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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2023 年，银川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77.0%，优良天数为

281 天，相比 2022 年，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下降 6.8%，优良天数减少 25 天。扣除沙尘天气影响后，6

项监测指标同比“4 升 1 平 1 降”，颗粒物（PM10）平均浓

度为 71μg/m3，同比上升 7.6%；颗粒物（PM2.5）平均浓

度为 32μg/m3，同比上升 3.2%；二氧化氮（NO2）平均浓

度为 33μg/m3，同比上升 6.5%；臭氧 8 小时（O3-8H）平

均浓度为 162μg/m3，同比上升 8.7%；二氧化硫（SO2）平

均浓度为 14μg/m3，同比持平；一氧化碳（CO）平均浓度

为 1.4mg/m3，同比下降 6.7%。

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33，同比上升 4.3%，

较 2022 年相比，首要污染物为颗粒物（PM10）、臭氧

（O3-8H）、颗粒物（PM2.5）的超标天数增加，分别增加 6

天、18 天、1 天。



— 5—

2023年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分布

银川市各站点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目前国家生态环境部以城市为发布扣除沙尘天气影响

数据，无各站点沙尘扣除数据，以下报告中各站点数据均采

用未扣除沙尘天气审核实况数据。

上海东路：优良天数为 262 天，其中优天数为 25 天，

良天数为 237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3.6%；

滨河新区：优良天数为 280 天，其中优天数为 48 天，

良天数为 232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9.8%；

水乡路：优良天数为 284 天，其中优天数为 20 天，良

天数为 264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8.7%；

贺兰山东路：优良天数为 265 天，其中优天数为 19 天，

良天数为 246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3.6%；

文昌北街：优良天数为 265 天，其中优天数为 14 天，

良天数为 251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4.6%；

学院路：优良天数为 274 天，其中优天数为 16 天，良

天数为 258 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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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统计表

区域 站点名称

总有效

监测天

数（天）

优天数

（天）

良天数

（天）

轻度污

染天数

（天）

中度污

染天数

（天）

重度污

染天数

（天）

严重污

染天数

（天）

优良天

数比例

（%）

污染天

数比例

（%）

兴庆区

上海东路 356 25 237 75 14 3 2 73.6% 26.4%

滨河新区 351 48 232 54 11 3 3 79.8% 20.2%

金凤区

水乡路 361 20 264 63 11 0 3 78.7% 21.3%

贺兰山东路 360 19 246 68 20 4 3 73.6% 26.4%

西夏区

文昌北街 355 14 251 66 16 5 3 74.6% 25.4%

学院路 360 16 258 67 15 1 3 76.1% 23.9%

全市 365 25 256 68 11 2 3 77.0% 23.0%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季度变化趋势

2023 年银川市优良天数为 281 天，占监测天数的

77.0%。与 2022 年同期相比，一季度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二、三、四季度空气质量有所变差。2022、2023 年银川市

环境空气质量季度状况见表 1-1，2022、2023 年银川市环

境空气质量各季度变化趋势见图 1-1。

表 1-1 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季度状况

年份

季度

优良天数(天) 占监测天数百分比(%)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一季度 66 67 73.3 74.4

二季度 72 66 79.1 72.5

三季度 83 67 90.2 72.8

四季度 85 81 92.4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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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各季度变化趋势图

污染物变化及原因分析

各站点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情况见表 1-2，银川

市各季度颗粒物（PM10）、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

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 8 小时（O3-8H）

浓度值见表 1-3。

表 1-2 银川市各站点环境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统计

（未扣除沙尘天气） 单位：μg/m3（CO：mg/m3）

站点名称 上海东路 滨河新区 水乡路 贺兰山东路 文昌北街 学院路 标准限值

PM10 79 84 87 96 101 96 70

PM2.5 37 30 31 40 39 36 35

SO2 13 19 11 12 14 15 60

NO2 36 23 37 35 36 34 40

CO 1.4 0.9 1.4 1.7 1.5 1.9 4

O3-8H 172 157 156 165 162 160 160

备注：CO取日均值的第 95百分位数浓度；O3-8H取臭氧日最大 8小时值的第 90百分位数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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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银川市环境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季度统计
单位：μg/m3（CO：mg/m3）

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全年

PM10 100 55 49 85 71

PM2.5 48 21 20 40 32

SO2 18 11 11 16 14

NO2 41 25 25 43 33

CO 1.9 0.6 0.7 1.6 1.4

O3-8H 103 173 183 100 162

备注：CO取日均值的第 95百分位数浓度；O3-8H取臭氧日最大 8小时值的第 90百分位数浓度。

颗粒物（PM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中颗粒物

（PM10）年均二级标准为 70μg/m3，2023 年全市颗粒物

（PM10）年均值为 71μg/m3，超出国家年均二级标准 0.01

倍，与 2022 年相比上升 7.6%。

分析 2023 年全市颗粒物（PM10）月均值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在 1 月、2 月、3 月、11 月及 12 月呈高值，其中

最大值出现在 1 月份为 127μg/m3，超出国家年均二级标准

0.8 倍。见图 1-2、图 1-3。

图 1-2 银川市颗粒物（PM10）月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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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颗粒物（PM10）年均值图

颗粒物（PM2.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颗粒物

（PM2.5）年均二级标准为 35μg/m3，2023 年全市颗粒物

（PM2.5）年均值为 32μg/m3，达到国家年均二级标准，与

2022 年相比上升 3.2%。

分析 2023 年全市颗粒物（PM2.5）月均值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 3 月至 11 月均达到年均二级标准，其他月份超出年

均二级标准，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1 月为 66μg/m3，超出国

家年均二级标准 0.9 倍。见图 1-4、图 1-5。

图 1-4 银川市颗粒物（PM2.5）月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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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颗粒物（PM2.5）年均值图

二氧化硫（SO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氧化硫

（SO2）年均值二级标准为 60μg/m3，2023 年全市二氧化

硫（SO2）年均值为 14μg/m3，达到国家年均二级标准。与

2022 年相比持平。

分析 2023 年全市二氧化硫（SO2）月均值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月均值均达到年均二级标准，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1

月份为 21μg/m3。见图 1-6、图 1-7。

图 1-6 银川市二氧化硫（SO2）月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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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二氧化硫（SO2）年均值图

二氧化氮（NO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氧化氮

（NO2）年均二级标准为 40μg/m3，2023 年全市二氧化氮

（NO2）年均值为 33μg/m3，达到国家年均二级标准。与

2022 年相比上升 6.5%。

分析 2023 年全市二氧化氮（NO2）月均值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二氧化氮（NO2）1 月、2 月、10 月、11 月、12

月超出年均二级标准，其他月份均达到年均二级标准，其中

最大值出现在 1 月、10 月、12 月份为 44μg/m3，超出国家

年均二级标准 0.1 倍。见图 1-8、图 1-9。

图 1-8 银川市二氧化氮（NO2）月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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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二氧化氮（NO2）年均值图

一氧化碳（CO）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一氧化碳（CO）

日均二级标准为 4 mg/m3，按 CO 日均值标准进行评价，

2023 年全市一氧化碳（CO）第 95 百分位数平均浓度为

1.4mg/m3，达到国家日均二级标准，与 2022 年相比，一

氧化碳日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相比下降 6.7%。

分析 2023 年全市一氧化碳(CO)月均值变化趋势，可以

看出一氧化碳（CO）月均值均达到日均二级标准，其中最

大值出现在 1 月份为 2.0mg/m3。见图 1-10、图 1-11。

图 1-10 银川市一氧化碳（CO）月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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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一氧化碳(CO)年均值图

臭氧（O3-8H）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中臭氧

（O3-8H）日均二级标准为 160μg/m3，2023 年全市臭氧

（O3-8H）第 90 百分位数平均浓度为 162μg/m3，超出国

家臭氧（O3-8H）日均二级标准，与 2022 年同期相比上升

8.7%。

分析 2023 年全市臭氧（O3-8H）月均值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臭氧（O3-8H）超出日均二级标准分别为 6 月、7 月、

8 月，其中最大值出现在 6 月份，为 187μg/m3，超出国家

日均二级标准 0.2 倍。见图 1-12、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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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银川市臭氧（O3-8H）月均值图

图 1-13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臭氧（O3-8H）年均值图

降尘与酸雨

降尘

2023 年，银川市自然降尘量年均值为 9.5 吨/平方公里

∙30 天。其中兴庆区（银湖巷点位）、金凤区（银川市生态环

境监测站和宁安大街点位）、西夏区（西花园派出所和宁夏

长城须崎铸造有限公司点位）降尘量年均值分别为 10.2、8.2

和10.7吨/平方公里∙30天，清洁对照点降尘量年均值为14.2

吨/平方公里∙30 天。西夏区年均降尘量最高，金凤区最低。

酸雨

2023 年，银川市全年有效降水 14 场次，共采集样本

25 个。降水单个样品监测 pH 值范围为 6.90～8.62，降水

量加权 pH 平均值为 7.60。未监测到 pH＜5.6 的降水样品，

本年度酸雨发生频率为 0。降水中硫酸根离子和钙离子为占

比最大的阴、阳离子，与 2022 年相比硫酸根离子、硝酸根

离子和钙离子、铵根离子平均浓度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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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2023 年，银川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国控断面黄

河干流银川段水质保持“Ⅱ类进Ⅱ类出”，区控断面阅海、

鸣翠湖、典农河 3 个重要湖泊 7 个监测断面水质总体良好。

2023 年银川市地表水Ⅱ~Ⅲ类水质比例为 90.0%，IV 类水

质比例为 10.0%。10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全部达到考核目标，

达标率 100%。

2023年银川市地表水水质状况图

黄河干流银川段水环境质量

2023 年黄河干流银川段 3 个国控监测断面叶盛公路桥

（入境断面）、银古公路桥（境内断面）、平罗黄河大桥（出

境断面）均达到Ⅱ类优水质，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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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黄河干流银川段监测断面水质状况

注：①同比是指与上年同期相比；

②国家考核断面数据均采用国家采测分离共享数据，以下同。

2023年银川市黄河段主要指标浓度同比变化表 单位：mg/L

湖泊水环境质量

2023 年银川市 3 个湖泊 7 个监测断面水质总体良好，

其中Ⅱ~Ⅲ类水质比例为 85.7%，IV 类水质比例为 14.3%。

7 个断面全部达到自治区目标考核要求。评价结果为中营养

状况湖泊有 4 个，占 57.1%，轻度富营养状态湖泊有 3 个，

占 42.9%。

断面

类型

河流

名称
断面名称

考核

目标
断面属性

水质类别 同比水质

变化情况2023年 2022年

国控
黄河

干流

叶盛黄河大桥

Ⅱ类

吴忠-银川市界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黄河银古公路桥 银川市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平罗黄河大桥
银川-石嘴山

市界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断面

名称

高锰酸盐指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

变化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

变化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

变化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

变化

叶盛公

路桥
1.6 1.6 0.0% 7.2 8.2 -12.2% 0.05 0.05 0.0% 0.048 0.041 17.1%

银古公

路桥
1.5 1.7 -11.8% 9.0 7.8 15.4% 0.03 0.04 -25.0% 0.041 0.044 -6.8%

平罗黄

河大桥
1.7 1.8 -5.6% 8.4 8.9 -5.6% 0.05 0.06 -16.7% 0.057 0.0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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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银川市重要湖泊水质类别同比变化

湖泊名称
断面

属性

考核

目标

2023年 2022年
水质同比

变化情况
水质

类别

综合营

养状态

水质

类别

综合营

养状态

鸣翠湖 区控 Ⅲ类 Ⅲ类 中营养 Ⅲ类 中营养 无明显变化

阅海 区控 Ⅳ类 Ⅲ类 中营养 Ⅲ类 中营养 无明显变化

典

农

河

亲水大街桥 区控 Ⅲ类 Ⅲ类 中营养 Ⅲ类 中营养 无明显变化

金凤区-兴庆区贺兰山

路与唐徕渠交接处
区控 Ⅲ类 Ⅲ类 中营养 Ⅲ类 中营养 无明显变化

西夏区-金凤区南绕城

高速公路旁
区控 Ⅲ类 Ⅱ类 轻度富营养 Ⅲ类 轻度富营养 有所好转

洪西干沟桥断面,典农

河汇入第三排水沟前
区控 Ⅳ类 Ⅳ类 轻度富营养 Ⅳ类 轻度富营养 无明显变化

金凤区-贺兰县，阅海

闸以北 1 km
区控 Ⅳ类 Ⅲ类 轻度富营养 Ⅳ类 轻度富营养 有所好转

2023年全市重要湖泊营养状态及水质状况示意图

主要排水沟水环境质量

2023 年，银川市 11 条主要排水沟 15 个监测断面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氟化物和总磷。



— 18—

考核目标为 IV 类及以上，其中Ⅱ类水质占 6.6%，Ⅲ类水质

占 66.7%，IV 类水质占 26.7%。15 个断面全部达到目标考

核要求，达标率 100%。

主要排水沟断面水质类别情况示意图

2023年银川市主要排水沟水质状况

断面名称
断面

属性

考核

目标

水质类别 水质

变化情况2023年 2022年

第一排水沟（永宁入黄口） 区控 Ⅳ类 Ⅱ类 Ⅱ类 无明显变化

灵武东沟（入黄口） 区控 Ⅳ类 Ⅲ类 Ⅳ类 有所好转

中干沟（入滨河湿地水系前） 区控 Ⅳ类 Ⅲ类 Ⅳ类 有所好转

永二

干沟

永宁县-兴庆区交界 区控 Ⅳ类 Ⅳ类 Ⅲ类 有所下降

入滨河湿地水系前 区控 Ⅳ类 Ⅲ类 Ⅳ类 有所好转

永清沟（入滨河湿地水系前） 区控 Ⅳ类 Ⅲ类 Ⅲ类 无明显变化

第二

排水沟

兴庆区-贺兰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Ⅲ类 Ⅲ类 无明显变化

入滨河湿地水系前 区控 Ⅳ类 Ⅲ类 Ⅲ类 无明显变化

银新

干沟

兴庆区-贺兰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Ⅲ类 Ⅲ类 无明显变化

入滨河湿地水系前 区控 Ⅳ类 Ⅲ类 Ⅱ类 有所下降

四二

干沟

金凤区-贺兰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Ⅳ类 Ⅳ类 无明显变化

贺兰县-平罗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Ⅲ类 Ⅳ类 有所好转

北大沟（入黄口） 区控 Ⅳ类 Ⅲ类 Ⅲ类 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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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23 年，国家考核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到或

优于 III 类的比例为 100%（灵武崇兴水源地扣除本底氟化物

指标外）。

三二支沟（贺兰县-平罗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Ⅳ类 Ⅳ类 无明显变化

第三排水沟（贺兰县-平罗县交界） 区控 Ⅳ类 Ⅳ类 Ⅳ类 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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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2023 年银川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共监测 120 点次（昼

间、夜间各 60 点次），昼间总达标点次为 59 个，总点次达

标率为 98.3%；夜间总达标点次为 58 个，总点次达标率为

96.7%。

银川市各类声环境功能区达标情况示意图

区域声环境监测

2023 年银川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51.9 分贝，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平

均峰值为 53.5 分贝，平均中值为 47.9 分贝，平均本底值为

44.5 分贝 ; 银川市区域环境噪声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43.6 分贝，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平

均峰值为 45.6 分贝，平均中值为 41.1 分贝，平均本底值为

38.6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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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2023 年银川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64.8 分贝，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强度等级为“一级”，评价为

“好”，噪声平均峰值 68.2 分贝，噪声平均中值 60.8 分贝，

噪声平均本底值 52.7 分贝，平均车流量为每小时 1308 辆；

银川市道路交通噪声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57.4 分贝，道

路交通噪声夜间强度等级为“一级”，评价为“好”，噪声

平均峰值 60.0 分贝，噪声平均中值 49.3 分贝，噪声平均本

底值 42.2 分贝，平均车流量为每小时 272 辆，平均路宽为

38.5 米。

银川市道路交通噪声昼夜监测结果统计表

时

段

测点数

(个)
L10
dB(A)

L50
dB(A)

L90
dB(A)

Leq
dB(A)

平均车流量

(辆/小时)
平均路宽

(米)
干线总长

(公里)
昼

间
83 68.2 60.8 52.7 64.8 1308 38.5 452.4

夜

间
83 60.0 49.3 42.2 57.4 272 38.5 452.4


	图1-7 银川市六站点及全市二氧化硫（SO2）年均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