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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编 环境保护

60 年代前，境内空气明净，水质清洁，鸟鸣鱼游，山清水秀。70 年代后，

由于工厂、矿山的大量兴办和农田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水质、空气受到污染。

个别河水人畜不能饮用，农田不能灌溉，河流沟湾的鱼鳖虾蟹等水生动物数量

锐减，鸟类渐少。80 年代起，重视环境保护，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加强环境保

护法规宣传，重点治理工业“三废”，使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

第一章 环境污染

第一节 主要污染源

工业废气 境内工业锅炉、窑炉、茶水炉用煤作燃料所排放的烟气中不同

程度地含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物质，并伴有大量烟尘四处飘散，

成为大气主要污染源。70 年代，造锁厂日排放铬酸废气 2立方米，侵蚀了附近

庄稼。县化工厂自 1975 年以来所排出的硫酸废气腐蚀线长达 5000 多米，损害

农田和山峦 100 多亩。1980 年黄埠崖村果园受县化肥厂废烟气侵蚀，苹果减产

16.5 吨。1985 年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果：全县工业烟气主要排放单位有诸往铁厂、

乳山制丝厂、经纶丝绸厂、县玻璃厂、罐头厂、织布厂、五金厂、酿酒厂、轻

工机械厂、糖厂、毛纺地毯厂、县医院、乳山宾馆等，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102652

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 17290 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 85362 万标

立方米。废气中二氧化硫 1297.17 吨，氮氧化物 326.44 吨,一氧化碳 3239.9

吨，烟尘 706.54 吨，碳氢化合物 0.831 吨。1986 年后，生产锅炉、窑炉有所

增加，废气排放总量虽不断提高，但由于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废气中有害物

质含量相对减少。1992 年，县属以上工业企业有工业锅炉 230 台，生产窑炉 9

座，废气排放单位 42 个，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101061 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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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废气 56121 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 44940 万标立方米。废气中二氧化硫

2804 吨，烟尘 1073 吨。此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废气排放量不断增加，

至 1995 年，全市废气排放单位有 50 个，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193648 万标立方米，

其中，燃料燃烧废气 85490 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 108158 万标立方米。废

气中二氧化硫 4484 吨，烟尘 1639 吨。

工业废水 70 年代初，主要有选矿废水和化工废水，年排放量几十万吨。

废水中所含有害物质主要是氰化物、硫化物、铅、砷等。后随着工业门类的增

多，废水类型也越来越多。1985 年调查，全县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372 万吨，废

水中悬浮物 460 吨，化学耗氧量 795 吨，生化耗氧量 352 吨，汞 0.004 吨，氟

化物 0.177 吨，六价铬 0.069 吨，砷 0.204 吨，铅 0.005 吨,挥发性酚 0.147

吨,硫化物 1.348 吨,三价铬 1.352 吨,铜 0.151 吨，氨氮 13.81 吨，锌 1.976

吨。其排往去向:乳山河 153.8 万吨，乳山口海湾 158.5 万吨,黄海 3万吨，黄

垒河 28.1 万吨，五垒岛湾 28 万吨。1992 年调查，全县工业废水排放单位 55

个，工业废水排放量 472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570 吨，化学耗氧量 251 吨，六

价铬 1.2 吨，铅 0.015 吨，硫化物 0.11 吨。其废水排放去向：乳山河 100 万吨，

乳山口海湾 230 万吨，黄垒河 40 万吨，黄海、五垒岛湾 102 万吨。至 1995 年，

全市工业废水排放单位有 60 个，排放总量 782 万吨。废水类型 16 种，其中矿

业废水 90 万吨，食品业废水 200 万吨，纺织业废水 56 万吨，皮革业废水 3万

吨，印刷业废水 2万吨，化学工业废水 90 万吨，热电业废水 80 万吨，医药工

业废水 2万吨，塑料制品业废水 4万吨，建材业废水 5万吨，金属制造业废水

8万吨，机械电子业废水 40 万吨，其它行业废水 202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625

吨，化学耗氧量 300 吨，氟化物 300 吨，六价铬 2吨，砷 1吨，挥发酚 1吨，

氰化物 3吨，硫化物 11 吨。

工业废渣 70 年代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废渣产生量逐渐增多，主要

有尾矿、冶炼废渣、化工废渣(硫酸渣)、炉渣粉煤灰等。尾矿和硫酸渣中主要

危害环境的物质分别是硫化物和铬。年产生量尾矿为最，次之为冶炼废渣、化

工废渣。1985 年统计，主要废渣产生单位有乳山金矿、铜锡山金矿、硫化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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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马陵铁矿、诸往铁厂等矿山企业。是年，产生尾矿 19.64 万吨，冶炼

废渣 3.79 万吨，硫酸渣 1.7 万吨，锅炉渣 0.67 万吨，其它废渣 20.1 万吨。全

县工业废渣累计堆存量 176.84 万吨，占地 33.3 万平方米。1992 年，除冶炼废

渣、锅炉渣等得到利用外，工业废渣累计堆存总量上升到 566.3 万吨，占地 38.4

万平方米，其中占用耕地 11.6 万平方米。1993 年调查，全市年产生工业废渣

35 万吨，其中乳山金矿、铜锡山金矿、三甲金矿、峒岭金矿、唐家沟金矿、胡

家口金矿、金碃岭金矿共产生尾矿 26 万吨，威海冶金公司产生冶炼废渣 4万吨，

乳山化工厂产生硫酸渣 2万吨，其它企业产生锅炉渣 3万吨。1995 年，全市产

生工业废渣 38 万吨，废渣堆存总量 320 万吨,堆放占地 29 万平方米,其中占用

耕地 10 万平方米。

第二节 重点污染区

黄垒河 70 年代，黄垒河两岸自上游至下游有牟平县的磷肥厂、金牛山金

矿，县内的乳山金矿、铜锡山金矿、化工厂等工矿企业的生产废水排泄入河。

废水中含有氰化物、砷、六价铬、铜、镉等有害物质，致使水质日益恶化，沿

河的下初、冯家、南黄 3 个公社的 32 个大队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1977 年，

烟台地革委环保局在乳山金矿排污入河处抽验，河水中含氰化物 8毫克/升，超

过地面水标准的 159 倍，含铜量超过标准 3.5 倍。80 年代后，上游增加牟平水

道选金厂,下游增加南黄造纸厂、染整厂等排污单位。1980 年 10 月在下初桥监

测，河水含铅 80.7 微克/升，含铜 40 微克/升，砷 160 微克/升。1982 年后，

由于加强了废水治理，水质有所好转。进入 90 年代，由于牟平县新扩建了氰化

厂，加之乳山化工厂、造纸厂生产规模的扩大，黄垒河的水质又逐年恶化。1992

年，河水中氰化物增多。化工厂排污入河处和巫山河段含砷量 0.1～0.2 毫克/

升左右，乳山金矿排污入河处含氰化物 0.7 毫克/升左右。1995 年，PH 值超标

50%，总硬度超标 100%，化学耗氧量超标 100%，氨氮超标 75%，砷超标 25%。河

水溶解氧在 7.4 毫克/升左右,六价铬、挥发性酚、镉、总汞基本消失。巫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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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断面含砷 1.21 毫克/升，含铅 1.0 毫克/升，含氰化物 0.12 毫克/升，其它河

段微量。重点污染地段为巫山河至南泥沟桥，此段河底呈赤褐色，河水不能用

于人畜饮用和灌溉。整个流域综合评价为轻污染。

1995 年黄垒河水质评价结果

污染 采样

指数 点

项目

巫山

河段 下初桥 南泥沟桥 浪暖口 平均污染

指数

PH 值 3.59 3.14 0.43 0.18 1.84

悬浮物 0.05 0.07 0.01 0.01 0.04

总硬度 6.28 1.44 1.01 1.11 2.46

溶解氧 0.71 0.43 0.21 0.15 0.38

化学耗氧量 1.37 0.66 0.65 0.67 0.84

高锰酸盐指数 0.33 0.34 0.29 0.31 0.32

生化需氧量 0.46 0.45 0.83 0.89 0.66

氨氮 14.02 8.66 1.88 0.42 6.24

亚硝酸盐氮 0.12 0.097 0.11 0.19 0.13

硝酸盐氮 0.23 0.19 0.21 0.23 0.21

挥发酚 0 0 0 0 0

氰化物 0.60 0.32 0.28 0 0.30

砷 12.10 0 0 0 3.01

总汞 0 0 0 0 0

六价铬 0 0 0 0 0

铅 20 14 0 0 8.50

镉 0 0 0 0 0

油类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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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污染指数 3.33 1.65 0.23 0.23 1.35

污染分级 重污染 中污染 清洁 清洁 轻污染

乳山河 污染主要来自上游。1986 年对乳山河上游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

向河内排放废水的企业 15 个，事业单位 5个，年排废水约 176 万吨。经监测，

大部分企业排放的污水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乳山河水质不同程度地含有悬浮物、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挥发性酚、砷、汞、铅、铜、镉、可溶性磷、

氰化物、硫化物等有害物质。河水 PH 值超标 75%，溶解氧超标 25%，化学耗氧

量超标 75%，生化耗氧量超标 25%，挥发性酚超标 62.5%。主要排污单位有：崖

子造纸厂，1979 年建成投产，年产生废水 27 万吨，废水中化学耗氧量 729.23

毫克/升，水质显碱性，PH 值为 9.4，废水入河处的酸碱度、溶解氧、悬浮物、

化学耗氧量、生化耗氧量均超过了国家规定废水排放标准的 5～8倍；崖子经纶

丝绸厂，1941 年建厂，年产生废水 6.22 万吨，废水中化学耗氧量 1200 毫克/

升，硫化物含量 20 毫克/升，水质显碱性，PH 值为 11；县硫化铁矿，1976 年

建矿，年产生废水 12.8 万吨，该矿废水对水质危害较大，排污入河口周围的沙

石已呈赤褐色；诸往铁厂，1976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44.6 万吨，废水中含大

量悬浮物；马陵铁矿，1976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45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2000

毫克/升；唐家沟金矿,1971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10 万吨,废水中硫化物 8.37 毫

克/升，水质显酸性，PH 值为 4.6；于家庄啤酒厂，1983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25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600 毫克/升，生化耗氧量 1200 毫克/升；郑家肥皂厂，

1980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0.1 万吨，废水中含皂化黑液污染物浓度大，水质显

强碱性；马石店淀粉厂，1983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0.23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高达 13000 毫克/升，生化耗氧量 1500 毫克/升，对乳山河污染较大；马石店乳

品厂，1976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3.6 万吨，废水中悬浮物 500 毫克/升，生化

耗氧量 2000 毫克/升；马石店饮料厂，1976 年投产，年产生废水 1.2 万吨；育

黎淀粉厂，1983 年投产，排放的废水中悬浮物含量 1300 毫克/升，生化耗氧量

1500 毫克/升，对乳山河水源危害较大。另外，午极镇福利淘金厂、午极镇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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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夼印染厂、育黎镇白石金矿等厂矿的废水和马石店、崖子、午极、育黎、诸

往 5所乡、镇医院排放的含有病原体的废水都不同程度地污染了水源。1987 年

后，强化了对排污单位的管理，崖子造纸厂因所排废水严重污染了岛子河及岛

子村人畜用水被关闭，其它矿山企业对产生的废水实行闭路循环，排污量减少，

污染程度逐渐减轻。1994 年对乳山河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向河内排放污水的企

业有马陵铁矿、诸往铁矿、硫化铁矿等，年计排放污水约 250 万吨；原有污染

源如崖子造纸厂、于家庄啤酒厂、郑家肥皂厂、马石店淀粉厂、马石店乳品厂、

马石店饮料厂、育黎淀粉厂等已关闭；唐家沟金矿选矿废水实现了闭路循环，

废水基本不外排。1995 年河水中六价铬、铅、镉、氰化物等有害物质基本消失。

整个流域综合评价为尚清洁，达到国家地面水二级标准。

1995 年乳山河水质评价结果

污染 采样

指数 点

项目

崖 子 丝

厂 入 河

处

诸往桥 塔庄桥 曲水河 乳山

寨桥

平均污

染指数

PH 值 0.25 0.36 0.45 0.31 0.26 0.22

悬浮物 0.04 0.05 0.04 0.04 0.03 0.04

总硬度 1.02 1.12 1.11 1.04 1.02 1.06

溶解氧 0.18 0.06 0.03 0.14 0.36 0.15

化学耗氧量 0.47 0.67 0.74 0.76 0.91 0.71

高锰酸盐指数 0.35 0.36 0.23 0.32 0.33 0.32

生化需氧量 0.72 0.80 0.81 0.68 0.82 0.77

氨氮 0 0.08 0.14 0.22 7.52 1.59

亚硝酸盐氮 0.18 0.30 0.27 0.19 0.24 0.24

硝酸盐氮 0.25 0.28 0.34 0.19 0.21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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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酚 0 0 0 0 0 0

氰化物 0 0 0 0 0 0

砷 0 0 0 0 0 0

总汞 0 0 0 0 0 0

六价铬 0 0 0 0 0 0

铅 0 0 0 0 0 0

镉 0 0 0 0 0 0

油类 0 0 0 0 0 0

平均污染指数 0.19 0.23 0.26 0.21 0.65 0.35

污染分级 清洁 清洁 清洁 清洁 允许 清洁

城区 城区内因工业集中，70 年代后受废水、废气污染愈来愈重。1980

年调查，主要排污区在南山工业区。主要排污单位有：造锁总厂日排含氰化物、

铬废水 5吨；活塞环厂日排含氰、铬废水 280 吨；轻工机械厂日排含氰、铬废

水 110 吨；电镀厂日排含氰、铬废水 2吨；食品冷藏厂(肉联厂)日排含猪粪便、

油脂、大肠杆菌废水 500 吨；淀粉厂日排含淀粉渣废水 100 吨；织布厂日排含

硫化碱、氢氧化钠、碳酸氢钠、染料等废水 300 吨；县医院日排病毒废水 40

吨；酒厂日排含砷、甲醇废水 30 吨；罐头厂日排生产废水 600 吨；制丝厂日排

含碱废水 1200 余吨；无线电厂日排废水 30 余吨。1982 年统计，城区烟气排放

的单位有发电厂、制丝厂、化肥厂、罐头厂、酒厂、织布厂、艺品厂、冷藏厂、

县医院、酿造厂、花生制品厂、食品公司、淀粉厂、榨油厂、饮食服务公司、

造锁厂、食品加工厂等 17 个，共有锅炉 72 吨位 22 台，工业炉窑 8座，工业废

气年排总量 21429 万标立方米。至 1985 年，废气排放单位增加刺绣厂、工业缝

纫机厂、轻工机械厂、印刷厂、被服厂、活塞环厂、家具厂。年废气排放总量

达 26297 万标立方米，废气中含二氧化硫 1078 吨，氮氧化物 326 吨，一氧化碳

45 吨，烟尘 958 吨。此后，随着锅炉、窑炉、茶水炉不断增多，年废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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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应增加。1986 年后，排污单位又增加丝针织厂、化肥厂、果汁厂、制药厂、

地毯厂等。城区内所有废水分别流入城南河和炉上河，致使这两条河流终年混

浊污秽，臭气熏人，河内生物几乎绝迹，渗入地下的废水使个别井水受到污染。

1992 年，城区内有生产锅炉、窑炉、茶水炉 171 台，大灶 133 眼，年排放废气

总量 59985 万标立方米，废气中含二氧化硫 2110 吨,烟尘 1487 吨。1993 年后，

市区废气重点污染源是热电厂、化肥厂、工艺品集团公司、罐头厂、酒厂等企

业，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1995 年，城区废气有害物质二氧化硫排放

量为 3019 吨，烟尘排放量为 1438 吨。排放工业废水 424 万吨，工业废水处理

率为 64%，重点工业企业废水排放 314 万吨，排放达标为 110 万吨，达标率为

35%。

乳山口海湾 70 年代后，由于城区工业废水的注入和对虾养殖废水(水质

富营养化)以及造船厂、港口船舶油污水的直接排入，使乳山口海湾受到污染。

1985 年对乳山口海湾的乳山河入海口处监测结果：海水中六氯化苯含量 0.41

微克/升，石油 0.05 微克/升,溶解氧 7.84 毫克/升，铜 55.2 微克/升，铅 25.5

微克/升，砷 0.07 毫克/升，铬 0.08 毫克/升，酚 25.5 微克/升。在乳山口门监

测结果:PH 值为 8.43,溶解氧 8.13 毫克/升，化学耗氧量 1.40 毫克/升，活性磷

酸盐 26 微克/升，硝酸盐氮 22 微克/升，氯度 17.43‰，盐度 31.5‰。1986 年

后，海湾污染程度有所减轻。1992 年在乳山口门监测结果：PH 值 7.90，浊度

12 度，溶解氧 6.60 毫克/升,化学耗氧量 1.32 毫克/升，油类 0.15 毫克/升，

活性磷酸盐 18 微克/升,亚硝酸盐氮 4 微克/升,硝酸盐氮 12 微克/升,氨氮 37

微克/升,氯度 17.27‰，盐度 31.20‰。1993 年后，随着城区生产和生活废水

排放量及海上船舶、海水养殖面积的增加，海湾水质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质

是：溶解氧、活性磷、无机氮、石油等。1995 年在乳山口门监测结果:PH 值为

7.67,化学耗氧量 1.95 毫克/升,油类 0.01 毫克/升，活性磷酸盐 10 微克/升，

亚硝酸盐氮 13 微克/升,硝酸盐氮 40 微克/升,氨氮 40 微克/升，氯度 16.50‰，

盐度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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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乳山口海湾水质评价结果

污染指 采样

数 点

项目

后山于

家村

造船

厂西

乳山

口门

口南指

航灯

东小青

岛北

平均污

染指数

PH 值 0.17 0.22 0.27 0.24 0.45 0.27

活性磷酸盐 0.67 0.67 0.67 0.67 0.67 0.67

亚硝酸盐氮 0.20 0.11 0.13 0.05 0.05 0.13

硝酸盐氮 0.006 0.003 0.004 0.005 0.002 0.004

氨氮 0.05 0.04 0.08 0.05 0 0.06

总汞 0 0 0.18 0.12 0 0.06

铅 0 0 0 0 0 0

镉 0 0 0 0 0 0

油类 0.40 0.22 0.26 1.00 0.40 0.46

溶解氧 0.74 0.84 0.87 0.87 0.71 0.63

平均污染指

数

0.22 0.21 0.24 0.31 0.23 0.24

质量状况 允许 允许 允许 允许 允许 允许

龙角山水库 70 年代末，因库区上游的崖子造纸厂、崖子丝厂、经纶丝绸

厂排放含大量有机物质纤维及无机物质碱类的污水，流经龙角山水库，对库水

造成污染。1980 年开始对库水进行监测，水质一直趋向偏碱性，水中含硫化物

在 0.32～0.38 毫克/升之间，超过淡水养鱼水质标准。1992 年,龙角山水库入

口处测得 PH 值为 8.8,悬浮物 10 毫克/升，溶解氧 8.89 毫克/升,铅 0.03 毫克/

升,总磷 0.423 毫克/升；出口处 PH 值为 8.65，悬浮物 3毫克/升，溶解氧 5.68

毫克/升，铅 0.09 毫克/升，总磷 0.115 毫克/升。1993 年后，崖子造纸厂关闭，

经纶丝绸厂废水排放减少,因而水质逐年好转。1995 年，龙角山水库入口处测



10

得库水 PH 值为 7.25，悬浮物 1.67 毫克/升,溶解氧 8.00 毫克/升；出口处库水

PH 值为 7.22,悬浮物 1.33 毫克/升，溶解氧 8.97 毫克/升，未见其它有害物质。

1995 年龙角山水库水质评价结果

污染 采样

指数 点

项目

入 口 中 游 出 口 平均污染指数

PH 值 0.25 0.30 0.28 0.28

悬浮物 0.01 0.01 0.01 0.01

总硬度 0.96 0.88 0.90 0.91

溶解氧 0.29 0.12 0.15 0.19

化学耗氧量 0.64 0.65 0.63 0.64

高锰酸盐指数 0.36 0.31 0.32 0.33

生化需氧量 0.61 0.69 0.64 0.65

氨氮 0 0 0 0

亚硝酸盐氮 0 0 0 0

硝酸盐氮 0 0 0 0

挥发酚 0 0 0 0

氰化物 0 0 0 0

砷 0 0 0 0

总汞 0 0 0 0

六价铬 0 0 0 0

铅 0 0 0 0

镉 0 0 0 0

油类 0 0 0 0

平均污染指数 0.17 0.16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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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分级 清 洁 清 洁 清 洁 清 洁

第二章 环境监测

第一节 地面水监测

1977 年，烟台地革委环保局首次对乳山地面水质进行评价，在 28 个点取

样 72 个。经化验分析,造锁厂排放的废水中含铬高达 325 毫克/升，含铜 68 毫

克/升，分别超过排放标准的 650 倍和 67 倍；乳山金矿排放的废水中含氰化物

超过排放标准的 979 倍，污水流至黄垒河后，河水中含氰化物 8毫克/升，超过

地面水卫生标准的 159 倍；化肥厂排放的废水中含氰化物超过排放标准的 19

倍。此为境内环境监测之始。

1979 年，乳山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开始对乳山河、黄垒河两大河流的水质设

点定期监测。在乳山河流域自上而下设崖子造纸厂污水入河处、龙角山水库(上、

中、下游)、唐家沟河段、午极大桥、塔庄桥、曲水河段、诸往桥、乳山寨大桥、

夏村河入海处 11 个监测断面；在黄垒河设巫山河段、河南村桥、金矿污水入河

处、化工厂污水入河处、下初桥、南泥沟桥、南黄桥、浪暖口入海处 8个监测

断面。每年 5月(枯水期)、8月(丰水期)、10 月(平水期)各监测一次。监测项

目为 PH 值、溶解氧、化学耗氧量、砷化物、氰化物、六价铬、氨氮、硝酸盐、

亚硝酸盐氮、硬度、铜、锌、铅、镉、汞含量及挥发酚、悬浮物等。分析仪器

采用恒温干燥箱、25 型酸度计、72 分光度计、ADI 极普仪、F732 测汞仪、万分

之一天平等。分析方法主要有比色法、电极法、滴定法、吸收法、吐酸法、砷

斑法、滤纸法等。年监测分析数据 500 余个。经监测分析，黄垒河污染重于乳

山河，黄垒河巫山河段至下初桥河段为重点污染地段，该段河水砷、氰化物、

铜、铅、锌、镉等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数倍。1984 年，增置生化培养箱、电

导率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电冰箱等仪器，增测五日生化需氧量、测电导

率，并改监测化学耗氧量为监测高锰酸盐指数。部分项目的分析方法也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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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将分析硝酸盐氮由酚二磺酸比色法改用镉一汞柱还原法，亚硝盐氮由 X－

萘胺比色法改用 N-(1-萘基)一乙二胺老度法，砷化物由砷斑法改用二乙基二硫

代氨基甲酸银比色法，氰化物由巴比吐酸法改用异烟酸一吡唑啉酮比色法，铅、

镉由双硫腙比色法改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1986 年增加夏村河段、乳山寨河

段、浪暖口河段的监测，监测项目比地面水增加活性磷酸盐、盐度、氯度、水

量、水温、浊度。分析活性磷酸盐采用钼蓝比色法，浊度采用比浊法，盐度、

氯度采用滴定法。1989 年，乳山河监测断面改为 9个，取消唐家沟河段、午极

桥两个点位。黄垒河只设巫山河段、下初桥、南泥沟桥、浪暖口河入海处 4个

监测断面。1991 年，淘汰 ADI－极普仪、72 分光光度计、H732 测汞仪,新增溶

出分析仪、紫外光栅分光光度计、溶解氧测定仪、笔式 PH 计、7320 分光光度

计、打印式流速流量计、冷原子荧光测汞仪。增测地面水中石油含量。1992～

1995 年，监测项目为 37 项，其中乳山河、黄垒河 20 项，水库 17 项。监测方

法均按国家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年获得有效监测数据 733 个。监测

结果表明，乳山河水质有所改善。黄垒河污染逐渐加重，重点污染地段从巫山

河段延至南泥沟桥河段。

第二节 地下水监测

1979 年开始监测地下水，监测范围只限于城区。监测点位设黄埠崖水井、

夏东水井、夏南大队办公室大院水井、夏西西水井、夏南南水井、西里村水井、

汽车站水井、招待所水井、淀粉厂水井、拖拉机站水井及城区自来水 11 个。每

年 4月、9月各取水分析一次。主要监测井水的 PH 值、总硬度、挥发酚、浮化

物、氰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铜、化学耗氧量。除浮化物的分析方法采

用氟试剂比色法外，其它项目的分析方法、监测仪器与地面水监测相同。年监

测数据 300 余个。监测分析结果，拖拉机站水井含六价铬 0.022 毫克/升，其它

水井的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1984 年，因黄埠崖水井封闭和招待所水井停用，

改测服装厂水井，监测项目增加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化学耗氧量、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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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生化需氧量。1989 年西里村水井封闭，监测点减少到 9个，分析项目省略

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1990 年后，对城区的地下水，每年按要求分别在 5

月和 10 月份各进行一次水质例行监测，共设 8 个点位(民用井 7个，自来水 1

个)，监测 16 个项目。1992 年，对汽车站水塔、拖拉机站水井、服装厂水井、

夏南村办公大院水井、夏南村南水井、淀粉厂水井、夏西村西水井、夏东村水

塔、自来水 9个点位进行监测。分析结果表明，其有害物质含量均未超过国家

规定的饮用水标准。1995 年监测点位减少到 7个，分别为自来水、汽车站水井、

笙歌公司水井、淀粉厂水井、夏西水井、夏南南水井、夏东水塔，各项指标基

本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

1995 年市区地下水监测点设置及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毫克/升(PH 值除外)

监测点 PH值

氟 化

物

总 硬

度

高 锰

酸 盐

指数

氨氮 硝 酸

盐氯

挥 发

性酚

氰

化

物

砷 总

汞

六

价

铬

铅 镉

自来水 7.00 0.215 48.0 1.60 0.10 1.62 0.00 0.0 0.0 0.0 0.0 0.0 0.0

汽车站 7.12 0.06 92.1 1.89 0.06 0.94 0.00 0.0 0.0 0.0 0.0 0.0 0.0

笙歌公司 7.22 0.09 92.1 1.86 0.37 1.63 0.00 0.0 0.0 0.0 0.0 0.0 0.0

淀粉厂 6.85 0.195 140.0 2.44 0.06 1.44 0.00 0.0 0.0 0.0 0.0 0.0 0.0

夏西井 7.40 0.275 360.4 2.71 0.37 9.83 0.00 0.0 0.0 0.0 0.0 0.0 0.0

夏南南井 7.70 0.33 193.1 3.45 0.29 9.48 0.00 0.0 0.0 0.0 0.0 0.0 0.0

夏东水塔 6.95 0.08 43.1 2.09 0.19 2.01 0.00 0.0 0.0 0.0 0.0 0.0 0.0

第三节 海湾监测

1984 年开始对乳山口湾进行定期监测。在后山于家村北、县造船厂西、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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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门、口南指航灯、东小青岛北设固定采样点，每年 5月、8月、10 月各监

测一次。监测项目有 PH 值、浊度、溶解氧、化学耗氧量、活性磷酸盐、亚硝酸

盐氮、硝酸盐氮、总汞、铅、镉、氨氮、氯度、盐度、水色、水深、水温气温、

透明度、风速、风向、海状(级)、天气现象等，年监测数据 450 余个。监测仪

器、分析方法大致类同地面水。1991 年增测石油含量。1992 年，监测结果表明，

海水中石油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993 年，水质监测的项目为 16 个，监测结

果，主要污染物是：溶解氧、活性磷、无机氮、石油 4类，污染呈逐年加重趋

势。

1995 年乳山口海湾监测结果

单位：毫克/升(PH 值除外)

采样点 后 山 于 家

村

市造船厂西 乳山口门 口南指航灯 东小青岛北

PH 值 7.78 7.72 7.67 7.70 7.49

CI‰（氯度） 16.55 16.45 16.50 16.28 16.46

s‰(盐度) 29.94 29.81 29.80 29.41 29.75

化学耗氧量 1.86 2.20 1.95 2.09 2.45

活性磷酸盐 0.01 0.01 0.01 0.01 0.01

亚硝酸盐氮 0.02 0.011 0.013 0.014 0.005

硝酸盐氮 0.06 0.03 0.04 0.05 0.02

氨氮 0.025 0.02 0.04 0.025 0.04

总汞 0.00000 0.00000 0.00009 0.00006 0.00000

铅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镉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铜 0.175 0.175 0.11 0.11 0.11

油类 0.02 0.015 0.01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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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 12.80 12.70 12.30 12.50 12.30

溶解氧 3.70 4.18 4.35 4.35 5.00

第四节 酸雨监测

1984 年始监测酸雨。监测地点设在环保局院内，逢雨必测。监测 PH 值、

电导率，采用 25 型酸度计和电导仪。至 1995 年，历年监测结果表明，境内无

酸雨现象。

第五节 大气监测

1991 年 7 月开始进行大气监测，监测地点设在城区的县印刷厂院内、中医

院门前、环保局院内。监测项目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灰尘自然沉降量(TSP)、

总悬浮颗粒物。采用大气采样器、空气采样泵监测,7230 分光光度计、天平仪

分析。分析方法：氮氧化物采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二氧化硫用甲醛缓

冲溶液吸收一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悬浮颗粒物及灰尘自然沉降量采用

重量法。每季度监测一次，每次连续 5 天。每次监测数据 110 余个。至 1995

年历年监测结果表明，大气中有害物质含量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市区大气质

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内。

第六节 噪声监测

1991 年始开展道路交通噪声监测。1992 年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工业污

染源噪声监测、功能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监测仪器为声级计。交通噪声监测和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每年 1次，功能区域噪声监测每年 2次，工业污染源噪声监

测不定期进行。交通噪声监测在城区青山路、东山路、胜利街、新华街中部各

设一点。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实行网格布点法，在整个市区内设点 100 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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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实行定点监测，主要监测噪声较大的活塞环厂、轻工机械厂、刀具厂、

大理石厂等 32 个厂家。噪声监测结果：道路交通噪声主要干线最高 72 分贝，

最低 66 分贝；区域环境噪声平均 58 分贝以下；工业噪声最高 82 分贝，一般在

60 分贝左右。居民生活区 47～48 分贝，符合国家标准。1993 年后，功能区域

噪声监测按居民区、一类混合区和工业集中区三种类型，分别在环保局院内、

百货大楼院内、工业缝纫机厂内设监测点。1995 年噪声监测结果：居民文教区

为 48 分贝以下，一类混合区为 53 分贝以下，工业集中区为 64.5 分贝以下，交

通干线两侧为 62.5 分贝以下，全市交通噪声各路段声级在 55～65 分贝之间，

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第三章 污染治理

第一节 废气治理

1979 年开始，以城区为重点对长年冒黑烟的工业锅炉、生产窑炉、茶水炉、

集体大灶进行改造。主要方法是改修烟囱、烟道，在锅炉上安装节煤器、预热

器，在窑炉上安装抛煤机。至 1985 年，全县 38 台工业锅炉已改造 24 台，16

座窑炉改造 10 座，改造后节煤 40%。是年，县水泥厂利用高压静电除尘新技术

处理工艺废气和立窑烟气，年处理废气 6300 万标立方米，处理率为 100%。1986

年后,锅炉和窑炉改造重点采用水膜除尘、旋风除尘、文丘里水膜除尘新技术。

1991 年，县政府与各经济主管局、各乡、镇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规

定了各单位锅炉改造的台数、完成时间、资金来源等条款。县政府从治理排污

费中拨给一定数量的改造资金，当年投资 66 万元，对超过排放废气标准的 11

台锅炉、窑炉进行改造，并集中改造茶水炉、集体大灶。1992 年，“直烧心”

茶炉全部被多管式 FL 型茶炉取代，85%的集体食堂、饭店大灶由风火垒灶改用

XT 型高效无烟节能炉灶，节能 30～40%。城区内 25 台街道锅炉、30 台取暖锅

炉、5座窑炉、111 台茶水炉、133 个集体大灶全部得到改造。经监测，城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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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总悬浮微粒0.13毫克/标立方米，二氧化硫年平均值0.014毫克/标立方米。

1993 年以后，对市区烟尘排放量较大的市轧钢厂予以搬迁，对乳山制丝厂、威

美集团公司的锅炉分别投资 20 多万元予以限期治理，使烟尘排放达到了国家标

准。同时，加大对市区供热设施的投资，市区供热面积增到 80 万平方米，大部

分企业的锅炉被关停，由供热公司统一供热。同时，为了减少原煤散烧量，市

燃料公司增加型煤生产线,扩大型煤生产量,使民用型煤普及率达到 24%。1995

年，市区建成区的烟尘控制率为 88%。大气监测结果表明：市区大气总悬浮微

粒年日平均值为 0.195 毫克/标立方米，二氧化硫年日平均值为 0.043 毫克/标

立方米，汽车尾气排放达标率为 95%。

1981～1995 年全市(县)工业废气排放处理情况统计表

年 份

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 废气中含量（吨）

总量 其中：然烧过

程中排放量

净 化 处 理

量

二氧化硫 烟尘

1981 127527 113526 980 6907 2590

1982 367716 305332 1003 3305 775

1983 99064 67236 3490 2572 3258

1984 93120 61293 3490 2988 4440

1985 102652 17290 8182 1297 707

1986 105751 70360 46910 4401 2770

1987 191454 152153 13643 8245 9671

1988 181134 96970 29102 5350 5863

1989 179536 123420 59383 7491 5730

1990 206020 159407 54190 8321 7711

1991 218000 159600 57913 8000 1469

1992 101061 56121 54379 2804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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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156697 71464 85233 3520 4400

1994 201663 86000 115663 4624 1725

1995 193648 85490 108158 4484 1639

第二节 废水治理

1976 年，县内开始重视废水治理。各选矿厂陆续在尾矿库内设置涵洞，使

选矿废水沉淀后从涵洞流走。造锁厂、化肥厂建造水泥净化池,废水净化后再被

排放。1981 年起，对含铬污水用离子交换法和电解法处理，对酸、碱废水使其

流往一处自然中和，对含氰废水采用加入漂白粉处理方法。部分矿山也开始对

选矿废水进行回收。1985 年 4 月，乳山金矿与华东化工学院水处理技术研究室

签订了采用化学沉淀--离子交换法处理含氰废水的治理技术协定。是年，全县

选矿废水基本实现了闭路循环，回收再用，当年增加处理废水能力 493 万吨。

1987 年,电镀厂对全线工艺和供排水系统采用微机控制装置、气液泵喷淋装置

和低压气浮处理污水装置，使废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同时关闭了污染严重的

崖子造纸厂、八里店电镀厂、黄格庄村氰化选金厂。1988 年，全县有 17 个排

污重点单位通过改造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其中电镀厂、塑料四厂、硫酸铜厂、

锁厂、活塞环厂、酿造厂、丝针织厂、铜锡山金矿分别受到省、市表彰。1991

年 6 月，县内开始采用电解凝聚法对印染废水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氧化、还原、

中和、凝聚气浮,除去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和悬浮物。1992 年 3

月，东方集团公司(原地毯厂)利用脉冲电解法原理(氧化还原法)除去废水中的

化学耗氧量和染料，处理后废水达到排放标准。1994 年 11 月，市助剂厂投资

13 万元建起污水处理设施；唐家沟金矿投资 20 多万元建起了污水净化站，选

厂废水全部实现了闭路循环。1995 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为 916 万吨，其中工

业废水 782 万吨。工业废水中符合排放标准 332 万吨，经过处理达标 300 万吨。

1981～1995 年全市(县)废水排放处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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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吨

年 份 废水排放总量 其中：工业废水

排放总量 符合排放标准 经过处理达标

1981 517.6 468.4 53 3.7

1982 1406.8 268.6 142 38.2

1983 395.1 311 88 66.7

1984 510 420 90 61.8

1985 476 372 33 168.4

1986 371 333.6 28 16.3

1987 737 540 266 253

1988 863 772.4 263 281

1989 760 588 106 24

1990 738 453 116 6.9

1991 750 317 131 14

1992 629 472 123 326

1993 500 110 110 110

1994 531 124 124 120

1995 916 782 332 300

第三节 废渣处理

1975 年后，随着矿山企业的兴办，工业废渣产生量逐年增多。因露天堆存，

风吹雨淋，周围的环境受到污染。至 1980 年全县工业废渣堆存量近 30 万吨。

80 年代后，工业废渣得到处理或综合利用。县化工厂 1978 年开始的硫酸渣选

金试验在 1985 年获得成功,正式建成日处理硫酸渣 100 吨的氰化提金车间，使

硫酸渣得到综合利用；诸往铁厂所产炼铁渣全部销售当地及文登、牟平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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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水泥生产原料；马陵铁矿将积存的磁选废渣用于填沟造田，锅炉、窑炉所

产的细粒煤渣用做烧砖，粗粒煤渣用做建楼房、冷库的保温材料；酿造厂利用

废果皮、酒糟制成“保健脂”；果胶厂利用果皮、山楂渣生产出“果胶冻”。但

全县选金业所产尾矿量最大，未被开发利用，堆存于山涧沟壑之中，风吹粉尘

四处飞扬，殃及周围庄稼和农田。1992 年统计，全县工业废渣产生量 44.7 万

吨，处理量 0.12 万吨，历年累计堆存量已达到 566 万吨。1993 年后，境内固

体废物大都回收利用或得到有效处理。冶金部门及一些小型铸造厂所产生的钢

渣全部用于水泥生产；热电厂产生的粉煤灰和炉渣全部用于建材生产；化工厂

的硫酸废渣，因含铁成分较高，也用于了高炉炼铁生产；选金矿山的尾矿渣都

处置在尾矿库中，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危害；其他行业产生的少量化工废渣

也大都堆放在尾矿库中，基本不占耕地。1995 年统计，全市工业废渣产生量 38

万吨，处理量 27 万吨，综合利用量 11 万吨。

1981～1995 年全市(县)工业废渣产生处理量统计表

单位：万吨

年 份 产生量 处理量 综合利用量

1981 29.5 — 4.96

1982 23.3 11.6 0

1983 47.6 3.5 0

1984 48 3.2 5

1985 45.9 31.7 4.98

1986 41 6.3 2.5

1987 27.5 4.4 4.5

1988 22.6 1.5 4.9

1989 22.1 1.6 3.9

1990 22.9 8.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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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92.7 16.2 76.5

1992 44.7 0.12 0.73

1993 35 8 8

1994 34 15 10

1995 38 27 11

第四章 环境保护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1976 年，县革委基本建设局下设环境保护办公室，1979 年 3 月,县革委环

境保护办公室单设，1981 年 12 月，更名乳山县环境保护局。1983 年 4 月局内

设环境保护监测站。1984 年 3 月，环境保护局与建设委员会合并成立乳山县城

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内设环保科。1986 年 4 月恢复乳山县环境保护局。1987

年 5 月局内设征收排污费监理站。1990 年 10 月成立乳山县环境保护委员会。

1993 年 1 月成立乳山县环境保护巡回法庭，1994 年 12 月撤销。1995 年环保局

下设办公室、环境保护监测站、管理站、征收排污费监理站、法规宣传科，计

有人员 36 名。环保局的主要职责是：检查监督各部门、各单位执行国家有关环

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令；拟定境内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组织环

境监测，掌握境内的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全市环境保护长

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督促实施；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积极推广国

内外保护环境的先进经验与技术。

第二节 环保法规

1985 年，乳山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规定》。规定：一切

企事业单位在新建、改建工程项目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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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填写《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县环保部门审批。对防治污染和防治生态破坏的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使用后各类有害

物质的排放必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否则，主体项目不得投产。正在建设或已

经投产的工程项目，凡无污染防治措施的要立即弥补。对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同

意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列入计划，不得拨款或贷款，不得发给营业执照。

凡属新建、扩建、改建以及挖潜、革新、改造的工程项目，排放污染物超过标

准的，环保部门要按国家规定征收两倍以上的超标排污费，情况严重的，责令

其停产。任何乡镇、村庄和个人都不准从事污染严重的电镀、造纸制浆、漂染、

土磷肥、染料等小化工生产项目以及噪声振动严重的工业项目。所有工业锅炉、

窑炉必须安装消烟防尘装置。禁止将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含病原体

及放射物质的污水和含可溶性剧毒的废渣向水体中排放或掩埋地下。各种瓜果、

蔬菜、茶叶、烟草、中草药不准使用有机氯和有机氟等剧毒高残留农药。根据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各单位要制订出“三废”治理规划，由县环保部

门视其资金、技术情况和污染危害程度确定其治理期限。

1987 年后，执行山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办法》，规定在城镇生活居住

区、水资源保护区、名胜古迹和风景游览区、温泉区、疗养区以及自然保护区

内，不准建立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小型基建、技改和其它建设项目都

要在确定项目前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个别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较大的项目，

要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必须有环境保护内容，阐明

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依据、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处理工艺、效果和排放去

向；对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变化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以及绿化设计、环境保护

机构、监测手段、环保投资概算和环境效益等。是年 8月，乳山县人民政府发

布《乳山河水源保护暂行规定》，乳山河流域的马石店、崖子、午极、育黎、诸

往、乳山寨、乳山口、夏村等乡、镇政府及乳山河水系流经地的村委会要全面

负责所属河段水质保护工作；县市政管理办公室负责自来水厂及其水源、卫生

防护地带的设标监督管理；县水利局、林业局共同负责全流域的美化、绿化、

建设等的总体规划并监督实施；在乳山河水源卫生防护地带内，不准建设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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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间接污染水源的企事业单位，不得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不得堆放有害

有毒废渣、垃圾和其它废物，不得挖沙、放牧、捕捞、洗衣及从事其它一切可

能污染水源的活动；在乳山河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改造和扩建项目，必须填写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经环保部门审批；在乳山河流域内，严禁用炸药、农药

猎取鱼类，禁止洗刷有毒用具，严禁乱砍滥伐沿河两岸防护林。

1989 年 11 月，乳山县人民政府颁布《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的意见》，要求

1990 年 10 月 1 日前，全县一切有排烟设施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的消烟措施，

将排烟黑度控制在林格曼一级以下，城区每标准立方米烟尘含量控制在 200 毫

克以下，其它区域控制在 400 毫克以下；蒸发量大于每小时 1吨的锅炉，要淘

汰手工加煤装置，采用机械加煤，并配除尘设备；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等

单位的集体炊事灶要改烧无烟煤或采用高效无烟燃煤机等先进炉具；凡使用沥

青加热锅的单位，应改用先进的 W5 型和 22 层炉排燃烧烟气净化沥青加热炉，

严禁使用敞口式沥青加热炉；各单位要安排专人分管消烟除尘工作。

1992 年 5 月 25 日，乳山县人民政府发布《乳山县城烟尘控制区管理办法》，

规定县城烟尘控制区的范围包括外环路内的整个区域。烟尘控制区内各种锅炉、

窑炉、茶水炉、营业灶和食堂大灶排放的烟气黑度，各种工业生产设施排放的

烟尘浓度，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在控制区内排放烟尘的单位，应当

按照规定向县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排放烟尘浓度的数据，经验证达到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发给合格证；消除烟尘设施不准擅自闲置或拆除，已加入集中供热或联

片采暖的单位不准擅自退出；凡在烟尘控制区内新建、扩建、改造排放烟尘设

施，必须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手续；烟尘控制区内

新建造的工业窑炉、新安装的锅炉在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前，必须按规定程序

报县环境保护部门验收，达不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不

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1993 年 3 月 11 日，乳山县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山河水源

保护工作的决议》(草案)。4月 10 日，乳山县人民政府发布《乳山县县城区域

环境噪声污染管理办法》，将城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域划分为居民文教区、工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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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一类混合区、交通干线道路两侧。要求工业企业和建筑施工单位推广使

用低噪声设备，逐步更换噪声大耗能高的陈旧设备；凡在城区建设的建筑单位，

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到县环保局办理噪声申报手续，缴纳

超标准排污费。

1994年 7月 5日,乳山市人民政府发布《严禁非法进行黄金采选暂行规定》,

对非法从事黄金采选者，没收设备及违法所得，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已经产生的废渣废液，未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措施而随意堆放的，处以

2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氰化钠的购销和使用,必须经公安部门批准，不

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购销和使用，违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节 环保监理

征收排污费 1981 年，贯彻实施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山东省排放有害

污水收费规定》，从当年 7月 1日起开始对全县重点排污单位收取排污费。是年，

对 21 个排污大户征收排污费 22.5 万元，其中收取黄金系统所属矿山企业排污

费 1.35 万元，轻工系统 1.45 万元，化工系统 11.57 万元，纺织系统 1.1 万元，

卫生系统 0.11 万元，其他系统 6.92 万元。县环保局将所收排污费的 60%返回

部分企事业单位用于治理污染，40%用于全县的环境综合治理和环保管理部门购

置监测设备、仪器等资产及其它开支。1982 年下半年，根据上级规定，对缴纳

排污费后仍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从开征第三年起，每年提高征收标准

的 5%。将收取排污费的 80%返回有关企事业单位，用于重点污染项目的治理，

20%用于环保事业。当年收取排污费 32.16 万元，拨给发电厂、食品加工厂、淀

粉厂、县医院等单位共 13.49 万元用于锅炉、烤炉改造及污水治理。1986 年下

半年开始执行《山东省征收排污费计划财务管理办法》，征收的排污费，10%上

缴省统一使用，72%用于厂矿污染的治理，18%用于县内环保事业。1991 年 7 月

起执行国家新的《超标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和《超标环境噪声排污费征收标

准》，每吨污水收费标准较前有所提高，其中病原体污水超标收费标准为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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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对环境噪声超标，其征收额按最高超标声级计征。

1981～1995 年全市(县)排污费征收用途情况表

年 份 征收排污单位

（个）

征收排污费

（万元）

其中用于环境治

理（万元）

1981 21 22.25 —

1982 21 32.16 13.49

1983 22 29 12.14

1984 18 18.5 12.72

1985 31 23.7 6

1986 27 36 11.5

1987 75 98.9 28.7

1988 88 102.7 56.9

1989 89 103.6 8.5

1990 163 113.5 35

1991 130 122.3 60

1992 120 131 20

1993 70 133.9 16.8

1994 90 148.6 55

1995 92 150.3 23.2

合计 1266.41 359.95

行政执法 1979 年 7 月，县化工厂排放的硫酸废气侵蚀周围农田庄稼和山

峦草木，令化工厂赔偿受害村庄 3万元。同年，造锁厂因铬酸废气污染周围农

田，一次性补偿受害村庄 5.9 万元。1980 年 12 月，烟台地区化工局、环保局

通过牟平、乳山两县政府，认定牟平县磷肥厂、金牛山金矿排放的废气废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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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乳山县下初公社巫山等 8个大队的农田、山峦及河流，造成庄稼受损、人

畜吃水困难，由牟平县磷肥厂一次性补偿给受害村庄 8万元。同年，县化肥厂

排放的废气侵蚀黄埠崖大队果园，造成苹果减产 16.5 吨，令化肥厂包补全部损

失。1984 年 9 月，县造锁厂排放未经处理的电镀废水毒死农户 6只羊，毒死崔

家村平塘的鱼，令造锁厂赔偿损失 1.03 万元。10 月，县玻璃厂排放的含有大

量煤焦油等有害物质的废水流入白沙滩镇常家庄个体养鱼户的平塘，致养殖鱼

全部毒死，令玻璃厂包补经济损失 1.7 万元。崖子造纸厂排放的废水长年污染

岛子河，并殃及岛子村水井，令其于 1987 年关闭。1992 年 4 月县电机厂乳山

口分厂生产用的泡花碱泄漏，造成临近的常疃村面粉厂水井污染，被迫停产，

造成经济损失 2.1 万元，令乳山口分厂包补全部损失。1993 年 9 月，威美集团

公司脱水蔬菜厂发生氨液泄漏事故，造成石村东河严重污染，对该厂罚款 1万

元。乳山第一中学校办工厂制钉车间噪声排放高达 75 分贝，超过国家规定 20

分贝，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妨碍教学，被限令停产，罚款 3千元。1994 年

4 月，白沙滩镇建筑公司在市区集贸城南侧敞口熬制沥青，对周围环境造成严

重污染，依据山东省环保局、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禁止使用敞口式沥

青加热炉的通知》规定，对其罚款 5千元。1994 年 7 月，针对下初镇巫山村委

会反映黄垒河上游牟平县磷肥厂、氰化厂、硫化铁矿、金矿等企业将大量的超

标废水和废渣直接排入河道，致使该村附近黄垒河水质 PH 值 2.32～3 左右，砷

含量高达 4.36 毫克/标立方米，村沿河两岸 1600 亩水浇地和 170 亩果园因水质

污染无法灌溉而减产，原准备用作自来水水源的两个电灌站和 14 亩平塘也因水

质污染而报废等情况，山东省环保局在乳山市召开了牟平县与乳山市水污染协

调会，现场查看了龙角山水库、乳山河上游、牟平县境内个体非法选金和巫山

河污染及牟平县磷肥厂等企业的排污情况。要求牟平县采取有力措施，彻底取

缔龙角山水库、乳山河上游的非法选金点，清除排入河道及岸边的选矿废渣。

鉴于牟平县磷肥厂硫酸车间工艺落后，污染严重，建议停产，其它企业 1995

年底之前完成治理任务，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牟平县一次性补偿乳山市污染损

失 10 万元。至 1995 年，全市经调查共立案处理的污染案件 36 件，其中污染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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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11 件，违法案件 25 件，处结率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