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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界断面水质达标的嘉善污染总量控制

王摇 晓1,逄摇 勇1,韩梓流1,周柯锦2

(1.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0098; 2.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 杭州摇 310012)

摘要:为保证地处苏浙沪交界中心的嘉善县水环境质量健康,在考虑嘉善县地理位置特殊性的基础

上,提出了以重要跨界断面作为水质达标控制因子的总量控制方法。 基于嘉善断面勘测与水质、水
文同步监测数据等基础资料构建了嘉善小流域一维水环境数学模型,确定了嘉善区域的水动力和

水质模型参数,并选取嘉善地区 4 个重要跨界断面作为控制断面,利用已率定验证合理的一维水环

境数学模型分别对不同削减方案下的水环境进行了水质模拟。 模拟结果表明,为满足以跨界断面

水质达标为控制因子的总量控制要求,嘉善区域 CODMn需削减 14郾 2% ,NH3 鄄N 需削减 37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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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mount control of pollutants in Jiashan region based on water quality
standard at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

WANG Xiao1, PANG Yong1, HAN Ziliu1, ZHOU Kejin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Zhejiang Provinc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to be healthy in Jiashan, the center of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method using important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s
as the water quality control factors is promoted,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location of Jiashan. A one鄄
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Jiashan reg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ata including
survey in Jiashan section and hydrology and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Hydrodynamic and water quality model
parameters in Jiashan region are determined. 4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s in Jiashan region a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sections. Water quality simulations are conducted under different cutting schemes for the water environment, using
one鄄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of water environment, which is calibrated and proved to be reasonable. 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ammonia nitrogen needs to be reduced by 14郾 2%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COD needs to be reduced by 37郾 7% in Jiashan region, to guarantee the water quality in the
important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s reaching the standard.

Key words: water environment model; total amount control of pollutants; water quality at border鄄crossing section;
Jiashan region

摇 摇 浙江嘉善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处全国经济

发展核心的长三角腹地,具有“三沿冶———沿苏州、
沿上海、沿嘉兴的地理特殊性。 嘉善县水环境状况

复杂,其境内河道水系众多,属于典型的太湖平原河

网小流域。 近年来嘉善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化程度

加剧,使得嘉善小流域内水系污染负荷加重,水环境

功能、水生态功能及水景观功能发生退化,水质状况

不容乐观;同时其位置紧邻上海,境内河流大多汇入

黄浦江,其区域内水体水质将直接影响上海区域饮

用水的安全保障[1鄄4]。 故维持嘉善小流域水环境健

康对保证周边县区经济及生活水平稳定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实施嘉善小流域污染总量控制相关研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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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对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方面已有

较丰富的研究成果[5鄄8],如李红亮等[9] 以功能区达

标作为控制条件,计算了河北省纳污能力,并对此进

行了污染控制分析;纪岚等[10]对 COD、TP 和 NH3 鄄N
以功能区水质达标作为控制因子进行了南淝河环境

容量的计算;田旭东等[11]基于功能区水质达标对钱

塘江流域水环境功能区进行了水环境容量计算分

析;鲍琨等[12]以入太湖断面水质达标为主要控制因

子,进行了殷村港入湖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朱铭铭

等[13]以嘉善水厂作为主要控制断面进行达标分析,
确定了杭嘉湖平原地区的污染控制总量;但总体来

说大多数学者都考虑以主要功能区水质达标作为控

制因子确定污染物控制总量,而考虑区域跨界断面

水质达标作为控制因子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则相

对较少。 本研究在水文、水质同步监测的基础上建

立嘉善小流域一维水环境数学模型,同时选取嘉善

地区 4 个重要跨界断面作为控制因子,并利用率定

合理的嘉善小流域一维水环境数学模型对其进行区

域污染总量控制研究,通过模拟不同总量控制方案,
对环境敏感目标水质进行达标分析,从而确定以水

环境敏感区水质达标为控制因子的嘉善小流域污染

总量控制方案。

1摇 研究区域概况及同步监测

1. 1摇 区域概况

嘉善县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属北亚热带季风

区,雨水丰沛,日照时间较长。 其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131郾 5 mm,年平均气温 15郾 7益。 春夏两季盛行东

南风,秋冬季节多偏北风,7—9 月常受台风影响,冬
季出现寒潮天气。

嘉善县地势低平,全县走向西高东低,河道稠

密,湖荡星罗棋布,是太湖水网平原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全县总面积 507郾 68 km2, 其中水域面积占

14郾 29% ,属于太湖流域杭嘉湖典型河网区,是西水

东泻的主要通道。 县境内的主要河道有东西流向的

红旗塘、嘉善塘、白水塘等,南北向的芦墟塘、伍子塘

等。 区域内主要污染源为畜禽养殖、农田面源及直

排点源污染。 研究区域水系概况及主要污水直排口

分布见图 1。
1. 2摇 同步监测

为进一步了解嘉善区域主要河道水文水质概况,
于 2013 年 8 月 22—24 日及 2014 年 1 月 12—14 日分

别开展了研究区域洪季、枯季水文、水质同步监测(图
2),水文监测因子包括流量、水深及流速等,水质监测

因子包括 CODMn 和 NH3鄄N。 采样和分析方法按照

图 1摇 嘉善县水系概况及主要污水直排口分布

图 2摇 嘉善小流域监测断面及重要跨界断面分布

HJ / T91—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和《水
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14]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2摇 研究方法

自 1925 年 Streeter 等[15鄄16] 提出了水质模型 氧

平衡模型及其衍生定常模型以来,数学模型在水环

境领域中逐步得到推广应用;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水环境数学模型也在不断进化完善中,目
前研究领域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有丹麦 DHI 公司研

发的 MIKE 模型[17]、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
研发的 WASP 模型[18]、美国得克萨斯州水利发展部

(Texas Water Development Board)与 USEPA 等机构

开发并完善的 QUAL 系列模型[19],以及威廉玛丽大

学维吉尼亚海洋学研究所研发的 EFDC[20] 软件,其
中,MIKE 模型由于使用方便、功能板块成熟及应用

广泛性强等特点,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用[21鄄23]。
曾剑等[24]采用 MIKE11 模型对温瑞塘河河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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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动力及水质模拟,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河网水

质变化趋势;姜欣等[25]利用 MIKE 11 模型模拟了哈

尔滨阿什河西泉眼水库以下河段的水文水质情势,
并计算了该段功能区水环境容量。

本研究区域为太湖平原河网区,区域河道纵横

交错,水系水情复杂,为进行总量控制分析,需对嘉

善县河网区域水文情势及水质状况进行模拟研究,
故选择 MIKE11 模型对嘉善小流域水动力情势及污

染物迁移状况进行模拟,通过选择不同总量控制方

案,利用模型计算不同削减率下跨界断面的水质达

标状况,从而确定合理的嘉善污染控制削减率。

表 1摇 部分监测断面水动力数学模型流量率定结果

时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8 月 22 日 10 时 44郾 2 41郾 1 7郾 1 47郾 4 45郾 4 4郾 2 112郾 3 105郾 8 5郾 8
8 月 22 日 18 时 58郾 6 53郾 7 8郾 4 31郾 7 30郾 7 3郾 1 94郾 3 86郾 6 8郾 2
8 月 23 日 10 时 39郾 7 41郾 8 5郾 2 52郾 1 49郾 6 4郾 8 112郾 2 104郾 1 7郾 2
8 月 23 日 18 时 31郾 9 36郾 1 13郾 3 48郾 5 46郾 0 5郾 2 101郾 8 94郾 6 7郾 1
8 月 24 日 10 时 42郾 3 45郾 3 7郾 2 55郾 3 48郾 9 11郾 6 107郾 7 102郾 1 5郾 2
8 月 24 日 18 时 66郾 2 60郾 4 8郾 7 41郾 3 43郾 5 5郾 3 104郾 3 110郾 5 5郾 9

表 2摇 部分监测断面河网水质数学模型 CODMn质量浓度率定结果

时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8 月 22 日 10 时 20郾 3 19郾 8 2郾 4 25郾 1 23郾 4 6郾 7 21郾 8 20郾 4 6郾 4
8 月 22 日 18 时 17郾 5 18郾 6 6郾 2 24郾 3 22郾 5 7郾 3 20郾 9 19郾 1 8郾 8
8 月 23 日 10 时 20郾 3 18郾 9 7郾 1 26郾 4 24郾 5 7郾 1 21郾 2 19郾 9 6郾 3
8 月 23 日 18 时 19郾 2 18郾 4 4郾 2 25郾 9 24郾 1 7郾 0 22郾 0 19郾 1 13郾 2
8 月 24 日 10 时 17郾 8 19郾 2 7郾 9 23郾 9 24郾 4 2郾 2 20郾 7 19郾 4 6郾 1
8 月 24 日 18 时 19郾 2 19郾 9 3郾 6 24郾 3 22郾 8 6郾 1 22郾 2 20郾 4 8郾 3

2. 1摇 模型构建

2. 1. 1摇 水动力数学模型

在 MIKE11 模型中,描述河道水流运动的 Saint鄄
Venant 方程组为

B 鄣Z
鄣t + 鄣Q

鄣x = q

鄣Q
鄣t + 鄣

鄣t
琢Q2

( )A
+ gA 鄣Z

鄣x + gA Q Q
K2 = qv

ì

î

í

ï
ï

ï
ï x

(1)

式中:q 为旁侧入流;Q、A、B、Z 分别为河道断面流

量、过水面积、河宽和水位;vx 为旁侧入流流速在水

流方向上的分量;K 为流量模数,反映河道的实际过

流能力;琢 为动量校正系数,是反映河道断面流速分

布均匀性的系数。
对上述方程组采用四点线性隐式格式进行离

散,形成流域统一的节点水位、流速线性方程组,求
解则采用矩阵标识法。
2. 1. 2摇 河网水质数学模型

河网水质数学模型采用一维河流水质模型,基

本方程为

鄣C
鄣t + u 鄣C

鄣x = 鄣
鄣x Ex

鄣C
鄣( )x - KC (2)

式中:C 为模拟物质的浓度;u 为河流平均流速;
Ex 为对流扩散系数;K 为模拟物质的一级衰减系

数;x 为空间坐标;t 为时间坐标。
对流扩散系数 Ex 是一个综合参数,包含了分子

扩散、湍流扩散以及剪切扩散效应,除了和物理背景

相关之外,还和计算空间大小、时间步长等相关。 本

文通过以下经验公式来估算对流扩散系数:
抓x = avb (3)

式中:v 为流速,来自水动力计算结果;a 和 b 为设定

的参数。
2. 2摇 模型参数率定

2. 2. 1摇 水动力数学模型参数率定

根据嘉善区域 2013 年 8 月 22—24 日同步监测

水文资料,采用试错法(即根据模型内部水文监测

断面资料,调试各河道的糙率,使得计算流量过程与

实测流量过程相吻合)率定得到的研究区域内河道

糙率处于 0郾 018 ~ 0郾 027 之间。 流量率定结果如

表 1 所示,误差均小于 13郾 3 % , 平均误差约为

6郾 86% ,流量模拟结果符合性较好。
2. 2. 2摇 河网水质数学模型参数率定

根据 2013 年 8 月 22—24 日同步监测水质资料

对水质降解系数进行率定,得到 CODMn的降解系数

为 0郾 09 ~ 0郾 14 d-1, NH3 鄄N 降解系数为 0郾 07 ~
0郾 12 d-1。表 2 与表 3 分别给出了模拟时段内部分断

面河网水质数学模型参数率定的结果,可见 CODMn

质量浓度最大相对误差为13 郾 2% ,平均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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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部分监测断面河网水质数学模型 NH3 鄄N 质量浓度率定结果

时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8 月 22 日 10 时 0郾 89 0郾 79 11郾 3 1郾 83 1郾 56 14郾 9 1郾 03 1郾 10 6郾 8
8 月 22 日 18 时 0郾 74 0郾 70 5郾 8 1郾 62 1郾 51 6郾 8 0郾 76 0郾 78 2郾 2
8 月 23 日 10 时 1郾 02 0郾 87 14郾 3 2郾 03 1郾 71 15郾 7 1郾 05 1郾 13 7郾 5
8 月 23 日 18 时 0郾 97 0郾 85 12郾 8 1郾 58 1郾 66 5郾 1 0郾 94 1郾 07 14郾 1
8 月 24 日 10 时 0郾 88 0郾 84 4郾 3 2郾 05 1郾 74 15郾 1 1郾 02 1郾 11 8郾 5
8 月 24 日 18 时 0郾 85 0郾 79 7郾 1 1郾 83 1郾 72 5郾 8 0郾 93 0郾 95 1郾 8

表 4摇 部分监测断面水动力数学模型流量验证结果

时摇 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3·s-1)

计算值 /
(m3·s-1)

相对
误差 / %

1 月 12 日 10 时 63郾 2 54郾 7 13郾 4 44郾 9 40郾 7 9郾 3 112郾 3 106郾 5 5郾 2
1 月 12 日 18 时 45郾 8 51郾 0 11郾 3 33郾 2 37郾 5 13郾 1 95郾 2 88郾 2 7郾 4
1 月 13 日 10 时 53郾 4 48郾 3 9郾 6 30郾 1 34郾 9 15郾 8 113郾 1 105郾 7 6郾 5
1 月 13 日 18 时 46郾 1 44郾 3 3郾 8 27郾 9 32郾 1 15郾 1 101郾 8 95郾 3 6郾 4
1 月 14 日 10 时 53郾 2 47郾 8 10郾 2 40郾 3 41郾 6 3郾 3 107郾 3 102郾 0 4郾 9
1 月 14 日 18 时 46郾 3 51郾 6 11郾 4 32郾 8 36郾 8 12郾 3 104郾 1 98郾 2 5郾 7

表 5摇 部分监测断面河网水质数学模型 CODMn质量浓度验证结果

时摇 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1 月 12 日 10 时 20郾 7 19郾 5 6郾 0 26郾 1 23郾 4 10郾 4 22郾 5 20郾 4 9郾 3
1 月 12 日 18 时 19郾 2 17郾 2 10郾 2 25郾 7 22郾 8 11郾 2 21郾 7 20郾 1 7郾 2
1 月 13 日 10 时 22郾 3 20郾 7 7郾 3 27郾 4 24郾 5 10郾 6 23郾 2 21郾 0 9郾 5
1 月 13 日 18 时 20郾 3 18郾 8 7郾 5 27郾 3 24郾 8 9郾 2 22郾 4 21郾 9 2郾 1
1 月 14 日 10 时 22郾 8 21郾 0 8郾 1 28郾 1 24郾 6 12郾 3 22郾 9 21郾 4 6郾 6
1 月 14 日 18 时 18郾 1 18郾 9 4郾 3 25郾 2 23郾 0 8郾 8 21郾 1 19郾 7 6郾 4

表 6摇 部分监测断面河网水质数学模型 NH3 鄄N 质量浓度验证结果

时摇 间

俞汇塘断面 茜泾塘断面 红旗塘断面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实测值 /
(mg·L-1)

计算值 /
(mg·L-1)

相对
误差 / %

1 月 12 日 10 时 0郾 94 0郾 79 16郾 3 1郾 92 1郾 59 17郾 2 1郾 09 0郾 95 13郾 3
1 月 12 日 18 时 0郾 77 0郾 68 11郾 8 1郾 69 1郾 53 9郾 7 0郾 83 1郾 00 20郾 4
1 月 13 日 10 时 1郾 02 0郾 83 18郾 3 2郾 07 1郾 71 17郾 5 1郾 11 1郾 04 5郾 9
1 月 13 日 18 时 1郾 00 0郾 83 17郾 1 1郾 61 1郾 64 1郾 6 1郾 00 1郾 10 10郾 1
1 月 14 日 10 时 1郾 04 0郾 83 20郾 2 2郾 08 1郾 72 17郾 1 1郾 18 1郾 04 11郾 9
1 月 14 日 18 时 0郾 99 0郾 78 21郾 4 1郾 81 1郾 66 8郾 3 1郾 02 0郾 96 5郾 7

6郾 49% ;NH3 鄄N 质量浓度的相对误差小于 15郾 7 % ,
平均误差小于 8郾 88 % 。 CODMn和 NH3 鄄N 水质指标

模拟误差较小,说明河网水质数学模型拟合度较好。
2. 3摇 模型参数验证

2. 3. 1摇 水动力数学模型参数验证

利用 2014 年 1 月 12—14 日同步监测水文资

料,对模型率定得到的河道糙率进行验证,以确定构

建模型在本研究区的适用性。 由部分监测断面水动

力数学模型流量验证结果(表 4)可知,水文条件吻

合较好,统计得到验证计算的流量相对误差小于

18郾 37 % ,平均误差为 9郾 15 % ,说明率定得到的河

道糙率适用于研究区域。 因此,建立的一维水环境

数学模型合理,能较准确地模拟嘉善县水文情势。
2. 3. 2摇 河网水质数学模型参数验证

利用 2014 年 1 月 12—14 日同步监测水质资

料,对模型率定得到的水质降解系数进行验证,以确

定水质参数的适用性。 由部分监测断面河网水质数

学模型参数验证结果(表 5、表 6)可知,水质条件吻

合较好,统计得到验证计算的 CODMn质量浓度平均

误差为 8郾 16% ;NH3 鄄N 质量浓度平均误差为 13郾 54
% ,说明率定得到的水质降解系数适用于研究区域。
因此,建立的一维水环境数学模型合理,能较准确地

模拟嘉善县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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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确定

3. 1摇 跨界断面确定

本文根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太湖流域省

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中确定的苏浙沪跨界

断面,兼顾考虑嘉善水系水文特征及对上海水环境

的影响,选取嘉善县境内 4 个重要跨浙沪省界断面

作为研究断面,分别为俞汇北大桥、横港大桥、清凉

大桥及枫南大桥,其相对位置见图 2,各重要跨界断

面信息见表 7。
表 7摇 重要跨界断面信息

断面名称
所在
河流

所在位置
主要
流向

水质达
标要求

俞汇北大桥 俞汇塘 嘉善县与青浦县交界处 自西往东 芋
横港大桥 红旗塘 嘉善县与青浦县交界处 自西往东 芋
清凉大桥 清凉港 嘉善县与青浦县交界处 自西往东 芋
枫南大桥 枫泾塘 嘉善县与金山县交界处 自西往东 芋

3. 2摇 削减方案确定

根据《太湖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国函[2010]
39 号文)的要求,各个重要跨界断面水质需达到芋
类水质标准。 本文在模型边界取功能区目标水质的

前提下,分别模拟研究区域污染源(包括工业点源、
污水处理厂和农村面源)在不同削减率下嘉善水系

的水质改善情况,以期得到重要跨界断面水质达标

时的污染总量削减率,从而对嘉善小流域区域内排

污总量进行有效控制。
根据 GB 3839—83《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技术原则与方法》相关规定要求,采用预测年

最枯月 90%水文保证率作为水环境模拟的水量边

界条件;同时基于 2011 年嘉兴市污染源普查资料、
嘉兴市水环境治理综合规划及浙江省水功能区纳污

能力核定成果,分别确定本次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

方案(表 8),并分别进行模拟。
表 8摇 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

方案
计算削减率 / %

CODMn NH3 鄄N
削减率计算依据

方案 1 0 0 维持现状排放

方案 2 5郾 4 37郾 7 浙江省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成果

方案 3 14郾 2 22郾 1 嘉兴市水环境治理综合规划

方案 4 14郾 2 37郾 7 取以上方案最大削减值为模拟削减率

3. 3摇 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设计的 4 种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进行

污染削减效果模拟,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见图 3。
由模拟结果分析得到:

a. 方案 1 维持现状排污工况不进行任何削减,
4 个重要跨界断面水质均超出相应环境敏感区水质

目标要求,尤其是 NH3 鄄N 超标严重,因此需对现状

图 3摇 各方案下重要跨界断面水质模拟结果

排污进行总量削减。
b. 方案 2 根据浙江省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

成果,在区域 CODMn污染负荷削减 5郾 4% 及 NH3 鄄N
污染负荷削减 37郾 7%的排污工况下,重要跨界断面

水质均有改善;尤其是 NH3 鄄N 改善幅度较大,除清

凉大桥略有超标外(超标幅度 8郾 7% ),其他断面

NH3 鄄N 指标均已降至符合芋类水要求,但清凉大桥

及枫南大桥 CODMn 因子仍然超过水质目标要求近

20% ,因此在方案 2 提出的削减率上 CODMn应进一

步削减。
c. 方案 3 为基于嘉兴市水环境治理综合规划

的削减方案,嘉善区域 CODMn、NH3 鄄N 的排污总量分

别削减 14郾 2%及 22郾 1% ;计算得出清凉大桥与枫南

大桥 NH3 鄄N 指标仍然超标近 40% ,故需要针对

NH3 鄄N 进行进一步削减。
d. 方案 4 为综合削减方 案, 嘉 善 区 域 在

CODMn、NH3 鄄N 的排污总 量 分 别 削 减 14郾 2% 及

37郾 7%的情况下,除清凉大桥 NH3 鄄N 指标略有超标

外,其余断面水质均达到芋类水质目标要求;且清凉

大桥水质 CODMn因子仅超标 4郾 6% ,NH3 鄄N 仅超标

8郾 7% ,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基本达到区域总量

控制要求。

4摇 结摇 论

a. 构建了嘉善小流域一维水环境数学模型,以
水文、水质同步监测数据为依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

率定,其中糙率处于为 0郾 018 ~ 0郾 027 之间;CODMn

的降解系数为 0郾 09 ~ 0郾 14 d-1,NH3 鄄N 降解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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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郾 07 ~ 0郾 12 d-1。 由率定结果可知模型参数选取合

理,计算值和实测值吻合良好,可用于嘉善河网水环

境的模拟。
b. 提出了以重要跨界断面水质达标作为控制

因子来进行总量控制,并利用已率定合理的嘉善一

维水环境数学模型对嘉善小流域水环境进行模拟,4
种不同方案预测结果表明,NH3 鄄N 的区域总量削减

率为 37郾 7% 、CODMn 的区域总量削减率为 14郾 2%
时,可基本满足以重要跨界断面水质要求为控制因

子的嘉善跨界区域总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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