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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似乎取 是恰当的 随着污染参数数

目 即监测项目 的增加
,

方差的最大允许值

是可以降低的

从第 号
、

第 号和第 号断面中可以

看出使用统计模式的优益之处 这三个断面

的污染平均值分别为
,

和 左右
,

似

科 学
、
总

,

乎水质是良好的 但是它们 的 方 差 分 别 为
,

和 都是超标的情况 这就

说明河水中必有某些污染参数超标或严重超

标 特别是第 号和第 号断面的 方 差 是

和
,

它们必有严重超标的项 目 而

实际上它们的大肠杆菌正是 , 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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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十年代以来
,

我国广泛开展了地表

水水质的污染调查监测工作
,

每年获取约十

万个左右的数据和大量有关资料
,

为综合分

析评价我国地表水质污染状况
,

探讨我国地

表水污染特征
,

进行区划防治研究提供了较

好的基础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我国地表水区域污染

化学特征和影响因素
,

结合我国环境因素和

人为影响的不同
,

进行地表水污染防治区划

一
、

我国地表水质污染

的环境水文因素

弄清影响地表水质污染 的 环 境 水 文 因

素
,

有助于认识我国地表水质污染的区域差

异
,

以利于进行污染综合防治 我国地表水

环境水文特征主要表现为

河流水 地区分布不均

受季风和地形影响
,

我国河流水量相差

悬殊 用流域面积所提供的水量可反映该流

域地表水量的丰度
,

即

水量丰度 相当于迁流深

流域的总迁流量 万方
一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按该式计算结果
,

可将我国东部 外流

区 划分为四个水量丰度不同的污染负荷区

 缺水低负荷区 东北南部和华北地区的

水量丰度
,

一般在 万方 平方公里以下
,

有

的不到 万方 平方公里
,

是我国东部地表水

量最不丰富的地区 少水低负荷区 东北

北部和东部地区
,

水量丰 度 在 一 万 方

公里左右
,

是我国东部地表水量偏低的地区

多水高负荷区 长江流域水量丰度多在

一 万方 平方公里
,

是我国地表水量较

丰富的地区 劝 丰水高负荷区 珠江流域

的华南地区和浙江
、

福建东南沿海地区
,

地表

水量丰度在 一 万方 平方公里以上
,

是

我国大陆地表水量最丰富的地区

以上四个地区
,

仅由水量的稀释作用看
,

其负荷能力应有以下倍数差异

区 区 区 心 区 一

一 一

从我国地表水污染调查监测结果可以看

出 造成区域性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地表

水量的丰度密切相关

河流水盘季节分配不均

受季风降水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

我国

河流水量季节变化较大
,

如华北地区的河流

一 月份约占全年总逸流 量的 一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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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份则不足 多 华南和长江流域河流

流量的季节分配虽不像华北地区相差那样悬

殊
,

但是变化也很明显
,

如湘江丰水季和枯水

季的流量可相差 倍 河流水量的季节变

化
,

对污染物的浓度有明显的影响

冰封和水温的影响

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
,

河流冬季封冰期

较长
,

东北北部可长达 个月
,

华北约 一

个月
,

冰封期河水与空气隔阻
,

易造成水中溶

解氧降低 另外
,

水温也是影响水质的因素

之一
,

水温高有利于有机质的分解
,

酚类化合

物在水温 。一 ℃ 范围分解速 度 随 温 度 升

高而增加 我国水温变化幅度较大
,

长江以南

大部地区年平均水温在 一 ℃
,

有利于酚

类的分解 东北和华北河流年平均水温大多

在 ℃ 以下
,

对酚类的分解不利

的影响

我国河水的 值受地带 和地 区 性 影

响
,

变化幅度较大 一 力 华北河水的

值较高
,

一般在 以上
,

进人河水中的重

金属易吸附
、

沉淀
,

在华南 可低于
,

在

偏酸性水中
,

重金属活动性较强

我国地表水水环境条件的这些变化和人

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产生了地表水质污

染的某些区域特征

二
、

我国地表水污染化学

指标的区域分异

按加权原则
,

计算了我国 个左右地

表水监测点的一些重要污染 指标 的年 平 均

值
,

可以看出它们在地理分布上有某些特点

溶解氧

我国河流
、

湖库的溶解氧大多大于 毫

克 升
,

长江以南的河水溶解氧一般 都 大 于

一 毫克 升
,

多在饱和状态
,

但在大运河的

一些河段
,

黄浦江和珠江广州段的局部可见

到小于 毫克 升的状况 长江以北地区的

河水存在较多溶解氧小于 毫克 升的点 淮

河蚌埠段
,

特别是山西
、

河北
、

山东西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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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表水低溶解氧区
,

低于 毫克 升的点

较多 见图 这和该地区地表水量不足
,

酚
、

氰城市污水等耗氧物排放量大有关 东

北的东北部
,

河水也出现一些小于 毫克 升

的点
,

和该地区地表水富含有机质
、

冰封期

长
,

有机质排放量大等因素有关

值

我国地表水的 值的变化 主要 受 气

候
、

生物和矿物岩石类型的影响 例如
,

东北

北部 在 一 左右
,

东北南部和华北地

区在 左右
,

而海河一永定河在 左右
,

有

的河段达
,

是我国地表水高 的地区

淮河以南河水的 值总的趋 势 是 逐 渐 降

低
,

长江和淮河在 一 左右 华南
、

珠江

中下游地区在 一 左右 西南石灰岩地

区
,

偏高
,

在 一 左右 调查监测资

料表明我国地表水的
,

人为的影响仅 限

于个别河段

化学耗故

我国地表水的化学耗氧量值
,

总趋势是

由北向南逐渐降低 东北北部一般 在 斗 毫

克 升左右
,

长江水系在 一 毫克 升或 更

低
,

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河 水 在 一

毫克 升 在东北南部
、

河北
、

山西
、

山东西部

形成一个较高化学耗氧量区
,

其中的一些河

段
、

湖库的部分区域化学耗氧量在 一 毫

克 升左右
,

受酚
、

氰污染较重和城市污水影

响较大的河段化学耗氧量可高达 一 毫

克 升

酚
、

氮

酚和氰类化合物是我国地表水较普遍存

在的污染物 但长江以南河水酚
、

氰的检出

率较低
,

超过我国地表水标准的点很少 在

山西
、

河北
、

山东中西部和东北南部形成一个

酚
、

氰污染普遍
,

浓度较高的区域
,

年平均值

超过我国地表水标准的点  分布 在 这 一

区域
,

部分河段酚
、

氰的浓度可达数十至数百

毫克 升 造成这一地区酚
、

氰污染的原因和

该地区河流水量低
,

自净能力差
,

酚
、

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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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等综合因素有关

砷

在我国地表水监测点中有 外 砷 的 年

均值在 毫克 升以下 其分布特点是含

量较高的点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几条 河 系 中
,

尤其黄河干流
,

砷的浓度可达 毫克 升以

上 据研究认为黄河水中的砷主要来源于土

壤
,

且以无害状态存在 在长江以南地表水

中砷的浓度大多在 毫克 升以下
,

但在

数处河段砷的浓度在 一 毫克 升
,

是

砷矿开采
、

有机金属冶炼 等人为污染造成的

汞

科 学
·

总 了
·

我国地表水汞的含量分布特点是分散存

在一些含汞浓度较高的河段
、

湖泊 它们主

要分布在东北
、

华北
、

西南地区
,

如第二松花

江
、

蓟运河
、

滇池的部分区段
,

汞的含量分布

与氯碱工业
、

汞矿开采
、

有色金属冶炼的污染

有关

铬

在我国地表水中铬的检出率较低
,

多

左右的点年均值在 氏 毫克 升范围 但在

某些大城市附近的河水
,

如无锡
、

苏州的大运

河水
,

沈阳
、

济南
、

唐山的河水铬的年平均值

可超过 毫克 升

巨鑫习酚抓污染区域 眨乏刁

匹习砷污染区域

选翔 汞污染区域

化学耗氧最偏高

吕 和溶解

氧 ‘ 出现

的区域

乓 厂一一一

下 二

户
、

厂

一
、

图 我国地表水某些污染指标的区域分异

三
、

我国地表水污染防治区划

我国地表水污染物的含量分布和污染程

度的变化
,

与 自然环境条件有明显关系 我

国地域辽阔
,

气候和 自然条件变化很大
,

从东

南至西北降水量相差 一 毫米
,

年平

均气温相差 多度 ℃ 自然资源的分布和

经济发展也不平衡 因此
,

在地表水源的保

护利用
、

控制管理和污染防治方面
,

应当分区

制宜
,

划分为不同的水源保护区

根据我国自然区划原则
,

自然环境条件
,

特别是河流水环境状况
,

污染物的含量分布
,

资源和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因素
,

以流域

界线为主
,

可划分我国东部为四个水源污染

综合防治区 图

东北北部一东部区

主要包括黑龙江
、

吉林省大部地区和辽

宁东部 见图
,

该 区 是 我国东部地区雨

量和地面迂流偏低的地 区
,

水 量 丰 度 多 在

一 万 方 平方公里
,

冬 季 结冰期 长 达

一 个月
,

有机质分解速度慢
,

河流 自净作

用和负荷能力较低
。

该区在污染防治上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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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 东部 地表水污染防治区划

严格控制有机耗氧物
,

酚
、

氰类化合物的排

放
,

注意改善冰封季节水中溶解氧状况
,

满足

渔业水质要求
,

对于 目前部分河段的汞污染

防治
,

也是该区水源保护的重要课题

华北一东北南部区

主要包括辽宁西部和南部
、

山西
、

河北和

山东西部 该区是我国东部地表迁流最缺乏

的地区
,

相 当多的河流在枯水季节枯竭断流
,

地表水量丰度一般在 万 方 平方 公 里 以

下
,

年平均气温 一 ℃ 左右 该区突出的

矛盾是地表水量不足
,

河流稀释自净能力较

弱
,

酚
、

氰污染较重
,

在污染防治方面
,

主要应

充分合理利用水源
,

节约用水
,

增开新的水

源
,

严格控制酚
、

氰的排放

华中一长江沿岸区

主要包括长江沿岸诸省和云南
、

贵州省

大部
,

位于亚热带地区
,

降水量和地表迁流较

丰富
,

年平均气温在 一 ℃
,

水量丰度在

一 万方 平方公里
,

水温较高
,

河流稀释

自净和负荷能力较强
,

但该区大城市较多
,

排

放废水量大
,

又是我国有色和稀有金属开采
,

冶炼的重要基地
,

在污染防治方面应着重进

行城市密集地区的污水治理
,

严格控制排放

重金属
,

抓紧重金属污染河段的治理

华南一东南沿海区

主要包括珠江流域大部
,

江西
、

浙江部分

地区和福建 该区是我国大陆地表迁流最丰

富的地区
,

地表水量丰度多大于 万方 平

方公里
,

年平均气温多在 ℃ 以上 该区雨

量多
、

流量大
、

水温高
,

河流水质自净能力强
,

负荷量较大
,

目前主要控制工业密集地区的

水质和个别污染江段的治理
,

因本区地表水

呈弱酸性
,

利于重金属的迁移
,

也应严格控制

重金属的排放 对酚
、

氰的排放可以放宽标

准

此外
,

我国西北部内流区的面积十分辽

阔
,

自然环境条件比较特殊
,

研究和探讨这一

地区地表水的污染化学地理特征
,

对污染防

治是很有意义的
,

但因目前缺乏有关资料
,

故

未在本文中加以探讨

总之
,

我国地表水源的保护
,

应依据不同

的环境条件
,

划分水源保护区
,

同一区域应当

制定统一的水质标准和控制参数
,

在达到水

质标准的条件下
,

确定排放标准 各个区域

应当因自然环境因素
,

经济和人为影响的不

同
,

进行综合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