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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五”期间，沈阳市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污染减排压力越来越

大，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困难重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境外环境影响和区域·／'L15-染日益增加等多重压力，该期间的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是实现生态市建设和国家环境建设样板城建设目标。对此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是优化发展、源头控制、

未端治理、综合整治、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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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是沈阳市深入落实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及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等国家战略，开展创新型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沈阳市

创建国家生态市和环境建设样板城的关键时期。

该期间沈阳市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发展

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资源能源与环境矛盾将

更加集中，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将面临更大

的压力及挑战。因此，该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必

须紧密结合沈阳市实际情况，准确的掌握环境保

护面临的形势，科学的制定环境保护目标，明确环

境保护的主要任务，采取科学、实际、有效的环境

保护措施，以此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

1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1．1污染减排压力不断加大

“十二五”沈阳市经济持续发展，2015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万亿元，中心城区建成

区面积增加到600 km2，人口将达到1000万人，由

此带来资源能源消耗量的持续增长，污染物产生

量大幅度增加，预计2015年全市化学耗氧量和氨

氮产生量将达到17万t和2万t左右，比2010年

分别增加20％和21％；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产生

量将达到12万t和15万t左右，比2010年增加

13％和24％，而“十一五”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减

少污染物生成与排放，主要污染物也已进行了较

大幅度削减，因此持续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

污染减排目标的压力巨大，特别是空气污染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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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间有限，难以跟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1．2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任重道远

浑河等河流受纳了沈阳市的城乡排水和地表

径流，而天然补水很小，枯水期污水量远大于天然

水量，尽管城镇污水处理率不断提高，水污染物总

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要想实现河流水质达到功

能区保护标准还需更大的努力；沈阳市空气中可

吸入颗粒物为主要污染因子，土壤风沙等扬尘对

颗粒物贡献26％一39％，在春秋季节，扬尘污染占

整个空气污染的50％以上，控制空气中PM】o污染，

使其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困难很大。

1．3农村环境保护为重中之重

沈阳市农村现有人口约281万人，耕地面积

约66．67万hrn2，粮食生产及畜牧业生产均位居全

省首位，且还要继续增长。由于农村地区环境基

础设施的匮乏，工业向农村转移，造成农村污染源

形成扩大泛滥之势，直接影响了沈阳市整体环境

的改善，村屯污水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生活

垃圾治理和村屯居住环境改善为未来沈阳市环境

问题的重中之重。

1．4新型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持久性有机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机

动车、农药化肥污染加大，大量产品废物、电磁辐

射污染等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在静脉

产业、低碳经济等方面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

大差距。空气污染存在由“煤烟型”污染逐步向

“煤烟、机动车和工业复合型”污染的潜在威胁，机

动车尾气污染加重趋势已渐露端倪，扬尘和机动

车排气污染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

1．5境外环境影响和区域性污染日益增加

辽宁中部的沈阳、鞍山、抚顺、辽阳、本溪、铁

岭等6个城市集中在狭长的辽宁中心地带，南北

长不到200 km，东西宽仅50 km左右，沈阳市处于

中心位置。“十二五”期间这些城市间的距离越来

越近，各城市及其工业也逐步向沈阳市靠拢。沈

阳市空气环境质量和浑河、辽河等河流水质受境

外环境影响不断加大，统筹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

和境外环境影响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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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保护指导思想及保护目标

2．1 指导思想

沈阳市“十二五”环境保护应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纲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环境与经济社会

高度融合为核心，以创建国家生态市和环境建设

样板城为统领，持续改善和提升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振兴沈阳老工业基地

为方针，全面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

碳经济和新兴产业，优化功能布局，转变经济发展

模式、提升经济质量为主线，从根本上消除污染的

产生；以强化节能减排、污染源治理、环境综合整

治、生态环境建设、健全环境监督管理和政策技术

保障体系为抓手，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

现污染减排目标、生态市建设目标和国家环境建

设样板城建设目标，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

2．2环境保护目标

沈阳市“十二五”环境保护的总目标是：生态

经济、低碳经济和静脉产业迅速发展，水资源、土

地资源及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科学合理开发

利用，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城乡环境统筹发展，生态文明长足发

展；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系统保护，生态脆弱与破

坏区得到有效修复，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市

生态网络体系基本完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和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地表水、空气、声环境质量达到

环境功能保护标准，乡村环境整洁优美，城市生态

景观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宜居；将沈阳市建设

成为以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为特色的国家生态城

市，在全国具有生态工业、静脉产业、生态环境改

善、政府环境管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五大示范意

义的全国环境建设样板城。

到2012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削

减，全市地表水、空气、声环境质量实现功能区达

标，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

升，全面实现生态市建设目标。

到201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国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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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的控制指标，空气环境质量达到清洁健康水

平，地表水生态服务功能有效发挥，城乡整体生态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生态安全

有效保障。

3环境保护的任务及措施

“十二五”期间沈阳市环境保护主要任务是：

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控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核安全与辐射污染，强化生态保护与建设，加强环

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和环境预警与监管能力建

设，推进环保和生态产业及环境科技发展，实施环

境保护示范建设。

3．1 持续推进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现污染减排

采取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清洁生产、强化污染

全过程控制与实施未端治理相结合等一系列措

施，控制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

染物增长，有效削减其排放量。

3．1．1优化发展，从源头控制污染物产生优化

沈阳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低碳经济和第三产业、静脉产业，推进

废物再生利用、中水回用，控制高耗能、高水耗、高

污染行业增长，加快形成“低消耗、低排放、高效

率”的生产模式，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增量。

3．1．2强化工业污染防治，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

总量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大工业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力度，提高企业资源能源利用率，对超标污染

源限期达标治理，有效控制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3．1．3 强化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削减COD、氨

氮排放总量 继续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对

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改造，提高污水处理厂排放

标准，实施脱磷脱氮。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深

度处理，处理后的污水回用于电厂等企业作为冷

却用水，城市绿化景观用水等。

3．1．4采取三大措施，控制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

排放总量调整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稳步

发展地源热泵、煤层气利用、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逐步提高全市用电、燃气等比例，

有效控制全市煤炭消耗增量；大力发展热电联产、

大规模集中供热、一县一热源及煤改气，持续拆除

或更换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及违法建设的燃煤

小锅炉；加大污染源治理的力度，严控新增燃煤项

目建设，所有新、改、扩建和在用燃煤污染源，必须按

环保部门的相应规定采取除尘、脱硫、脱氮等措施，

污染物排放除需要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外，还要达到污染物总量减排的指标要求。

3．2强化环境综合整治，确保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

地表水、空气和声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是“十

二五”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生态市目标的

最主要限制因素，所以要全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确保实现环境功能区达标。

3．2．1开展流域生态修复及综合整治，保证河流

水质达标持续推进地表水生态修复、生态景观

建设和综合治理。重点对浑河沈阳城市段、蒲河

沈阳段、环城水系和辽河沈阳段采取治源、截流、

清淤、增容、拓岸、筑绿、造景七元模式，改善河流

整体生态环境。完善排污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

取消河流所有直排口，最大限度控制污水排放对

河流水质的影响；对河道进行清淤、河道拓宽、堤

岸建设、修筑拦河坝、扩宽水面，增加河流流量，保

证河流最小生态需水量，最大限度提高水体自净

能力；修复河流现有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两岸生物

群落，在河流沿岸进行种草、植树、造林和景观建

设，构建水清、草绿、林茂、景美的水环境系统。

3．2．2推进空气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空气质量功

能区达标 以控制燃煤污染为核心，治理扬尘污

染为重点，防治汽车尾气污染为方向，以建设无燃

煤区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优化热源规模、发展大

规模集中供暖、推进污染源治理、综合整治扬尘、强

化监控管理和法规建设、发展绿色交通为主要措

施，控制空气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空气环境质量。

3．2．3加强噪声的规3t'】、治理及管理，确保声环

境质量功能区达标合理规划布局，预防和减少

噪声污染；强化噪声源治理，解决噪声扰民；强化

监督管理，控制噪声污染；推进轨道交通和高铁建

设及运营期噪声污染控制；实施隔声屏、减噪路面

建设和施工噪声管理，继续开展安静小区、达标区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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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施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力度，促进农村污染治理

和农业污染防治，改善村屯生态环境质量和人居

环境。落实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推进

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

境建设，防治农村工业、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土壤污染；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保证农村饮用时安全；开展农林副产品和废弃物

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推进农

村能源建设，发展沼气、秸秆利用、小水电、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形成清洁、经济的农村能源

体系。

3．4推进固体废物控管和三化，控制固体废物污染

以强化固体废物控制管理为保证，以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为核心，持续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推动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科学合理

有效利用固体废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双赢。

综合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粉煤灰、废旧橡

胶、废塑料、废有机溶剂、废矿物油、废线路板和城

市垃圾等固体废物，有效解决固体废物污染。

3．5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整体生态水平

进一步完善全市生态功能区划，实行分区分

类管理；持续推进东部生态功能区和沈阳卧龙湖

省级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建设与

修复；以河流、道路为骨架，以公园、广场等为节

点，以绿色植物为主体，打造五横五纵五环生态廊

道体系，构建沈阳市水绿生态网络；加强城市中心

区绿化、生态用地和水面建设，保护城市生态环

境；强化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防治土壤环境污

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继续推进生态单元建

设，实施以重点治理中强度以上的水土流失为主

的生态治理，为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3．6加强环境法制建议。提高环境监管水平

加强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建立适

合于地方的环境保护技术、经济政策法规体系；以

建立与新时期环境保护任务需求相匹配的环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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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环境监管、环境监测和环境预报能力体系为方

向，以建立完备的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的执法监督

体系为目标，提升环境监管水平。

3．7推进环境科技，为环境保护提供支撑

强化环境科技，开展循环利用技术、污染减排

技术与装置、清洁生产技术、环境监控技术、低碳

技术、环境功能区达标技术与装置，土壤污染治理

及修复技术，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处置处理技术，

农村农业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技术，自然保护区

建设和修复技术，环境政策法规等的开发与研究，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技术、装备支撑。

3．8实施环境保护示范建设，打造生态文明样板

全力推进大浑南生态环境建设，打造空气清

新、水清水美、花美草绿、绿树成荫、市容整洁安静，

水陆生态系统完整，生态环境质量优良，人与环境

和谐共生的绿色之城、花园之城、低碳之城、宜居之

城，使之成为沈阳市乃至国家环境宜居典范。

4结语

沈阳市“十二五”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就是创建国家生态市及环境建设样板城，实施优

化经济结构和布局，发展清洁能源，加强城镇污水

处理厂及大规模集中供热设施建设，实施环境综

合整治，强化政策制度和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

环境科技等措施，是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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