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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水环境现状及外来污染物贡献率评价

何晓壮，张照余

（嘉兴市水文站，浙江 嘉兴 "9G###）

摘要：为了摸清嘉兴市污染物的来源情况，为水环境整治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近年来水环境监测数据，评价了

该市水环境现状，估算了外来污染量和本地污染量。结果表明：影响嘉兴市水质的主要项目依次是 1?"<1，

(/ 和 .,H6F；外来的污染量占很大的比重，约为 %#I。建议在积极控制本地排污和增强自身纳污能力的同

时，应呼吁和协调周边地区改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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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地处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杭

嘉湖平原地区，南临钱塘江口的杭州湾；北、东两侧

分别与江苏、上海相接；西与杭州市、湖州市为邻。

嘉兴市作为一个江南水乡城市，过去一直以秀水古

镇闻名于海内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秀水离人们已

经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脏水和臭水。为了能更

好地控制和治理水环境，本文对嘉兴市本地污染量

和外来污染量进行初步的调查和计算，以便给水环

境整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C 河流水系概况

嘉兴 市 内 陆 面 积 ":G9Z9 [=!，其 中 水 域 面 积

"99Z%"[=!，河网率高达 ;Z:I，河道总长度 9"B#! [=，

河道密度 "Z% [= \ [=!。南部地区水面率为 $Z9I，

北部地区水面率为 9#Z"I。按流域性排涝规划，全

市可分为入江（钱塘江）、入浦（黄浦江）南北两区。

入江以长山河、海盐塘和盐官河为骨干河道，组成南

排水网；入浦以京杭运河、兰溪塘、苏州塘、芦墟塘、

红旗塘、三店塘、上海塘为骨干河道，组成入浦水系。

入浦水系又分为北泄和东泄两路。嘉兴市主要骨干

河道由长山河、海盐塘、盐官下河、京杭运河、兰溪

塘、芦墟塘、红旗塘、三店塘、平湖塘组成。

嘉兴市多年平均径流量 9;Z%B% 亿 ="，年地下径

流量 $Z% 亿 ="，产水系数在 #Z"B ] #ZG% 之间。除当

地产水形成径流外，因本市地处苕溪流域下游平原

区，西部下泄和北部太湖来水是嘉兴市的客水主要

来源，入境水量为 "# ] B# 亿 ="，出境水量为 "% ]
:# 亿 ="。嘉兴市市域多年平均水位为 !Z; ] "Z#" =。

以嘉兴站为例，多年平均水位为 !ZB =，历史最高水

位为 GZ"B=，历史最低水位为 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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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河流单项水质参数评价结果统计

参数
!类 "类 #类 $类 %类 劣%类

河长 ! "# 百分比 ! $ 河长 ! "# 百分比 ! $ 河长 ! "# 百分比 ! $ 河长 ! "# 百分比 ! $ 河长 ! "# 百分比 ! $ 河长 ! "# 百分比 ! $
总评价

河长 ! "#
%&’() *+,-./ 0.-. 1.2-// ,.-/ 0*-*, 0-3
45.64 ,-2. *-2 **7-,0 *1-3 /0-1. **-1 .+-+7 1-* 7,/-1* ++-1 ,*3-7.
89 02.-3, 0/-. 00,-73 .*-+ *27-,+ *7-+ */.-0* 01-1

" 水环境现状评价

对地表水资源质量的现状评价，采用 022. 年度

嘉兴市域内 /* 个水环境监测断面的监测资料进行

统计、分 析 和 评 价。其 中 评 价 河 道 77 条，河 长

,*3-7."#，湖荡 + 个，水域面积 /-+/0 "#0。涉及省

（市）际边界断面 0. 个。采用 :; ././—0220《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标准为基准。对于饮用水源

地监测断面，增加“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补

充项目标准极限值”的评价，对湖荡水资源质量，增

加 84 项目，89 按湖库限值进行补充评价。评价方

法采用单项水质参数评价法［*］。

!"# $ %"# & %’" （*）

式中：!"#为单项水质参数 " 在 # 点的标准指数；%"#为

污染参数 " 在 # 点的质量浓度，#< ! =；%’"为水质参数

" 的水质质量浓度标准值，#< ! =。

当 !"# > * 时，表明该水质参数超过了标准值，水

体已受到参数相应的污染物污染，该水体水质也就

低于相应标准的水质类别。按全年平均值评价，对

河流的 1 个评价参数按单项水质参数评价法评价，

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对嘉兴市域地表水资源质量构成

重要影响的主要项目，其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为：

45.64，89，%&’()。

# 出入境水量计算

嘉兴市的入境水主要有：湖州市西部山区来水

通过导流沿线各闸流入杭嘉湖平原，再经桐乡市与

湖州市交界处流入嘉兴市境内；太湖水通过太湖 港

经由页塘（苏州地区）等流入嘉兴市；杭州余杭来水主要

通过杭州塘和上塘河分别流入嘉兴市的京杭运河区

和上塘河区；北部太浦河通过秀洲区、嘉善县交界河

道流入嘉兴市境内。出境水主要有：嘉善县东部、平

湖市通过与上海的交界河道流出嘉兴市，入黄浦江；

在洪涝期间，通过杭嘉湖南排工程各出海口，如长山

闸、南台头闸、盐官枢纽、上塘河闸等，排入杭州湾。

022* 年恢复杭嘉湖平原水文巡测以来，沿省际

边界的进出水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西部入境水

量仍未控制。利用现有的西部入境水量资料，再根

据新市、桐乡、乌镇水位建立水位与水量相关模型，

推算 *31+ ? 0222 历年的入境水量。

历年出入境水量推算经分析采用两个方案进

行：方案一由相关站的年平均、最高、最低水位（潮

位）推算年北部入境水量和东部出境水量；方案二采

用每月相关站点的月平均水位（潮位）、有关站点的

月平均水位差推算每月出入境水量，然后计算年出

入境水量。两个方案的频率计算成果见图 *。根据

两个方案频率计算结果，取相应保证率下的平均值

作为出入境水量的计算成果，见表 0。

图 ! 频率计算成果

表 " 各保证率下出入境水量统计 亿 #.

统计值
入境水量 出境水量

西部 北部 东部 南部

均值 .7-1 0/-. 1,-/ **-*
( @ 02) 7.-3 .7-, ,*-0 *+-,
( @ 12) .7-2 0,-+ 1+-0 ,-3
( @ ,1) 0+-+ 00-+ 71-/ 7-.
( @ 31$ *+-1 *+-+ ..-0 0-1

$ 入境污染量计算

因边界河流流向变化不定，有众多因素影响，故

入境污染量的计算较为复杂。计算时把整个边界水

量用几个有代表性的河段来作为样本。根据这些河
·*/·



段的几项指标的平均浓度（见表 !），来推算整个边

界流入嘉兴市的污染量。

表 ! "##" 年嘉兴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 " # $

污染

指标
工业 生活

农 业

禽畜养殖 农田流失 水产养殖 小计
船舶 合计

%&’%( )!*+,-.. !!+))-/! !)0),-/, .)+!!-/, )))0+-!* /0!*1-/* ..*-22 )).0.!-,0
34 — ),)*-*! !,-2. 11-.. )**-!) !))-,, ,-22 )+!/-0+

56!75 — !*+0-0, /,)0-2! 11/2-0. 010!-,! )*)21-*+ !+-22 .!202-0!

表 $ 各断面年均流量和污染物质量浓度

断面

编号

断面

名称

年均流量 !
（8!·9: )）

!（%&’%(）!
（8;·<: )）

!（56!75）!
（8;·<: )）

!（34）!
（8;·<: )）

) 双溪桥 0)-/2 )!-02 )-)! 2-01+
. 洛东大桥 )-,+ )0-!* 2-*! 2-.,.
! 塘埂桥 ,-,/ )*-)1 2-1. 2-).+
0 北虹大桥 .!-)2 )*-!) )-!! 2-)/.
, 斜 路 .-*. ..-00 2-*/ 2-!)/
/ 塔 塘 ,-,2 )1-+. 2-,/ 2-)0,
1 陶庄枢纽 .,-+2 )!-1! )-2! 2-)20
+ 太平桥 !-)* )*-!2 )-)/ 2-)*+

! =% %&’%(与 %&’>?转换系数的确定

本文主要分析的指标是：%&’>?，%&’%(，56!75，

34。常规监测一般对污水监测 %&’%(，而对天然河

流水体一般监测 %&’>?。%&’%(与 %&’>?的转换系

数，随污染物性质、浓度、@6 值、水温等变化而异，不

同水 体 的 转 换 系 数 是 不 同 的。平 原 河 网 %&’%( #
%&’>?的取值范围为 .-2 A /-,。根据本地区多年的

计算经验，取值为 !-!2。

! =" 计算代表性年份的入境污染量

各污染监测项目的浓度随着周边城市社会经济

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污染监测项目的长时期平均浓

度计算没有实际意义，本文就周边污染引起矛盾较

为显著的 .22. A .22! 年来计算。又由于 .22! 年降

雨量少，流入嘉兴市的水量约为 0/ 亿 8!，只达到

+2B的保证率，没有代表性；而 .22. 年的入境水量

为 ,,-*) 亿 8!，基 本 接 近 平 均 入 境 水 量，因 此 将

.22. 年的入境污染量作代表性计算。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式中："# 为某污染物的年入境总量；# 代表污染物

监测项目，分别为 %&’%(，56!75，34；’& 为第 & 个断

面某污染物的年平均质量浓度；(& 为第 & 个断面的

年平均流量；"为代表断面的流量在整个边界线流

量的权重，其值为 2-/.；% 为统计断面数。

经计 算 可 得："%&’%(
C +1 0+0-+ " # $，"56!75

C

/)22-/ " # $，"34 C ),.)-1 " # $。
! )$ 分段分析入境污染量

嘉兴市入境水量主要来自三段边界。最南边是

杭州和嘉兴边界；中间是湖州和嘉兴的边界；北边是

江苏和嘉兴的边界。杭州边界线较短没有单独测

量，和湖洲边界线合称为西线；嘉兴市与江苏交接线

称为北线。根据式（.）计算（"取 2-+.），来自北线边

界的 %&’%(约为 0002+-1 " # $，56!75 约为 .1+.-/2 " # $，
34 约为 !+2-.0 " # $。可见，来自西线的污染物中，比

重较大的是 34，其他的各占一半，但每年来自西线

和北线的水量比例基本在 )-. D ) 左右，因此总体上

来自北线的污染浓度较大。

& 嘉兴市 .22. 年污染物排放量统计

根据《嘉兴市“十五”与 .2), 年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和《嘉兴市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评价》中的数据，

.22. 年嘉兴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见表 0。

’ 外来污染物与本地污染物比较分析

根据式（.）的计算可以得出 .22. 年境外流入嘉

兴市的污染量：%&’%( 约为 +1 0+0-+ "；56!75 约 为

/)22-/ "；34 约为 ) ,.)-1 "。本地污染物入河量根据

《嘉兴市水资源保护规划》对嘉兴市污染物入河系数

的估算，采用污染物入河系数乘以本地污染物排放

量而 得。%&’ 入 河 系 数 为 2-*)，34 入 河 系 数 为

2-,/，56!75 入河系数为 2-/2。外来污染物量与本

地污染物量比较见表 ,。

表 & 外来污染物量与本地污染物量比较

污染物

名称

外来污染物 #
（"·$: )）

本地污染物 #
（"·$: )）

本地污染物

入河量 #
（"·$: )）

外来污染物

贡献率 # B

%&’%( +10+0-+2 )).0.!-,0 )2.!2,-0. 0/-)2
34 ),.)-12 )+!/-0+ )2.+-0! ,*-12

56!75 /)22-/2 .!202-0! )!+.0-./ !2-/2

由表 , 可见，外来污染物基本占到整个河网水

体污染的 ,2B左右，即总体贡献率为 ,2B。根据前

面的水环境现状评价，嘉兴市目前大部分水体 %&’
基本在!类以下，34 和 56!75 超标较为严重，以劣

"类为主。34 境外流入量占整个污染量的 ,*-1B
左右，对嘉兴市水体污染的贡献率较大。56!75 的

贡献率虽然较低，但嘉兴市作为一个农业大市，发达

的种植和养殖业使得当地 56!75 的产生量本身就

相当大。根据《嘉兴市水资源保护规划》中对嘉兴市

纳污能力的计算以及本文河流单项水质评价，嘉兴

市水体的 56!75 超标最为严重。若按#水质目标

控制计算，/ )22-/ " # $ 的 56!75 流入量占嘉兴市整

·.+·



个河网水体纳污能力的 !"#左右。

! 结 语

嘉兴市作为一个平原河网地区，接受大量的过境

水，这部分过境水既丰富了该市的水资源，但也带来

了大量的污染物。入境边界 $% 个监测断面中，其中

!类水体占 &$’%#，"类水体占 (!’)#，#类水体占

&$’%#，劣于#类水体占 &$’%#。外来污染物严重影

响着该市整个水环境。在积极控制自身的排污和增

加自身的纳污能力的同时，及时协调和呼吁周边地区

改善水环境也是改善该市水环境的重要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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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潜水等水位线

潜水的预测质量浓度，./ 0 1；!& 为仅受开采区东侧

潜水补给时开采区潜水的质量浓度，./ 0 1。

根据式（$），预测水源地投产后开采区潜水水质

状况见表 %。由此可知，水源地投产后，东辽河水质

对水源地潜水水质影响较大。虽然目前东辽河水质

属中度污染，对水源地潜水不会造成危害性影响，但

也必须对其加强治理。

表 # 水源地潜水水质预测结果 ./·12 $

年份 !（34） !（543!） !（64367） !（89）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和建议

在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应用溶质运移

模拟与加权平均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水源地运转

后区内地表河水对潜水水质的影响做了预测，弥补

了水质资料不足的缺陷，方便快捷，且能得到较满意

的结果。由结果得知，水源地开采后，地表河水对水

源地开采井所在处的潜水水质影响较大。

为保证水源地地下水水质长期符合使用要求，

必须加强对地下水的管理：

$% 建立水源地监测井网，对地下水水位、水量

和水质进行监测，为水源地的科学管理和地下水的

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 加强工业污染源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

’% 加强对地表水的治理［)］。鉴于在水源地开采

后，地表水的水质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愈来愈严重，

应对地表水水质进行密切观测，针对区域严重超标的

污染项目，重点查找污染来源，从源头上根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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