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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九五”—“十一五”期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简称城考) 中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指标

的定义、内涵，监测指标内容及分类、指标权重及评价标准等因素的变化规律。指出，应重视环境质量指标选择与当前环境

污染现状的衔接，补充重金属等环境优先污染物指标为水环境质量监测评价指标。提出了新的筛选原则和指标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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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as analyzed that change had happened in definition，meaning，cont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monitoring index，weighed valu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of urban water environmental water quality from the pe-
riod of“the 9th of five-year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to“the 11th of five-year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 It made suggestion that indicator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should reflect current environment pollution situation and to list heavy meta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riority pol-
lutants as evaluation index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monitoring as well as new principles for index screening
and ideas for indicat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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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以下简称城考)

制度是以量化的环境质量、污染控制、环境建设和

环境管理等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城市政府在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的工作中取得成效的一项管理制度，它

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
城市空气报告制度等构成了城市环境管理的主要

制度［1］。

1 “九五”城考后水质达标率指标的演变

1． 1 指标定义的变化

精准和严谨地定义指标内涵，有利于环境保护

工作人员准确理解环境管理对象的范围、环境保护

不同阶段工作的目标，提高环境管理工作的执行效

率，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以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指标的定义

为例，指标定义从笼统的概念逐步明确为主体功能

区划水质监测达标率和环境功能区划水质监测达

标率，使指标更加合理和客观。“九五”城考指标

体系定义为城市地面水水质达标率，这个定义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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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具有操作性;“十五”城考指标体系定义为城

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明确了水功能区是为满

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工作而划分的功能

区，属于主体功能区划水质监测的内容; “十一五”
城考指标体系定义为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明确了是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角度进行的地表

水环境功能区划［2］水质监测的内容，体现了水质

监测的专项性和环境管理的目标性。
1． 2 指标权重及计分公式的变化

逐步提高指标权重，更加明确了城市水环境管

理的重要性，与城市中水体污染的现状相吻合，说

明加强城市主要河流污染的控制是一项长期艰巨

的任务。计分公式的细化，有利于指标结果的统计

分析，有效评估城市水环境主要污染影响因素，进

一步明确环境管理的方向［3 － 5］。
1． 2． 1 指标权重

“九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地面水水质达标

率的权重为 6 分，“十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水

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的权重维持不变为 6 分，“十

一五”城考指标体系加大了对城市水环境质量的

重视力度，提高了相应的权重，城市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的权重为 8 分。
1． 2． 2 计分公式

( 1) “九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地面水水质

达标率的计分公式为: 6 × ( x － 60 ) /40，式中 x 为

城市地面水水质达标率，单位为%［6 － 8］。
( 2) “十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水域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细化了指标的分类，相应的计分公式

为:①非沿海城市且不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城

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6 × ( x － 60) /40，式中 x 为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单位为% ; ②非沿海城市但同时考核出入境水

质变化的，5 × ( x － 60) /40 + z，式中 x 为城市水域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为% ; z 为出入境水质变

化考核得分;③对于沿海城市但不考核出入境水质

变化的，该项指标为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近

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的加权平均值，4 × ( x －
60) /40 + 2 × ( y － 60) /40，式中 x 为地表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单位为% ; y 为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单位为% ; ④沿海城市且考核出入境水质

变化的，包括三个部分: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出入境水质变化，3 × ( x
－60) /40 + 2 × ( y － 60) /40 + z，式中 x 为地表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为% ; y 为近岸海域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单位为% ; z 为出入境水质变化考核

得分。
( 3) “十一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水环境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沿用了“十五”城考指标的分类，

增加了相应的权重，计分公式也相应改变。①非沿

海城市且不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计分公式为 8
× ( x － 60 ) /40; ②非沿海城市但同时考核出入境

水质变化的，计分公式为 6 × ( x － 60) /40 + z; ③对

于沿海城市但不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该项指标

为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近岸海域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的加权平均值，计分公式为 5 × ( x － 60) /
40 + 3 × ( y － 60) /40; ④沿海城市且考核出入境水

质变化的，包括三个部分: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出入境水质变化，计分

公式为 3 × ( x － 60) /40 + 3 × ( y － 60) /40 + z。
1． 3 指标分类、监测内容及评价标准的变化

细化指标分类，增加其内容，统一评价标准是

城市水环境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表明城市水环境

污染主要表现为生活污染。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

以及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城市工业污染源已经逐步

退城进区，居民生活污水量逐年增加，城市污水管

网建设不完善以及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低下，

使控制城市生活污染成为极为重要的环境管理

问题。
1． 3． 1 指标分类

“九五”城考指标体系中城市地面水水质达标

率主要是评价城市地面水，由于当时监测能力有

限，未考核城市范围内涉及出入境河流的水质状

况。“十五”城考以后的指标体系，包括了城市水

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出入境河流水质变化两

个方面。
1． 3． 2 监测内容

1． 3． 2． 1 渔业用水

3 个时期城考指标都沿用了 pH 值、DO、BOD5

3 个指标，“十五”城考指标由 NH3 － N 替换了“九

五”城考指标中的非离子氨并保持了石油类不变，

“十一五”城考指标由 IMn替换了“九五”及“十五”
城考指标中的石油类，维持了“十五”城考中其他 4
项指标不变。
1． 3． 2． 2 农田灌溉用水

“十一五”城考指标用农业用水的定义替换了

“九五”及“十五”城考指标中农田灌溉用水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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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除“十一五”城考指标都统一成 pH 值、DO、
BOD、IMn和 NH3 － N 外，其他 2 个时期“城考”指标

都维持不变，为 pH 值、汞及化合物、镉及化合物、
石油类和全盐量。
1． 3． 2． 3 工业用水

“十五”城考沿用了“九五”城考指标中的 pH
值、石油类、COD 3 个指标，由 NH3 － N 替换了“九

五”城考指标中的非离子氨并减少了硫酸盐指标，

“十一五”城考指标都统一成 pH 值、DO、BOD、IMn

和 NH3 － N。
1． 3． 2． 4 景观娱乐用水

“九五”及“十五”城考指标只是划分成与人体

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和一般景观用水，“十一

五”城考指标更加细分了功能类别，具体以与人体

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

水和一般景观用水相区别。一般景观用水中 3 个

时期城考指标都沿用了 pH 值和 IMn，“十五”城考

由粪大肠菌群替换了“九五”城考指标中的总大肠

菌群，增加了 DO 并减少了色度和透明度 2 个指

标，“十一五”城考指标都统一成 pH 值、DO、BOD、
IMn和 NH3 － N。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除

“十五”城考由 NH3 － N 替换了“九五”城考指标

中的非离子氨，其他变化与 一般景观用水情况类

似。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是“十一五”城考

新增类别，指标都统一成 pH 值、DO、BOD、IMn 和

NH3 － N。
1． 3． 3 评价标准

1． 3． 3． 1 渔业用水

由“九五”城考执行的《渔业水质标准》( GB
11607 － 1989) 替换成“十五”城考后执行的《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
1． 3． 3． 2 农田灌溉用水

由“九五”及“十五”城考执行的《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 GB 5084 － 1992) 替换成“十一五”城考执

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
1． 3． 3． 3 工业用水

由“九五”城考执行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 － 1988) 替换成“十五”城考后执行的《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
1． 3． 3． 4 景观娱乐用水

由“九五”城考执行的《景观娱乐用水标准》
( GB 13941 － 1991 ) 替换成“十五”城考后执行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 2002) 。

2 水质达标率指标的缺陷及未来指标设计原则

2． 1 指标的缺陷

目前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指标执行

的是“十一五”城考指标体系，从执行的状况看存

在以下瑕疵。
2． 1． 1 指标设置未反映当前对环保工作的要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环境污染成为人们关

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最近频发的重金属污染事

件，造成了流域及跨界水体水质急剧恶化，百姓生

活安全受到威胁。目前的城考指标只关注了常规

的耗氧污染物对水体的单一影响，缺乏对重金属等

有毒、难降解的物质对水质变化的影响，所以迫切

需要 增 加 重 金 属 及 其 化 合 物 作 为“优 先 污 染

物”［9］。
2． 1． 2 城市水质监测断面设置缺乏代表性

“十一五”城考指标要求监测断面覆盖整个城

市市区的水环境功能区，能够准确反映城市水环境

质量的变化。由于当前城市环境监测断面设置延

续了“九五”城考期间的要求，断面数量偏少，功能

不完备，往往只设置控制断面，无法与上下游水质

状况作对比，造成评价结果孤立单一，缺乏说服力。
2． 2 未来指标设计原则

( 1) 体现科学性原则。无论是指标的计算内

容、计算方法、指标名称定义以及指标的解释都要

体现科学准确的原则，不要产生歧义。
( 2) 整体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全面科学反映

城市环境保护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能够做到相互独

立，互补重叠、互补取代。
( 3) 导向性原则。指标的设计要有导向性，能

够引导城市政府、企业、社会各阶层重视城市环境

保护工作，加强城市环境管理，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特别需要补充重金属指标作为城市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指标的监测内容，引导各级政府重视重

金属污染问题。
( 4) 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设计要计算简单，

数据易得，与现行的统计方法相衔接并且适宜于经

常性动态监测。
2． 3 未来指标设计的思路

2． 3． 1 对城市河流重金属污染状况全面调查

对流经城市的主要河流及一级支流，特别是目

前设置城考断面的河流，进行周期至少为一年的水

质监测。监 测 指 标 为 重 金 属 等“环 境 优 先 污 染

物”，同时调研同期水文数据，评估污染物在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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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迁移方式及污染物质的转化规律。
2． 3． 2 评价河流重金属污染并筛选主要监测指标

对照前阶段监测成果，对城市河流城考断面的

重金属污染现状评价。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

强化对重金属污染敏感区域或流域内河流监测指

标评估。按照目前环境监测能力要求，优先选取少

数可广泛操作的重金属污染物进行考核，同时增加

监测投入，适时全面推广所有重金属监测指标。
2． 3． 3 设置指标权重，强化污染控制后期评估

( 1) 提高城考中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指标的权重，增加到 10 分，对相应的计分公式进

行修改。
( 2) 保持原有 8 分权重不变，增加一定比例污染

监管参考分值，以城考断面中重金属指标污染消减程

度为环境监管参考标准，最终参考分值纳入城考总分

排名体系，作为城市政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3 结语

城考是推动实现城市环境保护目标的有力抓

手，是考核城市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约束性

机制，是创模工作的基础。优化设计好城考指标，

强化对重金属等“环境优先污染物”的监控，规范

城市中水环境功能区监测断面的设置，完善污染控

制的后期评估，是提高政府城市环境管理的水平、
促使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稳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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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的各个阶段。应加强对核电知识的普及和公

正客观的公众宣传，可以通过制作科普手册和光

盘、参观访问核电站等形式，使公众对核电有正确

的认识，消除对核电的恐惧感。努力培养核安全文

化，1986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在《关于切尔

诺贝利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 IN-
SAG －1) 中首次提出“安全文化”一词，正式将“安

全文化”概念引入核安全领域。
核电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首先应

从自身的角度正确理解安全文化的概念。安全文

化由 2 大部分组成，即单位内部的体制及各级人员

对安全的态度和响应。其次应建立良好的组织和

个体的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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