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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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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季节性 JK?LC44 检验法，对 !$$$—!$$9 年淮安市主要水系河流的地表水水质指标变化趋势进行分

析评价。结果表明：随着近年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以及对洪泽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

主干线自身的治理，淮安市境内的主要河流湖泊总体水质略有好转，由于淮河入海水道水功能区划的调整，

入海水道总体水质有所下降，而洪泽湖水体 (/ 含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他水体水质总体变化不大。

关键词：季节性 JK?LC44 检验；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淮安市

中图分类号：M@!# 文献标识码：N 文章编号：%$$#!:988（!$%%）$#!$$8I!$8

$%&’()*) +, -.&%/0 10%20%-( +, )34,&-0 5&104 63&’*1( *% 73&*’&% 8*1(
9: ;0*，7$" !&<=*%/

（!"#$’#% &’#%() &"’*#"，+$#%,-" .’/0$%($#1 &"’*#" /2 !34’/1/,3 #%4 5#6*’ 7*-/"’(* 8"’0*3，!"#$’#% !!8$$I，

9)$%#）

$>)14&-1：(OK HOC?PK QK?LK?HF 3E QOK BC=? R3447Q=3? =?L=HK> 3E >7SECHK TCQKS U7C4=QF ES3B !$$$ Q3 !$$9 =? V7C=’C? .=QF
TC> KWC47CQKL 7>=?P QOK >KC>3?C4 XK?LC44 BKQO3L5 (OK SK>74Q> >O3TKL QOCQ，T=QO QOK =BRS3WKBK?Q 3E RSKWK?Q=3? C?L
H3?QS34 3E TCQKS R3447Q=3? =? V7C=OK *=WKS NC>=? =? SKHK?Q FKCS>，C?L YC>KL 3? QOK LKBC?L> 3E >K4EABC?CPKBK?Q 3E V3?PDK
ZCJK，QOK TCQKS U7C4=QF 3E QOK BC<3S S=WKS> C?L 4CJK> =? V7C=’C? .=QF TC> QK?L=?P Q3 YK TK44 5 &O=4K QOK TCQKS U7C4=QF TC>
QK?L=?P Q3 YK YCL =? V7C=OK TCQKS H37S>K Q3 QOK >KC YKHC7>K =Q> TCQKS E7?HQ=3? D3?=?P TC> B3L74CQKL，C?L QOK HOC?PK 3E
TCQKS U7C4=QF =? 3QOKS S=WKS> TC> ?3Q KW=LK?Q 5 0? CLL=Q=3?，QOK Q3QC4 RO3>RO3S7> H3?QK?Q 3E QOK V3?PDK ZCJK =?HSKC>KL FKCS
YF FKCS 5

?0( 5+42)：>KC>3?C4 XK?LC44 BKQO3L；>7SECHK TCQKS；TCQKS U7C4=QF；HOC?PK QK?LK?HF；V7C=’C? .=QF

淮安市地处苏北腹地，淮河流域中下游，邻江近

海，是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区位优势独特。以废黄

河为界，以南属淮河水系，以北属沂沭泗水系。京杭

大运河穿越淮安南北，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

湖位于淮安市西南部，上游来水进入洪泽湖后由淮

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海水道等经淮安

东流入海，因此淮安素有“洪水走廊”之称［%］。

淮安市也是江苏省水利工程密集度最高的地

区，境内水系由于自然因素及水利工程的原因，除淮

河承接上游来水下泄洪泽湖和洪泽湖承接上中游其

他来水外，其他各水体基本上均由洪泽湖补给，但枯

水时也由江水北调或沂水济淮补给。目前淮安市水

资源量在正常年份基本可以满足要求，而且淮安市

区位于洪泽湖畔和南水北调东线主干线上，水源条

件得天独厚，但随着淮安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淮安也

面临着“水多、水少、水脏”等问题，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益加剧；如果不对水质进行全面有效的治理保护，

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质型缺水矛盾。根据江苏省

地表水功能区站网规划，结合淮安市自身特点，江苏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淮安分局在主要河流湖泊水功

能区设置有代表性的水质断面，对规划水域进行长

年定期的水质监测分析。为全面掌握近年来淮安市

地表水资源质量状况，了解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选

取淮安分局 !$$$—!$$9 年水质监测资料对淮安市

主要河流湖泊进行水质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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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断面及分析项目的选择

! !! 代表断面的选择

淮河：为我国七大河流之一，是淮安市盱眙县工

农业用水的主要水源地。选取淮河盱眙饮用水源、

工业用水区内的盱眙水文站和打石山 " 个站点进行

评价；同时它作为洪泽湖的主要补给水源，又是洪泽

湖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故选取淮河下游盱眙过渡区

内的淮河入湖口站点进行分析。

大运河：是南水北调东线调水的重要通道，也是

南北水上运输的大动脉，选取大运河淮安调水保护

区内沿线的平桥、板闸桥（大）、淮阴（大）、淮阴复线

船闸等 # 个站点进行趋势分析。

废黄河：是淮安市区、淮阴区和涟水县的重要生

活饮用水水源地，选取废黄河淮安保留区内沿线的

北京路水厂、杨庄闸、北京路大桥、团汪、涟水、关滩

等 $ 个站点进行评价。

苏北灌溉总渠：是向盐城送水的主要通道，现在

在淮安范围内取水主要用于农业灌溉，淮安境内自

高良涧闸出湖到苏嘴出境，划分为 " 个功能区，选取

苏北灌溉总渠淮安调水保护区内沿线的高良涧闸、

洪泽水厂、运东闸和淮安保留区内的苏嘴（总渠）共

# 个站点进行分析。

淮河入海水道：根据 "%%& 年淮河入海水道水功

能区调整论证报告，对南、北泓重新划分了水功能

区，故选取淮河入海水道淮安农业用水区（北泓）内

的苏嘴（北泓）站点和淮河入海水道淮安过渡区内的

苏嘴（南泓）" 个站点进行评价。

二河：为淮安市市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之一，选

取二河调水保护区内的二河闸和蛇家坝洞（中）" 个

站点进行评价。

入江水道三河段：为国家南水北调东线的调水

线，是金湖县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和工农业用水主

要水源，选取入江水道淮安调水保护区的三河闸和

金湖调水保护区的金湖 " 个站点进行分析。

盐河：为淮阴区、涟水县工农业用水主要水源

地，选取上游盐河排污控制区的盐河闸、孙庄和下游

盐河淮安农业、工业用水区内的朱码闸、殷渡共 # 个

站点进行分析。

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南水北调东线

调水线路上的巨型调蓄水库，也是淮安市绝大部分

水体的补给水源，选取洪泽湖调水保护区内的洪泽

湖区（东、西、南、北）和老子山、蒋坝共 $ 个站点进行

分析。

! !" 分析项目的选择

根据 淮 安 地 区 地 表 水 污 染 特 点，确 定 ’()、

*()+、,-./,、01 等 # 项指标为分析项目。

"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采用季节性 2345677 检验法［"!8］。季节

性肯达尔检验的原理是将历年相同月（季）的水质资

料进行比较，如果后面的值（时间上）高于前面的值

记为“ 9 ”号，否则记作“ : ”号。如果加号的个数比

减号的多，则可能为上升趋势；类似地，如果减号的

个数比加号的多，则可能为下降趋势；如果相等则为

基本无趋势。

设有 ! 年 " 月的水质资料观测序列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 " 月中第 ’ 月（ ’!"）的情况

令第 ’ 月历年水质系列相比较（后面的数与前

面的数之差）的正负号之和为 (’，第 ’ 月内可以作比

较的差值数据组个数为 )’，则在零假设下，随机序

列 (’（ ’ <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则 (’ 的

均值和方差如下：

均值： *（(’）$ %
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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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假设下，" 月 ( 的均值和方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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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达尔发现，当 !#;% 时，( 也服从正态分布，

并且标准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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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趋势检验

肯达尔检验统计量 " 定义为：" ! # $ %，由此在双

尾趋势检验中，如果 " & "!&!$#，则接受零假设。这里

$%（&!$#）!! $ #，$%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即：

$% ’ &
#"!#

’

( & (
()

&
# "#) "

!为趋势检验的显著水平，!值为

! ’ #
#"!#

’

( & (
()

&
# "#) "

取显著性水平!为 *+& 和 *+*&，即当!*!*+*&
时，说明检验具有高度显著性水平，当 *+*& ,!!
*+& 时，说明检验是显著的，当!计算结果满足上述

二条件情况下，当 " 为正时，则说明具有显著（或高

度显著性）上升趋势，当 " 为负时，则说明具有显著

（或高度显著性）下降趋势，当 " 为零时，则无趋势。

" 水质变化趋势

经过计算，淮安市境内主要河流湖泊水质变化

趋势检验成果见表 &。

表 # 淮安市主要河流湖泊变化趋势

河流（湖库） 站名 -./ 0./1 %234% 总磷

淮河

盱眙水文站 $ $ $ $
打石山 $ % %% &

淮河入湖口 $ $ % $

大运河

平桥 $ $ % &
板闸桥（大） $ %% $ &

淮阴复线船闸 $ $ $ &
淮阴（大） % %% %% $

废黄河

北京路水厂 $ $ $ &
杨庄闸 $ $ $ &

北京路大桥 $ $ $ &
团汪 $ $ $ &
涟水 $ $ $ &
关滩 $ $ $ &

苏北灌溉

总渠

洪泽水厂 $ $ ’’ $
苏嘴（总渠） $ $ $ $

高良涧闸 $ $ $ ’
运东闸 $ $ % ’

淮河入海

水道

苏嘴（北泓） $ $ ’ $
苏嘴（南泓） $ $ % $

二河
二河闸 $ $ $ $

蛇家坝洞（中） $ $ $ $

三河
三河闸 $ $ % $

金湖 $ $ $ $

盐河

盐河闸 $ $ $ &
孙庄 $ $ $ &

朱码闸 $ $ $ $
殷渡 $ $ $ $

洪泽湖

洪泽湖区（南） $ $ $ ’
洪泽湖区（东） $ $ % &
洪泽湖区（西） $ $ $ &
洪泽湖区（北） $ $ $ ’

老子山 $ $ $ $
蒋坝 $ $ $ &

注：“’”显著上升趋势；“’’”高度显著上升趋势；“%”显著下

降趋势；“%%”高度显著下降趋势；“$”无明显升降趋势；“&”资料

不全。

$% -./：大部分无明显变化趋势，只有大运河的

淮阴（大）站点 -./ 含量呈显著下降趋势。

&% 0./1：淮河的打 石 山、大 运 河 上 的 板 闸 桥

（大）、淮阴（大）3 个站点 0./1 含量呈高度显著下降

趋势，其余水质站点无明显升降趋势。

’% %234%：淮河、大运河的 %234% 有显著下降趋

势，淮河入海水道北泓 %234% 有上升趋势，入海水

道南泓和入江水道三河段有下降趋势。

(% 56：苏北灌溉总渠、洪泽湖的 56 含量呈现显

著上升趋势，其他水质站点 56 无明显变化。

) 总体评价

根据表 & 的检验结果，对各河流湖泊的水质变化

趋势分析测站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结合统计结果对

淮安市主要河流湖泊的水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表 ! 水质变化趋势分析测站统计

河流 项目
总测

站数

上升站 下降站 无趋势站

站数 比率 7 8 站数 比率 7 8 站数 比率 7 8

淮河

-./ 3 * * * * 3 &**
0./1 3 * * & 33+3 # 99+:
%234% 3 * * # 99+: & 33+3
56 # * * * * # &**

大

运河

-./ ; * * & #1+* 3 :1+*
0./1 ; * * # 1*+* # 1*+*
%234% ; * * # 1*+* # 1*+*
56 & * * * * & &**

废

黄河

-./ 9 * * * * 9 &**
0./1 9 * * * * 9 &**
%234% 9 * * * * 9 &**

苏北

灌溉

总渠

-./ ; * * * * ; &**
0./1 ; * * * * ; &**
%234% ; & #1+* & #1+* # 1*+*
56 ; # 1*+* * * # 1*+*

淮河

入海

水道

-./ # * * * * # &**
0./1 # * * * * # &**
%234% # & 1*+* & 1*+* * *
56 # * * * * # &**

洪泽

湖

-./ 9 * * * * 9 &**
0./1 9 * * * * 9 &**
%234% 9 * * & &9+: 1 <3+3
56 3 # 99+: * * & 33+3

二河、

三河、

盐河

-./ < * * * * < &**
0./1 < * * * * < &**
%234% < * * & &;+3 : <1+:
56 9 * * * * 9 &**

淮河：随着淮河流域近年来对水污染治理力度

的加大，主要污染指标 0./1、%234% 呈下降趋势，河

流水环境质量逐渐好转。

大运河：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调水通

道，水质状况受到各方关注，近 &* 年来各类污染物

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水质有所好转。

洪泽湖：水质总体较好，但近年来 56 含量有逐

年上升趋势，有向富营养化趋势发展（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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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需引起注意。

苏北灌溉总渠：由于近年来沿途有部分农业生

活污水的汇入及通航河道自身的特点，水质有逐渐

变差趋势。

废黄河、二河、入江水道三河段、盐河：均为淮安

地区饮用水源地或备用饮用水源地，水质相对较好，

近 #" 年来无明显变化趋势。

淮河入海水道：由于南、北泓水功能区的不同功

能划分，北泓水质好于南泓水质，但从评价结果来

看，北泓水质则有变差趋势。

! 结 语

由于淮河水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淮安市主要河流湖泊水

体的水资源质量状况总体略有好转，苏北灌溉总渠、

淮河入海水道水质有所下降，洪泽湖水体 /0 含量逐

渐上升，其余水体水质没有明显升降趋势。

"# 鉴于洪泽湖对于整个淮安市城镇用水以及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在淮河上游

建设自动监测站和设立固定人员观测点等手段进一

步加强对淮河来水的监测力度，达到对下游洪泽湖

水体可能造成影响的预警作用。

$# 进一步加强对洪泽湖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洪

泽湖的 /0 含量在逐年增加，有向湖泊富营养化趋势

发展的可能，在有效控制上游污染物来源、加强淮河

治理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治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 进一步加强各级水功能区尤其是饮用水源

地所在水功能区的监督管理，制定突发性水污染事

故监测预案，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保障人民

群众饮用水安全。

&# 加强对淮河入海水道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

水功能区调整方案的论证意见，结合南、北泓各自的

水功能区职能划分，实现清污分流。

’# 进一步加强有关水法规及水文条例等方面

知识的宣传，增强公民的水资源保护意识，把节约用

水、保护水资源提高到法律义务的高度，营造安全和

谐的人居和经济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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