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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水环境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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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分析流域内点源污染、面源污染产生量与污染物入河量的调查监测数据，结果表明：安徽省辖新安

江流域点源入河系数约为面源入河系数 ! C A 倍，点源污染是流域内主要污染来源，但面源污染的作用不容

忽视，尤其是总磷，有近 ! D A 来自面源，相对省辖淮河、长江两流域来说，面源污染贡献率明显增大。指出流

域污染防治必须综合考虑点、面源污染两个方面；在点源污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对面源污染的治理必须引

起足够的重视，才能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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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流域概况

A 5A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六股尖东坡［8］，地

跨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部，休宁县、黟县、

祁门县和宣城市绩溪县的部分，流域面积 $ GG# X:!，

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GZ$[，大多为山丘和丘陵岗

地，流域内有著名的黄山旅游风景区，地形复杂，风

光倚丽，盛产茶叶，是安徽省主要的旅游地区。至

!### 年底，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人口 8A# 万，人口

密度 !#! 人 D X:!，其中，城镇人口 !GZ! 万人，\]/H#Z#
亿元，一、二、三产业比例为 !! ^ AA ^ G"。总用水量

AZH! 亿 I，其中，城镇生活用水 !8!G 万 I，一般工业用

水FAAA 万 I，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万元 \]/ 用水

量 "A8 I，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流域内水资源比较丰富，水质较好。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污废水

排放量不断增加，如不采取有效控制必将对水环境

造成污染，进而影响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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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功能区基本情况

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一级水功能区有 "# 个，

涉及 $ 条河流，共计 %#&’# () 河长，其中，保护区 *
个，&#’+ ()，占 总 河 长 的 "*’,-，保 留 区 + 个，

..%’, ()，占总河长的 /+’%-，缓冲区 " 个，"*’/ ()，

占总河长的 *’&-，开发利用区 # 个，$#’/ ()，占总

河长的 "$’"-。在 # 个开发利用区中共划分水功能

二级区 "& 个，其中，饮用水源区 + 个，**’/ ()，占开

发利用区总长的 *&’*-；工业用水区 * 个，".’+ ()，

占开 发 利 用 区 总 长 的 "&’.-；农 业 用 水 区 * 个，

*,’, ()，占开发利用区总长的 **’.-；景观娱乐区 .
个，*#’, ()，占开发利用区总长的 .*’%-；过渡区 "
个，%’. ()，占开发利用区总长的 %’$-。一、二级水

功能区共 *& 个［*］。

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现有三港、屯溪、率水、

横江、渔梁 & 个常规水质监测站（点），分别设在新安

江歙县深渡景观娱乐渔业用水区和新安江皖浙缓冲

区、新安江屯溪景观娱乐用水区、率水屯溪饮用水水

源区、横江屯溪饮用水水源区及练江歙县过渡区内。

通过对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及重金属离子等

*, 余项参数的监测，按照 01.$.$—*,,*《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评价，各功能区全年、汛期和非汛期水

质均为!类，均符合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要求。

" 污染源排放情况调查分析"

"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工作组 !地表水水质评价及污染物排放量调查估算工作补充技术细则 !*,,. !

" !! 点源污染

根据 *,,, 年安徽省人口资料、供水资料［.］与排

水系数，流域内当年废污水排放量/#,$ 万 ).，其

中，一般工业废污水排放量 % +*/ 万 ).，占总量的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 "$* 万 ).，占总量的

."’/-；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总氮和总磷年排

放量，见表 "。

表 ! "### 年流域内废污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行政

区

排放量 2（万 ).·34 "） 污染物排放量 2（5·34 "）

城镇

生活

一般

工业
合计 67869 :;.<: =: >: >?

黄山 "$./ %.%+ /"$. ""%%" *$*’, ,’$% +,. "*"’,
宣城 .%+ .+# +*/ "*"+ +*’& ,’"& "&% *$’%
合计 *"$. %+*/ /#,# "*/&$ .&%’& ,’## $&+ "&,’%

按行政区统计，黄山 * 区 % 县废污水年排放量

为/"$. 万 ).，是调查区域内排放量最大的行政区，

占总量的 $#’&-，其中 +,’.-为一般工业废污水；

宣城市绩溪县废污水年排放量 +*/ 万 ).，占总量的

",’&-，其中 &*’*-为一般工业废污水。黄山市新

安江流域各项污染物年排放量及其占省辖流域相应

污染物质年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78 为 "" %%" 5
（#,’%-）、:;.<: 为 *$* 5（+#’&-）、挥 发 酚 ,’$% 5
（$&’*-）、>: 为 +,.5（$*’"-）、>? 为 "*" 5（$"’,-）；

宣城市绩溪县新安江流域各项污染物年排放量及其

占省辖流域相应污染物质年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

为：678 为 "*"+ 5（#’/-）、:;.<: 为 +*’& 5（*,’&-）、

挥发酚 ,’"& 5（"%’$-）、>: 为 "&% 5（"+’#-）、>? 为

*$’% 5（"#’,-）。

" !" 面源污染

面源影响因素较多，本次调查主要从以下 & 个

方面进行：农村生活废水及固体废弃物、化肥农药的

施用、分散式禽畜养殖、水土流失和城镇地表径流。

具体做法是：收集人口资料、规模以下散养的畜禽数

量、农药化肥施用量、水土流失面积和城镇不同土地

利用区域面积等数据，按相关参数、模型对面源污染

物（678、:;.<:、>:、>?）排放量与入河量进行估算，

结果见表 *。

表 " "##" 年流域面源统计 5 2 3

行政

区

面源产生量 面源入河量

67869 :;.<: >: >? 67869 :;.<: >: >?

黄山 *#,# &/$ ".+$ &/# ",%# ""* *+/ "*,

宣城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污染物入河量调查分析

*,,, 年安徽省水文局对流域内入河排污口进

行了普查，全面了解各排污口废污水的去向、排放方

式、入河方式、废污水性质，并对废污水和污染物质

入河量进行了监测。

$ !! 入河排污口情况（点源）

经调查，安徽省新安江流域共有入河排污口 %*
个。表 . 数据按入河方式、污水性质、排放方式统计

分类。按地级行政区统计，各市入河排污口数量及

所占 比 例 分 别 为 黄 山 .# 个（#*’#-）、宣 城 . 个

（+’"-），均以生活排污口为主，见表 .。

表 $ "### 年流域入河排污口统计

行政

区

排污

口 2个
实测

点

调查

数

入河方式 污水性质 排放方式

明渠 暗管 工业 生活 混合 连续 间歇

黄山 .# .% & "& *% $ "/ "& .& %

宣城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注：调查指实地查勘过但未进行采样监测的排污口，其入河废污

水量与污染物质的值根据供用耗排的水平衡关系进行推算求得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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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流域入河废污水量及主要污染物调查

行政

区

入河污水量 !
（万 "#·$% &）

实测值 调查值 合计

入河主要污染物 !（’·$% &）

实测值 调查值 合计

()*(+ ,-#., /, /0 ()*(+ ,-#., /, /0 ()*(+ ,-#., /, /0
黄山 #1#& 123 4#51 4244 1&64 5&#63 5467 &12& &&46# 5&#6# 4763 11#3 &7367 45168 7565
宣城 #8# 39 4## 518 &567 ##68 462 #39 5468 446& 263 1&8 #763 7869 &464
小计 49&4 743 4732 35&5 746& 54764 5261 594& &#26& 53764 3769 753# 5&#65 39468 8161

$ :" 废污水入河量（点源）

5999 年安徽省新安江流域 5 市 7 区（县）入河废

污水量 4 732 万 "#，实测入河量占 846#;。按地级

行政区统计，黄山市入河废污水量 4 #51 万 "#，占流

域入河废污水总量的 2962;，其中 8863; 为实测

量，宣城市绩溪县入河废污水量 518 万 "#，占流域

入河废污水总量的 26&;，其中 846#; 为实测量。

见表 4。

$ :$ 污染物入河量

%& 污染物入河量。5999 年安徽省新安江流域

污染物入河总量见表 4。其中实测入河量所占比例

分别 为：()* 为 7&62;、,-#., 为 #468;、/, 为

4269;、/0 为 #465;，入河污染物质中除 ()* 实测

量超过 39;外，另 # 种污染物质实测量均不及总量

的 39;。

从表 4 可见，安徽省新安江流域入河各污染物

量中黄山市 5 区 4 县占 89;以上。

’& 面源入河量。5999 年安徽省新安江流域各

项面源污染物入河量分别为：()* 为 & 557 ’、,-#.,
为 &#3 ’、/, 为 ##4 ’、/0 为 &43 ’，见表 5。

! 污染物入河系数分析

各区域产生排放的污染物，仅有一部分能最终

进入江河水域，进入水体的污染物量占排放量的比

例即为污染物入河系数，其大小与河网密度、地形、

地貌等多种因素有关，区域差异较大。

根据调查监测所得污染物排放量与入河量资料

即可得到评价区域各项污染物入河系数。以下分面

源与点源两方面分析。

表 3 显示，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面源污染物

入河系数：()* 在 96#1 左右、,-#.,、/,、/0 在 965
左右；宣城绩溪县面源入河系数普遍稍大于黄山市

入河系数。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点污染源废污水

与污染物质入河系数基本在 961 左右。与面源污染

入河系数情况不同的是 ()* 入河系数比 ,-#.,、

/,、/0 入河系数小。宣城绩溪县入河系数普遍小于

黄山市入河系数。点源污染入河系数大于面源污染

入河系数，前者约为后者的 5 < # 倍。

表 ( "### 年流域污染源入河系数

行政

区

污水

量

点源 面源

()*(+ ,-#., /, /0 ()*(+ ,-#., /, /0

黄山 9679 9638 9615 961& 9619 96#1 9659 9659 965&
宣城 9619 963& 9635 963& 963& 96#8 965& 9655 965&
平均 9612 9637 9619 9632 9638 96#1 9659 9659 965&

( 点源与面源污染贡献率分析

入河污染物总量为点源与面源污染物入河量之

和，点源贡献率和面源贡献率分别为它们占入河污

染物总量的百分比。

由调查监测结果统计，各行政区污染物点、面源

贡献率见表 1。()*、,-#.,、/, 点源贡献率大于面

源贡献率，/0 点源贡献率小于面源贡献率。不同行

政区间比较，黄山 5 区 4 县 ,-#., 点源贡献率略小

于宣城绩溪县 ,-#., 点源贡献率，其他 # 项污染物

前者稍大于后者。

表 ) "### 年新安江流域安徽省点、面污染源贡献率

行政

区

入河污染物总量 !（’·$% &） 点污染源贡献率 ! ; 面污染源贡献率 ! ;

()*(+ ,-#., /, /0 ()*(+ ,-#., /, /0 ()*(+ ,-#., /, /0

黄山 7184 58869 79#69 &2569 8164 1&69 1967 #761 &#61 #269 #26# 1564
宣城 727 196# &#368 #264 7761 1565 3764 #161 5564 #768 4561 1#64
小计 848& #4869 8#269 5#&69 8363 1&65 1965 #764 &463 #868 #268 1561

) 结 语

新安江流域安徽省地区水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受污染程度相对较轻，流域内入河主要污染物为

()* 和 ,-#.,。从污染物入河系数分析，点源入河

系数大于面源入河系数，前者约为后者的 5 < # 倍；

从点、面源贡献率分析，点源贡献率大于面源贡献

率，表明入河污染物主要来自点源，但 /0 污染主要

来自面源。相对省辖淮河、长江流域，新安江流域面

源入河系数和贡献率均较大。这一结果与流域内产

业结构有关，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与另两

个流域比较是最小的，工业企业不发达，以旅游业等

第三产业为主，没有大的工业污染源。另外，流域内

水资源比较丰富，又属山区性地形，径流系数明显高

于另两个流域（表 7），面源污染更容易随着地表径

流进入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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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安徽省各流域降水、径流统计

流域 流域面积 ! "#$ 降水量 ! ## 径流深 ! ## 径流系数

淮 河 %%%$% &’% $() * +$&
长 江 %%’,* ,$-’ ..& *+’’
新安江 %’’* ,%%. &-* *+.&
全 省 ,)&’(% ,,’* ’’$ *+)&

为保持流域良好水质现状，对点、面源污染的控

制要同时进行。除综合采用多种点源控制措施，减

少点源排放外，要注意加强水土保持，控制化肥、农

药施用量和流失量，只有双管齐下，目前这种良好的

水环境质量状况才能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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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条件的限制，在此没能对水华分藻类进

行研究，建议对不同水华藻类的暴发机理、暴发时间

和暴发量进行研究，并寻找营养物质、外界理化条件

（如温度、12 值等等）与水华暴发各参数（如浓度、暴

发时间等等）之间的关系，以建立有关模型为目标和

手段，把握水华发生的内在本质。并希望能将各种

藻类水华暴发参数数值范围细化，以便能更准确地

判别水华现象。

$# 本文所确定的水华判断标准综合了许多研

究者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但难免有不妥的地方，

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共同关注水华

的定义问题，并将上述数据系统进一步完善，以便对

水华给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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