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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水环境状况及污染防治对策

张新华"，董雅文!

（"4江苏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江苏 南京 !"##B$；!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苏 南京 !"###:）

摘要：分析了苏州市相城区主要入阳澄湖（水源型湖泊）河道的水质现状，发现各水体水质均超出相应的标准

限值，主要污染成因为：面源污染源强大，污水集中处理率偏低，水利工程破坏了天然的水力联系，工业企业

布局散乱等。针对该区水环境形势的紧迫性，提出了面源控制、工业生态改造、污水处理、引水冲污、两湖强

制性保护等污染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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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概 况

苏州市相城区位于江苏南部的太湖平原，东与

昆山隔水相望（阳澄湖），南连苏州市区，西衔望虞河

与太湖，北接无锡、常熟。全区总面积 G9: T<!，!##B
年总人口约为 BX 万人。相城区地处典型的苏南河

网地区，水系发达（见图 "），有大小河流 " ### 多条，

并且濒临太湖、阳澄湖两大水源地，是执行《太湖流

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及《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

条例》最为严格的地区，水环境问题较为敏感。相城

区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苏锡常经济圈腹地，然而经
图 E 苏州市相城区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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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量在苏锡常地区却相对较低，未来一段时期需

要大力发展经济，迎头赶上周边地区。但如何在强

制性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并且在摆脱“经济盆

地”的同时，不会变成为“环境盆地”，是相城区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问题。

! 水环境现状及成因分析

! !" 水环境现状

相城区河网水系发达，水利设施众多，水环境问

题较为敏感和复杂。根据受纳水体的污染特征，对

主要河流（望虞河、元和塘、北河泾、渭泾塘和里塘

河）进行水质评价。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划》：望虞河水质目标为!类，其他为"类，采用单

因子评价法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相城区地表水

污染以氮污染为主，所有评价河道中，氨氮因子均超

标，以望虞河超标最为严重，超标倍数为 "#$%，其次

为元和塘、里塘河、渭泾塘和北河泾。同时对阳澄湖

水质进行评价，按!类水质评价，评价结果为：非离

子氨、总氮、总磷、氨氮及生化需氧量均超标，超标最

为严重的因子为非离子氨，超标倍数为 &，水污染以

氮、磷污染为主。

! !! 主要水污染源分析

水污染源按照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及农业

面源三类进行统计。工业污染源按排污申报资料进

行统计：$’’( 年相城区工业污染源 () 家，工业废水产

生量为 *+"(#+, 万 - . /，年产生化学需氧量&&&+#+ -；生

活污染源根据取水量乘以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城镇

居民人均用水量为 $%’ 0 .（1·人），农村居民人均用

水量为 "*’ 0 .（1·人），排放系数为 ’#+，估算生活污

水产生量为 "+,"#* 万 - . /，污染物产生量见表 "，农业

面源按农田污染、水产养殖、畜禽养殖污染三方面估

算，结果见表 "。根据对三类污染源的估算，得出总的

污染负荷，并进行等标污染负荷计算（如表 " 所示），

得出相城区的污染以氮、磷污染为主，两者的等标排

放率之和为 %)#’2，这主要与当地水产养殖及居民生

活污染物排放有关。以 345 为例，工业、生活及工业

污染源的比例如图 $ 所示。相城区水污染以农业面

源污染为主，其污染比例占 ,"2（以 345 计）。

表 " 相城区 !##$ 年水污染负荷统计 -

项 目 345 645* 78(97 :; :7

工业污染源 &&&+#+’
生活污染源 $"%+#&’ "$,&#+’ "%&#$’ ""’#*’ $",#+’

农业面源 "’*,’#)* (+%,#%) &))#’’ "%(#++ "*)(#’*
合 计 "%"++#"* *"&"#*) ,%(#$’ $+&#(+ "+’)#+*

等标排放负荷 .
万 <( *#%( — — )#&+ "$#’%

等标排放率 . 2 $"#’’ — — (&#+’ &&#$’

图 ! 相城区 %&’ 污染源构成

! !$ 水环境恶化的成因分析

() 面源控制薄弱。$’’( 年，相城区农业面源的

入河量占总入河量的 ,+#,2，是相城区最主要水环

境污染源。但这些污染源大部分治理力度不够，特

别是粗放型的水产养殖和农田污染，使河网水体受

到严重污染。

*) 污水集中处理能力不足。相城区现有污水

处理厂 + 个，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为 "%#$ 万 - . 1，

现状处理能力仅为 ,#( 万 - . 1，而目前相城区生活污

水与工业废水量之和为 $"#’ 万 - . 1，废污水集中处

理率比较低，仅为 (’2，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需要。元和塘由南到北穿城而过，是相城区主要

纳污河流，未经处理生活污水的分散排放是该河氮

污染的主要贡献者。

+) 水利工程阻断了天然水流，致使河网水流不

畅。相城区地处“引江济太”和苏州市古城区引水冲

污工程的重要影响区，两大工程先后在望虞河和西

塘河两侧建闸，切断了与相城区其他河流的水力联

系，致使河网水流不畅，部分河段甚至出现死水，河

网水环境容量降低。

,) 工业企业布局散乱、工业污染向区域扩散。

相城区共有工业企业 $$$+ 家，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

农村，工业污染源过于分散，给管理和有效治理带来

难度。

$ 水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 !" 水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较差

相城区 * 条主要河流中，氨氮因子均超标，阳澄

湖总氮、总磷、氨氮、生化需氧量均严重超标，水环境

污染较为严重。较差的水环境质量严重影响了当地

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

与“江南水乡”、苏锡常经济圈腹地的美誉相违背。

$ !! 排污量超过水环境容量，水环境形势严峻

按照现状"类水质计，以 345 为例，相城区水

环境容量为 "( +*’#*) - . /［"］。按 照 污 水 处 理 厂 对

345 的处理效率为 )’2计，污水厂对 345 的削减量

为 &++*#") - . /，则 345 入河总量为 "$ (’$#), - . /，排

污量接近水环境容量。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

功能区划》，远期（$’$’ 年）城区主要河流中除元和

塘水质目标为"类外，其余为!类，水质目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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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环境容量大大降低，仅为 !"#$%&! ’ ( )，因此水环

境的压力会更大，而经济要发展又会带来新的环境

压力，相城区的水环境问题日趋严峻。

! *! 水源保护要求提高

相城区位于太湖、阳澄湖两大水源地之间，水源

保护的任务艰巨。阳澄湖是苏州市和昆山市的饮用

水源地，相城区位于阳澄湖上游，近来昆山市加大了

饮用 水 的 取 水 量（ 由 原 来 的 &%$$ +& ( , 增 大 到

-%".+& ( ,），对相城区的水源水质保护提出了更高的

强制性保护要求。若阳澄湖西岸的相城区污染源控

制不当，污染物随水流扩散至东岸，会威胁昆山市的

饮用水安全。

" 污染防治对策

" *#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农业面源是相城区最主要的水污染源，有效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是控制水环境污染的基础。相对

于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来说，农业面源污染难于

进行污染后处理，因此需从源头抓起，减轻农业面源

的污染负荷、发展生态农业。针对农业污染的产污

环节，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 缩小水产养殖规模，建立生态水产养殖模

式。从根本上缩减水产养殖面积，是控制水产养殖

污染的最直接途径。建立生态水产养殖模式是控制

水产养殖污染的另一重要途径：一方面，可建立自净

式设施水产养殖模式，通过配方饲料、精量投饵、合

理品种结构等措施，确保水体清洁卫生，能循环使

用；另一方面，根据品种特点，建立规模化适宜密度

养殖模式。

&% 合理、有效施用化肥、农药，减轻农田污染。

重点规范施肥技术，大力推广和普及配方施肥技术，

提高化肥利用率；以种养结合为基础，以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为纽带，实现系统内物质循环利用，减少化学

肥料施用量；建立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降

低化肥、农药等的使用量和使用强度，改善种植业生

态环境。

’% 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机制。大力推进科技进

步，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同时加强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组建高水平的生态农业专家队伍，

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摸索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工程模

式及面源污染防治对策，为生态农业和面源污染防

治提供技术支撑［#，&］。

" *(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相城区废污水集中处理率比较低，仅为 &"/，

并且空间分布不均匀，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满足

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且污水厂的利用程度较低，仅

为 &-%-/，因此应加强污水厂的运行管理，使污水

厂切实发挥作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

要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建成

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0］。为了

达到近期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1"/以上、远期达 -"/
以上（其中中心城区及重点镇达 !"/以上）的城市

发展目标，近期需保证现有污水厂投入运行，处理能

力达 2&%$" 万 ’ ( 3 以上，远期需再增加 2#%#! 万 ’ ( 3
的处理能力，处理厂可设置在目前污水处理能力较

弱的东桥、太平、黄桥等镇。

" *! 利用调水提高河网水环境容量

相城区北部的望虞河是引江济太的清水通道，

西部的西塘河是苏州市古城区引水冲污的清水通

道，这两个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

了相城区水网原有的水力联系，使水流速度减缓，部

分河段出现死水，水环境容量降低，但工程也为相城

区的水环境改善带来契机。相城区位于引江济太工

程的重点影响区域，引入长江水会使相城区河网水

质得到改善［1］。相城区具有鹅真荡、漕湖两大天然

蓄水池，调水期间，北部可通过两大湖荡沿岸诸闸及

沿望虞河闸门引水，西南部可利用西塘河引水工程

由黄埭荡引水，用以改善相城区水网水环境。据估

计，望虞河引水期间，水质基本可达!类，相城区每

引 水 2" +& ( ,，可 使 河 网 稀 释 环 境 容 量 增 加

&21&%- ’ ( )。
" *" 推进工业生态化改造

相城区现有相城经济开发区 2 个及大小工业集

中地 $ 个，主要行业类型为印染、化工、机械、电子

等。工业是相城区的支柱性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

$% 应合理布局，加强管理。相城区共有工业企

业 ###$ 家，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村庄，工业污染源

过于分散给管理和有效治理带来难度。因此要加强

工业企业向园区集聚，以实现对工业污染源的长效

管理和集中治理，同时建立工业企业的环境准入门

槛，坚持走轻型无污染或微污染工业的发展方向。

&% 积极推进绿色产品研制开发。积极推行以

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资源节约和环境影响最小的产

品生态设计与开发，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提高

环境标志产品比率，促进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积极推动工业园区发展。积极发挥园区的

产业集聚和生态效应，促进工业园区的建设：通过建

设集中治污和集中供热体系，实现园区基础设施的

共享和规模化经营；推进园区内部和园区之间的废

物交换体系和能量梯级利用体系建设，加速工业园

区向生态工业园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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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太湖、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工作

相城区位于太湖的下游，对太湖的影响较小，应

严格遵守《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着重做好

禁止近岸废污水直排湖体和减少湖内的水产养殖面

积等工作。相对来说，阳澄湖的水源水质保护工作

任务艰巨，今后应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水产养殖控制及生态化改造。阳澄湖大闸

蟹及其他水产品远近驰名，水产养殖促进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但由此带来的水产养殖污染也很大。因

此，应严格控制水产养殖的密度，并不断采用先进技

术，发展生态养殖，减小水体污染。

%$ 入湖河口污染控制。相城区直接入阳澄湖

的主要河道为里塘河和北河泾。里塘河河口为占地

"## 多 $%& 的中兴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对草坪的管

理与维护中要施用大量的化肥、农药，因此建议使用

环保型生物农药和有机缓释性肥料，并对高尔夫球

场的地表径流进行收集处理，避免造成近岸水体的

富营养化；北河泾河口附近是苏州市的饮用水取水

口，应严格限制水产养殖，取缔取水口附近现存的精

养鱼塘，设置为湿地，逐步恢复河口地区的水生态。

&$ 水源保护区发展限制规定。根据《苏州市阳

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的规定，划定阳澄湖一级、

二级及准保护区，各类保护区按照条例规定，严格禁

止相应的开发、建设活动。

" 结 语

苏州相城区位于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的水网地区

和水源保护区，水环境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工程。引水冲污可调活水体，增加水环

境容量，但它改善水环境的作用有限，治标不治本，

不能作为治理水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要实现水环

境管理的长效性，必须从源头抓起，积极调整经济结

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清洁生产，同时做好污水处

理设施的建造和加强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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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水资源

产业结构调整包括种植业结构调整，种植需水

少的耐旱植物，发展畜牧业，扩大农村、城市服务业

等。必须从缺乏生态环境意识的低水平开发转变为

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同

时必须切实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灌溉制度的

逐步转变；#水资源投资机制的改革；$水价政策的

改革。%政府对农民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可操作性

的改革。

! !( 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对水资源的认识，建立

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模式

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综合管理，顺应了

水资源的自然运移规律和经济社会特性，可以使流

域水资源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内陆河流域的

生态系统具有流域独立性，每个流域的上、中、下游系

于一脉，流域内生态系统的演替状况完全取决于水资

源的状况。流域是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

流域水循环不仅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基础，是

生态环境的控制因素，同时也是诸多问题和生态问题

的共同症结所在。因此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实行

统一管理，已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

! !! 通过详细调查和周密规划，制定近期与远期、

整体与局部的治理计划

当地地表水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开发利用程度

较高；地下水资源分布范围广，开发程度低，从理论

上讲尚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但疏勒河流域土地辽

阔、水资源稀缺的基本特征，构成了这一地区极为脆

弱的生态环境。不能盲目和无规划的开发地下水资

源，应提（井）、排相结合。要正确把握人口、资源、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协调处理好整体与局部、

近期与远期等各种关系。

! !" 禁止大面积开荒，维持现有绿洲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随着疏勒河综合开发建设项目的有序开发，当地

群众乱占乱开土地资源的情况也逐步加剧，掠夺水资

源和干扰项目建设的情况显得比较突出，最终造成了

环境的不断破坏。建议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应切实

加强管理，有序开发，维护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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