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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济南主要纳污河流小清河污染现状和治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梳理小清河济南段治理思

路,即,以整体性治理思路为基础,打好“治、用、保冶组合拳,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配套建设,开
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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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量未经处理或者简

单处理过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中。 污水中携带大量

污染物,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对人类和水生生

物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1鄄2]。 本研究结合有关研

究数据,分析济南主要纳污河流小清河治理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提出更加系统完善的治理体系,以期为

小清河治理提供依据。
小清河起源于济南市西郊的睦里庄,小清河东

流经济南市的槐荫、天桥、历城、章丘,滨州市的邹

平、高青、桓台、博兴、广饶、寿光等县(市、区)至潍

坊市寿光市羊角沟流入渤海,全长 237 km,流域面积

10 932 km2,济南段长 70郾 6 km,流域面积 2 803 km2,
小清河流域概况如图 1 所示。 2013 年济南市被水

利部确定为全国第一个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2015 年济南市入选国家首批“海绵城市冶建设试点

城市。 小清河作为济南市的主要纳污河流,是一条

防洪除涝、灌溉、航运等综合利用河道,在济南市的

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伴随着严

重的污染问题。 据山东省环保厅发布的信息可知,
2016 年上半年,在省控重点河流消除劣 V 类水体工

作方面,全省共先后出现 45 次断面月均浓度劣于 V
类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小清河(40郾 0% )及海河流域

(31郾 1% )。

1摇 治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小清河济南段实地考察、参考文献记载

以及综合污染指数分析得到小清河治理过程中出现

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图 1摇 小清河济南段流域概况

a. 水质及底泥污染反弹持续存在。 为了更直

观地反映小清河济南段的污染及反弹情况,笔者以

1996—2015 年小清河水质指标 COD 和 NH3 鄄N 质量

浓度的年平均变化以及 1996—2014 年底泥沉积物

重金属(Cr、As、Hg、Cu、Pb、Cd)污染综合指数为例

分析污染及污染反弹情况。 由图 2 可知,2010 年之

前,小清河 COD 和 NH3 鄄N 浓度均未达 V 类水质标

准;2010 年之后,虽然已经达标,但浓度变化一直呈

现上下波动状态。 采用均方根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法

对底泥重金属污染程度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P = 1
n移

n

i = 1
P2

i (1)

P i = C i / S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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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为污染综合指数;n 为参加评价的污染物种

类数;P i 为沉积物中第 i 污染物的污染指数;C i 为

沉积物中第 i 污染物的实测含量,mg / kg;Si 为评价

标准,即所选背景值样本中第 i 污染物含量,mg / kg,
本研究中以小清河土壤背景值作为参比[3鄄4]。

图 2摇 小清河 COD 和 NH3 鄄N 年均质量浓度变化

小清河济南段重金属污染指数(P)变化趋势如

图 3 所示。 在最近 5 年里,上游睦里庄基本呈现为

轻微污染(污染综合指数 P<2),中游还乡店和大码

头污染综合指数很高为极度污染(P>6),下游辛丰

庄为轻微污染到偏中度污染(P<3)。 中游污染程度

更高,这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从 1996 年济南市政

府对小清河干流大规模治理到 2002 年公布《济南市

小清河管理办法》,再到 2007 年以来小清河综合治

理工程,小清河污染治理进程在不断推进,但污染程

度并非持续走低,而是呈上下波动状态,这样的情况

在 19 年间一直存在。 小清河污染反弹问题一方面

与源头水生态补水量减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污

染问题并未根治有关。

图 3摇 小清河济南段底泥重金属污染指数变化

b. 污水排放量大,污水处理率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 淤 在污水排放方面,据调查[5],2014 年末,济
南市废水排放总量 38 913郾 06 万 t,比上年上升

1郾 3% ;COD、NH3 鄄N 排放总量分别为 104 875郾 84 t、
8 223郾 97 t,小清河干流及 23 条支流所接纳的工业废

水、COD 和 NH3 鄄N 排放量,分别占全市工业排放总

量的 68郾 8% 、54郾 3% 、65郾 4% ,小清河流域接纳了济

南市区和章丘市排放的全部工业废水。 小清河济南

段中游人口密集、工业区集中,污染负荷非常大。 还

乡店断面汇集了黄台工业区和柳行、七里河排污系

统的制药、造纸、肉类加工等行业废水以及市区的生

活市政污水,大码头上游流经王舍人镇工业聚集区,
汇集钢铁、炼油、石油化工、化肥以及养殖废水。 排

放污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硫化物、悬浮物、COD、石
油类、氰化物、挥发酚、砷、铅、六价铬、镉、汞等。 于
在处理污水方面,2016 年全市污水处理量在 3 亿 t
左右,光大水务一厂和二厂设计处理规模分别为 30
万 m3 / d 和 20 万 m3 / d,雨季运行负荷重,部分污水

处理厂已建成但设备并未正常运行。 由于资金问

题,部分企业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或者设施不能正

常运转,2016 年全市仍有大量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处于闲置状态,企业污水未达标外排,污水偷排情况

时有发生[6]。 综上所述,小清河在污水排入方面面

临着巨大的压力。
c. 管网建设落后。 随着济南的快速发展,2014

年末济南市常住人口达 706郾 7 万人,5 年增长率为

3郾 71% 。 大量的人口涌入一方面增加污染负荷,另
一方面对污水管网造成极大地压力。 由于城区铺设

管网难度大,部分地区仍沿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地

下管网,雨季污水收集不足,大量污染物随地表径流

直接排入河中。 外来务工人员多选择城郊结合地带

居住,这些地方设计的管网不能满足大量的人口增

加。 小清河附近农村地区极少铺设污水管网,污水

多直接排入河中。 管网设施不完善是污水处理收集

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2摇 治理体系构建

a. 以整体性治理思路为基础。 小清河济南段的

上游多为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应逐步推

进该地区绿色农业和循环农业建设,提高资源利用

率,最大程度上降低农肥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加强河

岸绿化。 济南段中游人口密集,工业区聚集,因此应

作为治理重点,加强污染源治理与监管,发展清洁生产

和循环经济。 相比于中游,小清河济南段的下游污染

较轻,所以该地区以污染治理为主,以生态建设为辅。
b. 打好“治、用、保冶组合拳。 对于“治冶,济南

市政府应执行更为严格的污水标准,加强监管力度,
防治结合,倡导节水型企业,推行高新节水设备,限
制高耗水行业的发展,提高企业污水回用率;对于

“用冶,将污水变废为宝,实现新建成中水站的最大

利用价值,提升中水回用率,避免资源浪费;对于

“保冶,重点在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生态湿地

等,以扩大生态保护范围,提高全民保水、节水意识。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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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缓解小型河流防洪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

矛盾。 为全面推进中小型河流综合治理,应积极拓

宽投资渠道,多方筹集建设资金:一是实行中央扶

持、省市县地方财政补贴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二是设

立各级中小型河流治理建设基金,由各级财政注入

启动资金;三是争取利用国开行贷款。
3. 5摇 改革管理体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增加防洪设施安全管理

投入,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防洪设施安全管理经

费纳入地方财政管理中,确保防洪设施安全管理正

常运行,并且防洪设施安全管理经费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逐年增加。
加强中小河流项目建后管护工作,从产权划定、

管护资金落实、考核奖惩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管理

和管护两大网络,在以行政推动为主体的基础上,逐
步实现市场化管理,使中小河流项目管护全面进入

常态化、制度化。
中小河流项目建设关系防洪、排涝、环保生态等

诸多方面,工程建设是抓手,管理是关键。 要确保工

程质量和安全,必须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及

管理网络,切实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从建设程序、管

理手段上下功夫,将其建设成为服务百姓、关爱民生

的福祉工程,为全面实现水利现化代提供基础保障。

4摇 结摇 语

中小河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关系到区

域防洪安全,也关系到流域防洪安全,还涉及生态环

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坚持以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科学规划、统筹安

排,合理建设、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在确

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小河流治理综合

效益,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中小

型河流综合治理应在充分总结以往水利建设经验的

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对水利建设的需求,以实

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冶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目

标,更新河流治理理念,实现防洪保安全与建生态之

河的协调统一,还中小型河流以碧波荡漾、自然生态

的本来面目。 同时,把规划编制和工程质量放在中

小河流治理的重要位置,创新治理模式,多渠道筹集

治理资金,确保治理任务如期完成,并发挥应有的综

合效益。
(收稿日期:2016 11 20摇 编辑:彭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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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c.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配套建设。 通过

新增污水处理工程和对现有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
使全市一年增加污水处理能力 2555 万 t,污水处理

率将从 94%提升至 98% 。 提高雨水收集能力,以实

现 75%的雨水回收利用为目标,减轻小清河汛期污

水处理负荷。 加大污水收集能力,对于陈旧的地下

污水管网设施,可更新的部分,采取逐步替换的方

式,管网设计应充分考虑未来多方面因素,实现长久

有效利用;不可更新部分,应加强地上污水导流,避
免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政府应鼓励企业采用污水处

理设施,并加强监督力度;企业应达标排污,杜绝偷

排污水行为。 另外,企业未启用的污水设备应加以

有效利用,以大大减少污水排放量。
d. 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补水。 以“谁

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冶和广泛参与的原则[7],
采用经济补偿、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相结合的方法,
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并强化管理,鼓励社会多方面参

与。 为保证小清河有充足的水资源,可采取多源头

共同补水的方法,统筹利用水资源,综合考虑汛期和

枯水期水量的差异,结合实际情况控制补水量。

3摇 结摇 语

济南市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突出以人为本、人

水和谐的基本理念,在治理过程中,应该牢牢抓住出

现的关键问题,以整体性思路为基础,以针对性治理

为手段,使小清河重现昔日“清冶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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