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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南排污河灌区环境质量的信访评价

杜庆民 沈伟然 赵子定
天津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为了全面评价污水灌溉对环境的影响
,

了解污

灌区人民二十多年来对污水灌溉 的反映 及意见
,

叭 年我们对南排污河灌区进行了环境 质 量 信访

评价

一
、

对污灌区环境质量的信访调查及评价

污灌区环境质量信访调查及评价是建立在大多

数健康人群对环境好坏有基本一致看法的基础 上
‘

信访调查以填写调查表的方式进行
,

信访评价采 用

“征 询评分加权法 ,’

划分评价单元

南排污河灌区包括南排污 河流域 上
、

中 游约

呼
·

万亩耕地
,

属大型评价 根据其水源和污水灌

溉水系分为三个评价区域 咸密干渠系统污灌 区
,

纪庄子千渠系统污灌区和双巨排河系统污灌区 全

灌区污灌类型为清污混灌及间歇污灌
,

污 灌历 史

弓一 年不等 灌区内主要种植水稻
、

小麦
、

蔬菜
,

为我市水稻产区和商品菜基地
,

在我市农业经济中

占有较大比重 灌区内双林农场和工农联盟农牧场

义是我市重要畜产
、

奶品基地 因此
,

确定有代表性

的评价单元是搞好评价工作的前提 工作开始
,

我

们对南排污河进行了实地踏勘
,

通过调查污灌区 农

业基本情况和污灌区环境特征 污水水系
、

污灌历

史
,

污灌类型
、

作物布局
,

并召集有关专业人员座

谈
,

在三个评价区域内确定了 个评价单元
。

它们

包括 个区政府机关
,

个乡
,

巧 个村和 个国介

农场 考虑征询评分人群数量 的统计学一般要求
,

大

的评价单元定 为 人
,

最小的评价单元定为 人

确定评价单元的原则如下

 要能够反映南排污河灌区三个评价区域环

境质量伏况
。

要能够代表各种不同污灌年限和污灌类型

的灌区情况

 须兼顾不同的作物分区

应是人 口集中
,

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队

选定环境质量评价要素

污灌区环境质量要素的确定是 信 访 评 价 的 关

键 影响污灌区环境质最的要素很多
,

而且很复杂
,

为 犷做好这一工作
,

我们向有关专业人员广泛征求

意见
,

并专门召集两区农林
、

水利
、

植保及天津医 学

院流行病学专业人员从行 了座谈会 经过充分训论

并根据灌区的具休情况
,

确定了评价朽灌区环境质

量的 个要素
,

即污灌前后产品成本核算的变化 产

品品质的变化 环境舒适程度的变化 作物病虫害的

变化 卫生及人群流行病的变化 坑
、

塘
、

河
、

渠
、

动物
、

植物的变化 引灌污水的杭旱效益 以 上要索

列入
“
天津市南排污河灌区环境质量评价信访调查

表
”

确定评分标准及数据处理方法

信访评价中确定的 个环境质量要素均是难以

进行定量统计的质量参数
,

在评价中需要将定性分

析转换成计算分值 本次调查采 用 。一 分制
,

分

为 个等级 评分标准的确定和等级的划分 也是在

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如
“
污灌前后产品成

本核算变化征询评分调查
”
分表中

,

大 田
、

水稻
、

蔬 菜

产品成本变化等级划分均以成本降 低或提 高

为一个等级
,

而肥效显著的污水养鱼从成本降低或

提高 为一个等级
“
污灌前后 作物 病 虫害 变

化
” , “
卫生及人群流行病变化

”
采取列出可能

眨
习亏灌

有关的病害名称
,

逐项加分减分的方法 与沁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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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较大的病害分配较高的分值
,

如人群中的胃肠道

疾病
、

寄生虫病等 作物中的水稻稻瘟病
、

白菜三大

病害及干烧心等 其它评价要素也是无法进行定量

统计的参数 我们根据以往污灌区调查中反映的环

境质量问题
,

经过充分讨论
,

确定了评分标准
,

如
“
污

灌前后环境舒适程度变化征询评分调查
”
分表

,

其评

分标准见表

素的征询评分 被调查人员当场填表核分
,

并反映

对污灌区环境工作的要求和意见 本次调查共填表

余份

每一个表格所代表的环境质量要素分 值确定
,

采 用下面公式

。
‘ “’ 。‘值 十

’ 平均值

表 环境舒适程度变化征询评分表

评评 分 标 准准 分 值值

河河水水色正常
、

无臭 味
、

无蚊蚊 一
蝇蝇擎生 , 自我感觉好

上上述四项 三好一差差 一

上上述四项二好二差差 一

式中
,

为各要素的计算分值

选用 户 最大值参加运算系考虑天津市农业用水严

重短缺及污灌势在必行的事实

评价模式

信访评价中环境质量要素的评价采 用以下 模

式

“
,

一 艺
,夕 , 夕 , ·夕 ⋯⋯

·宁·

上述四项一好三差 一

上述四项均差
、

环境恶化 以下

信访调查工作由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深入各个

评价单元向群众宣讲调查表
,

进行 个环境质量要

式中
, ‘

· ,

⋯⋯
,

为各环境质量要素的计算

分值 叼, 叮 , ·

乳⋯⋯
二

系数
,

为评价单元的信

访评价总分
。

各要素的权重值用 一 表示 最重要的环境

质量要素权重值为
,

重要性最差的要素权重值为

由各评价单元调查对象提出各要素的权重值
,

重

视专业人员的意见
,

经过统计学处理求出算术平均

值即为各要素的权重值 每一要素的权重值除以各

表 候家台村环境质且信访调查及评价表

平平均均 最 高高 评分值值 权 重 值值 权 系数 乳乳 表 值值

分分值值 分值值

   分分 总总

大田田 斗 弓
。 。

多
。 。

产产占几几几几几几
。

 
。 。 。

   
。 。

经经济济 水稻稻
。 。

,
。 。 。

   
。

夕夕

核核算算算算算算
。 。

‘‘
。

至
。 。 。

的的变变 蔬菜菜
。 。 。

弓
。

弓

化化化化化化化
。 。 。

弓  
。

  
。

产产品品 水产产 礴 ‘孕孕
。 。

   多多
。

品品质质质质质质
。 ‘ 。 。 。

的的变变 大 田田
。

】
。

化化化化化化化
。

水水水稻稻
。 。

。

夕
。

‘

疏疏疏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

水水水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环环境舒适程度变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作作物病虫害变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人人群流行病 变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坑坑塘动杭物 变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抗抗
、

旱效益



。 。

环 境

要素权工值的脸
、

和
,

计算出权系数
, ,

并使 艺
, 二

。

以西郊区候家台大队为例说明运用以上模式计

算评价区域你分的方法
,

见表

耐 , ‘ ,

十
。

十 吕 任

二 乙

即 候家台大队环境质啧信访评价总分为 调

杏表中肖灌前后产品成本核算及产品品质变化涉 及

到各评价单元不同 农产品及水产品类别及它们在 各

科 学 卷 多 期

个单元农业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
,

因此该两份 表的分

值计算中要进行两次加 权 权贡值由调查对象根据

本单元农产品
、

水产品所占经济地位而定

环境质量等级的划分

为 明确地表示污灌区各信 访评价单元的环垃

质策等级
,

我们以与环坡质锻要索相 的级 推将 盯
、

价分成 , 个等级
,

从 级到 级环 比质
不

门至步降 氏

见表

根抿环境质从等级的划分标准
,

将 件评价单兀

划分等级
,

得到全灌区环 境质 最状况
,

表 信访评价环境质量分级

环境质 嗽
’

序级
,

值

一

引
一

一

一

以下

二
、

信访评价结论及进一步调研的意见

评价结论

如表 所示
,

纪庄子 卜渠系统 场灌区环境肋 乙
‘

好于咸密 十渠系统和双巨排河系统 口灌区 根据 本

次评价确定的 个要素衡量
,

南排污河灌区
,

个 汁

价单元中没有 级和 级的
,

说明巧灌区公众衬

吞冲 是基本肯定的 南排了, 丫可灌区环境质从信访 计

价 个要索及其综合环境质童等级分区状况可以不

同色阶编 绘成图

各评价区域环境质量对比

评价单元

数 目
信访评价总平均分值

评价单元分级状况

知一
⋯
,

卜巨卜

咸 密干渠系统污灌区

纪庄子干渠系统污灌区

双巨排河系统污灌区 二
。

一

州创们自
一是
一

⋯令⋯共
一

⋯
一 一

调查中反映的问题及进一步调研的意见

通过对巧灌区 名各类 专门人员征 询评分调

查
,

定性地评价了污难区环境质量
,

也使我们 了解 ’

沁灌区群 众几十年来对环境的意见和要求
,

为进 一

步开展污灌区环境研究及治理提供依据 调查结果

主要反映 了如下 儿方面问题

 在 个环境质 鼠要素中以
“
抗旱效 益

”
和

“
污灌前后产品成木核算变化

”
二个要素评 分 最

,
、

,

说明肖水灌溉在我市确实解决 了农业用水不足的燃

眉 匕急 巧水的水肥效益是明显的
,

污灌为保证农
、

渔业生产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

因而受到群众的

普遍欢迎 据统计资料分析
,

主要污灌区西郊区在大

旱的
”
一 年

,

早灾成灾面积只及其它郊区的

一 仁 化肥每 南施用量只及南郊区的 鱼

那一般缨产 一 倍
,

与信访评价结果一致

少 了万灌后农
、

渔产品品质恶化 地本次调 占反

映的一个突出问题
,

如 稻米发 从
,

尤光泽
、

七油性
,

不好吃 罗卜长黑筋
,

黄瓜变苦
,

菜煮不烂
,

鱼有异味

等 对本灌区水稻品质分析结果表明
,

月原 巧水灌

溉的糙米蛋白质含 量明显高 卜用经
一

级和城化助处

理的水灌溉的糙米
,

而淀粉 含鼠却明显降低
,

因此稻

米品味不如用清水灌概的好
.
同样 川仁乙级处理反城

化 协出水灌溉的大 白菜 vC 含录高
一

F 用原
、, 水和 一

级处理 出水的大白菜
.
对巧灌区主要农

、

护山旅 ;
;君
〕

品

质变化
,

还应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

(3) 巧灌 二十多年来对灌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是

比较显著的
.
群众普 遍反映

,

坑
、

塘
、

河
、

渠动物种类
、

数醚变化很大
,

如蛇
、

青蛙
、

蜻蜓大 )
,
l

_

减少
,

螃蟹
、

虾

几乎绝迹
,

须进一步研究衍灌的生态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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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以
“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和一 个 微

机环境数据库的实现
”

为题完成了硕 士 学位

论文
,

这是一个用软件工程方法研制环境管

理信息系统的尝试
。

由此可见
,

用软件工程方法兼顾数据的

化学性和区域性以及系统的模型化
,

是 EM Is

研究的发展方向
.

三
、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EM IS 的研究虽然取得上述 重 大 进 展
,

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重大甚至是致命的
.

首先是 E M Is 的研究 中还没 有一 个 自

始至终运用软件工程方法研制成功 的 先 例
.

软件工程是一般地信息系统研制的 方 法 学
,

它要求信息系统的研制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步

骤
.
比如: 首先计算研制的得失

、

分析可行

性
,

尔后定义系统的目标要求
、

构划出系统的

逻辑模型
.
否则将导致大量返工和浪费

.
比

如: E C D IN 的研制中由于中途变更系统 目

标及要求
,

迫使系统的研制者们必须选用新

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
系统设计中没有理论指

导
,

其结果是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极差
,

美国

环保局的工作大都存在这种问题
.

其次是系统特性的综合性不够
.
Cl s 和

E C D IN 的特性是数据的化学性
,

而 G RI D

的特性是数据的区域性
,

即 G RI D 从不抽象

地谈数据
.
它的数据都有相应的位置参数

,

特

别是 由于 G R ID 有很强的图象显示功能
,

区

域性的结果便是直观性
.
环境模拟

、

模式方

面的大量成果使得信息系统研究中考虑模型

化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也是可能的
.

致谢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饶纪龙副教

授指
一

导了本文的文献检索工作
,

郭方
、

李康
、

吴锦
、

沈乃新几位先生给作者许多指导
,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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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灌后灌区环境舒适程度下降
,

苍蝇
、

蚊 子

增多
,

污水散发恶臭
.
如辛院大队污水河绕村而过

,

空气质量很差
.
群众要求污水人暗管

,

以改善居民

居位环境
.

(5) 污水灌溉对作物病
、

虫害的直接影响尚不

显著
,

间接影响还是存在的
,

如污水种稻营养生长旺

盛
,

易发生稻瘟病等
.
污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不容忽

视
,

如侯家台村反映水田作业生皮炎很难治愈
.
「1各

庄反映高血压
、

心脏病
、

肿瘤病增多
,

需设专题调研
.

〔6) 南排污河灌区三个区域信访评价结果有差

另!J
,

其原因在于南郊双 巨排河系统污灌区污水水质

差
,

其 BO D /Co D ‘ 0
.
2 3 ,

可生化性能差
,

而且 55

很高
,

p H 值不符合农灌标准
,

T D S
、

Cl
一 、

5 0 二
一

浓

度均高于咸密系统和纪庄子系统
.
重金 属 zn 、 比

等的排放浓度也高
,

土壤中重金属累积多
,

因此群众

对污灌评价最差
.
纪庄子系统污灌区水质较好

,

生

活污水所占比例较高
,

群众又有丰富的净化污水
、

使

用污水的经验
,

污水灌溉
、

污水养鱼效益明显
.
据此

,

在污灌区环境对策中对三个区域应有不同的侧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