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环境质量评价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持，以及人

类本身的健康状况都与该地区的环境质量状况密切相关。人们也更加意识到人类

的行为，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行为，会对环境的状态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

响，会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如果因为人类的行为引起了环境质量的恶化，则人

类社会不可能做到持续发展，也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因此，人们十分关心环境质量状况如何，以及人们的行为将会引起环境质量怎样

的变化。这样慢慢的形成了当代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环境质量评价学。同

时，环境质量评价又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项重要环境管理措施。 

一、 环境质量评价概述 

（一）基本概念 

⒈ 环境质量 （environment quality）  

环境质量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和基本概念。正确理解环境质量一词的概念并赋

以科学的定义，必须从分析环境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入手。因为环境是一个系统，

环境系统的内在特征表现为环境结构；环境系统的外在特征表现为环境状态。目

前，我们有很多方法和手段能够对环境的状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因此，对

环境质量一词的定义应该是：环境质量是环境系统客观存在的一种本质属性，并

能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描述的环境系统所处的状态。  

环境始终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作为环境状态表示的环境质量也是处于不

停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引起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行为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引起环

境质量的变化。 

⒉ 环境质量评价（environment quality evaluation）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挑战。例如水土大量流

失，土地沙化，森林覆盖率锐减，臭氧层破坏，酸雨，大气和地表水的品质恶化

等。在这些环境问题面前，人类开始感到了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人

们也逐渐认识到在环境质量与人类需要之间客观的存在一种特定的关系 环境质

量的价值。 

所谓环境质量评价，是评价环境质量的价值，而不是评价环境质量的本身，是对

环境质量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需要满足程度进行评定。环境质量评价的对象是环

境质量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环境质量评价所探讨的是环境

质量的社会意义。 



（二） 环境质量评价的分类 

环境质量评价是一个统称，它包括非常广泛的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为研究方便

起见，通常将环境质量评价进行分类。环境质量评价可从不同的角度被分成许多

种类型，例如，从时间上可以分为环境质量回顾评价、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和环境

质量预测(影响)评价；从空间上可分为单项工程环境质量评价、城市环境质量评

价、区域(流域)环境质量评价、全球环境质量评价；从环境要素上可以分为大气

环境质量评价、水环境质量评价、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噪声环境质量评价等；从

评价内容上可以分为健康影响评价、经济影响评价、生态影响评价、风险评价、

美学景观评价等。随着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不断广泛深入开展，以及环境质量评

价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充实和提高，相信今后环境质量评价还会出现许多新的

分类。 

对环境质量评价分类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实践意义。在环境

质量评价工作中，对不同类型的评价，其评价重点、评价方法，对评价所需资料

的要求、评价精度、评价时效等均不相同。所以，在做某一项具体的评价时，首

先正确的确定评价类型是十分重要的。 

（三） 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 

像任何别的学科诞生和发展一样，推动环境科学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十

年来全球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由此引起世界各国对环境

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当今人们特别关心

的是如何表示环境质量，如何判别环境质量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如何控

制和改善环境质量，以及人类的行为对环境质量起着怎样的作用等问题。 

从环境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环境质量评价的对象应该是环境质量对人

类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即环境质量的价值。 

环境质量若无价值就无须做评价，环境不做评价其价值也就无从表现。因此，环

境质量的价值即是环境质量评价的对象。 

环境质量评价内容如下： 

⒈ 环境质量的识别 

环境质量识别是环境质量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是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必要组成部

分。当前广泛开展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大多数是对主要环境要素受某些污染物

的污染程度 

进行评价。因此，环境质量识别也就大多局限在对主要环境要素中污染程度进行

识别。这种识别显然只能主要依赖对环境要素中污染状况进行监测来完成。此外，



根据污染因子在环境要素中迁移转化规律，可以预测未来环境中某些要素受污染

的程度，这也是一种环境质量识别。 

所以，环境质量识别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通过调查、监测及分析处理，确定

环境质量现状；二是根据环境质量的变异规律，预测在人类行为作用下环境质量

的变化。 

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中的环境质量监测有两个目的：一是调查环境质量的现状；二

是在此基础上，根据环境质量变化规律，预测未来环境质量状况。  

⒉ 人类对环境质量的需求 

因为环境质量评价实质上是评价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对环境质量需要的满足程度。

所以，在做环境质量评价时，首先必须明确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对环境质量到底有

哪些需要，这些需要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地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能量和其他条件，这

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基础。一个处于良性循环状态的生态系统，其物质生产量和能

量生产量是相对稳定的，人类社会只有依托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中才有可能获得

持续稳定的发展。而维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需要一定的环境质量条件。例如，严

重的大气污染，不仅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也影响森林等植物群落的正常生长。

若森林遭到破坏，则会引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恶化，这反过来又严重影

响植物的正常生长。于是生态系统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其物质和能量的产生

量都将大大减小。由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

为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需要良好的环境质量。  

（2）维持人类自身健康生存的需要 

人类自身的健康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由于人类是在环境

中生存和繁衍，显然其对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国内外许许多多事实证明，当

环境中某些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过多，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时，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

人群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各种疾病发生；严重的可以出现急性和慢性

死亡现象。人类健康生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环境质量与这一需要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满足关系，这种关系为

环境质量的生存价值。其满足程度可用来衡量这种价值的大小。事实上，目前各

国所颁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就体现了对这种价值的承认和对这种价值的衡量。 

（3）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 



人类进行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活动，体现了人类的主观意识，但经济发展活动与环

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草场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发

展规模受到草场面积大小和草场品质高低的限制。种粮食需要肥沃的土壤，但粮

食的产量受到土地面积和肥力的限制。发展工业需要用水，水是发展工业的必备

条件，也是制约因素。所以，经济发展活动对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

是客观存在的。许多事实证明，当人类发展经济的主观设想与其环境所能提供的

质量条件相符时，人的发展经济的主观设想就能实现。反之，就要受到挫折，甚

至失败。所以，环境质量存在一个能否满足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

问题。 

以上表述了人类对环境质量要求的几个主要方面。若由动态观点来看，经过若干

时间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到那时环境质量还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这

个问题目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还不突出，但最终会提到显著位置上来。 

⒊ 人类行为与环境质量关系 

人类行为的内容很丰富，其中与环境质量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类的经济发展行

为。人类的经济发展行为对环境质量影响最大，在人类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会对环境质量带来或大或小的不利影响。为确保环境质量不致恶化，显然在环境

质量评价中应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因为环境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调

整人类的社会行为，使在人类社会行为作用下，环境质量朝着更加满足有利于人

类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方向变化。所以，在研究发展行为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基础

上，预测发展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这是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此观点，分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人类经济发展行为。 

一个经济发展行为在行动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决策。行为的决策包括发展方向

和经济结构，局地或区域的布局，以及产业的生产工艺、产品结构、生产技术等

问题的选择这样一些内容。决策是决定发展行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关键阶段。若

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安排的不合理，则会使当地的环境质量条件与这一发展

行为不适应。这一发展行为的执行必然会遇到极大障碍，即使勉强执行，也会对

当地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同样，若布局不合理，或具体的技术问题选择不

当，也会对局地环境质量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环境质量的恶化又反过来抑制发展

行为，使发展与环境进入恶性循环。 

人类的经济发展活动有不同的类型，如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不同类型的经济

发展活动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程度和特点不同，有些部门能耗、物耗高，对环境质

量影响大；有些部门能耗、物耗低，对环境质量影响小。针对这一特点，人们在

经济发展活动中应注意类型选择这一问题。 

不同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空间范围大小不同。一些大型经济开发活动，

如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其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范围在几万平方公里到百万平方公里

范围。而一些工业企业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几十平方公里到几平方公里范围。显

然对那些影响范围大的开发活动，人们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一个经济开发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时效不同，有些开发行为在建设期对环境质

量有影响；有些在运行期对环境质量有影响，还有些开发行为在退役期仍对环境

质量有影响，有些这种影响还能延续很长的时间。 

不同种类的经济开发行为对环境质量影响程度不同，就是同一种类型的开发行

为，因其规模不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研究开发行为与环境质量

关系时，应着重讨论对环境质量影响大的开发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人们的经济开发活动内容很丰富，情况很复杂，在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中应根据具

体情况，具体评价开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⒋ 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要发展，环境要保护。我们既反对只顾发展经济，而不顾环境建设的观点；

也反对一味的只顾保护环境，而抑制经济发展的观点。要紧做到经济建设与环境

建设协调发展，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统一体。发展经济会给

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只要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就

可把这种影响限制在最低的、人们可接受的水平上。这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

境也能得到保护。在做环境质量评价时，对某项经济发展行为，不能采取简单肯

定的做法，也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应该通过环境质量评价，协调两者的关

系，求得两者的共同发展。 

（四）环境质量评价发展概况 

环境质量评价在国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70 年代获得蓬勃发展；在开展

了大量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同时，环境质量评价的理论研究也获得长足的发

展，使环境质量评价成为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制度在国家环境政策法中肯定下来的

国家。1969 年在美国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规定，一切大型工程兴建前

必须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在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方面，美国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大气和水体的质量指数评价方法，相继提出了许多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大气和水体质量指数，如格林大气污染综合指数、橡树岭大气质量指数等。 

瑞典在 1969 年制定了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中心的国家环境保护法，成立了“环境

保护许可委员会”。该会由法学家、技术人员、工业界人员、环保人员等组成。

规定凡是产生污染的任何项目，都必须提出许可申请书，当得到许可证后才可以

进行开发。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先由环境保护局进行技术审查，最后由批准

局进行审批，作出最后决定。 



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工业高度发达，强度大，环境污染负荷重，因此，十分注

意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日本从 1972 年开始，把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项重要政策

来实施。1976 年提出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列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目前，制定了

许多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法规，如《工业公害预调查法》、《公共水域深埋法》、

《企业事业单位向公共水域抛弃废物需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濑户内海

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有关发电厂布局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在评价内容上

不仅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包括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评价对象上包括

对单项工程的评价及区域开发计划评价等。在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方面，通过大量

实践，提出很多种控制污染的方法，如浓度控制方式、K 值控制方式、总量控制

方式等。 

英国早在 1970 年就开始探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英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在土地

利用计划法中体现出来的。1943 年英国制定了《城市、农村计划法》，并于 1971

年、1972 年作了修改。该法包括了对所有开发行为提出的要求，是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的基础。英国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从而强调在开发后要有

一个系统的环境监测计划。目前对那些项目需要作环境影响评价持慎重态度。 

东欧及独联体一些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也开展了大量的环境质量评价

工作及理论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相继开展了环境

质量评价工作及理论研究。有不少国家在环境保护法律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有的国家虽未以法律形式肯定，但也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就表明，

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对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高度重视。 

我国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才大量开展起来。在这期间全

国开展了北京、沈阳、南京等数个城市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作了许多区域和一

些大型工程项目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在大量的实践工作中，促进了理论研究工

作的开展，为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法制建设方面，我

国也将环境影响评价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1979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改建、扩建

工程时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

进行设计。同时指出“在老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中，应当根据气象、地貌、水

文、生态等条件对工业区、居住区、公共设施、绿化地带等作出环境影响评价”。



在 1989 年颁布的经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重申了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 

从此以后我国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健康发展道路。 

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一)概述  

⒈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概念 

某一地区，由于人们近期和当前的生产开发活动和生活活动,会引起该地区环境

质量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并引起人们与环境质量的价值关系发生变化，对这些

变化进行评价称为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环境质量的现状是人们近期已经实施和当前正在实施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结果。

所以，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既有现状评价的含意，也包含一定成分的回顾性评价的

成分。 

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环境质量状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人们对环境质

量要求的着眼点也不同，这样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就有不同的侧重面。 

人们所关心的环境质量现状所能反映的价值不外乎以下几种：自然资源价值、生

态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生活质量价值等。 

人们把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组成部分看成是一种有限资源，这种认识是人们

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换来的。目前，人们对大气、水和土壤等进行评价时更多注意

的是污染评价，即评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向环境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对大

气、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以及由此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危害程度。 

生态价值的评价主要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保护生态平衡，达到持续利用自然

资源为目的，评价在某一地区范围内，由于人的行为对生态系统破坏的程度。 

社会经济价值和生活质量价值可称为文化价值，其可由不同角度去评价。如一个

企业要选在投资环境好的地方发展，这就要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人们为了健康

的生活，除要求环境不受污染外，还有居住、购物、交通、娱乐、子女受教育等

方面的要求。所以，生活质量价值是多方面的，要对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才能

反应环境的生活质量价值。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目前较多注意的是污染方面的评价，但在

概念上不要认为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就只是污染现状评价。 

⒉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的程序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的工作内容很多，因每个评价项目的评价目的、要求及评价要

素不同，在具体做法上，不同评价项目可能略有差异。但由总体上来讲，不同的

评价项月都是把污染源一环境 影响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调查和研究。由

此观点，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的基本程序如下： 

（1）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评价目的、范围、方法、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制定出评

价工作计划。组织各专业部门分工协作，充分利用各专业部门积累的资料，并对

已掌握的有关资料作初步分析，初步确定出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因子。做好评

价工作的人员、资源及物资的准备。  

（2）监测阶段 

在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确定的主要污染因子和主要污染项目，开展环境质量

现状监测工作。在监测工作中，定区、定点、定时间很重要，应当一年按不同季

节搞几次；至少要在冬季、夏季搞两次。如果需要应重复搞几年，这样才能获得

比较可靠的资料。在监测工作中，要注意监测资料的代表性、可比性和准确性。

具体监测方法应按国家规定标准进行。有条件的地方，监测工作可由不同学科角

度进行。如除进行环境污染物的监测外，还可进行环境生物学监测和环境医学监

测，由不同专业来评价环境污染状况，这样可能更全面的反应环境的实际情况。  

（3）评价和分析阶段  

评价就是选用适当方法，根据环境监测资料、生物学监测资料和环境医学监测资

料，对不同地区、地点、不同季节和时间的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判断

和描述，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环境质量如何的概念，并分析说明造成环境污

染的原因，重污染发生的条件，以及这种污染对人、植物、动物的影响程度。 

（4）成果应用阶段  

通过评价得到的结论就是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对于环境管理部门、规划部门都

是很有意义的基础资料。据此，可以制定出控制和减轻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

的具体措施。对一些主要环境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工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进

行污染技术治理、制定合理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等措施来加以解决。所以，评价

结果是进行环境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二）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的因素很多，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由于污染造成大气环

境质量的恶化。大气环境受到污染是因为污染源排放污染物所致。污染物进人大



气后，在大气运动作用下，不断发生输送和扩散。当大气中污染物浓度达到一定

数值时，就会构成对人群健康的威胁，这时就发生了大气污染。本题主要讨论由

于污染引起大气环境质量变化的现状评价。 

⒈ 大气污染监测评价 

大气中各种污染物的浓度值是进行大气污染监测评价的最主要资料，资料获得的

主要手段是大气污染监测。为了正确进行大气污染监测评价，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1）评价因子的选择 

根据本地区大气污染例行监测资料并结合污染源评价结果，即可确定本地区的主

要污染物，这些主要污染物就可列为评价因子。目前各地通常所见的评价因子有： 

1) 尘 总悬浮微粒、可吸入颗粒物； 

2) 有害气体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 

3) 有害元素 氟、铅、汞、镉、砷；  

4) 有机物 苯并(a)芘、总碳氢化物。 

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监测评价，可以从上述因子中选择几项，项目不宜过多。

例如，以燃煤为主要污染源的地区可选总悬浮微粒、二氧化硫、苯并(a)芘等为

评价因子；以有色金属冶炼为主要污染源的地区可选总悬浮微粒、二氧化硫、铅

(或汞、镉、砷)等为评价因子。总之评价因子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

切忌照搬照抄。 

确定了评价因子之后，就要有计划地安排大气污染监测，取得各监测因子的监测

数据。 

（2）评价方法(指数法)  

目前我国进行大气污染监测评价的方法绝大多数是采用大气质量指数评价方法。

大气质量指数是评价大气质量的一种数量尺度，用它来表示大气质量状况可做到



简明、可比，可以综合多种污染物的影响，反映多种污染物同时存在情况下的大

气质量。大气质量指数的形式多样，建议选择时考虑以下几点： 

1) 指数能包括所选择的评价因子，不削弱主要因子的作用； 

2) 所选指数能反映本地区各地点污染状况的差别； 

3) 指数的表达形式本地区容易接受； 

4) 希望能综合地表达污染水平； 

5) 因为条件变化，评价因子有增减，这时所选指数应力求简单，又能适应因子

变化，评价结果仍能比较。  

总之，应当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指数，才能很好的评价出本地区

大气环境质量的好坏。大气质量指数的种类很多，归纳起来其基本形式如下： 

PI=  （式 9-3） 

式中 PI 大气质量指数； 

A 系数；  

a、b 指数； 

Wi 第i种污染物的权值； 

Ji 第i种污染物的分指数，一般为无量纲量，是污染物浓度值与大气标浓度值之

比；  

i 代表某种污染物。 

⒉ 中国城市大气质量指数 



自 1998 年 6 月中国在 46 个重点城市进行大气质量周报(或日报)统一使用空气

污染指数(APl)。现简介如下。 

（1）空气污染指数的计算方法  

空气污染指数(APl)的计算 污染物的分指数Ii、可由其实测的浓度值Ci按照分段线

性方程计算。对于第i种污染物的第j个转折点(Ci，j，Ii，j)的分指数值和相应的浓度

值，可由表 9-1 确定：  

表 9-1 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浓度限值 

污染物浓度（mg/m3） 
污染指数 API 

TSP SO2  NOx  

500 1.000 2.620  0.940  

400 0.875 2.100  0.750  

300 0.625 1.600  0.565  

200 0.500 0.250  0.150  

100 0.300 0.150  0.100  

50 0.120 0.050  0.050  

注：各城市可按本地区情况选择评价污染物。 

当第i种污染物浓度Ci，j≤Ci≤Ci，I=j时，其分指数 



Ii=  （式 9-4） 

式中 Ii 第i种污染物的污染指数； 

Ci 第i种污染物的浓度监测值； 

Ii，j 第i种污染物j转折点的污染分项指数值； 

Ii，j+1 第i种污染物j+1 转折点的污染分项指数值； 

Ci，j 第j转折点上i种污染物（对应于Ii，j）浓度限值； 

Ci，j+1 第j+1 转折点上i种污染物（对应于Ii，j+1）浓度限值。 

污染指数的计算结果只保留整数，小数点后的数值全部进位。 

2）API 的确定 各种污染物的污染分数都计算出以后，取最大者为该区域或城市

的空气污染指数 API，则该项污染物即为该区域或城市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 

API=max（I1，I2，…Ii，…In） （式 9-5） 

其中，Ii为i种污染物的分指数；n为污染物的项目数。 

（2）空气污染指数的发布  

1)使用空气污染指数报告空气质量时，一般应包含区域范围、时间周期、首要污

染物及污染指数和空气质量级别。 

当污染指数 API 值小于 50 时，则不报告首要污染物。 

2)各城市发布空气污染指数时，应按监测点位位置所在的具体地区或地理区域分

别报告，而不应使用区域空间无法界定的功能性分区报告，即先计算各点各项污

染物的周平均浓度值，再计算各点不同污染参数的周污染分指数，取最大者为该

点的周污染指数。 

3)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写的全国重点城市空气污染周报，以各城市各项污染物的

全市平均浓度为基础计算全市的平均污染指数。 
⒊ 大气污染生物学评价 
植物长期生活在大气环境中，其生理功能与形态特征常常受大气污染作用而发生

改变。大气中某些污染物会被植物叶片吸收，并在叶片中积累。这些变化可在一

定程度上指示大气污染状况。正是由于植物长期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它

指示的大气污染状况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大气污染引起的植物伤害症状往往缺



乏唯一性，即其他一些不良条件(如热、冻、旱、涝、盐、风、虫害等)都可以引

起同样或类似的伤害症状。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观察少数几张叶片就对大气

环境污染状况作出结论。这里既需要必备的基础知识，又需要经验；尽管如此，

由于生物学评价的样品采集和分析都比较简单，一般部门都具备采用生物学评价

的必要手段。因此，生物学评价受到各地的广泛重视。 
生物学评价方法很多，为了适应在城市环境中做工作，多选择树木作为指示植物。

就树木而言，由于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其树高、胸径、新梢长度、叶片面积

等生长量以及叶片中化学元素含量都能作为评价的因子，这里介绍用叶片生长量

和分析叶片中化学元素含量的方法来指示大气污染状况。 
调查叶片生长量的方法很简单，将取回来的叶片晒叶迹图，用求积仪求出叶片面

积，就可以按叶片生长量的差异指示大气污染程度。 
分析叶片中化学元素含量时，将采集的样品仔细冲洗干净，这一步很重要，一定

要认真，不然会由于尘土的存在影响分析的结果。洗干净的叶片除去水分，分析

其中化学元素含量。指示二氧化硫污染可以分析叶片中硫含量；指示氟、铅、镉

污染可分别分析叶片中氟、铅、镉的含量。分析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方法，工

作时可以自己选择分析方法。但要注意为相互比较样品，应选用同一方法进行分

析，或者用相互标定过的方法进行分析，不然很难进行比较。获得不同地点叶片

中化学元素含量，就可以根据含量的多少来划分污染等级。 
（三） 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河流水体质量现状评价是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的。

主要是针对江、河等水体的污染程度，划分其污染等级，确定其污染类型及主要

污染物。目的是能准确地指出水体的污染程度，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水

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提供可靠科学依据。 
水质评价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工作，因为影响水质污染的物质很多，而且这

些物质的浓度和影响都不相同。某一水域的水质污染状况应从三个方面来评定：

（1）污染强度，即水中污染物的浓度和它们的影响效应；（2）污染范围，即在

水域中各种污染强度所影响的范围；（3）污染历时，即在水域中各种污染强度

所持续的时间。因此，对某一水域的水质进行全面评价，应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

容才比较完善。然而，目前水环境质量评价的一些评价方法很难做到这一点，许

多评价方法只能在水体污染程度方面做一定程度的反映，实际上这是很不完全的

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⒈ 水污染指数评价  
水污染指数的形式多种多样，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各种污染物质的相对污染值，进

行数学上的归纳和统计，从而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数值来，用它代表水体的污染

程度，也可以用它来做水体污染的分类和分级依据。 
⒉ 水环境质量的生物学评价 
水生生物与它们生存的水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当水体受到污染

时，必然会对生存在其中的水生生物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水生生物因此也会产

生不同的反应和变化，人们利用这种反应和变化就可作为评价水质的指标，这是

水环境质量生物学评价的基本依据和原理。 
下面例举几种生物学评价方法。 



（1） 一般描述对比法  

根据所需要评价的水体中水生生物的区系组成、种类、数量、分布等情况的调查

描述，与未受污染的、清洁的同类型水体的情况，或与同一水体的历史资料做对

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即可评价目前水体的环境质量状况。这是一种常用的、

比较简单的评价方法。但这种评价需要评价人员具有丰富的经验。 

（2）指示生物法  

根据对环境中有机污染或某种特定污染物质敏感的或有较高耐性的生物种类的

存在或缺失，来指示其所在水体或河段内有机物的多寡或分解程度，即指示生物

法。选作指示种的生物最好是那些生命较长；比较固定生活于某处的生物。因它

们在较长时间内能反映所在环境的综合影响。一般静水中主要用底栖动物或浮游

生物，在流水中主要用底栖生物或着生生物，鱼类也可作为指示生物。 
大型无脊椎动物是通常应用较多的指示生物；因它们大多数是移动能力不强，常

较固定生活于某处，符合指示生物的要求。在一个大类中不同属或种的生物，多

数对某种污染物的敏感或耐受程度较相似。但要应用指示生物法更精确的评价水

质，最好将所用指示生物鉴定到种。因每一大类中各种不同生物对污染的敏感或

耐受程度，虽然相似，但不是完全相同。 

（3）生物指数 

评价水环境质量的生物指数主要是依据不利的环境因素，如各种污染物对生物群

落结构的影响，用数学形式表现的群落结构来指示环境质量状况，水质变化对生

物群落的生态学效应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某些对污染有指示价值的生物种类，例如对某种污染物质敏感或有耐性的种类

的出现或消失，导致群落结构的种类组成变化。 

2)群落中生物种类数，在污染变重的条件下减少，在水质较好下增加，但过于清

洁的条件下，因食物缺乏种类数也会减少。  

3)组成群落的个别种群变化。 

4)群落中种类组成比例的变化。  

5)自养 异养程度上的变化。 

6)生产力的变化。  

每种生物指数仅能反映上述六项中的某几种信息，所以最好用几种不同生物指数

进行综合评价。 
（四）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进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时，各污染物的计算和评价方法是不一样的，应分别进行。

如大气质量评价的计算、水质评价的计算、土质评价的计算、噪声评价的计算等

都应当分别进行。但为了统一衡量污染状况，还应当用综合污染指数进行计算。

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计算式为： 



E=  （式 9-6） 

式中 E 被评价区总环境质量指数； 

Pi 某要素环境质量指数； 

Wi 根据污染特点确定的系数； 

n 各项目的项目数。 

按该式的计算结果，分五级进行评价，见表 9-2。 

表 9-2 环境质量分级表 

等级  综合指数  环境质量状况  

1  <0.4  好  

2  0.4-0.5  尚好  

3  0.5-0.75  稍差  

4  0.75-1.0  差  

5  >1.0  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