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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之 

陕西省履约示范子项目 

 

一、履约机构建设情况 

为做好全省 POPs 履约工作，我厅于 2007 年成立了履约

领导小组。组长由原省环保厅何发理厅长担任，成员单位有

污控处、规划投资处和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领导小组主要

职责为贯彻落实原国家环保总局《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工

作部署；审定全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控减排总体方

案；研究、决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及治理、能力建设等

合作项目组织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项目签署后，为增强政府部门间的协作，2009 年底，经

省政府批准同意，成立了由省环保厅为组长单位，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等相关政府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协调领导小组。我省

履约示范子项目的圆满完成和 POPs 环境管理工作的提升，

得到了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 

二、全省 POPs 基础信息调查 

（一）有机氯类杀虫剂情况 

我省有机氯类杀虫剂主要为 1983 年前生产和使用的六

六六（六氯环己烷）和滴滴涕。自 1983 年国家全面停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有机氯类杀虫剂至今已有 30 多年，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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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废弃物的调查难度较大。项目组工作人员积极与省农

业厅、省档案局和省图书馆联系，并赴省内部分农业县，与

当地环保局和植保站一起查找历史资料和有机氯类杀虫剂

废物。 

1.生产情况 

经全面调查了解，全省历史上有两家生产有机氯类杀虫

剂的企业，一是西北农药加工站，二是西安化工厂。西北农

药加工站是 1951 年，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西安建成，

主要生产棉蚜皂、石灰硫磺合剂等。1952 年，该站与西安骨

粉厂合并，易名为陕西省农药制药厂，除生产石灰硫磺合剂、

棉油皂和棉油泥皂外，主要加工六氯苯和滴滴涕粉剂，滴滴

涕以 5%、10%、20%粉剂和 25%可湿性滴滴涕为主。1971 年停

止农药粉剂加工，转产合成农药。1982 年该厂易名为西安硫

酸厂，停止农药生产，转为生产硫酸和磷肥。未找到该厂具

体的产量记录资料。1966 年 5 月，西安化工厂六六六（六氯

环己烷）合成装置投产，标志着我省合成农药生产的开端，

生产工艺以苯和氯气为原料，采用紫外光催化法工艺。六六

六（六氯环己烷）生产比较稳定，产量逐年提高，丙体含量

平均在 14%左右，一级品率最高达到 60%。1975 年后一直保

持在 20-30%。由于生产方法简单，成本低廉，施药方便，因

而一直是原药生产的最大吨位品种，原粉累积生产量约 6.32

万吨。1983 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该产品停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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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情况 

（1）农业领域。陕西省从 1930 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农业

技术推广站、农业试验场，曾使用植物杀虫剂熏杀粮食害虫，

用砒霜拌种消灭地下害虫，也有用波尔多液防治棉花病害，

用烟草水、棉油皂防治棉蚜虫，但只限于小面积的实验示范。 

50 年代初，在部分地区开始引进使用化学农药，最初使

用的主要是有机氯杀虫剂六六六（六氯环己烷）和滴滴涕，

有机汞杀菌剂赛力散、西力生以及硫酸铜、砒酸铅。50 年代

后期，普遍使用有机磷杀虫剂，主要品种有 1605、1059、3911、

敌百虫、乐果等。同时使用杀菌剂赛力散、西力生、硫酸铜。 

60 年代，农药使用以有机氯杀虫剂为主，其次为有机磷。 

70 年代，新农药虽有发展，农药结构仍以有机氯和有机

磷为主，同时，有机氮类杀虫剂开始使用。 

1983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四月一日起停止六六六、

滴滴涕原粉生产的决定》，陕西省认真执行这一决定，按规

定日期全面停止使用六六六（六氯环己烷）、滴滴涕等有机

氯类杀虫剂。 

近些年来，陕西省农业生产中实际使用的农药产品约

400-500 个，其中杀虫剂以菊酯类、有机磷类以及阿维菌素、

吡虫啉等为主，杀菌剂以代森锰锌、甲基硫菌灵、多菌灵、

三唑类以及抗生素为主，除草剂中以磺酰脲类和草甘膦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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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业领域。陕西省林业病虫害防治是在 1950 年代

开始，用 25%的滴滴涕喷液防治枣尺蠖、核桃举肢蛾。从 1960

年开始，用 6%六氯苯烟雾剂大面积防治油松毛虫、栎尺蠖、

刺槐尺蠖，用 90%敌百虫、90%敌敌畏喷雾逐步替代六氯苯粉

剂，防治枣树、核桃害虫。1975 年以后，在防治大面积森林

害虫中使用敌敌畏插管烟雾剂。1978-1984 年曾一度使用敌

百虫、敌敌畏油雾剂防治森林害虫。1984 年以后，使用高效

低毒拟除虫菊酯类农药，2.5%溴氰菊酯、25%灭扫利、20%百

树菊酯杀食叶害虫，种实和木材害虫防治使用 0.3%磷化铅药

剂，森林害虫防治用药趋向稳定。 

（3）白蚁防治领域。陕西省白蚁种类以散白蚁属占优势，

黑胸散白蚁、尖唇散白蚁为数最多。白蚁分布以关中和陕南

居多，北纬 35°40′韩城市以北的陕北高原罕有发现。据省

白蚁防治中心介绍，我省早期使用的药剂以氯丹和灭蚁灵为

主，上世纪 80-90 年代每年用量为氯丹 100kg、灭蚁灵 5-6kg，

这两种药剂在 2000 年已全面停止使用。目前使用的药剂以

毒死蜱、氰戊菊酯、氯菊酯类为主，没有发现氯丹和灭蚁灵

的库存和废弃物。 

（4）病媒防治领域。建国后，省、市、县（区）建立各

级防疫防治专业机构，健全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我省

未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疫情，未见使用滴滴涕等 POPs

杀虫剂用于病媒防治领域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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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累计使用量 

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省 1952-1983 年六六六（六氯环

己烷）和滴滴涕杀虫剂销售总量约 25 万吨，1976-1980 年六

六六（六氯环己烷）和滴滴涕杀虫剂使用总量约 41542 吨。

经对 1976-1980 年陕西省六六六（六氯环己烷）和滴滴涕农

药销售量和使用量的对比，销售量和使用量基本持平。经推

断，陕西省六六六和滴滴涕农药总用量在 25 万吨左右。 

4.废弃物情况 

我省农业系统多次对禁售、禁用的农药产品进行检查，

全省范围未发现有 POPs 杀虫剂库存。我省可排除废弃 POPs

杀虫剂库存的情况。其他农药类 POPs 未见使用情况，也未

见到田间试验的资料。 

5.三氯杀螨醇有关情况 

我省的果树以苹果为主，从我省咸阳市长武县、延安市

洛川县和渭南市蒲城县三个苹果示范基地县调查情况看，三

氯杀螨醇 2003-2005 年用量为 13460kg、9420kg、5566kg，

用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原因是从 2001 年开始，各基地县大

力推广“大改形、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技术，发展“果、

畜、沼、窖、草”五配套的生态果园和有机果园，建设绿色

基地，对苹果特色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显著提

高了陕西苹果的质量安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省延安市洛川县作为全国三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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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环保部和农业部配

合管理的《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和 IPM 技术应

用全额示范项目》中的《中国含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和苹果

IPM 技术应用示范全额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了以滴

滴涕为原料的非封闭三氯杀螨醇生产被全面禁止后，农户认

识和适应新的螨害控制技术，最大限度减少三氯杀螨醇禁用

对农业生产、农户和相关生产企业的影响，提高了陕西“绿

色”苹果的知名度，促进了陕西苹果种植业的良性发展。 

（二）多氯联苯 

1.多氯联苯历史生产情况 

西安化工厂（现为西安西化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

1958 年 12 月破土动工，二期工程于 1967 年施工，1973 年

全部建成。年生产能力：烧碱为 2万吨，盐酸为 2万吨，次

氯酸钠为 1.2 万吨。同时，二期工程建成年产六六六（六氯

环己烷）原粉 0.6 万吨生产线和聚氯乙烯乳液法 0.3 万吨、

悬浮法 0.6 万吨、电石 2万吨的装置。1980 年以后，该厂通

过改进生产技术，使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并调

整取消了六六六（六氯环己烷）原粉和漂白粉的生产。 

西安西化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次改扩建和整体

改制，公司的档案资料遗失较多。据有限的资料显示，三氯

联苯项目于 1966 年 12 月开工建设，1971 年竣工投产，具体

产量不详。估计三氯联苯生产时间为 2-3 年，产量在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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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左右。 

2.多氯联苯历史使用情况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现为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西电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由原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项目之一。该厂于 1953

年筹建，1958 年建成投产，2001 年改制为公司至今。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只有 2个数十人的小厂生产低参数

产品。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投产初期，技术设计年产能力为 100

万千乏油浸纸介质电容器，主要介质是电容器纸和矿物油。

1965 年，在高低压并联电容器和电热电容器上均采用三氯联

苯介质，在电容器外壳体积不变的情况下，使单台容量由 12

千乏提高到 25-30 千乏，这在当时对我国电容器制造技术上

是一个大的突破。 

1966年西安医学院对西安电力电容器厂使用的三氯联苯

介质进行了动物实验，证实为损肝毒物。1972 年该厂发生了

大量的中毒性肝炎患者，西安医学院与西电职工医院联合诊

治中毒病人 100 余人，缓解了病情的发展。由于三氯联苯的

危害性，于 1974 年停止使用三氯联苯，1975 年恢复使用电

容器纸和矿物油。 

西安油漆厂（现为西安经建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于 1951

年 11 月开始筹建，1953 年建成投产。建厂初期年产低档油

漆 300 吨，花色品种 30 余种。1970 年，油漆产量增至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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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吨，18 大类品种。1979-1981 年，该厂与西安红旗化工厂、

西安粉末冶金厂、莲湖区新力化工厂和新城区塑料体育用品

厂联合成立西安油漆总厂。在公开的资料档案中未找到该厂

使用五氯联苯情况的记录。 

3.多氯联苯废弃物情况 

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于 1974 年下发文件（一机电字〔74〕

226 号），停止使用三氯联苯浸渍材料生产电力电容器后，我

省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文件要求，于 1997 年建成含多氯

联苯电力装置存放库，并集中收贮电力系统下线的含多氯联

苯电力装置 1361 台。并于 1998 年和 2005 年两次按照原国

家环保总局文件要求，对省内含多氯联苯电力装置进行了清

查，共查出废弃含多氯联苯电力装置 1879 台（1431 台贮存

于危险废物暂存库），其余 448 台分散贮存于各企业。 

项目期间，我们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企业，将含多氯联

苯电容器集中收贮于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暂存库，保障了生

态环境安全。 

（三）二恶英类 

我省二恶英类排放重点行业为废弃物焚烧、铁矿石烧结、

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焦炭和制浆造纸，这些行业二恶英排

放量占全省总量的 96%。全身各地市，其中渭南市、汉中市

和榆林市占全省二恶英类总排放量的 94%，原因是全省铁矿

石烧结、炼钢和焦炭生产企业全部分布于这三个地市，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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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处置量占全省总产量/处置量的 96%（遗体火化除外），

导致二恶英类总排放量占全省比例较大。（二恶英排放量为

估算值，非实际监测结果） 

三、已查明 POPs 废物安全处置情况 

经过全省 POPs 调查和日常环境监管及执法检查，我省

POPs 废物以含多氯联苯电容器为主。 

陕西省于 1997 年集中收贮电力系统下线含 PCBs 电容器

约 1360 台，暂存于陕西省危险废物暂存库，另有约 500 台

分散贮存于西安市部分企业。为确保环境安全，加强 PCBs

废物环境安全管理，我厅于 2012 年下半年对以上含 PCBs 电

容器进行清运，并分别转运至危险废物处置单位。2012 年

11 月，根据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关于开展“中国

PCBs 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全国推广活动的函》（环外经函

〔2012〕283 号），我省作为活动示范省，借助国际资金和国

家资金，经过与运输单位前期协作，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5 日，将我省已查明的全部含 PCBs 电容器全部安全运输

至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心进行安

全处置。 

四、履约宣传工作 

为提高公众对 POPs 知识的了解程度，营造全民参与的履

约氛围，我们积极组织协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一）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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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助环保系统培训班的机会，将 POPs 公约及相关知

识作为主要内容，向参会人员进行宣讲。项目期间，基层环

保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共约 900 余人参加并接受了 POPs 公

约及相关知识的培训。 

（二）宣传工作 

1.第 18 届“科技之春”。陕西省暨西安市第 18 届“科技

之春”宣传月“科普惠民进社区”示范活动。2010 年 3 月

27 日，由陕西省“科技之春”活动组委会主办的陕西省暨西

安市第 18 届“科技之春”宣传月“科普惠民进社区”示范

活动，在西安市李家村万达广场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

及省市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活动，参观了我厅布设的“履行

国际公约，保障环境安全”宣传展板和展品，向参加活动的

各政府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代表和市民宣传“减少、消

除与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知识，发放

宣传资料。在本次活动中，共制作环境履约知识宣传展板 30

块，向公众发放履约知识宣传手册 800 余册、传单 1000 余

份，并免费向过往行人赠送绿色无纺布环保购物袋和履约环

保宣传小礼品。 

2.“酷中国—全国低碳行动”。2009 年至 2010 年，陕西

省环保宣教中心、西安市环保局和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等

单位共同在西安市开展了全国联动的“酷中国—全国低碳行

动”活动。我们将 POPs 内容也加入这次宣传活动，进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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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各社区，通过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和居民专题讲座

等形式广泛宣传 POPs 知识和履约工作等情况，获得了居民

的好评。 

3.《陕西履约工作通讯》。为客观反映陕西省履约工作进

展情况，我们创办了《陕西履约工作通讯》。省 POPs 领导小

组组长、原省环保厅何发理厅长为刊物撰写了“发刊词”。

该刊物面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

希望通过这本刊物，为我省 POPs 履约提供技术支持的大专

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信息交流、资讯互利的长期友好合作关

系。促使他们加深了解我省履约工作的进展情况，积极投身

到淘汰 POPs 行动中。我们还把这份内容全面、编印精美的

“工作通讯”赠送给全国各兄弟省市环保部门的履约工作单

位，从环境保护的一个侧面向他们介绍和宣传陕西。 

五、政策研究 

项目期间，委托西北大学编写了《陕西省履约实施计划》、

《陕西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管理办法》，准备上报省政府批

准发布。但从去年开始，省厅组织《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地方法规的立法准备工作，为提高政府和人大

对我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地方法规的支持力度，暂缓上述项

目成果的报送工作。我们也力争在《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中加入 POPs 履约的相关内容。 

六、POPs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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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与生态效应追踪研究，为

全省制定相关环境健康管理政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陕西

省环保厅与西北大学经过三年的努力，合作建设的陕西省环

境保护POPs重点实验室于2010年10月16日正式挂牌成立，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家正式命名从事 POPs研究的省级实验室。 

该实验室具备一支开展监测与研究的专家团队和一定的

实验研究条件，主要从事农产品与土壤 POPs 残留现状调查

和陕西省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课题研究。实验室建成后，将

承担起陕西省 POPs 监测检验任务，并开展一系列 POPs 学术

交流，提供 POPs 技术咨询，推进 POPs 替代品、替代技术的

研究开发。 

七、监督和执法检查 

环境行政执法是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我省将 POPs 环境

监管贯穿于污染物源头排放、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全过程。 

源头监管主要依靠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对于生

产、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和落实三同时制度；生产过程中，加强涉及企业

的日常环境监管，杜绝非法排污和超标排污现象发生。主要

依靠区县环保局的日常监管、市级环保局的抽查，以及省厅

组织的专项行动；对于生产过程产生的“三废”严格按照《环

境保护法》及单行法的规定，妥善治理“三废”，坚决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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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期间，省厅、地市环保局先后组织了 7次执法检查

工作，主要对二恶英类排放源企业从不同监管领域进行了执

法检查，督促了相关企业守法经营的意识，杜绝了环境违法

行为的发生。 

八、行业技术升级 

我省二恶英类重点行业废弃物焚烧、炼钢、铁矿石烧结、

焦化、水泥、造纸等重点行业，项目期间积极实施行业落后

产能淘汰和技术升级改造。 

铁矿石烧结仅陕西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至 2013 年淘汰烧结机 6台，累计淘汰产能 1041.3 万吨。 

焦炭行业主要对陕北兰炭（半焦）企业进行产能重组，

要求原小兰炭企业在自愿结合的前提下，重组为年产能力必

须在 60 万吨以上的新型兰炭企业。同时要求荒煤气必须全

部用于发电，不得排空；鼓励循环经济产业，配套建设铁合

金、金属镁、免烧砖等围绕兰炭生产的循环经济产业。 

水泥行业也是我省污染严重的工业行业，我省下大力对

全省水泥行业进行落后产能淘汰和技术升级改造。2010 年至

2012 年累计淘汰落后产能 1115 万吨，以环保先进的旋窑替

代立窑技术，由传统水泥企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现代化水泥企业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造纸行业 2010 年至 2012 年累计淘汰落后产能 63.3 万

吨，按照“关小治大扶优”的原则，全部关闭年生产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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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万吨以下全化学制浆、半化学制浆企业和年生产能力在

２万吨以下的利用废纸生产本色纸的企业。 

九、财务管理 

为严格项目财务管理，省固管中心认真执行环保部环境

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制定的《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

设之陕西省履约示范子项目》相关财务管理要求，建立了相

应的项目资金财务管理制度。 

（一）严格财务纪律 

省环保厅规划财务处负责对该项目资金的统一管理，并

负责内部审计和监督检查，做到项目资金设立专门账户，专

款专用，专人管理。 

（二）严格审批程序 

省固管中心履约科根据“协议书”规定的工作目标、工

作内容及进度要求，提出项目阶段工作经费预算计划，报固

管中心主任审查，并经省厅财务处审核，厅会计核算中心财

务人员按有关财务规定将资金拨付用款单位或报销结算。  

（三）严肃审计制度 

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年度财务审计检查，使项目帐务逐

步规范化，从而强化了项目的财务审计管理。与此同时，我

们还邀请相关专业审计人员，对项目财务管理进行指导，发

现偏差，及时纠正。 

十、下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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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后，我们还将在以下领域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计划今年上报省政府法制办的《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中，加入 POPs 化学品管理条款。在《陕西省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正式批准发布后，争取以政府

令形式发布地方 POPs 管理办法。 

（二）积极完成新增 POPs 情况调查、淘汰和削减工作 

今年 3月份，环保部等 12 部委发布公告，公约新增的

10 种 POPs 对我国正式生效。我们将配合环保部做好基本情

况调研、淘汰和削减工作。 

（三）污染场地的识别和治理修复 

在加强工业企业搬迁环境管理工作中，对省内疑似污染

场地开展清单调查、识别，并协商国土资源部门，开展污染

场地治理修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