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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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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管理信息系统 与一般的

水质信息系统 不同
,

它既是各种水

质信息的数据库
,

又是为水质管理决策服务

的信息处理系统 它可以定义为 由人
、

机

组成的
,

进行水质数据贮存
、

转换
、

加工并利

用所转换的信息来进行水质评价
、

模拟
、

预

测
、

控制和规划的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美

国的
一

系统 水质存贮数

据库
一
许可性评估和网络示踪系统

、

英国的

水质档案 系统
、

加拿大的

水质系统 等水质管理信息系统在水

质管理的科学化和高效能上发挥 了 重 要 作

用 我国近五年来在水质管理基础数据调查

及水质信息加工和管理方面开展 了 大 量 工

作 目前
,

从总的来看水质基础数据已具备

了支持水质实施全面管理的基本 条 件
。

但

是
,

现有数据还存在着不配套
、

不系统和不完

整的间题
,

迫切需要将现有的数据及其信息

加工进行系统化 再则
,

我国已建立的某些

水质数据库
,

还只局限于信息存贮和检索
,

而

水质信息处理系统
,

水质管理信息系统还是

一项空白
,

鱼待研究开发
。

一
、

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技术

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决策是每, 个管理信

息系统所期望的目标
,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
,

需

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从开发技术上来说
,

主要有三个关键内容

如何实现
“
水质管理的模式化

”

和“
水

质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
”
两种转换

第一种转换是将客观的水质问题及其管

理系统
,

转换为能模拟其基本特征的
“
概念模

型
”

第二种转换是将
“
概念模型

”
进一步转

换成 由计算机管理的
“
推导模型

”以便供用户

和系统程序员使用

对于计算机来讲
,

一般适用的是
“
程序

性
”
管理决策

。

而客观的水质管理过程存在

着大量的非程序性决 策问题 因此
,

要实现第

一种转换
,

必须对客观的水质管理问题进行

科学的抽象
、

假定
,

选择适 当的模拟方法
,

使

非程序性转化为程序性决策过程 笔者认为

对此应采取逐步开发的方针
,

首先应对 已成

熟的水质管理过程进行概化
,

同时对可能的

扩展留有余地 第一种转换关系到所开发的

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功能是 否 切 合 实

用
,

它是第二种转换的基础 第二种转换则关

系到所开发的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是否

可行和可靠 本文着重介绍第一种转换的研

究成果

如何实现水质管理过程中从物质流到

信息流的系统化

水质管理信息系统与水质信息数据库的

重要区别在于它的数据资源的高效能和多用

途利用
。

水质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相互间

不是孤立的
,

而是有机地协调配合和互为因

果的 由此
,

不仅能使数据资源的利用率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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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共享程度可大大提高
,

而且能产生高价

值的信息
,

形成高效能的信息交换网络 因

此
,

如何合理地设计水质管理信息的系统化
、

整体化
,

将成为  开发中的重要关键

问题之一
。

表 树 各开发阶段内容

阶阶段名称称 研制步骤骤 主要内容容 主要任务务

开开发计划划 提 出请求求 开发任务书书 提 出
“

任务书
”

和和

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审核
“

可 行性 报报
系统调查查 用户调查查

乙七劝劝

可行性研究究 可行性报告告告

批准准 主管审核核核

系系统分析析 需求分析析 功能要 求
、、

审定
“

系统 分 析析
性性性性能要求

、

限限报告
” 确定

“

软件件
制制制制条件件 需求的规范

””

数据分析析 数据支持系系系
统统统统分析

、

逻辑辑辑
模模模模型与加工要要要

求求求求的分析析析

系统分析析 数 据 流 程程程
图图图图

、

数据字典
、、、

文文文文字说明明明

确定系统统 系统分析报报报
方方方案案 告和系统说明明明

书书书书书书

系系统设计计 软件概要要 初始模块结结 提 出
“

系统设 计计
设设设计计 构图图 报告 ” 编制

“

用户户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册 ”、 “

操 作 手手
·

系统详详 模 块 的 聚聚册 ” 、 “程序维护手手
细细细设计计 合

、

系统总体体册
”

完成
“

侧试报报
模模模模块的完整和和

之七””

优优优优化化
〕〕

编程程 各模块的程程程
序序序序设计计计

测试试 尽可能消除除除
错错错错误误误

系系统实现现 ” 系统评价价 系统功 能
、、

提出
“

评价验 收收
性性性性能评价报告告报告

”
和

“

组织管理理

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划
””

系统运运 实施组 织管管管
行行行和维护护 理和运行维护护护

目前
,

我国的水质管理数据
,

从全国来说

大多存在着数据残缺不全
,

而某些地区则已

形成了系统化信息数据 对此
,

我们认为
,

首

先应建立合理的系统化的  信息流结

构
,

它既能适应远期发展的需要
,

推动和促进

水质数据收集系统的不断改进
,

又能适应当

前点
、

面的实际数据支持状况

科 学
’ ’

采用什么方法来保证 的可靠

性

是一个大型的复杂软件 软件

研制中有过许多失败 和 挫 折 为 了 避 免

“
软件危机

”

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

应 当 把

 的开发过程看作是软件生 产 过 程
,

采用
“

软件工程学
”

的原理和方法来生产有生

命期的软件产品 软件工程按照抽象成清晰

模块的原则
,

自顶层向下有计划地分阶段进

行分析
、

设计
、

实现
、

测试
、

验收和运行
,

每个

阶段形成相应的逻辑思维产品—各种标准

化
、

规范化的文档和程序
“软件工程

”
的核

心任务是保证上述软件产品的简明
、

可靠和

易于维护 表 概括了  各开发阶段

的研制步骤
、

工作内容
、

主要任务和关键技

术
。

二
、

国家水质管理信息系统

的需求功能分析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
,

借鉴国外的经

验和教训
,

对我国国家水质管理信息系统进

行了需求功能分析
,

制订了  的功

能结构设计

一 的总体目标

远期建成多层次
、

多用途
、

多功能
、

多渠

道的国家水质管理信息系统 其功能  

为国家和地区的水污染及其控制提供 科 研
、

管理和规划方面的各类基础性信息  为

水污染控制和水质管理的方案
、

规划提供计

算机辅助的
“对策和政策

”

分析手段 逐

步实现从国家到地方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
八五

”

期间的目标是建立第一期 工 程

首先建立便于实现长远目标的 基

本结构和体系 重点开发河流水质管理部分
,

部分开发地下水
、

湖库
、

海湾的水质评估功

能 它将为进一步扩展和全面实施

的使用功能建立基础
,

使系统的结构功能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

的主要作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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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级的
,

它与地方

有联系又有分工
,

其作 用范围主要是 全国

主要水系的干流和重要支流 主要控制对象

是水域水质及其相关的点污染源 指直接输

人水体的支流和排污口 地方 的

主要作用范围则是
,

地方的工业
、

生活污染源

到输人所属范围内的河流支流和干流 或其

它水体

国家 和地方 两者的结

合部是输人水体的排污口 含支流 它是反

映排污与水质因果关系的最敏感部位 充分

利用诙结合部
,

交流
、

追踪
、

反馈水质信息
,

能

有效实现两者的分工合作
,

逐步形成结构合

理
、

功能齐全
、

点面结合
、

纵横通畅的统一的

全国水质管理信息网络

的使用功能

科 学 卷 呼 期

河流部分
,

要求有较完整的使用功能 既

可满足检索河流水系水质及其排污口水质的

信息需求
,

又能提供水质评价
、

模拟
、

预测的

信息
,

并留有估算排污应削减量
、

治理费用等

水质规划的余地 其它水体的水质管 理 功

能
,

近期内仅达到一定程度的水质评价要求

见图

的应用软件和资料服务功

能

应用软件
、

资料服务管理是本系统的信

息检索服务的增强部分 它包括涉及水质管

理范围内的技术信息和资料情报信息
,

形成

各类知识库
、

模型库
、

方法库
,

向科研
、

管理
、

教学等用户界面提供技术和资料服务
,

指导
、

宣传
、

推广有示范作用和通用性的技术成果
、

软件和系统化信息 见图
。

国家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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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功能结构图

三 河流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

信息流结构设计

河流系统从大的层次上来说
,

可分为流

域
、

水系和河流 就一条河流来说又可分为城

市区段和非城市区段两类 城市区段点污染

源比较集中
,

水质较差
,

是水污染控制的重点

对象
,

它的结构比较复杂
,

剖析它的信息流结

构具有典型意义 一个城市区段是指由城市

范围的上游对照断面与下游控制断面之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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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产值
、总人子 生活

反馈的污染控制信息

图 城市区段初始水质管理信息流

治理费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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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城市区段水质管理的信息加工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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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城市区段内的水质管理信息流图

成的河流段 其物质流结构可概化为城市发

展
、

工业建设一生活
、

工业污染源一治理设

施一区段排污口一河流中污染物 的 迁 移 转

化 上述物质流可进而转换为层次不同的四

种逻辑模型来表达其水质管理的信息流结构

图
、

图
、

图

图中
,

牙‘ 为 排污口排污量
、

为 ‘

排污 口排污量削减系数
。 , 。

为上游流量

和污染物浓度 联
,

粼 为 排污口流量 和污

染物浓度
, , , 为 河段污水和河水混合

断面处的流量和浓度 只 为水质监测 断面

洲 为水质特征段面 斜线区为污 水 与 河 水

的混合区

河段的水质管理信息流图参考城市区段

内的 ‘河段

上述河流区段
一

河段水质管理信息 流 结

构模型将各种水质管理信息之间的因果
、

转

换关系系统地联系了起来
,

具有良好的实用

性和通用性 它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按

河段功能进行水质评价 按上游或排污

口 污染物量的变化进行水质模拟  按总

产量或总人 口的变化
、

模拟预测水质 可

模拟计算混合区的距离和区内的 水 质

可对规划的城市污染控制方案
,

模拟评价其

水质和估算其治理费用 可由规定的水

质标准
,

反推计算排污口的污染物削减率等

同时
,

它又具有很好的使用弹性
,

可以随数据

的不足而进行各种简化

上述信息流结构模型
,

与曾使用过的城

市区段单河段结构模型 即将城市区段上游

来污量与各排污 口排污量
,

近似为一个集中

的完全混合的污染源 和区段
一

河段污径比结

构模型 即以人河排污水量与上游来水量之

比表征区段或河段的水质 相比
,

虽然该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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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结构与数据要求均很简单
,

但它们与

实际状况差别很大
,

丧失了许多可能利用的

信息
,

与地方的水
犷

管理信息会发生很大的

矛盾
,

故在水质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中没有

生命力
,

应予摒弃

四
、

河流系统水质评价的程序化

河流水质评价是 的一项重要

功能
,

它涉及到一系列因素
,

国内外已提出过

各种水质评价方法
,

它们各有一定的作用和

优缺点
,

但往往由于与水质管理的实际距离

较大或缺乏通用性
,

因此
,

在实际应用上有较

大的局限性 本研究中
,

基于以水质管理实

际服务为宗旨
,

遵照国务院环委会颁布的《关

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规定》的要求
,

从水域

按功能分区
、

对污染物实行浓度和总量控制
、

区分可降解有机物和不可降解重金属两类污

染物等原则
,

对河流及其区段和河段的水质

评价
,

制订了规格化的评价方法和模式

河流水质评价的内容

要回答  评价河段水质 各 单 项 指

标
、

有机类指标 包括需氧物质
、

重金属类指

标和全指标能否满足规定功能的水质 标 准

评价河段各种各类指标能满足何种等级

的水用途标准 对河段
、

区段
、

河流之

间的相对状况作出水质功能和级别的统计评

价 对区段或河段内各排污口水质作出

各类污染物的超标评价以及主要污染源和主

要污染物的污染负荷比评价

水文条件一般取枯水期的平均流量 评

价断面应以最不利的水质作为评价的控制断

面

水质功能评价方法

 河段水质功能超标指数
。功御

尸
, ‘功 , 。一 旦 或 荟 一 对

科 学 卷 喂 期

可给出有机类
、

重金属类和全指标的超标指

数
。

 河段水质级别数 铸

析 , ,

…
,
,

,

几
,

…
,

满足

, , 一孕 《 或 》 对
百

式中
,

为 护指标第 类
“
地表水质标准

”类

别数
,

为 指标的水质类别指数 凡 为

指标第 类“
地表水质标准

”的浓度值 类似

可给出有机类
、

重金属类和全指标的评价级

别数

 河流 或区段 的水质统计评价

在上述基础上可给出某河流 或区段 的

水质统计评价信息 满足功能的河段数 目
、

长度
、

特征流量的百分比 各级别水体的总长

度及其百分比 不满足最低级别的水体总长

度及其百分比 以及以长度或流量加权的平

均表征水质级别等

排污口水质评价方法

f’) 排污口 水质超标指数
,

只, 和 玲

(2) 排污口污染负荷比

~ 互
.

尸全

, 0 0外
,

p
:

~ 艺 Pi
,

巴 一 艺 乃,
·

Q

,

S
,

( j ~
l

,

…
,

m
)

式中
,

ci 为 j 指标的监测(或模拟 )浓度值;又

为 1指标的相应水体功能的浓度标准
.
类似

(i~ l
,

…
,

l
j ~ l

,

…
, , )

式中
,

只j
,

烈
, 为 ‘排污 口 j 指标的浓度和排

污量超标指数 ; C i
,

Ci

。

为 滚排污口 i 指标的

浓度及其排放标准 ; w “ ,

砰
, 。

为 萝排污口 1

指标的排污量及其排放标准 ; 君
,

巧 为 ‘排

污 口和 l个排污口 (区段或河流内)的等标污

染负荷 ; Q
‘

为 i 排污口排水量
.

五
、

河流系统水质模拟的程序化

1.水质模拟的指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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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水污染控制出发
,

主要控制对象

是耗氧有机物和无机物以及水中溶解氧
.
其

特征 水 质 指 标 取 Bo D :/N H
3一

N
/
N

q

一
N

/

N O
, 一

N
/
D O

,

此外
,

还考虑 C O D 和酚
.

2
.
水质模型的选择和设计

应采用有广泛适用性的成熟模型
.
一般

对中小型属一维稳态的河段采用一维河流稳

态水质模型
.
但为了适应《国家地表水质标

准》所规定的
“允许排污口 附近有一个不达到

功能水质的混合区
”

要求
,

以及适应大中型河

流中存在较长距离混合带(或污染带 )需要模

拟评价
,

应采用二维河流稳态水质模型
,

用以

计算混合区长度和混合区内的水质
.

一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
,

采用经作者推

导的修正型 0
’

C
o n n o r

B O D
一
D O 模型

,

模型

中包含 BO D 衰减
,

B O D 沉浮
、

大气复氧
、

N H

, 一
N 衰减

、

N
q

一
N 衰减等五个特征参数

,

可给出《地面水质标准》要求的有机类指标的

信息
,

而当特征参数数据不足时又可简化
.
二

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
,

采用基于平流
、

扩散二

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
,

经推导得到的平流
、

扩

散
、

衰减联合作用下的 BO D /N H
, 一

N
/
N O 歹-

N /N q
一
N /

D o 二维稳态水质模型
,

模 型 中

除包含一维模型中的五个特征参数外
,

还有

横向扩散系数
.

表 2 河流横向扩散系数 (几〕公式

科 学
·

,
·

一般采用枯水期平均流量 (相当于一年

中
一

8 。一85 多 的保证率
.
河道和排污状况按

稳定状态考虑
.
河流水质的监测和模拟值

,

相应流量为日平均流量
.
为了适应不同的水

文条件
,

提出了 6 类河流横向扩散系数和 7

种混合区距离估算公式(见表 2 和表 3 )
。

表 3 河流混合区距离 (I
:
) 估算公式

11111 已知 D ,,
B

, 。
/ (

1 呜
·

7 6
D

,
)))

22222 已知 人
、

I 的顺直河道道 0.3召, u

Z (
五犷万历

.
)))

33333 已知 人
、
I 的弯曲河道道 。

.
1一3刀

, “
/ ( 八 杯玉福了)))

呼呼呼 已知 h、 I 的略弯河道道 0 .066刀, t,
/ (

h
’· ’

尸
·

’

)))

55555 已知 为
、 , 的顺直河河 3

.
9月,

/ [ 人
, ‘, , 材万/(h

,
/
‘

) ]]]

道道道砂土 (
。 二 o

·

0 2 4

)))))

66666 已知 乃
、 。 的 弯曲河河 0 .123召, “

/ [
再t, 。 订丁lll

道道道 (
。
=

0
.
0 2 4

))) (
庵

, / ‘
) ]]]

77777 已知 入
、 。 的略弯河河 0 .206刀, , ,

/ [ 几
t, n 斌丁///

道道道 (
n 二 0.0艺4))) (人

’
/
6

) ]]]

类型 l 适用条件 公 式

顺直河道 ;巳知 h、
0

·

2 3 人犷丽了
(或 0

.72为’
· ’
IO

· ,

)

4

.

水质模拟计算模型的设计

河段的水质模拟
,

将随排污 口数量
、

位置

及其混合区状况而有许多差别
.
在广泛分析

的基础上
,

概化成三种河段水质模拟计算模

型 :

模型 I (两岸各 1 个排污口 的一维水质

模拟计算)

2 1 弯曲河道;已知 为, I

顺直;已知 人, n
(
。

o
·

0 2 4

) 砂土

0
.
6为犷丽了

‘或 1
.
88力, · ,

2
0 · ,

)

。
.
2 3人 巡兰宜互

力i/ o

口2
,

L
:

0
2

( N !
)

2
( N 幻2 (N 3)

2

(或 0
.0 17人’

/
6 ,

)

弯曲;已知 人, 刀
(
。 二

0
.02 月)

rl, 侧了 口U 丛卫翌竺塑

(或 c .。呜5人’
/
6“
)

5 略弯;已知 h ,
I

略弯
,

已知 h , 刀
(
。 二

l 。

3
h

工 · ’
1
0 ,

Q
一,

L
l ,

O
,

吸N l)
1,叱N Z)1

,

( N 3)
-

0
。

0 2 月
0
.
0 3 1人

,
/
‘r‘

3

.

水文条件与水文模型的选择

模型 11 (岸边排放 l 一 1 个源
、

混合距

离在河段内的二维
、

一维水质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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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劝气起丝盆理
丁爪协不

.
灭
3: K 式

, ’

K
机

,

丝丝一乙一一

C O D L eo 。
~

L
e o 一, r。) e 一 K e

耐
D O /BO D /N H 3一 N / N

O
, 一

N

6 礴乙{溉
一 ’ ‘

挤
。 -

X
。一 l

X
。、,

,

1 一、

一维区

介 万。

Q
‘ ,

L
、 ,

O
‘

(N
l )

; .
( N Z )

:

( N 句
:

o 一 。‘ 一

{

(o
! 一 。。

) +

十

K LL 。

K
:

十K
、

一天
:

1
.
1斗K 、 ,

、

K N
‘
一 K N

止
J

模型 川 (岸边排放 l 一 1 个源
,

混合距

离在河段外的二维水质模拟计算 )
十

K N:(N I)
。

K
N ,

一 K Z

1
.
14K Nz

(

‘
·

‘3 -

!

( N ”
。

瓦瓦
,

‘

五
,

氨;
,

饮汾
///一

}}}
XXXt

一 I 八泊泊

+

K NZ 一 K
之

K
N ‘

( N
I
)

。

K
N
;

一 K yZ
亡一 K 一I

(N

1
)
‘,

(N
幻‘

.

(’V 3)
.

+

_
丛些七一

一 。一(K
:

+K ,)’

K
,

+ K
,

一 K
:

十 星鱼立丛五
KN:一 K ,

可
、

十

二一u
�

(N:
一

(lv2

六
、

河流水质模型

符号定义如下
:

K 。,
K

Z ,
K

, ,
K 。 ,

K
二2 ,

K
。 ,

K
e o 。 为 BO D

衰减
、

复氧
、

B O D 沉浮
、

N H

3 一
N 衰减

、

N q

-

N 衰减
、

N O

3 一
N 衰减

、

酚衰减
、

C O D 衰减系

数 : L
,

O
,
O
。 ,

o
: ,

N I
,

N Z
,

N 3

,

L
。 ,

乙Co :) 为

BO D
、

D O

、

i右界 D O ,

饱和 D O
,

N H
, 一

N
,

N O
Z 一

N
,

N O

, 一
N

,

酚
、

C O D 浓度 ; D
, , 。 ,

人,

召 ,
z

, , ,
z
。 , :

,
: 。 ,

,
,

:
,

:

,

T 为横向扩散 系

数
,

流速
,

水深
,

河宽
,

底坡
,

粗糙系数
,

横向混

合距离
,

纵向坐标
,

临界 D O 距离
,

横向坐标
,

纵向流动时间
,

重力加速度
,

水温
.

1
一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

Bo D L :~ 乙oe 一 (‘
、 + K

, , ,

N H
3一

N ( 刃l)
。

~ ( N
I
)

。e 一 尺“, ‘

N O
, 一
N

(
N Z

)

,

一 (N Z )
。。 一 ‘ N :,

3

.

4 : 一卫;
K二、

。一 K 、 , ,

K
N

,

一 K
,
/

l

,

1 4 K
N

:

K

N
J

一 K
:

x
!
(、2 )

。

+ 匹丛卿工l
~
{
。一: 二,

L
-

一 K 拟t 一 K N
JJ

0 5 ~
46 8

3 1
.
6 一 T

2
.
二维稳态河流水质模型

BO D L (:
,

y
)

_ 一三叠一
-

*了;
二D , : “

N H
, 一

N
( N

I
)
(
: ,

, )

_

_

匹丝l远旦匕
、丫飞

二n
, 二 u

N O
, 一

N ( N
Z
)

、二
,
, )

~
一巡2工旦

:_

人丫飞
, 口y: “

_ 一
[
(: ; + : , )

;
+

瑞宁】

_一
[
K 、;盖

十

瑞今玲】

_一
[瑞告1 N Z)

:

+ K N送笙工五
KN, 一 K 沱2

(
亡一‘ N :‘ 一

。一尺、L‘
)

)

, -

N q

一
N (万3 )

、、
,
, ,

N O
3一

N ( N
3
)

‘

一 (N Z )
。

+ ( N
Z
)

。

(
1

一
。一 K 、: ,

)

( N 3
)

I

Q

, 一

t形笋于」

一
—
.
亡

’

一 V 一

h 了丽西不石
+ ~丛赵

户

塑五
K N, 一 K NZ

( 1 一
。一欠N :‘

)

.

工卫圣2二

( N 3 )
10

K 、 2
( N l )

。

K
付、 一 K 阴

( l 一
。一‘N :‘

)

D O
/
B O D

/ N H
, 一
N / N

O
, 一

N

O
(
x ,

y
) ~

P h
e n o

l 乙,
~ L , ( o ) 。一左尸

O
,

Q

:

*了4
, 口
;
: 二

_ l
。 , ‘

亡 L 守刀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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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to

式中
,

Q

: ,
L

, ,

( N I
)

: ,

(
N Z

)

: ,

(
N 3

)

, ,

O
,

为

排污口排水量和 BO D 、

N H

, 一
N

、

N 0
2 一

N

、

N O

, 一
N 浓度; (N I)

:。 ,

( N Z
)

1。 ,

( N 3
)

, 。

为排

污口 处河段断面上由排污引 起 的 N H 3一 N
、

N O 厂N
、

N O
3 一

N 平均浓度
.

3
.
河流横向扩散系数 6 类公 式 (见 表

2 )
。

4

.

河流混合区距离 7 类公式 (见表 3)
.

科 学
·

9
·

削减率
.

这种规划方法简便可行
,

休现了“
谁污染

谁治理
”

的环境责任制
,

可以作为地方进行生

系统追求区域费用最小化水质规划时的对照

方案
.

河流允许排污量和削减量规划的计算程

序按图 5 所示的河段编号
,

逐段进行
.

河段号

断面号 . 电 .
n 一1 移 + :

七
、

河流排污削减t 规tll 的程序化

1.排污削减量规划的基本方法

对于一条河流水质系统
J
采用自上游河

源开始顺流逐个河段连贯进行各排污口有机

污染物负荷的削减量规划
,

各河段的水质限

制目标均取该河段规定的控制水质标准
,

由

此可求解得到允许排污量及其应削减量的组

合解
,

它虽不一定是该河流区域水质规划的

最优解
,

但却是一种可行的非劣解
.
此解既

反映了各河段本身水质功能及其排污间的内

在关系
,

又反映了该河段应负担的最低责任

图 , 河段编号

2
.
排污削减量计算程序简介

(1 ) 基本内容
: ¹ 判别河段排污状况与

水文条件
,

确定所用的水质
、

水文模拟计算程

序;º 判别三氮 (N H
3一

N

、

N 0
2 一

N

、

N O
3 一

N )

、

B o D

、

D o 的超标与否 ; » BO D 超标的排污

削减计算; ¼ D O 限制下 BO D 排污削减计

算 ;½ D O
、

三氮超标时
,

N H

, 一
N 和 BO D 排

污的削减计算
.

(2) 排污削减量计算方法
: 采用给定的

不同排污口排污削减率与其水质解析解模拟

模型两者相结合进行直接搜索计算
,

直至满

口
口

给出指定的超标输出信感

给出规定的排污削减鼠

月算愉出结果

D O 翅标

愉出
·
各项指

标不超标信
_

NNN H 3 一卜卜

算算L o肖忿



足所规定的河段水质标准 (在允许偏差范围

内)
,

从而求解排污 口的排污应削减率
。

(
3

) 总流程图如图 6.

I、
、

结 论

1.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
,

借鉴国外的

经验和教训
,

N w Q M Is 的开发应采取
“

统筹

安排
、

突出重点
、

远近结合
、

逐步开发
”

的原

则
.
近期开发的重点是河流水质管理信息系

统部份
,

其核心的使用功能是水质评价
、

模拟

科 学 , 卷 4 期

预测以及部分的排污削减量规划
.
开发的目

的是实现水质管理的决策支持
,

并为科研
、

规

划人员提供各种水质信息查询和加工服务
.

2
.
设计和开发了河流水质管理信息流结

构
、

水质评价
、

水质模拟
、

排污削减量计算的

模式和程序
.
对关键的水质模拟和排污削减

量程序研制了计算机软件
,

已在 IB M
一
P C 微

机上通过
,

并给出了相应的算例
.

(收稿 日期
: 一9 8 8 年 2 月 23 日 )

城市下水污泥养殖的蛆蝴对产蛋鸡的影响
’

金家志 邵凤君 陆 华 王彦弘
(农牧渔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蛆酬养殖热中
,

有

相当一部分是用城市下水污泥
、

垃圾和各类

工厂排放的污水沉降底泥等废物做饵料进行

养殖的
.
用城市下水污泥养殖蛆酬不仅能使

污泥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
、

而且还可得到大

量蛆酬Lll
.
这种蛆酬如能加以有效的利用将

会给污泥的资源化提供一个新途径
.

蛆好l的营养价值很高
,

蛋 白质含量按干

重计达 50 务 以上
,

营养成份和热能可与鱼粉

和大豆相比阴
.
近年来已成为动物性蛋 白饲

料的一种新来源
.
目前

,

我国已有专门化的

工厂生产饲料用蛆蜕粉
.
许多研究证明

,

用

普通饵料养殖的酬蛆喂鸡
,

能够提高鸡的生

产性能
、

并且可以完全代替鱼粉使用
【31 . 然

而却很少有人研究用城市下水污泥养殖的蛆

州做饲料的效果
.

由于蛆酬对多种毒物有积累作 用
〔4 , ,

因

此用污泥养殖的蛆酬体内无疑会含有有害成

分
.
本试验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污泥养殖的蛆

弼}做饲料时对鸡的生产性能
、

健康状况及禽
、

蛋重金属残留量等方面的影响
,

以便评价这

种蛆蜕做为饲料的使用价值
.

试 材 和 方法

1.主要试材

蛋鸡: 同日龄商品代来亨母鸡
,

1 9 8 6 年

4 月开产
,

笼养
.

饲料
: 天津市饲料公司试验厂生产的产

蛋鸡配合料
.

蛆酬 : 大平二号
,

用天津市纪庄子污水

处理厂消化脱水污泥养殖
,

不加其它任何饵

料
.

2
.
试验方法

将产蛋数和蛋重相近的 24 只母鸡随机

分成两组
.
每组 12 只

,

笼养
、

喂配合料
,

饮自

来水
,

任其自由采食
.
经两周适应性饲养后

,

设一组为对照
、

另一组为处理组
.
在处理组

的饲料中加人 10 外 的鲜蛆酬
.
具体做法是

:

蛆妇由污泥中采集出来后用清水洗去体表的

污泥
,

放置 14 小时以上
,

使其排空消化道的

* 本文经癸永彬研究员审阅
,

在此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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