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三亚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 5月



2024 年三亚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海南省环境保护

条例》和《海南省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公报制度建设实施方案》

的有关规定，现发布《2024年三亚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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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4年以来，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落实全国和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八届五次全会、市委

八届七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美丽三亚建设，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三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

效。

一、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一是积极推动红塘湾临空商贸区项目整改工作，拆除工

程和生态修复工程的整改期限分别为 2024年底前和 2025年

底前。2024年 5月 29日，红塘湾临空商贸区整改工作历时

172天、提前 6个月完成拆除工程；2024年 12月 17日，生

态修复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二是加快红塘湾项目的拆除物料

处置进度。截至 2024 年底，红塘湾项目拆除砂料（海砂）

已清运累计约 61.9万方砂料。三是积极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和省例行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每月调度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及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形

成反馈报告报市委市政府。截至 2024 年底，第三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由三亚市牵头整改任务 24项，已完成 13项，

剩余 11项正在推进中；三亚市配合整改任务 52项，完成 39

项，剩余 13 项正在推进中，金鸡岭桥头公园和亚龙湾冰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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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区域供冷站两个典型案例均已完成整改工作；海南省例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面，针对 4 个方面 33 个问题细化

123项整改任务措施清单，已完成 86项，其中销号 28项，

无逾期事项。四是加快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截至 2024 年

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的群众信访案件 31 批 220

件，已办结 210 件、阶段性办结 10 件；海南省第三生态环

保督察组进驻期间交办群众举报问题共 14 批 249 件，已全

部办结。

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协同增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

坚持联防联控，持续提升大气管控水平。一是加强研判

预警，启动应急响应 11次，累计 95天。印发 13期三亚市生

态环境要情，督导整改全市大气污染问题点位 364个。二是

发放 584辆提前淘汰老旧柴油车补贴资金共计 796万元，抓

拍移送冒黑烟车辆 48台，处罚金 2.35万元，现场抽测处罚

超标柴油车 1台，处罚金 0.05万元；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综

合治理，登记上牌 513辆，已抽测非道路移动机械 209辆，

移送综合执法部门处罚超标机械 4台；开展 7家机动车检验

检测机构专项检查，移送 2家涉嫌违法行为。三是开展锅炉

提标改造资金项目申报，拟改造锅炉 13 台，改造资金 582

万元，通过中央库专家审核。四是推动近零碳景区建设和零

碳园区建设。印发实施《三亚蜈支洲岛近零碳景区创建实施

方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零碳园区规划及实施方案》。

坚持综合施策，持续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一是落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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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测预警分析及综合督导机制。2024年以来，持续针对冲

会河、赤田水库等 5 个水体，开展 53 个点位水质监测，加

密监测累计超过 400次，对水质不稳定达标断面作出超标预

警，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督办、持续跟踪，将整改工

作落到实处。二是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截至 2024

年底，冲会河、藤桥西河、亚龙溪水体入河排污口整治均已

完成 2024 年度整治任务。三是印发实施《三亚市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为单元全面开展水源地环境治理，完

成 58 个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四是扎实推进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2023年三亚市黑臭水体已全部完成治理，其中国

家监管 6条、省级监管 9条。2024年以来，对已治理完成的

黑臭水体开展巡查 45 次，针对发现的管道跑冒、雨污混流

等问题，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与河道专管员形成联动，

定期复查整改成效，巩固治理成果。根据监测结果显示，国

家监管农村黑臭水体水质全部达标。五是三亚河入选生态环

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赤田水库跨区域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创新”被列入生态环境部生态保护补偿典型案例、

“三亚市构建科学施肥体系助力芒果产业与环保协同发展”

“三亚市创新‘以螨治虫’生态防控筑牢赤田水库流域水源

安全防线”被列入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批“赤田经验”。

坚持一湾一策，统筹实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一是在

2023年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级美丽海湾三亚湾、省级美丽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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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的基础上，2024年，海棠湾成功入选国家级第三批美

丽海湾优秀案例，亚龙湾、榆林湾、崖州湾入选省级美丽海

湾优秀案例。印发并落实《三亚市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施

方案》，全域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在红树林、珊瑚礁、水生

野生动物、海洋牧场建设保护中，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科研指导、协会协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管机制。常

态化海上环卫工作，实现岸滩和近岸海洋垃圾治理全覆盖。

二是督促入海排污口整改。对全市的 36 个入海排污口全部

录入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管理平台，把入海排污口进行分

级分类，按照动态台账监管，其中 6个入海排污口完成备案，

其他已全部完成整改手续。三是积极开展海洋动物救助工

作。在 6.8海洋日前夕，放归搁浅短肢领航鲸“海棠”，救助

工作得到了央视、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持续报道以

及公众的广泛关注。

坚持综合整治，持续守护土壤安全底线。一是印发实施

《三亚市 2024年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完成 127宗“一

住两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评审工作，并完成上传报

告材料在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保障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二是统筹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完成三公里村、

北岭村农村环境整治 2 个目标任务，截止 12 月底累计完成

69个行政村、361个自然村的农村整治任务，完成占比 93%，

并已按照技术规范完成 51 处问题的整改。三是完成三亚市

历史遗留陈腐垃圾堆存区及周边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已通

过专家验收和第三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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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域治理，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管理。一是加强制度

建设。印发实施《三亚市 2024 年“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要

点》《三亚市有害垃圾分类收集操作管理制度》等政策文件，

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二是强化技术支撑。

举办碳中和愿景下海南省“无废岛”建设研究项目（第二期）

开题研讨会，为海南省“双碳政策”与“无废岛”建设提供

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三是开展全域“无废细胞”建设，推

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开展 2024年第一批“无废细胞”

建设培训、指导、核查、验收工作。2024年新增 15家市级

“无废细胞”，涵盖“无废农庄”“无废工地”“无废加油站”

等多个“无废细胞”类型，《三亚市蜈支洲岛“无废景区”

建设》短视频入选“无废城市中国故事”短视频优秀案例。

四是系统总结“无废城市”建设成效经验，凝练形成典型案

例。编制 2023 年“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总结和成效自评估

总结，系统总结经验和成效。在农业领域、旅游行业、海洋

领域形成具有三亚特色的 3个典型案例。

坚持群防共治，持续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2024年度核

发辐射安全许可证 66个，其中 35个新申请、13个重新申领、

15个变更、2个续证、1个注销。对三亚市 134家 III射线装

置利用与销售单位开展辐射环境、辐射安全技术检查，并对

17家单位的辐射工作场所环境进行抽测，抽测结果均符合要

求。

三、打造“上游护水、下游补偿”共治共享格局，共同

推动赤田水库流域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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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加深横纵向协作。联合保亭召开赤

田水库工作推进会议及专家咨询会，明确工作要求和工作任

务，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坚持水源地监管巡查。2024年以来

巡查累计发现问题 68 个，其中三亚 39 个，保亭 29 个，及

时梳理问题清单，并加强跟踪督办，目前已完成整改 67项，

未完成 1项，已移交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二是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实施。根据《2024年赤田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创

新试点工作（三亚）重点项目清单》，督促各单位按时完成

季度目标，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试点工作考核结果均为

“优”，第四季度及 2024年年度试点工作考核自评结果均为

“优”。

四、开展美丽三亚建设实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一是组织召开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美丽三亚建

设动员大会，对重点工作进行细化分工，并对各责任单位进

行清单化督办，确保重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统筹组织实施

2023年度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考核、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

保护考核。三是组织开展美丽三亚建设规划纲要及建设实施

方案编制工作，印发实施《美丽三亚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美丽三亚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四

是持续推进天涯区、崖州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应用办法，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力争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决策

平衡点。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生态保护修复+休闲渔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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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海南省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五、减少“含塑量”提高“含绿量”，推动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标志性工程取得新成效

一是印发实施《三亚市2024年禁塑工作要点》《三亚禁

塑替代品整治百日行动方案》《假冒伪劣塑料制品联合检查

工作方案》《2024年三亚市禁塑交叉检查工作方案》等系列

文件，明确年度工作重点，扎实推进禁塑各专项工作。二是

持续强化社会面禁塑管控六条措施，开展违规禁塑替代品整

治百日行动，优化调整扫街轮班制度，进一步强化禁塑社会

面管控工作。三是加强塑料制品联合监管执法力度。联合相

关单位开展查物流、查仓储、查市场、查商超、查假冒伪劣

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等措施，不断加强禁塑综合监管，有力推

动各重点场所达标建设、提高抽检合格率。四是深入开展禁

塑实施情况评估检查，对每月禁塑交叉检查、暗访扫街、督

办整改、违规处罚等情况进行整理总结，编制禁塑工作月报。

五是强化考核督办。海南省禁塑办对三亚市开展的禁塑考

核，第二、第三季度评估结果三亚排名地级市第一。

六、优化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服务，做好项目环境要素保

障

一是开展重点项目“订单式”服务保障工作。在 G98环

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羊林抽水蓄电站、三亚新机

场等 10 余个重点项目以及《三亚天涯区西岛社区建设规划

（2023—2025）》《三亚海棠湾铁炉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等 10 余项规划环评服务过程中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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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动帮扶，积极推动项目开动建设。二是加强辖区排

污许可证后监管工作。通过实施排污许可证后监管工作，落

实排污单位环保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和制止不按证排污、逾

期未整改等违法行为。对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等排污单位开展

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同时指导帮扶 28 余家排污单位严格

按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整改。三是开展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管理工作。加大对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的日常监管力

度。针对发现问题，移送相关企业涉嫌环境违法行为的线索，

并督促企业立即完成整改，确保自动监控数据正常稳定达标

以及自动监控设备正常运行。

七、持续开展环境监测工作，为环境决策提供依据

持续抓好全市 11个空气自动监测站、非甲烷总烃自动监

测站和 10 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维管理。完成全市空气质

量、降尘降水、噪声、水质监测等工作。对全市废水、废气

等排污单位开展污染源执法和监督性监测工作。针对安罗村

含油污水溢流环境应急事件，立即启动环境应急监测，及时

为环境事件现场应急指挥人员和现场处置决策提供准确的

决策依据。

八、扎实开展生态环保宣传，营造良好生态宣传氛围

开展“5.22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六五环境日”海南主

场活动，举办环保设施开放、禁塑、全国生态日等主题活动

69 场，累计服务人数超 19.8 万人次。组织 7 场环保设施公

众开放活动，配合完成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围绕绿色低碳、

美丽中国、美丽三亚、禁塑等环保主题，强化“双微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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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发布生态环境宣传信息 1739 条，制作生态环境

环保相关主题原创短视频 14条、活动视频 20条，累计播放

量超 34.2万余次，全方位、多层次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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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一、空气环境质量状况

（一）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24年，三亚市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为 99.5%，空

气质量指数（AQI）范围为

15~110。2024年我市环境空

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共 366

天，优良天数为 364天，其中，全年空气质量指数 AQI属一

级（优）的天数共 307天，占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 83.9%，

属二级（良）的天数共 57天，占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 15.6%，

属三级（轻度污染）的天数共 2天，占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

0.5%。

三亚市二氧化硫（SO2）日平均浓度范围为 2~5微克/立

方米，年平均浓度为 3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日平

均浓度范围为 2~14微克/立方米，年平均浓度为 7微克/立方

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日平均浓度范围为 6~54微克/立

方米，年平均浓度为 23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日

平均浓度范围为 2~37 微克/立方米，年平均浓度为 11微克/

立方米；一氧化碳（CO）日平均浓度范围为 0.1~0.7 毫克/

立方米，日平均浓度第 95 百分位数为 0.6 毫克/立方米；臭

氧（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29~171微克/立方米，

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第 90百分位数为 110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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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颗粒物（PM2.5）的年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一级标准；一氧

化碳（CO）日平均浓度第 95百分位数符合国家一级标准；

臭氧（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数符合国家

二级标准。

与 2023年相比，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下降 0.2个百分点；

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第 90百分位数、SO2年平均浓度分

别上升 4 微克/立方米、1 微克/立方米，PM10、PM2.5、NO2

年平均浓度和 CO日平均浓度第 95百分位数均持平。

（二）大气降水

2024 年，三亚市全年共收集降水样品 168个，降水 pH

值范围为 5.78~7.38，全年均值为 6.45，全年未检出酸雨样品

（pH值<5.6）。

与 2023年相比，2024 年降水 pH 年均值上升 0.38，酸

雨频率均为 0。

二、 水环境质量状况

（一）地表水

2024年，三亚市地表

水（河流、湖库）监测的

11个断面（点位）水质优

良率为 100%，与 2023年

（优良率 100%）相比持

平。

1.河流

宁远河南塔电站、崖城大桥，藤桥东河大桥，三亚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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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村、汤他水妙林等 5个断面水质均为地表水Ⅱ类，半岭水

海螺村断面水质为地表水Ⅲ类。

2.湖库

赤田水库取水口、大隆水库出口、大隆水库库心（雅亮）、

福万-水源池水库取水口、半岭水库取水口年均值水质均为地

表水Ⅱ类。5个湖库点位均呈中营养状态。

（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024年，三亚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大隆水库、赤

田水库、福万-水源池水库、半岭水库水质月均值均达到地表

水Ⅲ类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与 2023年相比持平。

三、海洋环境质量状况

（一）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2024年，三亚市近岸海域水质为优，同比保持为优。合

口港近岸、亚龙湾、坎秧湾近岸、梅山镇近岸、蜈支洲岛、

西岛、大东海、三亚湾、天涯海角、崖州养殖区、南山角、

三亚港、三亚湾西、铁炉港度假旅游区、榆林港等 15 个监

测点位年均水质均为一类。

（二）海水浴场水质状况

2024年，亚龙湾、大东海 2个国控海水浴场水质等级为

优良的天数比例均为 100%，皇后湾、三亚湾 2 个市控海水

浴场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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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

（一）土壤环境

2024年，三亚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所监测的 3个

土壤环境质量点位中，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点

位占 100%。

（二）土地资源

根据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三亚市土地总

面积共 192139.63 公顷，其中农用地 162032.01 公顷，建设

用地 24934.91公顷，未利用地 5172.71公顷。

（三）农业面源

2024 年，我市农药使用量为 2184.8 吨；化肥施用量

42378.82吨；秸秆综合利用率为 90.09%。

五、自然生态

（一）生态质量

三亚市生态质量指数为 75.14，生态质量类型为一类，

全市自然生态系统覆盖比例高、人类干扰强度低、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结构完整、系统稳定、生态功能完善。

（二）生物多样性

森林面积 134653.87公顷，森林覆盖率 70.08% 1，我市

活立木总蓄积量 7647805 立方米。2024年我市共完成造林

绿化面积 6795.29亩；我市新增红树林湿地面积 475.35亩。

（三）自然保护地

三亚市域共有 15个自然保护地。7个自然保护区

1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的数据来源为三亚市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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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国家级、1个省级、5个市级）；6个森林公园（4个省

级、2个市级）；1个湿地公园（国家级）；1个风景名胜区（国

家级）。

六、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

（一）区域声环境质量

2024年，三亚市昼

间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

较好。三亚市区域环境

噪声共设 213 个监测点

位，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为 53.3分贝。昼间声源

构成中社会生活噪声占 85.9%、交通噪声占 5.6%、施工噪声

占 8.5%。与 2023年相比，三亚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保持

较好，平均等效声级下降 0.6分贝。

（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2024年，三亚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三

亚市市区各主要交通干线上共有 40 个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

位，监测路段总长度为 96.68公里，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66.8

分贝。与 2023 年相比，三亚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保

持为好，平均等效声级下降 0.8分贝。

（三）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2024年，三亚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100%，

与 2023年相比持平；夜间达标率为 83.3%，与 2023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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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率下降 5.6个百分点。

七、重点旅游景区

三亚市重点旅游度假区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

例介于 99.1%~100%之间。

八、气候与气象灾害

气温 我市 2024 年属偏高年景。年平均气温 26.7℃，

比累年年平均值偏高 0.6℃。日照时数 1785.1 小时，比累年

年平均值 2425.2小时偏少 640.1小时。

降水 2024 年我市降水量 2080.1 毫米，比累年年平均

值 1417.5偏多 46.7%。汛期（5—10月）降水量 2028.7毫米，

比累年同期平均值 1235.9偏多 64.1%。

气象灾害 2024年有 5个热带气旋影响，与多年平均值

（4个）偏多 1个。全年暴雨日数为 12天，较常年平均值（6

天）多 6天。

九、基础设施与能源

交通 截至 2024 年底，我市公路通车总里程 2004.471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07.054 公里，国道 139.416 公里，

省道 57.239 公里，县道 122.447 公里，乡道 236.69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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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道 1341.616公里。我市港口码头泊位数为 1103个，其中

生产性码头泊位数为 5个。全年公路客运量为 778万人、客

运周转量为 105053 万人公里；公路货运量为 335 万吨、货

运周转量为 17210万吨公里。全年水路客运量为 669.36万人、

客运周转量为 6670.11万人公里。

新能源汽车 2024 年我市全年新能源汽车推广量为

19538辆。

生活垃圾 2024年我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103.5万吨，实

际处理量 103.5 万吨，城乡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与 2023

年相比持平。

生活污水 2024年，我市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15座，污

水处理能力 45.25 万立方米/天。2024 年全市污水处理量为

15175.41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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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数据来源说明

本公报中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数据主要来自三亚市生态

环境监测网监测数据，同时使用相关部门提供的环境相关数

据。

地表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部分月份、近岸海域、

土壤、生态质量指数监测结果来源于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共享数据。土地资源状况、部分生物多样性数据由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提供；自然保护地、部分生物多样性数据由市

林业局提供；气温、降水、气象灾害数据由市气象局提供；

交通网数据由市交通局提供；新能源汽车数据由市科技工业

信息化局提供；生活垃圾数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生活污水数据由市水务局提供；农业面源数据由市农业农村

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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