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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真抓

实干、攻坚克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吉林建设取得新成效。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2.9%，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5.7 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26.9 微克/立方米，优于

全国平均水平 2.4微克/立方米。 

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9.0%，同比提升 2.8

个百分点，连续 4年刷新最好水平，“十四五”以来国考断面首次实现Ⅴ类及以下水体

全部消除。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全省生态质量状况良好。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 值）为 67.30，生态质量类型为

二类，生态质量变化幅度为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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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印发《美丽吉林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对美

丽吉林中长期建设进行全面谋划、系统布局。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美丽吉林

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组织开展十项行动，全面推进美丽吉林第

一阶段建设。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较好水平。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全省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96.9%，同比上升

4.2 个百分点，夜间达标率为 84.9%，同比上升 8.1个百分点。 

全省辐射环境安全。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

于国家相应限值。 

全省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未发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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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空气 0F

1  

  全省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以下简称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9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3；平均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5%（扣除沙尘异常天气影响），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平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4，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

度为 45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为 26.9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浓度为 8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为 20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

碳（CO）年平均浓度5为 1.0 毫克/立方米；臭氧（O3）年平均浓度6为 130 微克/立方米。 

 

图 1  全省环境空气六项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年际比较 

                                                   
1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试行）》(HJ 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 
2全省 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州。 
3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后，2023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2.4%，“重污染天数比率”为 0.6%。 
4六项污染物浓度国家二级标准，详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后文中提到的六项污染物浓度达标
情况，均为与国家二级标准值进行比较。 
5全省 CO年平均浓度为 9个城市 CO日均值第 95百分位数浓度算术平均数。 
6全省 O3年平均浓度为 9个城市 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浓度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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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2.47～3.54 之间，全省平均值为 3.11，同

比下降 3.1%。 

 

图 2  全省及 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年际比较 

 

表 1  全省 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
7 

城市名称 
SO2 

（μg/m3) 

NO2 

（μg/m3) 

CO-95per 

（mg/m3) 

O3-8h-90per 

（μg/m3) 

PM10 

（μg/m3) 

PM2.5 

（μg/m3) 

优良天数比例 

（%） 
综合指数 

长春市 8 27 0.9 135 51 33 89.6 3.54 

吉林市 9 22 1.2 135 51 34 88.5 3.54 

四平市 6 25 0.8 144 52 31 88.5 3.45 

辽源市 9 21 1.2 144 41 27 89.6 3.23 

通化市 11 21 1.2 128 37 21 97.8 2.93 

白山市 12 20 1.2 129 54 23 97.8 3.24 

松原市 5 17 0.7 127 45 31 90.4 3.00  

白城市 5 15 0.8 114 41 22 95.4 2.59 

延边州 9 16 0.8 113 33 19 98.9 2.47 

 

                                                   
7① 本公报中所有类别比例计算，均为某项目的数量除以总数，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8170-2008）进行数值修约，故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类别的综合比例不等于各项类别比例加和的情况，也
可能出现所有类别比例加和不等于 100%或同比变化百分比加和不等于 0 的情况，下同。②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均
浓度值采用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审核后实况（参比）数据，颗粒物浓度扣除沙尘影响，下同。③综合指数数值越大表
示空气质量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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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4年全省及 9个城市空气污染物浓度达标分布示意图 

  全省 9 个城市空气中 PM2.5年平均浓度在 19～34微克/立方米

之间，达标比例为 100%。 

 

图 4  全省 9个城市 PM2.5年平均浓度年际比较 

  全省 9个城市空气中 PM10年平均浓度在 33～54微克/立方

米之间，达标比例为 100%。 

 

图 5  全省 9个城市 PM10年平均浓度年际比较 

二级标准值：35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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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 9个城市空气中 SO2年平均浓度在 5～12微克/立方米之间，

达标比例为 100%。 

 

图 6  全省 9个城市 SO2年平均浓度年际比较 

  全省 9 个城市空气中 NO2年平均浓度在 15～27微克/立方米之

间，达标比例为 100%。 

图 7  全省 9个城市 NO2年平均浓度年际比较 

  全省 9个城市空气中 CO日均值第 95百分位数浓度在 0.7～1.2

毫克/立方米之间，达标比例为 100%。 

 

图 8  全省 9个城市 CO日均值第 95百分位数浓度年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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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秸秆

残茬计划烧除“小切口”改革，全年管控期间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11.5 个

百分点，因焚烧秸秆引发的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50％。强化 PM2.5和臭氧“双

控双减”，累计完成 65 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175台和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07 个，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问题整改率达到 99.9%。加强臭氧污染精准治理，开展中部城市群臭氧

污染走航溯源，全年发生臭氧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25 天。 

 全省 9 个城市空气中 O3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在

113～144微克/立方米之间，达标比例为 100%。 

 

图 9  全省 9个城市 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浓度年际比较 

酸雨状况 

全省监测降水的 15个城市8均未出现酸雨9，pH年平均值范围为 6.16～7.31,

平均值为 6.57，同比上升 0.14。 

  2024年，全省城市降水离子组分结果显示，阴离子当量浓度最大的是硫

酸根离子，浓度值为 32.9微克当量/升，与上年相比下降 7.1%。阳离子当量浓度最大的

是钙离子，当量浓度为 54.9 微克当量/升，与上年相比下降 9.1%。2024 年硫酸根与硝

酸根离子当量浓度比（SO4
2-/NO3

-）为 1.4，与上年相比持平。 

                                                   
815个城市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双辽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及延边州的延吉
市、珲春市、和龙市、图们市、龙井市和敦化市。 
9
pH<5.6为酸雨，pH<5.0为较重酸雨，pH<4.5为重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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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10 

  全省 109个国家考核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 97 个，占 89.0%，同比上

升 2.8个百分点；Ⅳ类水质断面 12个，占 11.0%，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无Ⅴ类水质

断面，同比下降 1.8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同比持平。 

 

图 10  全省 109个国考断面水质类别比例年际比较 

  全省 49条江河 104 个国控河流断面，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94个，占

                                                   
10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
办〔201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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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Ⅳ类水质断面 10个，占 9.6%，无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 

 

图 11  2024年全省国控地表水水质分布示意图 

  水质良好，保持稳定。62个国控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 55个，

占 88.7%，同比上升 4.8 个百分点；Ⅳ类水质断面 7 个，占 11.3%，同比下降 3.2 个百

分点；无Ⅴ类水质断面，同比下降 1.6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同比持平。其中，

8 个省界断面，1个为Ⅱ类水质，7个为Ⅲ水质。 

  水质优，保持稳定。15个国控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 14个，占

93.3%，同比持平；Ⅳ类水质断面 1个，占 6.7%，同比持平；无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

同比持平。 

  水质优，保持稳定。13 个国控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00%。其中，2个省界断面为Ⅱ类水质。 

 水质良好，同比有所下降。12 个国控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 10

个，占 83.3%，同比下降 8.4 个百分点；Ⅳ类水质断面 2 个，占 16.7%，同比上升 16.7

个百分点；无Ⅴ类水质断面，同比下降 8.3 个百分点。其中，4 个省界断面，3 个为Ⅲ

类水质，1个为Ⅳ类水质，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同比持平。 

  水质良好，保持稳定。2个国控河流断面，均为Ⅲ类水质，同比持平。

其中，1个省界断面为Ⅲ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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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省主要江河国控监测断面水质状况 

水  系 

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Ⅰ～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松花江 88.7% 11.3% — — 

图们江 93.3% 6.7% — — 

鸭绿江 100% — — — 

辽  河 83.3% 16.7% — — 

绥芬河 100% — — — 

全省共监测 15个主要湖泊（水库）。 

  松花湖、向海水库 11、星星哨水库、红石水库、杨木水库、海龙水库、

白山湖、月亮湖和五道水库 9个水库为Ⅲ类，水质状况良好；查干湖、莫莫格泡11、新立

城水库和石头口门水库 4个水库为Ⅳ类，水质状况轻度污染；七一水库为Ⅴ类，水质状

况中度污染；波罗湖水库为劣Ⅴ类，水质状况重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高锰酸

盐指数、化学需氧量。

图 12  全省主要湖泊（水库）水质类别年际比较 

 

                                                   
112024年，向海水库和莫莫格泡去除环境本底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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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松花湖、星星哨水库、红石水库、杨木水库、海龙水库、白山湖和五

道水库 7个湖泊（水库）为中营养；查干湖、莫莫格泡、向海水库、新立城水库、石头

口门水库、七一水库、波罗湖和月亮湖水库 8个湖泊（水库）为轻度富营养。同比去年，

查干湖和七一水库营养状态有所好转，由中度富营养变为轻度富营养，其他湖泊（水库）

营养状态没有变化。 

 

图 13  全省主要湖泊（水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年际比较 

地下水13 

全省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全省 9 个城市共监测 56 个地下水国家考核点位，

其中，区域点位 42 个，污染风险监控（工业园区）点位 5 个，饮用水源点位 9 个。其

中，满足Ⅰ类标准限值点位 2 个，占 3.6%，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点；满足Ⅱ类标准限值点

位 7 个，占 12.5%，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点；满足Ⅲ类标准限值点位 9 个，占 16.1%，同

比下降 10.7 个百分点；满足Ⅳ类标准限值点位 23 个，占 41.1%，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

点；劣于Ⅳ类标准限值点位 15 个，占 26.8%，同比持平。主要超标指标为铁、氨氮和

锰。

                                                   
12湖泊(水库)营养状态评价指标为：叶绿素 a、总磷、总氮、透明度和高锰酸盐指数。 
13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十四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位
监测与评价方案（试行）》环办监测〔202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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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查干湖生态专项治理，对沿湖 3 县（市）开展专项督察，对 30 个村

（屯）污染管控情况进行拉网式核查，发现的 35 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31 个，整

湖区水质稳定保持在Ⅳ类,省控劣Ⅴ类水体全部消除。持续推进东辽河流域综合

治理，完成 195个项目建设状况总体评估，“十四五”49个项目全部开工，完

工 45个。推进饮马河流域项目建设，筹划实施治理项目 51个，完工 26个、在

建 15个。开展污水直排口排查整治，新发现的 63 个污水直排口均得到有效管

控，年度入河排污口整治率 100%。开展消除并根治市县城区河道黑臭水体行动，

104条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未出现返黑返臭问题。“一源一策”推进水源地生态

环境保护，排查整治水源保护区环境违法问题，坚决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表 3  全省地下水国考点位水质监测状况 

点位类型 
点位数量  

（个） 

水质类别比例 

满足 Ⅰ类  

标准限值 

满足Ⅱ类 

标准限值 

满足Ⅲ类

标准限值 

满足Ⅳ类

标准限值 

劣于Ⅳ类

标准限值 

区域 42 2.4% 7.1% 14.3% 42.9% 33.3% 

污染风险监控  

（工业园区） 
5 — — 20.0% 60.0% 20.0% 

饮用水水源地 9 11.1% 44.4% 22.2% 22.2% — 

总 计 56 3.6% 12.5% 16.1% 41.1% 26.8% 

饮用水水源地14 

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含延吉市）在用饮用水水源地 18 个，全年达标的有 16 个，

2 个水源地个别月份受汛期洪水影响，总磷指标短期出现波动。 

 

                                                   
14饮用水水源地评价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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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 67.30，生态质量类型为二类，生态质

量变化幅度为基本稳定16。全省自然生态系统覆盖比例较高、人类干扰强度较低、生物多

样性较丰富、生态结构较完整、系统较稳定、生态功能较完善。 

图 14 2024年全省县域生态质量指数 EQI分布示意图 

17  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 71.58%，鲜草产量为 248.9万吨，样地平均

鲜草产量 3.91吨/公顷。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17个、国家湿地公园 23个，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37

处，保护重要湿地面积 22.86万公顷。其中，全省湿地植物种类共 112科 253属 613种，

全省湿地野生动物共 30目 59科 297种。 

  全省森林面积 839.98 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 11.10亿立方米，森林

蓄积量 11.09亿立方米，人工林 199.22万公顷，全省森林覆盖率 45.42%。 

  全省现有陆生有脊椎动物 501种，其中，兽类 85种、鸟类 385种、

两栖类 14种、爬行类 17种。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3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36

                                                   
15生态质量评价依据：《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监测〔2021〕99号，EQI≥70为一类，55≤EQI＜70为
二类，40≤EQI＜55为三类，30≤EQI＜40为四类，EQI＜30为五类。 
16生态质量变化幅度分级：基本稳定为-1<△EQI<1。 
17草地、湿地、森林、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数据来自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均为国家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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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绿盾 2024”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完成率达 99%。印发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案件移送暂行规

定》，开展守卫“良好生态”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办理涉自然保护地案件 12

件。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完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外来入侵

物种普查工作，联合印发《吉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

2035）》。实施生态示范创建提质扩面行动，指导 9 个县市区完成国家级示范

创建的申报备案。印发实施维护生态安全实施方案，创新完善生态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体系，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初步建立。 

种、国家二级保护 100 种。已记录高等植物 2200 余种，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4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1种，国家二级保护 39种。 

  全省共有省级以

上自然保护区 39个，同比持平。其

中国家级 22 个（面积 107.25 万公

顷）、省级 17个（面积 28.13万公

顷）。按类型可分为森林生态系统

类型 13个，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

统类型 14个，野生动物类型 4个，

野生植物类型 2 个，地质遗迹类型

5 个，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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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对受污染耕地周边 69 家涉重金属行业企业开

展排查整治，在全国率先完成县区耕地污染溯源。严格重点建设用地管理，98 个

用途变更“一住两公”地块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推动关闭搬迁企业地块落实

管控措施，列入优先监管清单的 112 个地块管控比例超 80%。保持地下水环境质

量稳定，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成果运用。启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

年行动，新增完成 1464 个行政村治理管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由 27.7%

跃升至 43.3%。新增完成整治国家监管农村黑臭水体 4 处、省级监管农村黑臭水

体 15 处。 

 

对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中重点风险监控点和一般风险监控点开展监测工作。重点风

险监控点共监测 5个点位，均未超风险管制值。一般风险监控点共监测 108个点位，基

本达到土壤风险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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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18 

全省 9 个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96.9%，同比上升 4.2 个百分点，夜

间达标率为 84.9%，同比上升 8.1 个百分点。 

 

图 15  全省及 9 个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达标率年际比较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 

全省 9个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19平均等效声级在 51.5～55.9分贝之间，全省平

均值为 53.8分贝，同比下降 0.2 分贝。 

图 16  全省及 9 个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年际比较比较

                                                   
18声环境质量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 640-2012)。 
19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50.0分贝为好（一级），50.1～55.0分贝为较好（二级），
55.1～60.0分贝为一般（三级），60.1～65.0分贝为较差（四级），＞65.0分贝为差（五级）。 

0

20

40

60

80

100

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昼间夜间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原市 白城市 延边州 全省

达

标

率

（%）

2023年             2024年  

48

50

52

54

56

58

60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原市 白城市 延边州 全省

平

均

等

效

声

级

dB

（A）

三级 

二级 

2023年                   2024年 



 

 17  

推动各地完成噪声监管职责划分，健全全省声环境监测网络，集中开展噪

声污染专项整治，建立噪声投诉典型案例督促办理机制，推动办好 93 件省级

督办案件。进一步完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推动各地完成噪声监管职责划分，

健全全省声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噪声投诉典型案例督促办理机制，将投诉量较

多、办理时间较长的各领域噪声问题纳入省级清单重点督办，推动地方办好 93

件省级督办案件，集中开展工业、城市机动车辆、社会生活、建筑施工和交通

等重点领域噪声污染专项整治。推动地方开展宁静小区试点建设，引导社会共

创宁静环境。 

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全省 9个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20在 63.8～69.9分贝之间，全

省平均值为 67.2分贝，同比持平。 

图 17  全省及 9 个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年际比较 

                                                   
20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平均等效声级≤68.0分贝为好（一级），68.1～70.0分贝为较好
（二级），70.1～72.0分贝为一般（三级），72.1～74.0分贝为较差（四级），＞74.0分贝为差（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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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 281 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专项排查，发

现处置无码源 9 枚、闲置及废旧放射源 97 枚，及时化解风险隐患。开展全省

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网络的运行维护和监视巡检，确保全省 16 个国控空气辐射

环境自动监测站稳定运行。完成省放射源监控系统平台扩容升级，实现对新增

110 枚Ⅱ类移动放射源的安全有效监管。参加 2024 年度东北边境应急监测专

项拉练，开展省级年度边境辐射应急拉练，保障辐射环境安全。全年无事故发

生。 

 

环境电离辐射质量 

2024年，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各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环境

γ辐射剂量率和环境γ辐射剂量率累积监测数值与上一年度比无明显变化，空气、水体、

土壤等各类环境介质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

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环境电磁辐射质量 

2024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相应限值。 

典型城市环境中频率范围为 0.1MHz～3000MHz 的功率密度监测结果范围为 0.11～

2.51μW/cm2，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相应频率公众暴露

控制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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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2024年，全省年平均气温为 6.9℃，较常年（5.7℃）高 1.2℃，突破历史记录，较

2023 年高 0.1℃。2024年日极端最高气温为 37.2℃，日极端最低气温为-35.6℃。 

与常年相比，全省年平均气温高 1.2℃，突破历史记录。2024 年全省各县市气温均

高于常年。洮北区、长岭、长春市区等 25县市年平均气温突破历史记录。 

 

图 18 2024年吉林省年平均气温分布图（℃）   图19 2024年吉林省年平均气温距平分布图（℃） 

1954-2024年吉林省平均气温为 5.2℃，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年增加 0.3℃，1956

年气温最低为 3.2℃，2024年最高为 6.9℃。从年代上看，20世纪 60年代-80年代气温

略低，20世纪 90年代-21世纪 10 年代气温略高，21世纪 20年代以来气温明显偏高。 

 

 

图 20 吉林省 1954-2024 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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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2024 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为 810.3 毫米，较常年多 31%，居降水偏多第 3 位，较

2023 年多 21.1%。 

与常年相比，除珲春和龙井较常年少 9.1%～11.7%外，其他地方均多于常年。洮南、

长岭、榆树、双辽、蛟河和集安年降水量突破该站历史记录。 

  

图 21 2024年吉林省年降水量分布图（毫米）  图 22 2024年吉林省年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布图（%） 

1954-2024年吉林省平均降水量为 626.0毫米，呈增加趋势（图 6），平均每 10年

增加 6.3 毫米，1958 年降水最少为 469.4 毫米，2022 年最多为 823.1 毫米。年降水量

呈现年代波动，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 00 年代降水偏少，20 世纪 60年代、80 年代

降水略多，21世纪 10年代以来降水量明显增多且波幅较大，降水量不稳定性增加。 

 

图 23 吉林省 1954-2024 年平均气温年际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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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国内首个省级层面的碳市场履约风险防控制度，制定加强新能源碳汇

交易监督管理的若干措施。持续开展重点碳排放企业指导帮扶行动，累计走访

企业 75 家次，解决各类问题 345 个，提出改进建议 518 条，帮助企业降低履

约成本约 5 亿元。碳市场启动以来，连续三年碳市场 100%履约，累计交易配

额 2395 万吨，成交额约 16 亿元，相关企业碳排放量累计下降约 677 万吨。 

 

日照时数 

全省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395 小时，较常年少 46 小时，较 2023 年多 4 小时。与常

年相比，吉林大部、延边大部及扶余、德惠、四平市区、通化市区和集安日照时数多 7～

882 小时，其他地方少 11～341小时。 

  

图 24 2024年吉林省年日照时数分布（小时）  图 25 2024年吉林省年日照时数距平分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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