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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丰都县典型县域农村环境质量状况,以丰都县动态村庄鹿鸣社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开展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并用农村环境质量指数评价农村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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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以及村庄污染状况的恶化,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日显重要[1]。农村环境监测

是农村环境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摸

清农村环境质量状况、为农村环境管理

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已成为当前

环境监测的一项重要任务[2]。 

为了推进全县生态文明建设,更加

深入了解农村环境质量状况,2019年按

照《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9年环境监测工作要点的通知》,我

站对我县纳入动态村庄鹿鸣社区为监

测代表点,对所在村庄的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表水、环境空气质量、土壤质

量进行布点监测。根据监测情况,用郝英

群等人[3]建立的农村环境质量指数从五

个分指数表征和评价农村环境质量状况,

为县域农村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1 监测概况 

1.1鹿鸣社区概况 

鹿鸣寺社区位于丰都县名山街道

办事处,东邻长江,西邻古家店村,南与

名山社区交界,北与两汇口村接壤,距

名山街道办事处约1公里,距县城约3公

里,幅员面积6.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2424.5亩,社辖区8个居民小组,全社区

农业以水稻、玉米、小麦、薯类为主,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有养殖、水果、蔬菜、

运输、务工经商等。鹿鸣社区社会经济

发展相对平衡,在县域经济体中有较好

的代表性。 

1.2监测内容 

1.2.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鹿鸣社区设置1个监测点位,按照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HJ/T194-2005《环境空

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监测包括

SO2、NO2、PM10共三项。每季度监测一

次,每次连续监测5天。 

1.2.2饮用水源地 

鹿鸣社区饮用水水源地为红旗水库,

其采样经度为 107.6703 ° ,纬度为

29.9019°。每季度监测1次,全年4次。

其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表1中24项基本项目和表2中5项补充项

目,共29项。 

1.2.3县域地表水 

我县在长江的出、入境位置各布设1

个监测断面,其中出境位于大山溪断面,

入境位于长江大桥断面,并开展弹子台

水库水质监测。每季度监测1次,全年4

次。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表1中24项。 

1.2.4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农村土壤质量状况是以鹿鸣社区为

点位布设单元,共布设5个点位；在菜地、

基本农田、居民聚集区、生活垃圾、养殖

场周围,各布设3个监测点位,共15个监测

点位。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质量保证技术规范》和《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对

土壤理化性质：pH值、阳离子交换量；无

机污染物：镉、汞、砷、铜、铅、铬、锌、

镍、硒、钴元素全量进行分析。9月采样

进行风干,10月制样后监测。 

2 评价方法 

2.1农村环境质量指数 

由于横河村的农村环境质量指数权

重构成与鹿鸣社区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因此用郝英群[3]等其提出的农村环境质

量指数评价体系来对丰都县鹿鸣社区农

村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农村环境质量指

数评价体系分为五个分指数：饮用水源

地水质指数、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土壤环境质量指数和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农村环境质量指数

的最终结果将根据各项分指数算出：农

村环境质量指数=0.2×饮用水源地水质

指数＋0.2×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0.2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0.25×土壤环境

质量指数＋0.1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各分指数的数值范围为100～10)。 

其中,饮用水源地水质和地表水环

境质量都是依据单因子指数法来评价,

评价依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饮用水源地

水质指数：Ⅰ、Ⅱ类对应指数均为100,

Ⅲ类为80,Ⅳ类为30,Ⅴ类为10,劣Ⅴ类

为-10。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Ⅰ、Ⅱ、Ⅲ

类对应指数均为100,Ⅳ类为80,Ⅴ类为

30,劣Ⅴ类为10。)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按照公式：100

×(1－A／N),A为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6-1996)二级标准评价,1h平

均值超标的个数；N为各点位的监测数据

个数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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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分级表

级

别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指

数

REQI≥90 75≤REQI＜

90

60≤REQI＜75 40≤REQI＜60 REQI＜40

状

态

最适合的农

村生存环境

基本适合的

农村生存环

境

较适合的农村生存环

境,但有不适的制约性

因子出现

存在着明显限

制农村生存的

因素

条件较恶劣,

农村生存环境

恶劣

土壤环境质量指数按照单项污染

指数法(Pip)和内梅罗指数法(PN),评

价 依 据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二级标准；在《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以外的污染物,参照《全国

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

2008﹞39号)。根据各监测点位的PN均值

所对应的分级标准确定区域内土壤环境

质量指数：Ⅰ级对应指数为100,Ⅱ级为

80,Ⅲ级为60,Ⅳ级为40,Ⅴ级为20。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的评价依据为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T 192-2006)由五部分组成：生物丰

度指数：权重0.25；植被覆盖指数：权

重0.2；水网密度指数：权重0.2；土地

退化指数：权重0.2；环境质量指数：权

重0.15。 

根据以上评价方法,由鹿鸣社区的

环境质量状况的监测结果,建立农村环

境质量指数,用以表征和评价农村环境

质量状况。 

2.2农村环境质量分级 

根据农村环境质量指数,将农村环

境质量分为5级,即：优、良、一般、较

差和差,见表1。 

3 结果评价及讨论 

3.1监测结果 

3.1.1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及

评价 

从监测结果表明,鹿鸣社区空气质

量浓度值范围：SO2为5～24μg/m3,NO2

为16～65μg/m3,可吸入颗粒物(PM10)

为10～138μg/m3。空气质量API值在

41～89之间,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以上,首要污染物

均为PM10。 

3.1.2饮用水源水质监测结果及

评价 

对红旗水库取水口进行监测,结果

表明除总氮外,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水质标准,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为80。 

3.1.3地表水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 

经单因子评价,长江断面水质均能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水质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

指数为100。 

3.1.4土壤监测结果及评价 

对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通过评价所测土壤中pH、

阳离子交换量、铜、锌、镉、铬、镍、

汞、砷均能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二级标准；土壤环境质

量指数为80。(15个监测点的内梅罗指数

均值为0.83,属于警戒线等级) 

3.1.5生态环境状况监测结果及评价 

鹿鸣社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采用了

《重庆市2019年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报

告》中丰都县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其值

为58。 

3.2农村环境质量评价 

根据农村环境质量分级评价标准,鹿

鸣社区的农村环境质量指数为84.7,评价

等级为良,为基本适合的农村生存环境。 

4 建议 

随着农村经济和乡村旅游的迅猛发

展,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农村饮

用水环境问题、农村环保监管能力等方

面仍面临较大的压力。切实加强农村环

境保护意识,继续加大农村环境质量监

测力度,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

加大执法监管或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中

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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