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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序 号 工作开展时段 基准年 主 持 单 位 技术负责单位 成 果 形 式

第 $ 次 $%&% ’ $%($ 年 $%(" 年
水利部水资源研究

与区划办公室

原华东水利学院

环境水利科学研究所

《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

全国地表水水质调查评价汇总技术小组

华东水利学院环境水利科学研究所

$%(# 年 ) 月

第 ! 次 $%(* 年 $%(+ 年 原水利电力部水文局
水利部水质实验

研究中心

《中国地表水质量报告》（$%(* 年度）

水利电力部水文局

$%(( 年 # 月

第 ) 次 $%%) ’ $%%# 年 $%%$ 年 水利部水文司
水利部水质实验研究中心

河海大学环境水利研究所

《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价》

水利部水文司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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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细则，!""!,

三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综述

彭文启，周怀东，邹晓雯，王凤荣，杜 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北京 $""")(）

摘要：介绍了自 $%&% 年以来已经进行的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工作，对其评价范围、评价内容、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 ) 次评价的结果。说明历次评价的内容、方法、标准不同是地表水水质评价

结果定量比较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 ) 次评价结果归纳了我国地表水水质污染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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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我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水利部部署开展了《全国

水资源综合规划》!。全国地表水水质调查与评价是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

地表水水质现状、水质变化趋势、水功能达标情况等

进行分析评价，目前已经开展了 ) 次，见表 $。

! 评价范围与内容

! ,! 评价范围

全国地表水水质 ) 次评价的范围见表 ! ’ #，评

价河长约$" 万 /0。

! ," 评价内容

#$ 江河水质评价。)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内

容见表 +。) 次评价均将天然水化学综合指标纳入

水质分类评价中（见表 *），不再对全国天然水化学

类型进行分析。由于底泥污染及其危害在当时并未

引起重视，因此没有设置底泥评价内容。

%$ 水质趋势。第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对

部分测站进行了年均值的长期趋势分析，第 ! 次只

表 " 第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范围

流域片
单元河段

1个
评价河长

1 /0
河流数

1条
湖泊

个数 1个 面积 1 /0!

水库

1座
黑龙江 *) +)$!2! !* +
辽 河 $+" *(%#2" *" +
海 河 )!& &$$+2$ $$& $ )*&2" )"
黄 河 $#% ("$*2+ *)
淮 河 )$" ((%)2" $#! $" *)++2+ +"
长 江 +)+ )#&!&2" !*& % +#$"2+ $$
浙闽台 $+$ )%(*2& *% #

西南诸河 ($ &(&%2" +) * !+"2" )
珠 江 %! (!&+2* ++ * )&(2)

西北内陆河 )# $"$+2( !! ! !&%2" )
全 国 $(%! %!$$#2% (&# )# $)"#"2) $$$

对部分污染组分的污染广度与第 $ 次评价的结果进

行了对比。第 ) 次进行趋势分析的站点与水质参数

明显多于前两次，并首次采用了更科学的短期趋势

分析方法———季节性 3456788 检验。

" 评价项目与评价方法

" ,! 评价项目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根据当时水质污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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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第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范围

流域片
河流数

!条
评价河

长 ! "#
单元河

段 !个
监测断

面 !个
水质监测

站点 !个
湖泊

!个
水库

!座
松 辽 $% &’%$( &)’ &’$ &’( * *
海 河 &%& &&(++ (+( ()$ ()$ * ,%
黄 河 ’& &’-*+ (,, ()% )&& * *
淮 河 +$ %’&$ &() (’* (,) ) (*
长 江 ()- (&)%) )-$ --$ ,’’ , &)
珠 江 (+ +(’( +& +- &), * *
浙闽台 &- ---, &)& &)$ &’( * *
内 陆 &*$ &(--+ &%- (&- &+) ) ’
全 国 $&& &*),)% &+*, &’+’ &’$, && $*

表 # 第 !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范围

流域片
河流数

!条
评价河

长 ! "#
单元河

段 !个
监测断

面 !个
水质监测

站点 !个
湖泊

!个
水库

!座
灌区

!个
松 辽 ’% &%$*$.* (*, (*’ - (
海 河 &*- $--&.& (&, (&, (&,
黄 河 $( &(,&-.+ (&) (&) (*+ &) &
淮 河 +% $*’,.* &&’ &$% &$%
长 江 ’, (&’%-.* (+( ,,% , &&
太 湖 ,( &&--.% +) &,’ ,
珠 江 -+ &($’’.* &&+ &&+ &&+ % &- )
浙闽台 -% )(-$.) &&’ &(, &&’ &
内 陆 &*% &(+)%.’ &)- &$, &+) ) &( ’
全 国 +’+ ’’%*,.% &(-( &%&- &(&) &% -$ &+

表 $ 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内容

评 价 内 容 第 & 次 第 ( 次 第 , 次

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
江河水质评价 ! ! !
湖库富营养化评价 !
供水水源地评价 !
水质趋势分析 ! ! !
水污染事故统计 ! !
水污染危害经济分析 !
水资源质量可利用程度 !
水质保护对策 ! ! !

表 % 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项目

序 号
评价项

目数

分类评价参数

天然水化学

综合指标

耗氧有机物及

氧平衡指标

有毒及易

积累物质

第 & 次 && /0 值、总硬

度、氯化物

12，321，

40,54
酚、氰化物，

67，08，39+ :

第 ( 次 &%
/0 值、氯化物、

总硬度、离子

总量、铁

12，321;<，

40,54，42(54，

42,54，=>，挥发酚

氰化物，67，08，
3?，39+ :

第 , 次 &* 总硬度
12，321;<，

非离子氨

挥发酚、氰化物，

67，08，3?，

39+ :

点、水质监测数据情况以及评价目的，从 , 个方面选

择水质评价参数。总硬度，12，321;<，40,54，挥发

酚、氰化物，67，08，39+ : 等 ’ 项参数为历次评价共同

关心的项目，也是历次评价中判定为重要的污染超

标项目，是影响中国地表水水质的主要成分。第 ,
次在对湖库进行富营养化评价时，选择 321;<，=>，

=4，透明度、叶绿素共 - 项指标。

" @" 评价方法

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第 &，, 次采用了完全类同

的评价方法，见表 %。

表 & 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方法

序 号 水质单项评价
分类和综合

评价方法
河流水质综合评价

第 & 次 分级评价法 地图重叠法 污染河长加权平均法

第 ( 次 水质指数叠加法
地图重叠法、

等权叠加法
污染河长加权平均法

第 , 次 分级评价法 地图重叠法 污染河长加权平均法

与其他两次定性评价方法不同，第 ( 次全国地

表水水质评价在水质定量评价方面进行了尝试，引

入“水质指数”概念，其定义为：

!" # $" % &"

式中：$" 为实测 " 参数的单元河段浓度代表值，&"

为该次评价的 " 参数的水质分级界限值。

第 ( 次评价中 &" 选用!级界限值为基准，因

此，水质指数 !" 的意义即为单元河段 " 参数浓度代

表值超过评价分级!级标准（与环境地表水水质!
级，饮用、渔业用水等效）的超标倍数（ !" A & 情况）或

安全系数（ !" B & 情况）。

! 评价标准

随着水污染的发展，, 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

的标准差别较大。图 & 中将 (**( 年（第 ) 次全国地

表水水质评价）的 - 项评价项目：12，321;<，40,54，

挥发酚及 67，前 , 次的评价标准与 CD ,$,$—(**(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第 & 次

评价采用的标准相对宽松，第 , 次评价采用的标准

与 CD,$,$—(**( 最接近。

# 地表水水质评价结果

虽然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采用的方法基本

相同，但由于分级评价法属于定性分析方法，加上评

价标准的差异，历次评价统计结果定量对比缺乏统

一平台，因此全国水质发展状况的纵向评价只能基

于原始监测数据。

# @’ 定性结论

# @’ @’ 第&次

() 全国地表水 /0 值、总硬度，321;<，40,54，

酚，08 的污染较为普遍，有些河段污染比较严重。

氰化物，67，39+ : 的污染范围不大。

*) 耗氧有机物污染北方比南方重。黑龙江、辽

河、海滦河、黄河、淮河 - 个流域片的耗氧有机物污

染较严重。有机物综合评价中主要超标水质指标为

321;<，其次为 40,54。

+) 根据对全国 )-& 条河流综合评价统计结果：

全国受到较严重污染的河流有 &)&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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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历次评价标准与 "#$%$%—&’’& 标准限值比较

( !! !& 第"次

)* 我国地表水天然性状基本良好。

+* 耗氧有机污染的各项指标中，酚，#$%&’和

()*+( 占了很大比重。!排在首位的是酚，各流域

由轻至重的排序为：浙闽、内陆、长江、黄河、珠江、淮

河、松辽、海河。"#$%&’的污染仅次于酚，各流域

由轻至重的顺序为：内陆、珠江、长江、浙闽、黄河、松

辽、淮河、海河。#()*+( 也是普遍而严重的污染参

数，各流域由轻至重的排序为：内陆、珠江、浙闽、长

江、松辽、黄河、淮河、海河。

,* 无机毒物和重金属污染总体上尚不普遍，主

要污染指标为 #, 和 )-。重金属污染各流域由好至

坏的顺序为：内陆、珠江、长江、黄河、浙闽、松辽、海

河、淮河。淮河流域以 )- 的污染最为突出，黄河流

域 #, 和 ./ 的污染河长较长。

-* 各流域有机污染由轻至重的顺序为：内陆、

珠江、浙闽、长江、黄河、松辽、淮河、海河。天然水化

学指标的评价结果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各流域水质的

天然性质和适用程度，其中珠江流域达到$级以上

的天然水化学指标为 *0123；海河和黄河流域分别

为 "410"3和 451463。天然水质长江最好，是低硬

度 #7#$* 型水体。天然水质各流域由好到次顺序

为：长江、淮河、浙闽、松辽、内陆、黄河、海河、珠江。

( !! !$ 第*次

)* 参加评价的 48 个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

按污染河长降序百分比排序依次为：非离子氨、总汞，

#$%&’，挥发酚，%$，#,，总硬度，#92 : ，./，氰化物。

+* 全国水质污染以耗氧有机污染为主，流域片

中以海河和淮河相对严重；有毒及易积累物质类的

污染次之，流域片中以黄河、松辽和海河相对严重。

,* 全国大部分河段天然水化学指标正常。

-* 除珠江流域外，耗氧有机物污染均为非汛期

重于全年期、汛期。在全国，有毒及易积累物质类污

染为非汛期重于汛期。

( !& 小结

)* 全国大部分河段天然水化学指标正常。

+* 我国地表水水质污染以耗氧有机污染为主，

长期以来，#$%&’和 ()*+( 是影响我国地表水水质

的首要水质指标。

,* 在全国范围内，有毒及易积累物质污染并不

严重，但在局部区域却长期对水质安全构成威胁，其

中 )- 和 #, 一直是有毒及易积累污染的重要指标。

-* 水质污染北方区域重于南方，淮河、海河流

域一直是污染相对严重区域。

. 结 语

由于历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的内容略有差

异、评价方法不尽相同、评价标准一直在变化，所以

其结果的定量比较缺乏统一基准，定量比较困难。

但由于历次评价在很多方面有继承性，一些基本的

评价结论仍然具有可比性，因此，可以从历次评价结

果中获得全国地表水水质状况的一般规律。

为了使水质评价结果具有纵向定量可比性，水质

评价的定量评价以及水质水量联合评价十分必要。

（收稿日期："88"%4"%"* 编辑：胡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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