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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地表水体污染过程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
析# 以温榆河中上游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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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温榆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作为研究区$通过 ’((# 年 % g& 月的地表水质监测$分析了水质的季节变化特征和空间差异B

结果表明$温榆河上游与中游山前平原区的地表水体污染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时空差异!#在温榆河上游山区$总氮(硝酸盐(

氨氮及总有机碳在 % g& 月总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溶解氧及化学需氧量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在温榆河中游山前

平原区$总氮(总磷(磷酸盐(化学需氧量从 % g& 月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溶解氧浓度呈下降趋势’%温榆河从上游山区

至中游山前平原区$地表水质自净化能力在降低$营养盐污染趋势在加强’&温榆河流域上游山区和中游山前平原区水体污

染过程和形成机制存在差异B山区水体在污染过程上具有短历时特性$雨季洪峰地表径流将大量陆地非点源污染物携带进入

水体$加剧了地表水体污染’山前平原区因存在不同类型的污染源$水体污染过程特征不明显$雨季洪峰径流在一定程度上对

地表水体污染起到了稀释作用B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水生态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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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体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水源供
应(输水泄洪(交通运输(水产养殖(水生生物栖息(
纳污降解(调节气候(补给地下水(观赏娱乐等多方
面为人类提供了服务 *" gF+ $同时也为各种动植物提
供其生存所必须的淡水和栖息环境B然而$随着经
济快速发展$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将大量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及农业灌溉退水排入河流$使得河流水体
遭到了严重污染 *)+ ’同时$河流地表水体受到人类
活动与生态水文过程的共同作用$使水体表现出一

定的时空异质性 *%$$+B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针对本国
的水污染状况开展了水质管理技术的研究$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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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赖户内海等流域的总量控制计划 *&+ (欧盟
莱茵河总量控制管理 *#+及美国的 21X4计划 *"(+ $这
些总量控制计划和技术手段成为保护地表水达到水
质目标的重要手段B

当前$我国的流域水质管理体系是以行政区域
为基本单位$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跨界污染问
题$忽略了流域水体污染过程的水文特性和河流的
整体性$严重制约我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
展B因此$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开展
符合我国国情的基于流域控制单元水质管理技术研
究 *""$"’+B

目前$多采用河流水质模型应用于河流(流域的
水质规划和管理中$河流水质模型可定量地描述污
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 *"*+B国外在水质模型方面的研究起步
较早且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如!X@G>L@8*"F+ (
CAD8*")+ (5;D?ITAM:*"%+ (6:D>*"$$"&+等$国内在水质模型
方面研究较晚$但在水质模型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如!李锦秀 *"#+ (吴挺峰 *’(+ (陈凯麟 *’"+ (李
志勤 *’’+ (韩龙喜 *’*+等B尽管目前河流水质模型的研
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由于污染物在水环境
中行为的复杂性$河流水质模型仅仅是给出了相对
的变化值和趋势性的分析$与实际测量结果存在较
大的误差B

本研究通过实测地表水体水质$分析了地表水
体污染过程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对于识别区
域地表水体的水质净化能力和水生态功能的空间差
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为流域地表水质单元的
划分(控制水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B温榆河作为
发源于北京市境内的唯一一条河流$是北京市防洪
排涝(排污导污的主要河道$目前对温榆河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下游干流地区的 60X(U0X(氮(磷等基本
水质监测 *’F$’)+ (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调查 *’%+以及有机
污染物分布的研究 *’$+ $对温榆河的中上游地区河流
水质的时空分布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B本研究以温
榆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区$通过 ’((# 年
% g& 月对地表水质监测分析$比较研究了温榆河流
域中上游地区地表水体污染的季节变化的空间差异
及其形成机制B

JK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JLJ!研究区概况
温榆河属于北运河上游水系$是北京市五大水

系中唯一发源于本市境内的河流$它位于北京市的

北部地区$从北向南流经昌平(顺义(朝阳(通州 F 个
区B温榆河来源于上游东沙河(北沙河和南沙河 *
条支流$在昌平区沙河镇汇集进入沙河水库$沙河闸
到北 关 闸 之间 的河道 为 温榆河 干 流$ 全 长 约
F$‘) IG$ 流域总面积% "%% IG’$ 其中北京市界内
F ’#* IG’B温榆河作为北方城市区典型的大型河
流$主要接收城市景观水体的退水$经过处理的城镇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未经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养
殖废水和农田地表径流B

温榆河流域中上游水文站为沙河闸$根据温榆
河流域沙河闸 F’ D""#)# g’((( 年#气象站实测数
据$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F‘) GG$年内降雨变
化极不均匀$ 降雨多集中在汛期 % g# 月$ 约占全年
的 &Fj$ 其中又以 $(& 月最多B根据温榆河流域 ’%
D""#$( g"##% 年#水文站实测数据 *’&+多年平均年
径流量约为 F 亿 G*

$近 *( 年来由于河岸塌陷(河道
淤积严重(拦河建筑物增多$河流的径流量在不断减
少B同时$近年来$随着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加和
经济的快速发展$温榆河作为北京市最主要的排污
河道$每年有大量的未处理的或处理过的污水排入
温榆河中$温榆河干支流水系水体受到严重的污染B
JLM!水样采集与室内分析

图 JK温榆河流域基本特征及地表水质采样点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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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温榆河流域地理和水文特征$在温榆河山
区选取 ’ 条较大的支流$设置 ) 个监测断面$在温榆
河山前平原区$选择 ’ 条夏季有水的主要支流及温
榆河的干流$设置 "’ 个监测断面B样点选择的依据
包括!典型性"汇水面积相对较大#(层次性"在不同
级别的流域出口设置采样点#(易操作性"尽量选在
桥梁或水工建筑物的位置上$便于采集样品(观测流
量#等$选择的 "$ 个监测断面主要位于温榆河中上
游地区"图 "#$通过对 % g& 月降雨后地表水质监
测$分析温榆河主要污染物及水质现状B依据温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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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研究背景$该地区氮(磷及有机污染物的污染较
严重$选择 "( 个监测指标$水质监测指标主要包括
O]值(悬浮质 " 55 #(溶解氧 "X0#(化学需氧量
"60X#( 总有机碳 "206#$ 总氮 "2,#( 硝酸盐
",0h

* E,#(氨 氮 ",]f
F E,#( 总 磷 "2,#( 磷 酸 盐

"W0* hF EW#$其中溶解氧采用便携式溶氧仪现场测
量$总有机碳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进行测定$其他指
标均采用国家水质监测方法 *’#+B

MK结果与分析

MLJ!温榆河地表水水质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MK基于水质指标的温榆河样点聚类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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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温榆河 % 月的采样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的方法选择目前应用广泛的等级聚类法$
以欧氏距离度量样本之间的距离 **(+ $运用 aDL? 算
法生成具有层次结构的聚类树 **"+ $根据各样点的相
似性进行归并和分类 **’+ $可将所有样点分成 * 组
"图 ’#B其中第 " 组样点包括 " g) 号点$它们位于
温榆河的上游山区$流域内植被覆盖率高$人口密度
低$河流水体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B第 ’ 组 %(
$( #( "(( ""( "’( "F( ") 号点$这 & 个采样点属于
温榆河中游山前平原区$流域内村镇分布密集$岸边
农田较多$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排放较多$水体污染
严重B第 * 组包括 &( "*( "%( "$ 号点$这 F 个样点
位于温榆河干流( 南沙河上游地区和东沙河下游
区B由于东沙河地区受怀昌路隔断$所以 "* 号点的
水质受人为干扰较大’& 号点位于南沙河上游的沙
涧河段$南沙河上游靠近北京城区地带且周边人类
干扰相对较少$沙涧河作为北京市的排洪河道$水源
来于西山$目前水量较少$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入成
为其主要水源’"%( "$ 号点属于温榆河下游干流区$

受人为干扰相对较多$位于北京市城市内河流$治理
保护相对较好B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重点比较温
榆河上游山区和中游山前平原区地表水质的季节动
态变化特征B
MLM!温榆河地表水水质指标的季节变化特征
MLMLJ!温榆河上游山区地表水质季节变化特征

根据 % g& 月地表水质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温榆
河流域上游山区地表水质有以下特点*图 *"样点 "
g)#$表 "+B

""#温榆河上游山区总磷及磷酸盐在 % g& 月
总体呈上升趋势B总磷浓度变化范围为 (‘*" g
(‘$F GV)4h"$% 月除样点 " 外$其他样点都达到国
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月总磷浓度不断
升高$最高达到(‘)" GV)4h"$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B

"’#总氮(硝酸盐及氨氮浓度呈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B总氮浓度变化范围为 (‘’ g(‘) GV)4h"$达
到了国家"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硝酸盐的浓度
变化范围为 (‘’ gF‘( GV)4h"$氨氮浓度变化范围
为 (‘% g’( GV)4h"$% 月达到国家’类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月监测结果大幅升高$最高达到了
’( GV)4h"$大大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月山区地表水体氨氮的浓度有所降低$其浓
度最高为*‘% GV)4h"$略微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B

"*#总有机碳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浓度
范围在 "F g** GV)4h"B

"F#溶解氧及化学需氧量浓度呈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B溶解氧浓度在 % 月含量较高$在 $ 月大幅
度降低$到 & 月时又大幅度上升$其浓度变化范围为
’‘$ g"" GV)4h"$达到了国家(类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化 学 需 氧 量 在 % 月 浓 度 最 高 含 量 为
*"% GV)4h"$严重超出国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月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月其浓度变化相对平
稳但有小幅度上升$其最高浓度为%( GV)4h"$略微
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B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溶解氧作为水体的氧化
剂$其含量高低是判断水质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
量水体自净能力强弱的先决条件$因为溶解氧的含量
高低不仅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新陈代谢和生长$还间
接影响水体中有机物的分解速率及物质循环***+B温
榆河山区溶解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含量较高B
说明温榆河水体中水生生物的繁殖和生长较好$水体
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速度较快$水体的自净化能力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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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B在水体污染过程上$尽管由于降雨冲刷带入了污
染物$溶解氧呈下降趋势$但其后由于温榆河水体自

净化能力较高$溶解氧含量呈上升趋势$温榆河山区
溶解氧表现出短历时的季节特征B

图 NK温榆河流域地表水质监测指标柱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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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LM!温榆河中游山前平原区地表水质季节变化
特征

根据 % g& 月地表水质监测结果$可以看出温榆

河流域中游山前平原区地表水质有以下特点*图 *
"样点 % g"*#$表 "+B

""#温榆河中游山前平原区$总磷及磷酸盐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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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B总磷浓度范围在 (‘*
g*‘( GV)4h"$% g& 月$除个别点外$总磷浓度最高
达到*‘( GV)4h"$严重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总氮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浓度范围在
(‘" gF‘’ GV)4h"$除 % 月样点 )( %( "(( "" 超出国
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外$其他样点都达到了
国家(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月总氮浓度降

低$& 月总氮含量有略微的增加$ 最高浓度为
"‘( GV)4h"$各样点的浓度达到国家’类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硝酸盐浓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其浓度范围为 (‘’ gF‘* GV)4h"’氨氮浓度在 %
g& 月$总体变化趋势不明显$浓度范围为 *‘*% g
"F‘&$ GV)4h"$各样点都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B

表 JK温榆河流域地表水质季节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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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榆河流域 总磷 磷酸盐 总氮 硝酸盐 氨氮 化学需氧量 总有机碳 溶解氧

温榆河上游山区 ’ ’ ’( ’( ’( (’ ’( (’
温榆河中游山前平原区 (’ (’ (’ ’( , (’ , (

"#’表示上升’(表示下降’, 表示趋势不明显’’(表示先上升后下降’(’表示先下降后上升

!!"’#化学需氧量浓度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
势$浓度范围为 *( g’)( GV)4h"B除样点 $ 及样点
# 在 $ 月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 -类水标准$
其他样点的化学需氧量含量均超出了国家 -类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最大浓度为’)( GV)4h"B

"*#总有机碳的浓度范围为 F g*( GV)4h"$各
样点总体变化趋势不明显B

"F#溶解氧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其浓度范围
为 ( g""‘( GV)4h"B% 月除样点 "( 外$各样点都达
到了国家’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在 $ g& 月$溶
解氧含量急剧降低$其浓度的最低值为 ($超出了国
家 -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B

从上述分析来看$各监测点水质相对于山区其
变化特征更加复杂$人为因子对山前平原水质影响
增强B溶解氧总体变化趋势呈下降趋势且在较多取
样点其含量极低$说明水体自净化能力较低$并随着
雨季的到来呈下降趋势$$ g& 月$溶解氧含量急剧
降低$降雨冲刷下不同陆源污染物进入水体$使得有
机物的积累增多$温榆河山前平原区水环境质量下
降$溶解氧含量降低$在 & g# 月$尽管部分样点溶解
氧有所回升$山前平原区因为存在不同类型的污染
源$地表水体污染过程特征不明显$雨季洪峰径流在
一定程度上对地表水体污染起到了稀释缓解作用$
部分样点溶解氧含量有所回升B

NK讨论

NLJ!温榆河上游山区地表水体污染的影响机制
尽管温榆河上游山区水质相对于温榆河中游平

原区水质污染较轻$但在 % g& 月水质监测中$总磷(
氨氮(总有机碳指标都有超出了国家 -类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的现象$且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B

温榆河上游山区地表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为
非点源污染$通过调查发现$该区主要的污水来源为
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及果园退水B进入夏季后$随着
%($ 月降雨的增加$大量的雨水将周边积累下来的
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及果园退水带入河道中$造成河
道内的总磷(氨氮(总有机碳的含量增加B由于 $ 月
河道内浮游植物迅速繁殖$造成山区水中总有机碳
快速增长$反映出水体有机污染的加重 **F+B而进入
& 月$由于浮游植物吸收处于平稳状态$生长较少$
并且原来地表积累的陆源污染物大量减少$因此地
表水中总有机碳(总磷及氨氮含量呈现下降趋势B
化学需氧量的降低很好地体现了水质的改善 **) g*$+ $
这主要归因于温榆河山区在枯水期积累的大量陆源
污染物$在雨季中期很快被洪峰径流带入水体$随着
陆源污染物减少和雨季地表径流的持续增加$山区
水体的自净能力开始提高B
NLM!温榆河山前平原区地表水体污染的影响机制

温榆河山前平原区相对于上游山区$% g& 月的
水质指标浓度变异性较大$样点间水质指标的变化
规律不明显$温榆河上游山区与温榆河中游山前平
原区显现明显的机制上的差异B

总磷(磷酸盐$总氮(化学需氧量总体呈先下降
后上升的趋势B温榆河山前平原区主要的污染源为
点源污染B通过调查发现$该区主要位于昌平区东
南地区$其土地利用呈城(郊过渡性$主要担负分散
北京市中心城市人口$缓解城市人口与环境(能源等
多方面矛盾的任务$当前随着其快速的发展$昌平东
南地区建筑用地大幅度增加$农用地减少$其主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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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方式从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建筑
用地(居民点成为其主要土地利用方式 **&+B温榆河
山前平原区主要接收周边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
农田退水$河道内的存水大部分为城市所排放的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 $各采样点水质指标的变化与
采样点周边的工业分布(污染物的来源(污水排放点
及排放量等因素有较大的关系$当前该区由于存在
未处理和处理的污水排入河道$河道内污染物积累
较多$河道水体污染过程相对复杂B在枯水期$河道
内随着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已存在不同程度的
氮(磷元素及有机污染物污染$雨季初期"% 月#$地
表径流带来大量枯水期积累下来的陆源污染物$导
致地表水体水质浓度较高’进入丰水期$大量雨水进
入河道$河道内的部分污染物得以稀释$污染物浓度
降低B在雨季后期的 & 月$随着降雨量的逐渐减少$
一些污染物浓度又有回升$但是与降雨初期相比$一
般浓度较低B

通过分析$说明温榆河山前平原近郊区各样点
水质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更重$而目前对温榆河的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河道的基本水质状况的监
测 *’)+ (沉积物 *’%$’$+及水环境容量研究 *F(+ $建立人类
活动因子与河流水质的定量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从
而可以找到科学合理的保护河流环境的对策B

OK结论

""# 在温榆河上游山区$总磷(硝酸盐(氨氮及
总有机碳在 % g& 月的总体特征是呈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化学需氧量呈降低的趋势’温榆河中游山前
平原区$总磷(磷酸盐$总氮(化学需氧量总体呈先下
降后上升的趋势$溶解氧呈降低的趋势$氨氮及总有
机碳各样点之间变化复杂$总体趋势不明显B温榆
河中游山前平原区较山区水质的时间变化较大$样
点间各监测指标变化规律不明显B

"’# 温榆河上游山区和中游山前平原区的水体
污染过程和机制存在差异B山区以非点源污染为
主$随着雨季径流的增加$污染物进入河道导致污染
加重$而随着雨季降水的不断稀释$污染逐渐减轻B
山前平原区的河道内在枯水期已存在各种类型的
氮(磷元素及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大量的雨水进入河
道$污染物的浓度不同程度地降低$变异性较大$但
随着上游污染物和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使得河
道内的总磷(磷酸盐(总氮及化学需氧量含量升高B

"*# 温榆河是北方城市河流的典型代表$受自
然特征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B尤其在下游$人类

活动是地表水质主要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建立
人类活动与河流水体的定量关系$从而为科学合理
地保护河流生态系统和进行水生态功能分区提供
依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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