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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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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太湖地区小城镇多
,

人口密度大
,

近

年工业发展速度快
、

产值高 乡镇企业作为

城 乡经济联系的纽带
,

在苏南与上海经济区

的发展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本文所研究

的松陵镇是吴江县七大名镇之一 下面以该

镇水体污染现状及宏观预测为基础
,

着重阐

述水体污染的控制对策

一
、

水体污染的现状

松陵镇位于吴江县境北缘
,

距苏州市仅
,

城镇外围为湖洪乡 镇 区 面 积

公顷
,

人口 密度为 万人 时
,

最密集的街

区为 万人压

松陵镇的主要工业为纺织
、

印染
、

机械电

器
、

轻工
、

化工及食品加工等 由于湖沂乡有

部分土地位于松陵镇之中
,

工业用地的布局

与规划
、

水资源的开发
、

利用与保护等方面相

互之问都有一定的牵制 因此从区域整体出

发
,

松陵镇的水污染来源也应包括位于其周

围地区的湖洪乡 该乡  ! 年年底主要污

染行业为丝织印染业 松陵镇与湖沂乡总共

有 个较大的污染源
,

除医院外均为工业污

染 个污染源对松陵镇 长的过境

水体的污染
,

从 个水质采样点分析测试结

果大体可以看出
,

主要工业污染源分布的运

河与大港河段属较重污染
,

镇中河流由于集

中了全镇 务 的生活污水排放量
,

有机污染

比较突出
,

枯水 期
,

超 标 近 一

倍 全镇受工业污染的河道一是运河
,

二是

大港河 某化工厂排放污水中含有较大量的

苯酚
、

硝基苯
、

硝基苯酚
、

澳苯酚等有害物质

该厂污水对外围水体的影响随运河的流向而

不同 当运河处于顺流
,

即自苏州方向来水
,

向平望方向出水时
,

污水带向南扩散 当运河

处于逆流时
,

进水方向是 自南向北
,

污水被推

向同里镇方向 如果 出现 级以上东风或东

南风
,

不论那一种流向都有可能把部分化工

污水推向镇区
,

从而影响市河水质
衣

控制

化工厂的污水排放是改善运河水质的关键

二
、

水体稀释潜力

水体净化潜力随过境水进出水量以及主

要河道 苏加运河
、

西塘河
、

市河 流向变化而

不同 图 由于丰水年区域水体的水质状

态较好
,

所以估算潜力的重点放在枯水年 在

对主要污染源排放量与  浓度实测的基

础上
,

根据出境流量的月变化
,

作了该镇运河

段不同频率条件下各月出水流 量中工业巧水

百分含量与  浓度的比较 表 可以

看出
,

如遇 年一遇与 年一遇丰水
,

该段水

体 均未超标
,

汛期水情好 如遇 年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胡振元
、

黄景苏
、

谢 以琴
、

吴柳

松和李禅林 同志

市河指通过松陵镇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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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运河段不同频率条件下各月出水流 中工业污水百分含班与 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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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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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松陵填地区水体生 态评价图

一遇枯水(80 务 频率 )
,

除未知逆流量外
,

全

年各月水质均较差
.

表 2 是按照运河
、

西塘河与市河三条河

道的流向组合
,

对该镇水体所划出的七种流

向类型
,

出现机率最多的是顺滞顺型(40 外)
.

此时运河由北向南形成顺流
,

但南部太湖水

源不进人镇区
,

减少了市河的稀释水量
.
其

次是顺顺顺型
,

占 30 多
,

运河
、

西塘河
、

市河

全部为顺流
,

但主要的稀释流量来自牛腰径
,

水量不大
.
从对松陵镇水质的 影 响 看

,

占

30多 机率的顺顺顺型即全境处于 顺 流 状 态

与 占 3% 机率的逆逆逆型对于改善水质是较

为有利的流向条件
,

因为此时人境水量充沛
,

水质较好
.
占 10 外机率的顺逆顺型

,

因有航

船路方向的太湖来水补充市河的流量
,

在工

厂污水得到控制后
,

该流向也可转为有利水

质的改善
.
这样

,

如果出现类似 198 3 年或

19 84 年的正常水情年景的话
,

有利于工业污

水稀释扩散的流向机率约 占 43 并
.
其 余 几

个类型
,

由于以逆流与滞流为主
,

太湖水源提

供的稀释流量往往绕过镇区向南或向北流出

境外
.
据对本地区降雨资料的分析

,

如以常

年平均雨量 11 13
.
6m m 计算

,

30 年中
,

大于此

数的丰水年有 13 年
,

占总年数的 43
.
3并; 小

于 900 m m 的枯水年有 6 年
,

占 20 多 ; 处于

9 00一 ll l3
.
6m m 之间的常水年 有 11 年

,

占

36
.
7多
.
看来平均每 2一 3 年出现一 次 程 度

不同的洪涝
,

平均每 , 年 出现一次程度不同

的干旱
.
此外

,

不管哪一种水情
,

汛期如果出

现久旱不雨
,

对该城镇与区域水体都是一个

很大的威胁
.

三
、

控 制 对 策

所研究的城镇是阳澄
、

淀柳地区水环境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水体污染控制必须走综

合治理的道路
.
结合松陵镇水域特点以及工

业污染程度
,

我们建议:

1
.
合理布局城镇与乡镇工业

七十年代末该镇主要工业多集中于运河

沿岸
,

近年已向运河的支流大港河一带发展
,

污染源有逐渐向镇区扩
一

大的趋势
.
城市规钳

中常用的按水流方向布置城市(镇 )工业的原

则
,

在松陵镇地区是不适用的
.
因为多数河

流没有稳定的流向
.
我们认为

,

中小型无污

染的企业宜布置在运河等骨干河道两岸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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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污染企业的布局应避开城市(镇 )供水水

源地
,

选址应考虑有利于削减污染
,

避免在滞

流河段布置污染行业
.
新建行业要把好

“

三

同时
”
关

,

已建的要抓紧治理
.
断头河可用作

稳定的天然塘
.
小型企业不要过于分散

,

应

相对集中于小沟小塘沿岸
,

一方面便于管理
,

另一方面又可在资金与技术不足的条件下组

织污染联合防治
.
此外

,

本地区城镇与大中

城市距离一般较近
.
为了维护大中城市下游

与其距离较近的小城镇的水环境质量
,

大中

城市扩大工业用地或把污染型行业搬迁到小

城镇的上游方向
,

都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
否

则
,

污水推来推去
,

对包括农田在内的整个地

区都是一个大威胁
.

2
.
利用生态工程净化工业污水

位于天然沟塘旁的工业污染源
,

可以利

用厂外的沟河修筑稳定塘或氧化塘
,

或者在

水面上种植凤眼莲
.
我们根据某化工厂外断

头河的容量
、

排放条件
,

设计了三级模拟试验

装置
,

进行了利用藻菌混生系统净化化工废

水的模拟试验
【4] . 该试验以排污口下游运河

水作为接种物
,

以人造污水作为基质
,

在设计

的温度范围内(5一20 ℃ )
,

C O D 在 出流中均

可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200 m g/l )
.
芳香族氨

基化合物毒性较强
,

在中温条件下
,

脱除率达

96一”务
,

符合排放标准 ;低温 (一5一7
.
5℃)

处理效果也较好
,

可达到 71 一% 多
.
如经过

脱色
,

两种温度所造成的差异将消失
.
芳香

族硝基化合物
,

无论是低温或中温条件
,

出流

中的硝基化合物水平均不高
,

符合排放标准
,

脱色后处理效果更好
.
挥发性酚在 出流中为

0
.
0 19一0

.
19 m g/l (中温 )

,

符合排 放 标 准
.

生物毒性
、

大肠菌群等项目经过处理后均能

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
问题是低温时供氧条

件较差
,

需采用空气压缩机人工曝气
,

以使

D O 维持在 6一10
.
3 m g /1 的水平

.
冬季低

温在太湖地区一般不低于 一 5℃
,

且 持 续 时

间不长
,

一般仅为 2一3天
.

3
.
采用工程措施改善镇区河流水质

科 学
. 11 .

市河位于镇区中部
,

在上述七种流向类

型中
,

顺流占 卯多
,

逆流 占 14 外
,

滞 流 占

29多
.
市河水质污染严重

,

水体 自净能力有

限
,

在 1
.
3km 河段上 自净率的范围仅在 20 一

50 多 左右
.
最大流速不超过 0

.
lm /s

,

平均流

量在 0
.
4m ,

/

5
.

因此排除污染仅仅靠 自然净

化显然是不够的
.
设想通过疏浚河道

,

拓宽

出口 断面
,

可增加部分流量 (2
.
15 一4

.
47m 3/

s)
,

这样对市河水质的改善将起一定的调剂

作用
.
第二步

,

在
“

七
、

五
”

之后可根据条件增

设抽水泵站一座
,

在 出现滞流或顺流流量较

小时
,

可适当开机
.
被抽之水来 自太湖

,

水质

较好
.

4
.
加强水量

、

水质管理的横向协调
,

发挥

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松陵镇水体属于平原河网类型
,

与太湖
、

运河相通
,

水体交换条件较好
.
由于种种原

因
,

水量的开发利用与地区分配很少考虑区

域水环境水质保护的需要
.
遇枯水年或平水

年的少水季节
,

在当前污水处理能力较低的

条件下
,

整个过境水的水质将会更差 (表 2)
.

我们认为在采用前述几项对策的同时
,

还应

通过水量
、

水质管理部门的横向协调
,

有必

要进一步挖掘水资源对污染物稀释净化的潜

力
.
这是因为城镇社会经济发展使其水体成

为多目标与多功能综合开发的对象
.
按这个

特点大体可把该镇水体分成 三 类 多 功 能 水

体: ¹ 水源
、

通航
、

排灌类型 ; º 排污
、

冲污
、

航运
、

养殖水体 ;» 作为景观与小船通航的河

道
.
这三类水体中都有一定的功能体现水质

保护的要求
,

但在现行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

制下
,

各类水质保护功能没有相应的条件付

诸实现
.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可能向松陵镇

调配的清洁水源
,

一是东太湖的牛腰径
,

二是

航船路进南天门后通过闸坝控制的水量
.
这

股水源水量充沛
,

水质较好
,

进镇后流向不

稳
,

所以是调节流向的问题
.
而牛腰径则是

调人部分水量增加木浪桥以至进市河的流量

问题
.
该河已设套闸

,

如何解决太湖防洪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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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与处于闸外的松陵镇对清洁水量的需

求
,

这是一个值得水量管理与水质保护部门

进一步协调的问题
.
这种协调应该建立在合

理分担与集体受益
、

统筹兼顾
、

趋利避害的原

则上
.
水质保护部门也不能因此而过分依靠

太湖来水解决冲污问题
,

关键的问题还是要

狠抓污染源的综合防治
.

参 考 文 献

宋家泰等
,

城市总体规划
,

第 171 一 176 页 , 商务印
书馆

,
1 9 8 5 年

.

王华东 , 环境科学与技术
,

( 4)

,
1

(
1 9 8 4

)

.

胡序威
,

经济地理
,

(
I

)

,
2 8

(
1 9 8 4

)

.

顾宗攘等
, 衣村生态环境

,

(
z

)

,

(
l , 8 4

)
.

天山乌鲁木齐河中上游的水化学特征

盛文 坤 朱守森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 川冻土研究所)

本文旨在提供天山乌鲁木齐河中上游水

化学基本资料和对其时空变化的某些规律进

行探讨
.

C aZ+、 M g
Z +

钙镁型(表

为主
,

其水化学类型当属重碳酸

l)
.

一
、

自然地理概述

乌鲁木齐河发源于北天山天格尔山脊北

坡
,

流向北东
,

全
一

氏 150 余公里
.
该地区在漫

长的地质历史中
,

由于内外营力的作用
,

隆起

居U烈
,

山势陡峻
,

深切沟谷发育
.
古生代花岗

岩和变质岩为其主要岩系
Lll . 由于海拔较高

,

河源区气侯冷湿 (年平均气温约 一5
.
3℃

,

年

平均降水量约 斗3 2
.
lm m )

,

在海拔 350Om 以

上发育有 12 条现代冰川
,

朝向以北向为主
,

末端高度多在 3600一370 0m 之间
,

总面积约

12
.
弓斗k m Z〔2 ,

.

主要取样点设在海拔 369 3m 一

号冰川融水穿过终债垅处的水文点上
.

二
、

冰川融水的水化学特征

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 融水 矿 化 度 极

低
,

平均只有 10
.
64 m g/1

,

属淡水
.
总硬度平

均也只有 o
.
12 7m eq /1

,

属软水
.
水体中的化

学元素阴离子以 H C O 子占优势
,

阳离子则以

三
、

河水的水化学特征

从乌鲁木齐河源一号冰川至它的中游英

雄桥
,

水体的化学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变化

规律: ( l) 随着海拔高度的降低
,

矿化度
、

总

硬度随之增大
.
( 2)矿化度

、

总硬度在河源区

变化急剧
,

中游比较缓慢(表 2 )
.
造成这种

分布规律
,

前者是因河源区绝大部分为矿化

度极低的冰川融水和大气降水补给
,

且该地

区多为冰磕覆盖
,

土壤发育年轻
,

含可溶盐较

少
,

加之高寒低温
,

土壤冻结
,

使可溶盐难于

在地表积聚
.
到中游

,

参与河流补给的主要

是携带较多盐分的地下水和地表
,

水
,

_

且土壤

发育完善
,

含可溶盐较多
,

气温
一

也较 上游为

高
,

加之沿途水分蒸发之故
.
后者则因河源

区矿化度极低的冰川融水离开冰川母体穿过

冰啧时盐分溶于水中
,

以及大气降水在两侧

裸露山坡上难以形成地表迁流
,

而以
一

下渗浅

流形式补给河道
,

将山坡土壤岩石巾的可溶

盐带入河中
,

从而导致矿化度和总硬度急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