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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自然资源 指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

和生活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成可再生资源和非

再生资源两大类。可再生资源指在较短时间内可以再生、可

以循环利用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

物资源和海洋资源等。非再生资源指在使用后不能再生的资

源，包括矿产资源和地热能源。

土地资源 土地指陆地的表层部分，它主要由岩石、岩

石的风化物和土壤构成。按利用类型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

用地和未利用地。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

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水库水面、沟渠、设施农用地、田坎。

建设用地包括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

用地。未利用地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包括滩涂、

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盐碱地、沙地、裸土地等。

耕地面积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耕地包括熟地，

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 (含轮歇地、休耕地)；以种

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

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

包括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固定的沟、渠、

路和地坎(埂)。

森林 包括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按

照用途可以分为防护林、特殊用途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能

源林。

森林面积 包括“三调”及其国土变更调查全部林地范

围的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油茶等木本油

料林、橡胶等工业原料林、核桃等干果经济林；与森林碳汇、

生态保护和优美环境密切相关的森林沼泽范围的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达到乔木林、灌木林覆盖标准的红树林，

以及建设用地范围内的乔木林和竹林。

水资源 水在自然界中以固体、液体和气态三种聚集

状态存在，分布于海洋、陆地(包括土壤)以及大气之中，通

过水循环形成水资源。水资源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

溉、发电、给水、航运、养殖等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

及江河、湖泊、井、泉、潮汐、港湾和养殖水域等。水资源

是发展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

地表水和地下水 陆地上的水因空间分布不同，分为地

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指分别存在于河流、湖泊、沼泽、冰

川和冰盖等水体中水分的总称，又称陆地水。地下水指储存

在地面以下饱和岩土孔隙、裂隙及溶洞中的水。

水资源总量 指评价区内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

总量，即地表产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之和，不包括

过境水量。

地表水资源量 指评价区内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

体中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当地天然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 指评价区内降水和地表水对饱水岩土

层的补给量，包括降水入渗补给量和河道、湖库、渠系、渠

灌田间等地表水体的入渗补给量。

内陆水域总面积 指江、河、湖泊、池塘、塘堰、水库

等各种流水或蓄水的水面占地面积。

海 洋 是海和洋的统称。洋为地球表面上相连接的广

大咸水水体的主体部分。海为地球表面相连接的广大咸水水

体被陆地、岛礁、半岛包围或分隔的边缘部分。

海水可养殖面积 指利用滩涂、浅海、港湾进行鱼、

虾、蟹、贝、藻等海水经济动植物的人工养殖的水面面积。

径 流 指陆地上接受降水后扣除损耗外，从地表和地

下向流域出口断面汇集的水流。径流可分为地表径流、地下

径流和壤中流。地表径流指沿地表向河流、湖泊、沼泽、海

洋等汇集的水流；地下径流指沿潜水层或隔水层间的含水

层，向河流、湖泊、沼泽、海洋等汇集的地下水水流。

径流量 指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河流某一过水断面的水

量，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的丰歉程度。计算公式

为：

径流量=降水量-蒸发量

矿产资源 矿产指由地质作用形成，富集于地壳中或出

露于地表达到工农业利用要求的有用矿物。矿产是一种重要

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矿产基础储量 基础储量是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它

能满足现行采矿和生产所需的指标要求，是控制的、探明的

并通过可行性或预可行性研究认为属于经济的、边界经济的

部分，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示。

气 温 指空气的温度，我国一般以摄氏度(℃)为单位

表示。气象观测的温度表是放在离地面约 1.5 米处通风良好

的百叶箱里测量的，因此，通常说的气温指的是离地面 1.5

米处百叶箱中的温度。其统计计算方法为：

月平均气温是将全月各日的平均气温相加，除以该月的

天数而得。

年平均气温是将12个月的月平均气温累加后除以 12而

得。

相对湿度 指空气中实际所含水蒸气密度和同温度下

饱和水蒸气密度的百分比值。其统计方法与气温相同。

降水量 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

水，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地面上积聚的深度。其统计

计算方法为：

月降水量是将全月各日的降水量累加而得。

年降水量是将 12 个月的月降水量累加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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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数 指太阳实际照射地面的时间。其统计方法与

降水量相同。

工业废水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

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

冷却水、废气治理设施废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

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独立外排的间接冷却水

（清浊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指城镇居民每年排放的生活污

水。用人均系数法测算。测算公式为：

365
农业人口

市镇非

排放系数

城镇生活污水

排放量

生活污水

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产生量 指城镇居

民每年排放的生活污水中的 COD 的产生量。用人均系数法

测算。测算公式为：

365
农业人口

市镇非

产生系数

城镇生活污水中

排放量中

城镇生活污水

CODCOD

化学需氧量 (COD) 测量有机和无机物质化学分解所

消耗氧的质量浓度的水污染指数。

工业废气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燃料燃烧和

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排入大气的含有污染物的气体

的总量，以标准状态(273K，101325Pa)计算。测算公式为：

中废气排放量

生产工艺过程

中废气排放量

燃料燃烧过程

排放量

工业废气


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

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总质量。工业中二氧化硫主

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煤、石油等）的燃烧，还包括含硫矿石

的冶炼或含硫酸、磷肥等生产的工业废气排放。

氮氧化物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

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氮氧化物总质量。

烟（粉）尘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

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烟尘及工业粉尘的总质量之和。烟尘

或工业粉尘排放量可以通过除尘系统的排风量和除尘设备

出口烟尘浓度相乘求得。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指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GB5086）及固体废物浸出毒性

测定方法（GB／T 15555）鉴别方法判定不具有危险特性的

工业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通过

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

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

（包括当年利用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如用作

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综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

体废物的单位统计。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将工业固

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

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

工业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

活动中，所消纳固体废物的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以综合利

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

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

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

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爆炸性、易燃

性、易氧化性、毒性、腐蚀性、易传染疾病等危险特性之一

的废物。

危险废物产生量 指报告期内调查对象实际产生的危

险废物的量。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

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爆炸

性、易燃性、易氧化性、毒性、腐蚀性、易传染性疾病等危

险特性之一的废物。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从危险废

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中消纳危险废物

的量，以及将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化

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

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

的活动中，所消纳危险废物的量。包括本单位自行处置利用

的本单位产生和接收外单位危险废物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