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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百姓越来越关注辐射
对环境的影响，此次的无锡环境

“白皮书”首次出现了辐射环境公
报：空气吸收剂量率和大气中放
射性核素浓度处于天然本底涨落
范围内；太湖水体中放射性核素
浓度处于天然本底；重点饮用水
水源地取水口放射性指标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环
境中电磁辐射监测结果均低于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的要求。

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实无锡环
境检测中心多年来一直在做这项监
测工作。“主要反映无锡的辐射环境
是否处于安全水平。”该负责人表

示，空气、水等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存
在一些放射性元素，这些元素对在
这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否安全，
就需要通过辐射环境监测来进行评
价。据介绍，目前全市辐射环境2
个国控点和9个省控点监测结果表
明，无锡市的辐射环境还是比较安
全的。 （晚报记者 袁晓岚）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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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161条河道地表水优Ⅲ比例要达70%

公报显示，43个地表水省考
断面中（百渎港桥、漕桥不考核），
年均水质符合Ⅲ类的断面比例为
81.4%，Ⅳ~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8.6%，无劣Ⅴ类断面，与2018年
相比，优Ⅲ比例上升17个百分点。

据了解，去年，我市13条主

要入湖河流水质首次全部达到或
优于地表Ⅲ类水。不过，仍有8
条仍未达到入湖河道控制指标要
求。主要入江河道分别为锡澄运
河、白屈港和利港河，尽管这些河
道水质已消除劣五类，目前依然
有部分一级支浜水质为劣五类。

对于无锡来说，入江入湖河道支
浜的消劣是今年河道治理的“重
头戏”。

市生态环境局水处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计划对国省考断面水
质异常建立预警响应处置机制，
及时找出导致异常的污染成因，
从而确保断面水质持续改善。同
时，根据市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
2020年无锡水污染防治计划，将
在河湖监测、治理等方面全力攻
坚，年内161条主要河道地表水
优Ⅲ比例要达到70%。

去年无锡的水气声等生态环境状况如何？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2019年度无锡生态环境“白皮书”显
示，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7.22，生态环境状况处于良好状态。与上一年度相比，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上升0.16。另外，记者注意到公报首次提及“辐射环境”。

“白皮书”首提辐射环境安全
总体生态环境状况良好“水气声”要更“清净轻”

13个24小时不间断监测水质的自动
监测仪、能“听”噪声分贝的11个噪声自动
监测站、能“闻”出臭氧的雷达监测仪、“一
南一北”两大颗粒物组分站……作为无锡
2020年为民办实事的第一项第1件,“感知
环境、智慧环保”无锡环境监控物联网应
用示范工程二期项目加快推进。眼下，随
着部分“千里眼”“顺风耳”“灵通鼻”的陆
续到位，一张立体监控“水气声”的“天地
空”智慧环保网正在全市铺开。

“今年45个国省考断面要实现水质自
动监测全覆盖！”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无锡国省考断面已建有32个
水质自动监测站，年内要再建 13 个。目
前，各板块根据自身情况建了不少水质监
测自动站，今年要把各个区县站点全部纳
入“智慧环保”形成联网。据介绍，目前江
阴已建65个站点，宜兴85个，锡山23个，
滨湖计划再建 11 个、新吴新建 4 个，联网
后将形成全市水环境自动监测网络。

公布的 2019 年度无锡市环境状况公
报显示，去年臭氧浓度比上一年度的上升
幅度超过9%。如何才能准确掌握何时会
生成臭氧？什么时候浓度升高？哪些地
方浓度更高？什么原因引起的？目前只
能通过风向等气象条件通过数学模型

“算”出来，要更科学、更有说服力，就需要
通过科学手段来“测”出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门投
入近300万元引进的臭氧雷达监测仪目前
正在建设中，若是进展顺利月内应该安装
到位。建成后将成为全省首个臭氧雷达
站。目前该监测仪仅在上海有4台，仪器
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搞清楚到底是外源
输入性过程，还是内源排放导致，以便更
有针对性的有效减排。下一步，还计划建
臭氧光化学站以及颗粒物组分站。“可有
效分析颗粒物组成成分。”环保专家解释，
组分站可对颗粒物污染源进行预警分析，
有利于精准管控。

目前，无锡环境监控中心有部分颗粒
物组分站。“下一步打算在此基础上加装一
些最新的监测仪器。”据介绍，全部升级完
后可成为多参数的“超级站”。同时，在黄
巷新建一个颗粒物组分站。由于秋冬季的
首要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而从近几年无
锡的秋冬季大气情况看，一般外来输入性
污染源都是从北面来的。将该站设置在北
面，可形成无锡“一南一北”的监测格局，并
通过两个站点的距离对比分析问题，可更
加清晰的反映颗粒物内源外源的关系，以
及内源自身对颗粒物的贡献和形成过程。

年内，无锡要在建成区范围内再新建7
个噪声自动监测站，对功能区的声环境进
行实时监控。“2016年以来，无锡建了4个
站点。”环保人士表示，每季度还有一次24
小时的人工监测，但仍然不够精准客观。
据介绍，新的“顺风耳”还有录音、回放功
能，如果发现某个时间点升得特别高，可对
噪声突然增大的时段进行回放分析。

公报显示，2019年，无锡市降
尘年均值为4.3吨/月·平方公里，
与2018年相比上升10.3%。对照
考核标准值（5吨/月·平方公里），
梁溪区、滨湖区、新吴区和经开区

超标，其余地区达标。
“降尘量比上一年多了！”市

生态环境局大气处负责人表示，
在去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行动中，发现工地扬尘的情况还

是较为突出。近来住建等部门加
大了对工地扬尘的管控力度，无
锡的工地正悄然变身。住建部门
正在牵头制定有关文明工地的三
年行动计划，目前处于征求意见
阶段。与此同时，城管部门开展
春雷行动，通过优化清扫方式、加
强车辆管理等，在道路保洁机械
化清扫方面下功夫，道路扬尘正
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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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4.3吨今年有望下降

公报显示，2019年，全市声环
境质量保持稳定。全市昼间区域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56.5分贝，
同比上升1.3分贝，声环境质量为
三级（一般）。江阴市区域环境噪
声昼间为二级（较好）水平，其余
均为三级（一般）水平。影响城市
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声源是社会生
活噪声，占比为55.5%；其余依次

为交通噪声（31.6%）、工业噪声
（10.7%）和施工噪声（2.2%）。

晚上睡觉你觉得安静吗？依
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评价，
2019年全市1～4（4a、4b）类功能
区声环境昼间达标率分别为
84.6%、98.0%、95.8%和 91.7%，
夜 间 达 标 率 分 别 为 60.7% 、
82.7%、95.8%和45.8%。与2018

年相比，功能区噪声昼间平均达
标率下降2.2个百分点，夜间平均
达标率上升2.2个百分点。简单
来说，晚上这座城市的安静程度
比上一年度有所提升。

相关人士解释说，按照我国
声环境功能分类，不同的区域分
属不同类别。“要求最高的是0类，
一般是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
静的区域。”目前无锡没有0类环
境功能区，1类声环境功能区通常
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
育等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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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噪声依然是城市“嘈杂”的主因

11个监测点监测结果：辐射环境比较安全■关注

■相关

全省首个臭氧雷达站
本月安装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