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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山东黄河水功能区划探讨

安连华，庞 进，刘 敏，姜东生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水文水资源局，山东 济南 !"$#$$）

摘要：随着黄河下游来水来沙条件的不断变化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黄河下游的水污染现象不断

加剧 (通过对黄河山东段水资源量、水环境质量现状和入黄污染源、污染物的分析，分别从自然条件

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坚决执行水功能区划、建立健全各种

水管理机制、加快水质站网建设、尽快实现黄河水量水质统一调度、做好山东沿黄重点污染源治理

工作等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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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功能区划的目的是通过水功能区管理，逐步

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

保护的目的 (山东省是黄河水资源利用的大省之一 (
黄河是山东省多个大中城市的饮用水、工业用水水

源 (能否实现黄河水功能区划，确保山东沿黄用水安

全，对山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
此，严格执行水功能区划，既可促进山东沿黄污染源

的治理，又可确保山东黄河的用水安全 (

! 黄河山东段水资源现状

! (! 水资源量

黄河是山东省最大的客水资源 (据统计，高村水

文站实测年径流量最大值为 HEG 亿 -G，最小值为

#!AI" 亿 -G（!$$# 年）( 黄 河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量 为

"H$ 亿 -G，可供水量为 GE$ 亿 -G，分配给山东省的水

量为 E$ 亿 -G (近几年由于黄河来水量减少，加之沿

黄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增加，造成引黄供水矛盾十

分突出 (特别是截至 !$$G 年 ! 月 !# 日，干流五大水

库（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可调节

水量仅有 GE 亿 -G，比 !$$! 年同期可调水量减少了

E$ 亿 -G，使山东黄河水资源更为紧张 (
自 !$ 世纪 H$ 年代至今，黄河曾出现几次大的

断流 (其中 #AAE 年黄河利津断面断流 !!B 2( !$$$ J
!$$! 年连续出现特枯年份，!$$# 年黄河山东来水量

为 #!AI" 亿 -G，!$$! 年来水量 #"BIGH 亿 -G（含调水

调沙），!$$! 年的来水量较多年均值偏少 "HIEFK，

加之山东省遭遇了春、夏、秋三季连旱，用水十分紧

张 ( !$$G 年 # J " 月，黄河全流域遭遇特枯水期，为保

证黄河不断流，并加强对山东供水，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量调度局在全河实施了水量统一调度 (
! (" 水环境质量

依据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发布的《!$$" 年黄

河流域水资源质量公报》，!$$" 年 # J H 月，山东黄河

干流水质断面，满足"类水质标准的断面月份占评

价全河段断面月份的 FEI"K，符合#，$类标准的

断面月份占 "!I"K ( 其中，河口、河段各占 "$K ( 黄

河上游进入山东的高村断面，满足"类标准的断面

月份占 !"K，符合#，$类标准的断面月份占 E"K (
主要超标因子为 LM@ 和氨氮 (

" 山东入黄污水

" (! 污染源分布

山东黄河为“悬河”，除大汶河入黄口的清河门

至济南的北店子没有大堤外，两岸均设有堤防，污染

源无法注入，所以，黄河山东段污染源主要来自上游

来水、长平滩区、大汶河及其他污染源 F 部分 (目前，

山东境内对黄河产生一定影响的污染源主要来自长

平滩区和大汶河 (
#$ 山东黄河干流 ( 长平（长清、平阴）滩区是山

东黄河干流的主要污染源，由于南依泰山山区、北邻

黄河的地理原因，使得这一区域的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及农业退水最终只能进入黄河 (目前这一区域的

主要污染源有 G 处：%东平县旧县镇的粉条加工废

水（排污口位于东平湖出湖口陈山口闸下）；&平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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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区工业和生活废污水（排污口位于平阴县城关

的翟庄闸）；!长清城区的工业和生活废污水（排污

口位于长清区平安店镇老王府村）!
!" 主要支流大汶河 !大汶河是黄河流域山东省

境内最大的支流 ! 据 "### 年大汶河流域的调查结

果，流域内沿程 $ 个县市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都

排入大汶河，主要排污口有莱城、海子河口、平阳河

口、西周河口、石汶河、泮汶河、汇河口、泰山造纸厂、

肥城造纸厂等 # 个 !
# !# 各污染源排污量及主要污染物

# !# !$ 山东黄河干流排污量

%" 旧县粉条加工废水排污口 !该排污口属于季

节性排放，集中在每年农历 # 月至 "" 月间，通过泵

站抽排入黄 ! %&&" 年 "& 月底，我们曾对正在向黄河

排放的废水进行了一次应急监测，其 ’() 浓度超过

$&&&*+ , -!该排污口汇集了 "&& 余家粉条加工作坊

的废水，每家作坊每年大约排放 . 万 / 左右的废水；

!" 翟庄闸排污口 !该排污口主要排放平阴县城

区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每隔 0 1 23 排放一次，每

次排放量约 242 万 / 左右，年排放量约为 2&& 万 / !主
要污染物为氨氮、’()! %&&2 年春的监测结果表明，

氨氮、’() 浓度都大大超过排放标准 !
&" 老王府排污口 !该排污口也是季节性支流北

沙河的入黄口，长清城区的废污水在 "##$ 年以前是

排入北沙河，再通过北沙河从老王府村自流入黄，日

排放量大约在 %42 万 / 左右，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及

其他有机污染物 !近年来在长清与老王府之间修建

了溢洪坝，污水在平枯水期，基本上都蓄积（下渗）在

河道内，待丰水期排入黄河 !
# !# !# 大汶河排污量

"### 年，我们对大汶河流域进行了一次基础资

料调查，目的是为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提供基

础资料，调查基准年为 "##. 年 ! 此次调查没有进行

实际监测，资料均来自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调查结果

显示，"##. 年大汶河共接纳各类废污水 % 亿 /，主要

污染物为有机污染，主要排污口情况见表 " !
表 " 大汶河主要排污口情况

排 污 口 废污水主要来源
日排放各类废

污水 ,万 /
主要污染物

莱城排污口 莱芜市城区 . ’()
海子河排污口 宁阳县磁窑工业区 "40 ’()，氨氮

平阳河排污口 新泰城东部 %4$ ’()
西周河排污口 新泰城西部 &4. 有机污染物

石汶河排污口 山口工业区 %4$ 有机污染物

泮汶河排污口 泰安市区 54. ’()，氨氮

汇河排污口 肥城市区 $ ’()
泰山造纸厂 ’()
肥城造纸厂 ’()

’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来水量减少，排污量增加

近年来，黄河水资源量明显减少，而流域引黄用

水量不断增加，进入山东省的径流量呈减少趋势 !另
一方面，黄河流域接纳各类废污水量呈明显上升趋

势，%& 世纪 .& 年代，黄河流域接纳的污水为 %& 多亿 /，
#& 年代为 6% 亿 / !来水量减少，排污量增加，污径比

增大，使得山东黄河干流水质不断恶化，不仅直接影

响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而且大大加剧了水资源的

紧缺程度 !
’ !# 水质信息匮乏

目前，黄河山东段仅有干流的高村、艾山、泺口、

利津和东平湖出湖口陈山口（仅在东平湖放水时监

测）等 2 个水质监测断面，每月监测 " 次，缺少支流

及黄河干支流入河排污口的水质信息 !各类水质信

息的匮乏使黄河水体承载力和排污量不能得到统筹

管理，增加了发生突发性污染事件的概率，使下游河

段的用水安全受到威胁 !
’ !’ 缺乏协调运作的管理机制

由于缺少协调运作的管理机制，使得各机构职

能不够明确，造成管理上的脱节 !污染源治理目标与

黄河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不能有机地结合，使得各排

污口污染物排放超过了黄河的承载能力，而又得不

到有效的制止 !

( 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

( !$ 坚决执行水功能区划

%&&"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了《黄河流域及

西北内陆河水功能区划》!黄河水功能区划是根据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及水环境状况，科

学合理地确定其水域功能，通过水功能区管理达到

有效保护黄河水资源的目的 !只有严格按照水功能

区划要求进行控制，才能实现黄河水功能区划，保障

下游沿黄地区的用水安全 !
( !# 建立健全各种水管理机制

确定流域部门的管理与协调职能，加强上下游

间和部门间的协调，是实现水功能区划的有力保障 !
由于机构职能不够明确，造成黄河污染源管理上的

脱节，管污染治理的部门不能及时掌握污染源入河

水质、水量以及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状况，而掌握入

河水质、水量和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状况的流域管

理部门，又没有执法监督管理污染源的职能，使得污

染物超标排放而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 !因此，应尽快

确定流域部门的管理与协调职能，健全和完善管理

机制，以有效地治理污染，使山东黄河干流水质达到

水功能区划标准 !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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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工程，由于渠首至（! " #$$）段渠底基本与黑河底

相平 % 据渠线探坑揭示，地下水在地面以下 $&# ’
(&$)之间，而渠深在 (&$) 以下 %该段干渠经常有潜

流渗入 %对此采用了透水衬砌的设计方案：底部干砌

块石，边坡为干砌块石辅以异型预制砖衬砌，既避免

了渠道淤积，缩小了设计断面，防止了刚性护砌的冻

胀危害发生，同时将地下水引入干渠，使有限的水资

源充分发挥作用 %在 !$$* 年的乐善干渠一标、小坝干

渠一标工程采取了干砌块石护砌弧形弧底、预制块护

砌边坡的透水衬砌形式，有效地防止了冻胀发生 %
! %" 运行管理措施

运行管理措施主要有：

#$ 合理掌握冬灌时间，冬灌结束不能太迟 %
%$ 适时、集中灌溉，缩短渠道通水周期，减少渗

漏，及时清理渠内垃圾污物，回填渠堤鼠洞陷坑，排

除渠道两旁积水，清除渠内的积冰积雪 %
&$ 每次运行结束，要及时排走渠底积水，修复

局部残缺破损，防止破坏蔓延扩大 %

’ 结 语

渠道发生冻胀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黑河

流域节水改造中，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地质、不同地

下水位等工程环境和条件，采取一种或同时采用几

种方法并举的综合防治措施来进行冻胀防治，较好

地解决了甘、临、高黑河流域节水改造中的渠道冻胀

问题 %实践表明，渠道运行良好，节水效果显著，延长

了渠道寿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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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敏峰）

（上接第 (+# 页）特别是抛石后，管桩没有沉陷变化 %
从管桩总沉陷记录发现，沉降量超过 ($ ,) 的仅有 !
根，沉陷量均为 (( ,)，沉陷量超过 # ,) 的有 (- 根；

沉陷量在 ! ’ # ,) 之间的有 .! 根；上浮的有 / 根，最

大上浮量仅为 (,)；其余桩的下沉量均在 !,) 以下 %
管桩稳定性达到设计标准 %为了防止管桩顶部钢箍

及钢筋锈蚀而损坏管桩，增设了管桩帽 %
&$ 一年后，通过对已完工程段滩面测量结果分

析，海堤陡墙与管桩抛石顺坝之间滩面淤积明显 %至
!$$* 年底，滩面平均淤高 $&+ ’ $&# )% 由于海浪减

小，且滩面淤高，有利于大米草定植，大米草从两侧

向中央不断繁殖延伸，逐渐形成一条绿带，不仅起固

沙保土作用，而且消浪效果更加显著 %
($ 由于在施工过程中对块石进行严格筛选，砌

筑方法得当，管桩两侧抛石体没有发现破损变形现

象，完整如初 %
响水县连响闸段海堤管桩抛石顺坝的应用，不

仅使连响闸段海堤临海一侧滩面下蚀趋势得以控

制，而且滩面向淤涨方向转变，彻底消除了该段海堤

因滩面持续下降所带来堤身安全隐患，同时也为今

后海堤达标建设和海岸防护积累了经验 %
（收稿日期：!$$#!$+!(*

!!!!!!!!!!!!!!!!!!!!!!!!!!!!!!!!!!!!!!!!!!!!!!!

编辑：马敏峰）

（上接第 (*$ 页）

) %’ 加快水质站网建设

黄河水污染事件的主要特点是突发性，目前的

水质监测及信息传输模式周期长、代表性差，无法满

足预防污染、保障用水安全的需要 %应尽快结合水量

观测、预报工作，建设在线水质监测网，对山东黄河

干流水质状况进行在线观测；同时建设信息传输设

施，以便对水质污染进行及时预警预报，确保下游沿

黄地区的用水安全 %
) %) 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

近年来，由于黄河污径比的增加，黄河水污染事

件时有发生 %目前每月 ( 次的水质监测已经不能满

足要求 %加强巡测能力的建设，提高处理水污染事件

的快速反应能力，已经成为水质监测工作的迫切需

要 %低水位小流量期间，由于水环境容量低，每月的

水质都随着来水量和排污口的变化而发生较大变

化，同时，由于水体承载能力低，极易发生突发性水

污染事件 %因此，应尽快实施水量水质同时监测，以

满足水资源管理的需要 %
) %* 做好山东沿黄主要排污口的污染治理工作

目前，山东沿黄主要排污口为旧县粉条加工废

水排污口和翟庄闸排污口，其排放量大而集中，污染

物浓度高，已经对下游河段水质造成了较大影响，特

别是对地处下游不远处济南河段黄河水质的影响更

是不可小视 %目前，旧县粉条加工废水依然在没有经

过任何污水处理的情况下，向东平湖出湖口陈山口

闸下排放，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对上述污染源采取措

施，做到达标排放 %
（收稿日期：!$$#!($!!$ 编辑：马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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