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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省际边界地区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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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评价太湖流域省际边界地区水环境状况，分析区域污染源情况。在此基础上，采用水量水质模型

核算该地区水功能区纳污能力。结果表明：该区域现状 /-J、2K9A2 污染负荷量分别为 %%L$@ 万 H : C、@ %!? H : C，
而该区域 /-J 和 2K9A2 的纳污能力分别为 ML$@ 万 H : C 和 ?$$& H : C，现状 /-J 和 2K9A2 的污染负荷分别是水

域纳污能力的 %L? 倍和 %LM 倍，超过该区域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最后确定了污染物限制排污总量，提出了水

资源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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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区域简介

E 6E 地理概况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流域总面

积 9L"& 万 XB!。流域省际边界主要包括苏、浙、沪两

省一市的边界地区。《太湖流域省际边界重点地区

水资源保护专项规划》确定的省界水资源保护区域

范围为，苏沪边界淀山湖—元荡地区和苏浙沪边界

盛泽—太浦河—红旗塘地区，北起吴淞江、南至平湖

塘，西自京杭运河及太湖为界，东至大盈港、斜塘、上

海塘一线，面积 9"#" XB!，见图 %。

E 6F 水系概况

区域水系呈现塘浦河渠纵横贯通，田地水交错

分布的格局。太浦河是区域内主要河道，从区域中

部通过，下接泖河、斜塘；太浦河以北区域内以淀山

湖、澄湖、元荡等为主要湖泊；太浦河以南区域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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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太湖流域省际边界地区范围与水功能区划示意图

旗塘—大蒸港—园泄泾水系和上海塘、秀州塘—泖

港水系，在横潦泾汇合后进入黄浦江上游；吴淞江是

区域边界北部的主要河流；京杭大运河自区域西侧

边界通过，连通了区域内各主要水系，也是区域内重

要航道之一。

! !" 水功能区划

省际边界地区划分水功能区 ""# 个，其中保护

区、缓冲区和开发利用区分别为 $ 个、$% 个、&$ 个。

两省一市中，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为 "% 个、

#" 个和 ’’ 个水功能区，苏浙沪边界地区 $$ 个水功

能区。水功能区总代表河长""()*& +,，代表湖泊面

积"$(*$ +,’；其中保护区、缓冲区和开发利用区代表

河长分别为 ""&*- +,、’’(*( +, 和 &&’*’ +,。

# 水环境状况

# !! 水质状况

区域内主要河流太浦河水质保持在! ."类，

水质较好；俞汇塘、大蒸塘—园泄径、拦路港—泖河

—斜塘水质稍差，均为#类；京杭运河、吴淞江、平湖

塘、上海塘水质污染相当严重，京杭运河水质为$
类、劣$类，吴淞江、平湖塘、上海塘水质均为劣$
类。水污染以苏沪边界淀山湖—元荡地区和苏浙沪

边界盛泽—太浦河—红旗塘地区为重，且易引发水

事矛盾，影响区域供水安全。

区域内淀山湖、元荡、澄湖、同里湖、蚬子科、牛

头湖、西雁荡（天花荡）和湘家荡等 % 个湖泊均呈富

营养化状态。

# !# 污染负荷统计

据统计，’((- 年省际边界地区废污水排放量达

$*"亿 /；工业及城镇生活等点源 012 入河量为 3*(万 /，
45$64 入河量为 (*# 万 /；农村居民生活、农田化肥、

农药 流 失、农 村 畜 禽 养 殖、水 产 养 殖 等 面 污 染 源

012 入河量为 -*( 万 /，45$64 入河量为(*$ 万 /。

" 纳污能力计算

要开展区域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必须计算水

域纳污能力。由于省际边界地区非独立水系，因此

该区域纳污能力为：当边界来水达到水功能区目标

时，区域水质满足保护目标条件下，可以承载的最大

污染物量［"］。

" !! 计算方法

采用一维河网水量水质模型，计算设计条件下

水功能区断面水量、水质过程。水量模拟采用四点

线性隐式格式离散求解圣维南方程组，水质模拟采

用数值 求 解 通 用 对 流 扩 散 方 程［’］。求 解 指 标 为

012 和 45$64，并考虑与 21 的相关性。污染物降
·$#·



解系数根据模型率定确定。

河道型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式中：!! 为水功能区纳污能力，) * +；#!"为进口断面

的入流流量，,- * ’；!!"为进口断面的入流质量浓度，

,. * /；#! 为旁侧入流流量，,- * ’；!!’为水功能区的

水质目标质量浓度，,. * /；’! 为水体体积，,-；&!

为污染物降解系数，( ( +。

对于流向往复的水功能区，可分别计算出河道

正向流和逆向流的纳污能力。设计算时间段总天数

为 )，反向流在计算时间段中的天数为 *，则双向河

流的水环境容量计算公式为：

!! " ) $ *
) !!正 % *

) !!反 （0）

其中 !!正和 !!反的计算公式同式（(）。

湖泊型水功能区（不含太湖）纳污能力核算采用

湖（库）均匀混合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 " "#"$%&#/（!/’ $!/"）% ("$%&/’/!/’（-）

式中：!/ 为污染物最大允许入湖速率，) * +；#/ 为入

湖（库）流量，,- * ’；!/’为水质目标质量浓度，,. * /；

!/"为入湖（库）污染物质量浓度，,. * /；&/ 为污染物

综合降解系数，( ( +；’/ 为湖（库）容积，,-。

成果采用不均匀混合系数修正［-］。对于位于规

划范围边界或跨边界的水功能区，根据规划范围内

水功能区长度占全部水功能区长度比例确定折算

系数。

省界地区纳污能力成果是在边界来水达到水功

能区目标时计算获得的，但现状条件下，边界来水水

质一般达不到标准，因此实际省界地区水域纳污能

力小于理论值。

! +" 计算条件及成果

#$ 降水典型年。按照纳污能力计算条件要求，

应选择流域 1"2 降水典型年作为计算水量条件。

根据 (13%—0""" 年系列降雨资料分析，(14( 年流域

降水量为 1$-#1 ,,，降水频率为 $%2，基本满足计

算条件。

%$ 边界与初始条件。水量边界采用流域河网

水量水质模型生成，水质边界连接上游水功能区的

采用水功能区水质保护目标，未划分水功能区的采

用!类标准。采用水量水质模型试算 ( 年，以河道

（湖泊）达到稳定以后的浓度分布作为正式计算的初

始浓度。

&$ 计算成果。根据计算，区域水功能区纳污能

力，567 为 $#"4 万 ) * 8，9:-;9 为 &""1 ) * 8。

’ 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以水域纳污能力为基础，保护区、缓冲区以及开

发利用区中的饮用水源区的限制排污总量取纳污能

力与现状污染负荷量中的较小者。其他水功能区的

限制排污总量取纳污能力。

按照此原则，太湖流域省际边界重点地区限制

排污总量 567 为 4#00 万 ) * 8，9:-;9 为 -$%( ) * 8。

( 污染物控制分析

根据现状污染负荷量，要满足限制排污总量的

要求，区域入河 567、9:-;9 污染物量需要分别削减

-32、&%2，见表 (。

表 ) 省际边界重点地区水功能区削减分析

污染物

指标

污染负荷量 *
（万 )·8< (）

限制排污总量 *
（万 )·8< (）

削减量 *
（万 )·8< (）

削减

比例 * 2
567 ((#"4 4#00 -#$3 -3
9:-;9 "#4( "#-1 "#-- &%

* 结论与建议

太湖流域省际边界重点地区现状污染负荷量

567 为 ((#"4 万 ) * 8，9:-;9 为 4 (0& ) * 8，而该区域

567 和 9:-;9 的 纳 污 能 力 分 别 为 $#"4 万 ) * 8 和

&""1 ) * 8。现状 567 和 9:-;9 的污染负荷分别是水

域纳污能力 (#& 倍和 (#$ 倍，超过该区域水环境的

承载能力。为加强该地区水资源保护工作，提出以

下建议：

#$ 加强污染源治理的监督和管理。边界地区

水环境质量差，水资源保护问题突出，污染物超标超

量排放现象严重，因此，应强化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

对污染源的监督和管理，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发挥

其在水政巡查、查处水事违法行为和调处省际水事矛

盾等方面的作用。实施排污申报和排污总量控制制

度，对各类新、老污染源的污染排放量及其废水处理

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和检查。

%$ 落实并强化水功能区和排污口的监督管理。

在区域范围内，严格新设或扩大入河排污口的审查

力度，建立入河（湖）排污口档案，分水系、功能区统

计入河排污口，并调查登记入河排污口以上陆域点

污染源名称、具体位置、生产规模、污水性质、主要污

染物等基本情况，为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

提供基础资料。

&$ 与断面浓度控制相结合，全面贯彻执行限排

意见。为便于全面落实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对重点地

区水功能区节点实施水质浓度控制。加强对省界边

际重要缓冲区控制节点水质浓度及入（下转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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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II 页）淀山湖河道浓度进行监测考核、控制

管理，促使其达到水质浓度控制目标。实施规划水

平年各水质控制断面水质目标的监测、监督，研究制

定奖惩、补偿等措施及考核制度，强化监管力度和政

府补偿与考核力度。

!" 建立水资源保护协商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

制。省际边界重点地区行政上分属江苏、浙江、上海

两省一市，应建立完善省际边界地区水资源保护协

商机制，建立统一管理和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

流域水资源保护机制，加强地区、部门尤其是水利、

环保部门间的交流、沟通、合作与协调，资源互补、共

同规划、谋求互利，从水污染纠纷的事后协调转变到

水资源保护的事前协调，从缓解纠纷的弥补性协调

转变到水环境改善的建设性协调，促使水资源与社

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探索建立省际边界

地区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调动两省一市有关

部门共同参与和管理省际边界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

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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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江苏扬州加大重点项目和

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力度

为进一步推进环保模范城和生态城市建设，

#$’$ 年以来，扬州市进一步加大重点项目和重点流

域的污 染 治 理 力 度，成 效 明 显。’ ‘ G 月 份，削 减

)WL I#$a# 2、BW# #IIaK 2，分别占年度目标的 H%aGb、

#K(a(Gb。

围绕淮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工程按期完

成的目标，目前，造纸黑液塘治理按照塘口废水治

理、底泥无害化处置和生态修复的方案，# 月份已完

成龙虬镇朱家塘废水治理，处理废水总量达 #I 万

A&，朱家污泥存放塘防雨大棚正在建设；龙虬镇南角

塘处理废水总量达 #G 万 A&。由于排水口下游虾农

安全用水的需要，龙虬镇南角塘 & 月 H 日已停止处

理，整个项目工作量已完成约 G$b；北澄子河三垛

西大桥断面在去年基本达标的基础上，按照“标本兼

治、控源截污、活水扩容”的综合治理方案，目前，投

资 # #’G 万元的北澄子河上游新河整治项目已经完

成。在北澄子河河道上段治理沿线铺设截污管网直

通海潮污水处理厂的雨污分流工程正在实施，沿河

管道已经铺设成功。中宇公司、华富实业、市化工厂

等沿河排污大户退城进园项目正在按时序进度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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