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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地表水水质评价及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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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南岛地表水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全岛地表水水质总体保持良好，大多数指标优于国家 HIF>F>—!$$!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类水质标准，局部出现超!类水质。影响水质的主要指标为 JB、(1 和 (/。分析

海南岛地表水水质污染的特征、成因及其污染源，指出海南岛地表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大

量排放，以及农药、化肥的滥用。提出要加快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大工业、生活污水治理力度，努力实现生态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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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资源概况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素有南海明珠之称，是

海南省的主体陆地。海南岛属热带季风气候。得天

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使当地水资源丰富。中部高

山主宰本岛水系形态，河流自高山或周围低山呈放

射状流入大海。全岛独流入海的河流 #"= 条，其中

流域面积较大的有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三大河

流域面积占全岛的 =GL。全岛水资源总量多年平

均为 F#=MG 亿 9F，其中地表径流 F$FMG 亿 9F［#］，在水

资源总量中占较大份额。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海南省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不断

增加，加上农村面源影响，地表水污染日益严重，影响

了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省的建设。因此海

南岛地表水污染防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 地表水水质状况评价

" 5! 资料来源

评价资料取自《海南岛 # N!" 万多目标区域地球

化学调查》中水地球化学测量数据。《海南岛 # N !"
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与

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开展的《海南岛生态地球化学

调查》项目的重要工作内容。此项调查工作范围覆

盖全岛，调查面积为 FF %!$ O9!，共采集地表水样品

#E"# 件。

" 5" 样品采集与分析

根据调查区地形地貌类型布设采样点，平原区为 #
点 P #EO9!，丘陵区为 # 点 P F! O9!，山区为 # 点 P E= O9!，

水样尽量布设在采样单元内最大汇水面积的河流、

小溪、灌渠、湖泊、水库及水塘中，做到均匀分布。样

品采用瞬时采样法，采样瓶沉入水面下 F$ <9 深处

取样。

" 5# 测试指标

全部样品测试 Q8、R:、RB、.6、S:、T、.4、R3、.3、
JB、’U、+8、.V、.W、/X、I8、I@、1A、7J、总硬度、氰化物、

亚硝酸根、硫酸根和氟化物等 != 种指标，部分样品增

加选测 .,Y、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溶解性总固体、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硝酸盐、总氮、总磷、氧化还原电

位、碘化物、氨氮、六六六和 YY( 等 #! 种指标。

" 5$ 水质评价标准及方法

"%$%! 水质评价标准

以 HIF>F>—!$$!《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作为

水质评价标准，本次评价选取 .6、S:、’U、JB、/X、.V、

+8、氰化物、氟化物等 % 项指标作评价因子进行环境

质量综合污染评价。另对 .,Y、挥发酚、总磷、氨

氮、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 E 项指标作单因子环

境质量评价。

"%$%" 水质评价方法

"%$%"%! 单因子环境质量评价

以地表水水质调查数据为基础，按 H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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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所列分类指标，划分为!类，当不同类别

标准值相同时，从优不从劣。

!"#"!"! 综合环境质量评价

"进行各单因子环境质量评价，划分单因子评

价质量类别；

#分别确定单因子污染指数 !" 值；

将单因子污染指数 !" 代入公式（#）计算 !#。

!# $ #
%!

%

%&#
’" （#）

得到 ! $
’#! ( ’!$%&" ! （!）

式中：! 为综合污染指数；!# 为各单因子评价指数

!" 的平均值；!$%&为单因子评价指数 !" 中的最大

值；% 为项数。

$根据 ! 值，划分地表水质量级别，见表 #。

表 $ 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划分

! !## # ’ !#! ! ’ !#( ( ’ !#) ) ’ !#* ! + *

类别 %类 &类 ’类 (类 !类 劣!类

! )% 地表水水质现状

海南岛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图 #），全岛以’
类水 为 主，面 积 为 #, *((-. /$!，占 全 岛 面 积 的

*.-01，主要分布岛中部和东北部；%、&类水分布

区，面积分别为 )(2#-( /$! 和 ,),!-2 /$!，分别占全

岛面积的 #!-,1 和 !2-"1，主要分布于沿海和中

部、北部地区；(、!类水面积分别为 (""-. /$! 和

,"-! /$!，分别占全岛面积的 "-,1和 "-(1，零星分

布于儋州市东部、文昌市南部、三亚市北部、琼中县

东部、东南部、东方市感城和昌江县西部等局部地

区；劣!类水分布区面积为 #!#-) /$!，占全岛面积

的 "-)1，分布范围与!类水分布基本一致。

图 $ 海南岛地表水水质分级示意图

对岛内主要河流流域水质状况分析表明，南渡

江、昌化江和万泉河三大河流水质总体较好，主要干

流水质多为%、&或’类水，局部河道、支流为(类

水，部分城市河段出现!类或劣!类水。与三大河

流相比，中小河流水质总体稍差，见表 !。

表 ! 海南岛三大河流域地表水水质所占面积比例

流域
水质状况

%类 &类 ’类 (类 !类 劣!类

南渡江 #!-( (2-* ),-# "-# " "
昌化江 *-. #,-) .(-) #-( "-! "-#
万泉河 )-0 .#-! !"-( !-, #-" "-#

! 3& 水质污染特征

单因子环境质量评价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影

响海南岛地表水水质的主要指标为 45、67 和 68，其

他指标浓度相对较低。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河段，水

质中 68、67 浓度相对较高，并呈加剧趋势；局部河

段出现 88(98、:;< 等有机污染，湖库则主要受耗氧

有机污染物及 68、67 影响。从空间分布上看，区域

性差异明显。北部火山岩台地、中部山地丘陵区及

沿海滨海平原区人口相对较少，工农业相对落后，水

质普遍较好；工农业相对发达、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

及平原区，水质相对较差。

’ 地表水污染成因分析

’ 3$ 工业污染和城镇污染

部分企业污水处理设施闲置，偷排未经处理的

工业废水，致使周围环境和附近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海南城镇生活污水污染日趋严重［(］。目前海南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比较滞后，城镇生活污水基

本上都未经处理就对外排放。生活污水排放总量

大、污染严重，已成为海南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和生态

省建设的难点。

’ 3! 海产养殖业污染

海南省是我国海产养殖业大省。沿海高位池养

殖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

规划管理的滞后使得全省大部分高位池养殖场无治

理设施，废水直接排放，污染了周边河流及海域。

’ 3’ 农业面源污染

热带农业迅猛发展，化肥的过量使用使大量的

氮和磷营养元素随农田排水或雨水进入湖泊，导致

水体的富营养化［)］。农药的大量施用使农药尤其是

高毒农药使用的残留，通过各种渠道汇流到水体中，

引起水质污染。农村固体废弃物、废水的处理设施

落后，导致农村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绝大部分排入河

道，最后进入江河湖泊。农业面源对水质的污染有

加剧趋势。 （下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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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宽设置为 !"#，在河道凸岸略有缩窄设置为 $ #，

通过上述生物措施控制河势变化，河道内剩余荒滩

栽种草本植物。

乔木串带应以柳树、杨树为主；灌木串带、岸坡

生物防护带应以紫穗槐、千屈菜为主；亲水性植物应

以香蒲、水葱、芦苇为主；荒滩植草应以早熟禾、白三

叶为主。这些植物适应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成活

率高，好管理，造价低。

! 注重实效，努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

协调

辽宁省正在全面推进覆盖全省 %%! 条流域面积

在 !"" &#’ 以上河流的河道综合整治，作为与关停治

理污染企业、建设污水处理厂并重的治理辽河流域

污染的工程，得到全省上下前所未有的关注。河道

生态治理工程就是要结合辽河污染治理项目的实

施，通过科学的河道生态治理措施，使河流成为水

清、草绿、林茂的绿色通道。

水域生态建设应力争做到：无需循环设备的投

资，无需额外的设备运行费用和维修保养费；无需专

人管理，也能达到保护水质要求；水体自身调节能力

增加，对水质的波动可以通过自身生态系统进行调

整；尊重自然规律，营造更自然更优美的天然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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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环境破坏

海南岛各江河流域植被破坏程度加剧，导致河床

受到破坏，河流生态功能退化。近几年海南省遭遇多

年罕见旱情，江河湖泊水量减少，自净能力下降。

# 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

# ($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水资源保护意识

应将海南岛地表水污染防治列入海南生态省建

设的重要议程。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加大水质保

护、水污染防治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的水资源保护意

识，使水资源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 (% 工业污染源治理

必须加强工业污水处理投入，削减外排废水和污

染物量，控制污染源。对已造成水源污染的单位，要

限期整治。经整治仍不能达标的，坚决实行“关、停、

并、迁”。在基建项目审批时，要进行水环境评估，并

落实防治措施，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重现。

# (" 生活污染源治理

首先要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做到生活

污水不进入雨水管道和河流水体，另外应加快城市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保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安全有

效地进行，削减生活污水入河排放量。同时要加快

对沿岸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的管理，禁止向河道内

排放废水及垃圾，改善水体环境，提高水质质量。

# (# 加大重点污染行业、重点污染区域整治力度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加大重点工业污

染源治理力度，加快重点企业的治污进程。对高污

染行业加大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力度。针对污染较

为严重的区域，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对造成环境严

重污染的排污单位，责令限期治理。对城镇生活污

水排放严加控制，完善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处理厂

建设，保证城市污水得到有效处理。

# (& 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省

努力实现海南生态省的建设目标，以发展效益

农业，解决农业污染为原则，合理控制农业化肥施用

量，严格控制高毒和高残留农药的使用，逐步降低农

田退水的水污染。加强规模化养殖污染控制，推广

畜禽养殖业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开展畜禽业

养殖污染、面源污染的综合防治。适当鼓励规模化

养殖业发展，加强集中式养殖场的管理。实现发展

生态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

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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