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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得到分离鉴定的絮凝菌
、

丝状菌的结构
、

生

理生化特点等都有待于进一步了解 因为只有

掌握了这些生物的生理学
、

结构学特点
,

才能简

单有效地来抑制或促进其生长繁殖
,

才能确保

良好的污泥沉降性和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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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

蒋 重 阳
(湖北省天门 市环保局 ,

天门市 431700)

摘要 本文研究了 “
南水北调

” 中线工程实 施之后
,

对被调水的汉江中下游及其它有关区域的生态环境所产生 的影

响
,

该工程实施之后
,

有可能使汉江中下游水位降低 ;加剧汉江中下游农业 用水差值和缺水状况 ;可能使汉江中下游水

质变劣
, 向北方调送污水 ;使汉江中下游涎积程度加重

, 治理投资加大
,

气候有所变异
.
据此

,

本文提出实施该调水工

程时
,

应同步修建沙市
一

沙洋的
“两沙运河

” ,

加强对汉江中下游段水环境的综合整治两项对策
, 以最大限度地诚少和俏

除该调水工程实施之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

关扭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

生态环境影响
, 汉江

.

收稿日期: 1, , 2 年 4 月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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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
”

中线工程
,

是指国家将于
“

八

五
”

期间动工兴建
, “

九五
”

期间开始将
“

南水
”

( 汉江
、

长江)从长江
、

黄河流域中部输人
“

北方
”

的一项大型水资源工程
.
其

“

南水北调
”

路线

是
,

自汉江月江段的丹江口水库陶盆闸引水
,

渠

首水位为 14 9m ,

设计流量为 1 20 om
,

/

s ,

渠线沿

南阳盆地北郊东行至河南方城
,

穿娅 口
,

折向北

经平顶山
、

禹县至郑州西牛山峪
,

建渡槽跨黄

河
,

其渠道再经河南安阳
、

河北邯郸
、

石家庄
、

保

定
、

房山至北京玉渊潭
,

其终点水位为49
.
2m ,

全

长 1 236km
,

工程投资总为 110 亿元
.
这项调

水工私分为
“

初期引汉
” 、 “

后期引汉
” 、 “

引江
”

三

期实施
. “

初期引汉
”

即在 200。年
,

从汉江的丹

江口水库
,

年引 40一 100 亿 m
,

的汉江水到达豫

西和华北 ;
“

后期引汉
”

是引 230 亿 m
3
的汉江水

到北方 ;
“

引江
”

是指待
“

三峡工程
”

建成之后
,

从

长江引水到汉江 口水库以补充其水源量
,

进而

扩大南水北调的输水量
.

“

南水北调
”

中线工程
,

主要解决淮河上游

平原
、

海河西部平原和北京市的用水以及向黄

河下游补水的问题
.
可以起到为黄河

、

淮河和

海河下游河道冲淤的作用
,

并为北煤南运增加

一条新的通道
.
这项工程建成之后

,

将在一定

程度土改变河南
、

河北
、

天津
、

北京的缺水状况

以及这一带干旱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

同时在削

减汉江
、

长江每年 5一 10 月防汛期间的
“

洪峰
”

等方面有其重要作用
.
从总体上来讲

“

南水北

调
”

中线工程是利大于弊
.
但该工程建成之后

,

将对被调水的区域即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产

生哪些不利的影响
,

应取何种对策? 是一个值

得认真研究和加 以解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
笔

者认为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能产生如下不利

影顺:

l
一

“

南水北调
”

将使汉江中下游水位降低

枯水季节
,

汉江中下游江段平均流量约为

241m ,

/

s ,

为上游汉江丹江口水库平均 下 泄量

斗88 m
,

/

s的 49 外
.
若在此枯水期 (每年 10 月至

次年 3 月) 从丹江口水库即从汉江上游段调走

100 亿 澎 水时
,

丹江 口水库下泄量将因此减为

24 斗m
3
/
s ,

而汉 江 中 下 游 流 量 将 因此 减 为

科 学 13 卷 6 !盯

12 0 m
3
/
: ,

其中下游江水水位将平均降低 1二 以

上
,

由此对其中下游水环境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

2
.
“

南水北调
”

将加剧汉江中下游缺水状

从理论上讲
,

汉江区域的降水时空分配不

均
,

即每年雨季 (5一 10 月)
,

汉江是有水可调

的;而旱季 (10 一 3 月)
,

汉江本身处于枯 水 季

节
,

可调水很少
.
多年资料表明

,

汉江平均流量

为 一2 3 o m3 /
s ,

但最小流量小 于 200 多 m
, .

目

前
,

汉江中下游农田年缺水 3
.
7 亿 m

, ,

ha
测调水

100 亿 m
,

之后
,

汉江中下游平水年
、

干旱年
、

特

大千旱年将分别缺 水 5. 2 亿
、

8. 8 亿
、

14

.

93 亿

m 3
,

将会出现某些缺水性的生态环境特征
。

3

.
“

南水北调
”

将加剧汉江中下游农业用水

的不足

汉江中下游供水区的农田灌溉规划面积为

10, 8 万亩
,

其中
,

在册的现有灌溉面积已达 73 5

万亩
,

根据在册灌概面积和灌溉定额供水计算
,

多年平均缺水 6
.
8亿 耐

,

若向北方调走 100 亿

m 3水时
,

汉江中下游年径流量将减少20 多
,

水位

下降 lm 以上时
,

势必导致汉江天门罗汉寺进

水闸等沿江两岸的水源自流灌溉工程渠首移位

渠道重修
,

甚至打乱现有的整个灌溉系统
,

使沿

江两岸现有水利设施部分或全部失去作用
,

沿

江水库等人工环境将因缺水或枯竭而减少或失

去其应有的生态环境功能
.

4
.
“

南水北调
”

将使汉江中下游 段 水 质 变

劣

汉江中下游段 (丹江口 水库至武汉) 全长

64 9K m
,

流经江汉平原区人武汉汇人长江
.
据

调查
,

目前汉江中下游接纳废水总量已达8
.
7亿

吨
,

其中
,

工业废水为 4
.
7 亿吨

,

预计调水时的

20。。年(九五期末)汉江中下游接纳废 水 总 量

将达 16 亿吨
.
而目前汉江中下游 C O D 超标

率已达 5外;氨氮检出率 86 外
,

超标 16 多; 氟化

物检出率 89 多
,

超标 87 并;六价铬检出率53 务
,

超标 2务
.
监测结果表明

,

丹江口上游汉江段已

为地面水环境三级标准
,

汉江中游襄樊市余家

湖段已为地面水四级标准
,

汉江中下游从天门

段至武汉段已于 1992 年 2一3 月出现长 达 30 0

多公里
、

持续 l个多月的水污染带
、

目前情况



卷 ‘ 期

是
.
长江每万平方公里每年纳污6000万吨

,

而汉

江每万平方公里每年要纳污 1
.
45 亿吨

,

它是长

江的 10 倍
,

且汉江自净能力远不如长江
.
若调

水 100 亿乃至 230 亿以上时
,

若不采取其它补

水措施汉江中下游枯水期水流量将降至 120m
,

/

:
,

而此期该江段总废水流量为 26 m
3
八

,

按 1 吨

废水需用 15 吨清水稀释才能达到 自净的推算
,

此时汉江污水对清水比例为 1
:6 . 预测此时汉

江中下游水质只达到四至五级标准以下
,

这表

明
,

汉江中下游枯水期水环境承载力或环境容

量已小于其自净能力最低保证限 度 1: 15 的 三

分之一;即水污染已超过自净能力的 3 倍
,

其水

质将由目前地面水环境二至三级标准变为四至

五级以下
,

成为一条
“

排污沟
”
.

5

.
“

南水北调
”

将有可能向北调送污水

目前仅湖北省区域内排人汉江丹江口 水库

(被调水水源区域 )的污水已年达八千多吨
,

预计

2000 年为 1
.
49 亿吨

,

其污染水体为 21 亿 m
3,
占

现有水库库容 174 亿耐的 12
.
8多
. “

南水北调
”

汉江丹江 口水库大坝加高
,

使其水库库容扩大

到 330 亿 m
, ,

其库中心区将有 22
.
5 亿 m

,

水 体

被污染
,

占其库容 6
.
82 肠

,

预测此时丹江口 水库

中心区域水质将超过地面水环境三级标准
,

达

到四级标准
,

在枯水期
,

有可能向北调去污水
.

6
.
“

南水北调
”

将使汉江中下游段的淤积程

度加重

据分析
,

从汉江丹江口 水库调水 40 亿立方

米时
,

丹江口 至汉 口 河段滩群个数将增加33 个
,

其汉江中下游段的水深
、

航运宽度及其 曲率半

径等都相应减少
,

其航运保证率比现有的相应

减少或降低 22 务 以上
,

汉江中下游水产资源也

相应受其不利的影响
.

7
.
“

南水北调
”

将使污水治理投资增大
“

南水北调
”

之后
,

丹江口水库 泄 水 减 少

, ! 多
,

即由原来每秒 488 m
3
减为 2们m

, ,

这使干

旱年枯水期汉江中下游有的段面每秒只 有 124

m 3以下
,

其
“

江水
”

对
“

污水
”

自净能力降低
,

水质

恶化
,

达不到国家标准
,

从而严重影响城市
、

工

农业及生活用水
,

危及群众身体健康
.
据测算

,

为解决其水质问题
,

必须在汉江中下游沿江县
、

科 学
,
‘3

,

市建大规模的污水净化处理工程
,

投资共需 9

亿元之多
.

8 “

南水北调
” ,

将使汉江中下游的气侯有

所变异
“

南水北调
”

工程使得丹江口水 库 大 坝 加

高
,

水域面积增大两倍
,

库容扩大到330 亿耐
,

成

为一个巨大蓄水性工程
,

它的出现
,

将影响被调

水区域 内的气温
、

湿度
、

降雨量
,

使得空气湿度

增大
,

气温变化较均衡
,

降雨量减少形成
“

陆
一

海

水系
” ,

即大陆性气候改变为具有海洋性特征的

气候
.
由此预测丹江口 水库库容增加之后

,

库

区气温
、

湿度将增高
,

加之集热将会使大量水以

水蒸汽形式保持于大气中
,

蒸发量将加大
,

年降

雨量可能减少 200 m m 左右
,

( 约占该区年平均

降水量 1100 m m 的 18 多)
,

从而进一步影响 汉

江中下游水的平衡
.

为此
,

建议采取相应的对策
,

以最大限度地

减小和消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不利影响

1
.
“

引汉(汉江 )
”

工程与
“

引江(长江 )
”

的
“

两沙 ,’( 沙市至沙洋)运河工程应同步兴建
“

初级引汉
”

工程将于
“

九五
”

期间竣工
,

预

计本世纪末每年将从汉 江 引 40 一100 亿 m
3
水

人北方
.
汉江中下游水位下降 lm 以上

.
在此

期间
,

应同步在沙市 (长江边)修建一条人工运

河至沙洋(汉江中游起点段 )引长江水补充被调

后下降了 lm 的汉江水
.
这样

,

就可以
“

引江
”

( 长江 )及时
“

补汉
”

( 汉江中下游)
,

以
“

调一补

一
” , “

缺一补一
” , “

调剂富缺
” ,

使汉江中下游水

环境的功能恢复未被调水之前的状况
,

甚至能

有
“

引江
”

条件加以改善其原有
“

缺水
”

和
“

枯水
”

等情况
.

2
.
开展调水工程环境影响的科学研究

加强对汉江各段水污染的监测管理
.
国家

财政应拨专项环境治理资金
,

并列人
“

引江
”

工

程总投资内
,

以补助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沿江各

地兴建水质污染防治工程及修建相应的水源工

程 ; 加强对汉江中下游段泥沙淤积的清洗等综

合整治 ;同时
,

加强对汉江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

使用
,

做到一水多用
,

定额使用
,

循环利用
,

最大

限度地减少水污染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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