999 年三市（县）交通噪声状况为：江阴澄江镇、锡山东亭镇能够达标（低于７０分

贝），宜兴市的宜城镇超标 1 分贝。 

2.工业污染源 

1999 年工业企业经 98、99 二年的达标治理后，污染物排放量有较大幅度的削减，14

项主要污染物比 98 年都有一定的下降，使无锡的水污染有所缓解，空气环境污染有所好转。 

2.1.工业废水及废水污染物 

1999 年全市废水及废水中污染物的排放量比 98 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处理量增加。

98 年的水污染达标治理的成效初步显现。 

2.1.1.工业废水处理量、排放量 

1999 年全市 704 家主要工业企业的统计结果显示，全市工业废水排放 1.88 亿吨，比 98

年减少 7.80%。全市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1.76 亿吨，比 98 年增加 22.81%。达标排放率为

93.44%。全市废水处理量 1.34 亿吨，比 98 年增加 25.75%，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量

为 0.96 亿吨，比 98 年增加了 1.2 倍。 

其中无锡市区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数为 235 家，废水排放总量为 0.62 亿吨，比 98 年

减少 1.8%。市区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0.60 亿吨，比 98 年增加 5.5%。达标排放率为 96.7%。

全市废水处理量 0.40 亿吨，比 98 年减少 1.1%，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量为 0.24 亿吨，

比 98 年增加了 30.1%。 

江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 80 家，废水排放总量为 0.57 亿吨，比 98 年减少 30.3%。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0.54 亿吨，比 98 年增加 30.6%。达标排放率为 95.3%。工业废水处理

量 0.52 亿吨，是 98 年的 1.6 倍，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量为 0.52 亿吨，是 98 年的 3.1

倍。 

锡山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 293 家，废水排放总量为 0.55 亿吨，比 98 年增加 27.0%。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0.48 亿吨，比 98 年增加 5.7%。达标排放率为 88.4%。工业废水处理量

0.20 亿吨，比 98 年减少 13.1%，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量为 0.12 亿吨，比 98 年增加了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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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 96 家，废水排放总量为 0.14 亿吨，比 98 年增加 10.7%。

工业废水达标排放量 0.13 亿吨，比 98 年减少 0.5%。达标排放率为 91.9%。工业废水处理量

0.22 亿吨，比 98 年减少 5.6%，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量为 803.2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26.6%。 

2.1.2.废水污染物去除量、排放量 

全市统计工业企业 1999 年排放 COD 2.72 万吨，比 98 年减少 44.66%；排放悬浮物 1.05

万吨，比 98 年减少 37.77%；排放石油类 112.5 吨，比 98 年减少 22.83%；排放挥发酚 2.866

吨，比 98 年减少 91.80%；排放六价铬 0.691 吨，比 98 年减少 32.65%。  

无锡市区统计工业企业 1999 年排放 COD 0.68 万吨，比 98 年减少 47.90%；排放悬浮物

0.20 万吨，比 98 年减少 57.20%；排放石油类 91.02 吨，比 98 年减少 28.70%；排放挥发酚

1.97 吨，比 98 年减少 91.90%；排放六价铬 0.043 吨，比 98 年增加 7.5%。 

江阴市统计工业企业 1999 年排放 COD 0.710 万吨，比 98 年减少 65.2%；排放悬浮物

0.34 万吨，比 98 年减少 43.2%；排放石油类 9.31 吨，比 98 年增加了 5 倍；排放挥发酚 0.131

吨，比 98 年增加了 31.0%；排放六价铬 0.147 吨，比 98 年减少了 59.6%。 

锡山市统计工业企业 1999 年排放 COD 0.84 万吨，比 98 年减少 15.2%；排放悬浮物 0.37

万吨，比 98 年减少 11.1%；排放石油类 12.16 吨，比 98 年减少 23.9%；排放挥发酚 0.764

吨，比 98 年减少 92.8%；排放六价铬 0.501 吨，比 98 年增加 19.3%。 

宜兴市统计工业企业 1999 年排放 COD 0.49 万吨，比 98 年减少 14.9%；排放悬浮物 0.14

万吨，比 98 年减少 30.2%；石油类零排放；挥发酚零排放；六价铬零排放。 

2.2.工业废气 

1999 年全市 337 家大气污染企业，除 19 家企业被依法关闭，4 家企业被依法停产治理

外，其余都完成了废气治理任务，实现达标排放。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治理任务。 

2.2.1.工业废气去除量、工业废气处理量 

1999 年全市统计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总量为 802.1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27.74%。

其中经过消烟除尘和净化处理后排放的 759.29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28.12%。废气

处理率为 94.66%。 

无锡市区 1999 年统计企业排放工业废气 192.8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21.20%。

其中经过消烟除尘和净化处理后排放的 174.52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21.62%。废气

处理率为 90.51%。 

江阴市 1999 年统计企业排放工业废气 415.6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49.8%。其中

经过消烟除尘和净化处理后排放的 415.57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51.7%。废气处理率

为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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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市 1999 年统计企业排放工业废气 108.7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10.8%。其中

经过消烟除尘和净化处理后排放的 97.86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增加了 11.0%。废气处理率

为 90.0%。 

宜兴市 1999 年统计企业排放工业废气 85.0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减少了 8.9%。其中经

过消烟除尘和净化处理后排放的 71.3 亿标立方米，比 98 年减少了 18.1%。废气处理率为

83.9%。 

2.2.2. 烟尘排放量、烟尘去除量 

1999 年全市统计工业企业工业烟尘排放总量为 2.50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51.06%。工业

烟尘去除量为 42.89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46.25%。工业烟尘去除率为 94.5%。 

无锡市区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烟尘排放 0.39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5.4%，去除工业烟

尘 2.39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41.4%。工业烟尘去除率为 85.97% 

江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烟尘排放 0.82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52.1%，去除工业烟

尘 34.45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59.1%。工业烟尘去除率为 97.68%。 

锡山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烟尘排放 0.51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16.4%，去除工业烟

尘 3.22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23.0%。工业烟尘去除率为 86.33%。 

宜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烟尘排放 0.77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67.0%，去除工业烟

尘 2.83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15.9%。工业烟尘去除率为 78.3%。 

2.2.3. 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粉尘去除量 

1999 年全市统计工业企业工业粉尘排放总量为 2.71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51.11%。工业

粉尘去除量是 6.01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13.62%。工业粉尘去除率为 68.92%。 

无锡市区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粉尘排放 0.35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34.30%，去除工业

粉尘 0.17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2.50%。工业粉尘去除率为 36.69%。 

江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粉尘排放 0.40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3.9%，去除工业粉尘

0.29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63.7%。工业粉尘去除率为 42.0%。 

锡山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粉尘排放 0.50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14.3%，去除工业粉

尘 1.96 万吨，比 98 年增加 4.2%。工业粉尘去除率为 79.67%。 

宜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粉尘排放 1.46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66.2%，去除工业粉

尘 3.59 万吨，比 98 年增加 46.7%。工业粉尘去除率为 71.1%。 

2.2.4.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 

1999 年全市统计工业企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 8.17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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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是 0.98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12.88%。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为 10.71%。 

无锡市区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0.99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20.30%，去除

工业二氧化硫 0.30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25.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为 23.44%。 

江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4.67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27.7%，去除工

业二氧化硫 0.58 万吨，比 98 年增加了 65.2%。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为 11.05%。 

锡山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1.27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17.7%，去除工

业二氧化硫 0.10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12.7%。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为 7.30%。 

宜兴市 1999 年统计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1.24 万吨，比 98 年减少了 83.8%， 

2.3.工业固体废物 

1999 年全市统计企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231.5 万吨。其中危险废物 2.41 万吨，分别比

1998 年下降了 1.05%和 58.82%。全市处置和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物 215.8 万吨，其中危险

废物 2.39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93.2%。全市排放工业固体废物 1.58 万吨，危

险废物达到零排放。 

1999 年无锡市区统计企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54.4 万吨，其中危险废物 0.23 万吨。市区

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工业固废为 53.04 万吨，综合利用率达 97.5%。无锡市区工业固废排放 1.41

万吨，危险废物零排放。 

1999 年江阴市统计企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107.7 万吨，其中危险废物 2.02 万吨。江阴

市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工业固废为 104.18 万吨，综合利用率达 96.7%。江阴市工业固废贮存

3.91 万吨，固体废物零排放。 

锡山市统计企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44.12 万吨，其中危险废物 0.16 万吨。锡山市处置和

综合利用的工业固废为 33.35 万吨，综合利用率达 75.58%。锡山市工业固废排放 0.17 万吨，

危险废物零排放。 

宜兴市统计企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25.23 万吨。处置和综合利用的工业固废为 25.20 万

吨，综合利用率达 99.9%。宜兴市工业固废达到零排放。 

根据国务院和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各级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首先抓好市区、公路、

铁道和河道以及长江、太湖流域两侧的白色污染的清除工作。并积极扶持有关企业开展可降

解塑料生产和废旧废料综合利用。目前，我市已建成无锡市洁安纸餐具有限公司等一批生产

可降解塑料的企业。在省内率先建成利用废旧塑料生产快干漆的生产厂家。在全市各大商场、

超市已普遍推广使用一次性可降解塑料制品。得到了国家防治“白色污染”检查组和省环委

会环保执法检查组的充分的肯定。 

3.治理工程项目，经费，完成情况 

1999 年无锡市统计工业企业中安排治理项目 449 个，其中治理废水项目 88 个，治理废气项

目 337 个，治理固废、噪声和其他污染项目 24 个。完成治理投资 2.93 亿元，其中治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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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285 亿元，占总投资的 49.23%；治理废气投资 1.4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3.93%，治

理固废、噪声等项目投资 0.200 亿元，占总投资的 6.84%。 

无锡市区统计工业企业治理项目 112 个；江阴市治理项目 144 个；锡山市治理项目 97 个；

宜兴市治理项目 63 个。 

4.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农业 

 

无锡市有省级自然保护区一个，面积 123 公顷，县级保护区 6 个，面积 6848 公顷。其中，

宜兴市的龙池山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江阴市有 6 个县级自然保护区。 

至 1999 年底，无锡市共建成省级生态示范区 3 个，面积达 1197 公顷，人口 0.77 万人。其

中，宜兴市一个，720 公顷，0.4 万人，江阴市 2 个，0.37 万人。 

江阴、锡山、宜兴三市（县）和郊区环保部门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快开展“三创

建”活动。江阴市西石桥镇等 4 个乡镇相继通过了环境保护规划评审；锡山市洛社镇等 11

个乡镇通过了乡镇噪声功能区审批。全市共有江阴市祝塘镇、锡山市前洲镇、宜兴市太华镇

等 15 个乡镇已经通过示范镇验收。 

企业广泛开展“清洁生产、文明生产”企业活动。江苏双良集团、锡山市金鹏集团、宜兴市

炼油助剂厂等 18 家企业已率先通过清洁文明生产企业验收。江阴市华士镇向阳村、山观镇

朝阳村和马山区万丰村等 6 个村庄相继开展了“百佳生态村”建设，推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

蓬勃开展。 

5.环境管理 

1999 年是无锡市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江苏省文明城市力度最大的一年。江阴市首先申报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锡山市、宜兴市申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围绕国家和省下达的考核

指标，各级环保部门善于借助创建工作力量，把环保工作与创建工作相结合，以创建促环保，

以环保推创建，集中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环保专项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关注的环保热点问题，

为无锡市区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和江苏省文明城市的考核验收作出了贡献。 

1999 年环境管理主要突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严格执法的主题。严格执行环境管理八项

制度，加强对现有污染源的监督力度，严格控制新建项目的审批，巩固了 1998 年太湖零点

行动的达标成果，有效地控制了污染物排放总量。 

5.1.“三同时”项目数，执行情况。 

1999 年，无锡市围绕建设项目的预审率、环保审批率和“三同时”执行率，建章立制，规

范管理台帐，重点对 96 年 8 月至 9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审批的建设项目逐个进行了自查，使

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逐步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1999 年，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 4949 个，（其中江阴市 1272 个、锡山市 1140 个、宜兴市 1993

个），环保审批率达到 100%。 

1999 年共验收建设项目 1965 个，其中无锡市 22 个，江阴市 78 个，锡山市 56 个，宜兴市

1809 个。 

1999 年全市应执行“三同时”竣工验收项目 171 个，总投资 42.678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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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总投资的 5.31%。执行率 100%。1999 年无锡市区应执行“三同时”项目 22 个，

总投资 19.096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0.4751 亿元。占总投资的 2.49%。江阴市应执行“三同

时”项目 78 个，总投资 23.760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1.560 亿元。占总投资的 6.57%。锡山

市应执行“三同时”项目总投资 1.47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0.168 亿元。占总投资的 11.43%。

宜兴市应执行“三同时”项目 15 个，总投资 0.352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0.065 亿元。占总投

资的 18.47%。 

5.2.整治社区油烟、噪声扰民 

1999 年，针对城区三产行业扰民问题突出的情况，崇安、南长、北塘、郊区等各区环保部

门对各类小饮食店、理发店、浴室、旅馆和歌舞厅等“五小”行业环境污染开展集中整治，

重点对市区 180 多家环境问题较大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对 710 家餐饮企业普遍推行“油水、

油烟两分离”，都取得了明显工作成效。针对建筑施工噪声扰民问题严重的情况，各级环保

部门会同建工等部门严格控制建筑施工噪声，特别在高考期间，切实加大现场执法查处力度，

改善了高考考生的应试环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5.3.机动车尾气治理 

1999 年无锡市开展了机动车尾气防治工作。市政府发布了《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通告》、《关于对摩托车实施总量控制逐步淘汰的意见》；制定办法了 50 号令《无锡市机动

车辆尾气排放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从 1999 年，配合公安部门在市区开展汽车排

气污染年检、路检工作。市区已有近 2 千辆汽车在年检中因尾气超标排放被强制安装尾气净

化装置。在 10 次路检中，抽检了 571 辆汽车，不合格率达 51.4%。江阴市、锡山市也分别

制定下发了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的有关文件，开展了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 

5.4. 排污企业年审 

1999 年，全市进一步强化排污申报登记制度，完善环保年审的操作程序。1999 年全市排污

申报企业 9251 家，其中无锡市区 2431 家，江阴市 933 家。锡山市 5570 家，宜兴市 317 家。

针对少数企业忽视环保年审的情况，南长区还采取行政处罚告知的应对措施，提高了企业的

环保年审率。 

5.5.人民来信来电、污染纠纷处理 

1999 年无锡市处理污染纠纷和人民来信 4384 起。其中有关水污染纠纷占 31%，大气污染纠

纷占 38%，噪声污染占 29%，其他占 2%。无锡市区 1999 年处理污染纠纷 2781 起，环保“110”

出警 328 次。江阴市处理污染纠纷 325 起，锡山市处理污染纠纷 692 起，宜兴市处理污染纠

纷 586 起。及时缓解了一些污染纠纷。同时，我市各级环保部门不断简化手续，缩短周期，

提高办事效率，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外商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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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烟尘控制区建设、噪声达标区建设。 

至 1999 年底，无锡市共建成烟尘控制区 36 个，面积达 188.44 平方公里。其中无锡市区 1

个，89.7 平方公里；江阴市 1 个，35.5 平方公里；锡山市 33 个，51.29 平方公里；宜兴市 1

个，11.95 平方公里。 

至 1999 年底，无锡市共建成噪声达标区 35 个，面积 113.25 平方公里。其中无锡市区 26 个，

面积 68.04 平方公里；江阴市 1 个，35.5 平方公里；锡山市 5 个，6.92 平方公里；宜兴市 3

个，2.79 平方公里。 

1999 年，无锡市先后出台了《无锡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的一次性工业用塑料包装制品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开展“油水分离、油烟分离”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防止空气和固体废物污染的规范性文件。草拟了《无锡市贡湖水域保护条

例》、修改了《无锡市烟控区建设管理办法》，完善了依法治理环境的机制。 

到 1999 年底，无锡市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548 件，其中处罚相对人要求听证的 11 件，要求行

政复议的 2 件，复议后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1 件。其中，无锡市区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105

件，其中处罚相对人要求听证的 3 件，要求行政复议的 2 件，复议后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1 件。江阴市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51 件。锡山市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170 件，其中处罚相对人

要求听证的 8 件。宜兴市执行环境行政处罚 222 件。由于环保部门加大了对违反环境法规案

件的查处力度，收到了良好的执法成效。 

5.8.环境宣传教育 

1999 年，无锡市的环境宣教工作主要：通过召开“六·五”世界环境日新闻发布会、开展

以“妇女·家园·环境”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举行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举办空气自动测系

统启动仪式和空气质量日报开播仪式等宣传活动，提高环境质量的透明度，增强市民的环保

意识；利用党校、干校对领导干部论训和举办企业法人培训班对干部进行环境教育工作。在

市区所有中学的初一年级独立开设 14——16 小时的环保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筹建

芦村污水处理厂、斗山生态保护示范区等固定的环境教育基地，组织了环保夏令营等教育活

动，提高干部和学生的环境意识。 

6.环境科研 

1999 年无锡市设立环境科学研究课题 3 个。1.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2.太湖蓝藻毒

素监测及预防对策研究；3.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治理效果调研报告。 

《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是跨年度课题。主要研究解决对污染源的实时自动监测和

监测数据传送、处理、表示等问题。至 99 年底，系统的主要功能已经实现，现进一步对一

次仪表和运行的稳定性进行检测和调试。 

《太湖蓝藻毒素监测及预防对策研究》，跨年度课题，通过对太湖蓝藻调查、分析了解藻类

在各生长期的毒性含量及毒性衰减、释放规律，为治理蓝藻提供依据。至 99 年底，课题研

究已有初步结果，待新的蓝藻生长过程进行验证。 

《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治理效果调研报告》课题主要针对市区居民区生活污水用无动力

处理装置处理的效果问题而设立的。至 99 年底，本课题已完成并通过有关方面的验收。其

基本结论是：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只要其处理负荷低于 50%，其处理后的出水中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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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S 二项水质指标可达一级标准。 

7.环保机构 

1999 年无锡市各级环保机构 18 个，其中市、县二级环保局 4 个，监测站 4 个，市、区、县

环境监理部门 10 个。目前，市环境监理支队已正式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序列，人员经

费纳入地方财政。市监测中心站已在全省首批通过了省标准化达标验收。各市（县）环保机

构人员编制、经费的落实工作也取得重大突破。全市环保人员经费均已纳入财政预算，使行

政、监理、监测机构机构人员编制数达到了省委、省政府规定的人员编制数。 

7.1.精神文明建设情况 

1999 年无锡市环保系统各级组织，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

部门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

盛的工作干劲。 

全市环保系统内部广泛开展争创省、市先进环保局和单项先进活动。组织开展争创文明机关

和文明单位活动，并通过建立日常政治学习日制度和行风监督员制度，大力引导广大干部职

工自觉遵守各项廉政规定和职业道德，切实提高了环保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维护环保

队伍的整体形象，使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无锡市环保局、锡山市、江阴市环保局被评为全省先进环保局。无锡市排污收费、排污审报、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以及环境信访管理等工作被评为全省单项先进。1999

年 58 名同志被评为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 

8.对外交流 

1999 年无锡市环保部门接受国外政府机构代表团、新闻单位等访问共 5 批，其中无锡市受

访 4 批。锡山市受访 1 批。主要介绍我市环境保护的情况，了解来访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法

规、技术和专项污染防治技术的交流等内容。 

1999 年无锡市环保部门人员出访 4 批 3 人次。其中，无锡市出访 2 批 2 人次，江阴市出访 2

批 1 人次。主要了解受访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管理思想和污染治理工艺、设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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