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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的微生物固定技术研究现状
夏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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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ＣＯ２减排任务面临的严峻形势，简要说明了ＣＯ２微生物固定技术与其他固定方法
相比具备的优势。就该方法的技术流程、微生物菌群以及相应的光生物反应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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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５０ａ来，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明显增加，升
温幅度略大于全球气温增加的幅度。发达国家虽然

历史上是排放大户，但现在发展中大国已站到排放

前列。据报道中国与同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

ＣＯ２排放强度相对较高，详见表１。从经济发展的
长期趋势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高碳经济发展阶段，

见表２。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强调，
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单位 ＧＤＰＣＯ２排放将比２００５年
下降４０％ ～５０％。为了达到这一减排目标，除了
改变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使用清洁能源和增加森

林面积等切实有效的办法外，还可以使用微生物的

大规模液态培养来固定ＣＯ２，本文拟对这种固定方
法展开讨论。

表１　２００７年度中国与典型发展中国家ＣＯ２排放强度比较

（ｋｇ／美元）

国家 俄罗斯 南非 阿根廷土耳其 中国 埃及 巴西 印度

ＣＯ２排放强度 １８０ １６５ ０９２ ０５３ ２１０ １７８ ０３７ １２８

表２　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温室气体排放的

历史变化和未来走势 （百万ｔＣＯ２）

国家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３０年
世界 ２０９８８ ２８００３ ４１９０５
日本 １０７１ １２１３ １１８２
美国 ４８６３ ５６７０ ６８９１
俄罗斯 ２１８０ １５８７ １９７３
中国 ２２１１ ５６０６ １１４４８
印度 ５８９ １２５０ ３３１４

１　技术流程
微生物固定 ＣＯ２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具有

光合作用的微生物进行光合作用，以固定热电厂等

释放源排放的ＣＯ２，从而达到ＣＯ２减排的目的。该
技术思路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 Ｏｓｗａｌｄ和

Ｇｏｌｕｅｋｅ在１９６０年提出，但直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后
美国、日本等许多科学家 （Ｓｈｅｅｈ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Ｈａｍａｓａ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ＵｓｕｉａｎｄＩｋｅｎｏｕｃｈｉ，１９９７；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ａｎｄＩｋｅｎｕｏｃｈｉ，１９９７）才开始开展了大量
的研发工作。该方法的优势主要在于：与森林等高

等植物的ＣＯ２固定方法相比，微生物具有繁殖快、
ＣＯ２固定效率高、适合工业化集约生产、对土地和
水的依赖程度低等许多优点。而与深海储存、开采

过的煤层储存、含盐蓄水层储存和废弃油气田储存

等传统的地质储存技术相比，微生物固定法具有可

持续性和低风险性。据报道地质储存可能存在以下

环境风险：ＣＯ２逃逸到大气层造成二次污染，ＣＯ２
泄漏对地下水的危害、对陆地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的危害，诱发地震、引起地面沉降或升

高等。同时地质储存要受环境容量的限制，ＣＯ２气
体不可能无限制地注入海洋、煤层、含盐蓄水层和

废弃油气田中，一旦气体饱和将再难进行储存。生

物固定法还可以产生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副产物

（生物燃料甲烷、乙醇、氢气以及生物肥料和动物

饲料等），承担污水净化的任务。

微生物固定ＣＯ２方法的具体流程见图１。目前
该方法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和意大利等

国家均有研究。美国夏威夷的 Ｃｙａｎｏｔｅｃｈ生物技术
公司，加州的 Ｅａｒｔｈｒｉｓｅ、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等一些大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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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州的 Ｖａｌｃｅｎｔ公司，以色列的 Ａｌｇａｔｅｃｈ生物
技术公司，德国能源巨头ＥＯＮ等企业和单位均在
该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功。

２　微生物种群
该技术目前主要采用的微生物有：细菌、蓝藻

（蓝细菌）、绿藻、红藻和硅藻等，具体见表３。Ｋａ
ｊｉｗａｒａ等采用聚球菌Ｓｙｎｅｃｈｏｃｏｃｃｕｓ固定ＣＯ２，固定速
度可达０６ｇ／Ｌ·ｄ，Ｈｉｒａｔａ等采用小球藻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ＵＫ００１固定ＣＯ２，固定速度可达到００３１８ｇ／Ｌ
·ｄ，Ｍｕｒａｋａｍｉ等采用布郎葡萄藻Ｂｏｔｒｙｏｃｏｃｃｕｓｂｒａｕ
ｎｉｉ固定ＣＯ２，固定速度可达到１ｇ／Ｌ·ｄ，水生集胞
藻Ｓｙｎｅｃｈ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ｑｕａｔｉｌｉｓＣＯ２固定速度可达到１５ｇ／
Ｌ·ｄ。刘玉环等采用二形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固定ＣＯ２，最大固碳速率约为０９９ｇ／Ｌ·ｄ。目前能
进行 ＣＯ２固定的微生物种群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ＣＯ２、硫化物、氮氧化物、温度和酸度的耐受性差，
具有光饱和效应 （即在强光下，微生物对光的利用

率和对ＣＯ２的利用率会明显下降），微生物细胞不
易自我絮凝导致细胞回收成本增加等。因此需要通

过菌种的改良来克服以上问题。

表３　具有开发价值的微生物种群

类型 菌株

细菌 紫色硫细菌Ｒｈｏｄｏｖｕｌｕｍｓｕｌｆ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ｍ
蓝藻 聚球菌Ｓｙｎｅｃｈｏｃｏｃｃｕｓ，螺旋藻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绿藻 单衣藻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雨生红球藻 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ｌｕ
ｖｉａｌｉｓ，杜氏盐藻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ｓａｌｉｎａ，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ｖｕｌ
ｇａｒｉｓ

红藻 布郎葡萄藻Ｂｏｔｒｙｏｃｏｃｃｕｓｂｒａｕｎｉｉ
硅藻 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３　生物反应器类型
ＣＯ２固定的生物反应器主要分为开放式和密闭

式两大类。开放式光生物反应器主要有圆形氧化塘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ｏｐｅｎｐｏｎｄ）、沟式氧化塘 （ｒａｃｅｗａｙ－ｔｙｐｅ
ｏｐｅｎｐｏｎｄ）、带浆轮搅拌装置的沟式氧化塘 （Ｐａｄ
ｄｌｅｗｈｅｅｌ－ｍｉｘｅｄｒａｃｅｗａｙｐｏｎｄｓ） （见图２、图３）、
污水处理结合 ＣＯ２固定的高速氧化塘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ｏｎｄ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ｐｏｎｄｓ）。密
闭式生物反应器则主要有管式 （Ｔｕｂｕｌａｒ）、浅盘式
（Ｆｌａｔｐｌａｔｅ）等多种类型。

光生物反应器优化设计的目标主要涉及４个方
面：①增大反应器的比表面积，其中开放式的比表
面积较大。②增强气液传质效率。一般通过设计附
属器件结构来改善微藻培养过程中气液传质效果，

如气液交换器、冷凝器、超滤装置、混和装置以及

营养物的供应装置。③改善光照条件。改善光照需

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提供高效光源，除了可以

利用太阳光和普通的荧光灯作为光源外，还开发了

利用发光二级管、光导纤维以及闪光灯等作为光

源。另一个是光线在反应器内的有效分布。光源的

位置可分为外置式和内置式两种，内置式可以显著

改善光线的分布，提高光源利用率，但制作成本较

高。另外，各种光照操作条件，如光质、光强、光

暗比以及光照时间等对微生物生长也具有很大影

响。④提高光传递效率。研究发现单纯提高光强并
不能相应地提高细胞的产率。对此采取的措施有：

适当增加机械搅拌的强度减少细胞间彼此遮蔽使反

应器内的每个细胞均能获得光照，通过棱镜或光纤

分散培养液中的光照。

除了上述４个因素外，操作过程的经济性也是
光生物反应器实际应用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开放式

光生物反应器设备简单，投资少。密闭式生物反应

器设备复杂，投资大，大多不具经济优势。由于

ＣＯ２固定本身是一种公益环保型产业，因此从目前
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来看，更多地还是适合建造开放

式的大型光生物反应器并结合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

综合性处理模式。

图３　带浆轮搅拌装置的沟式氧化塘生产现场

４　展望
目前，世界各地已经研究出多种适合固定高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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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ＣＯ２的微生物，其中大部分微生物属于海洋生
物，利用海洋微生物固定 ＣＯ２对于运行设备的技
术要求相对较高，其中主要是防止海水对设备的腐

蚀。因此分离驯化淡水微生物是一条可行的技术路

线，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用淡水微生物固

碳不仅对生产设备要求相对较低，而且最重要的是

可以与污水处理工业相结合，不但节省淡水资源，

而且可以有效去除污水中多种污染物质，有效地保

护环境。我国在微生物固碳上的研究明显比美国、

日本落后，到目前为止仅有一些研究性的实验成

果，而无大规模实际应用的报道。同时国家的重视

程度也不如其他国家，对于此项技术的研究目前仅

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科研单位和大学在进行，没有上

升到国家的层面上来进行一个系统持续的研究。基

于目前的研究现状，迫切需要我国加强此项技术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１）微生物菌群的选择、引进、培养和驯化。
在微生物的选择上，应尽量选择能够高效固定

ＣＯ２，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淡水微生物 （如云南程

海的螺旋藻）。并且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提高生物

固碳效率，增强细胞对各种环境因素的耐受性，降

低光饱和效应对细胞的负面影响，改良微生物细胞

的自我絮凝能力。有较高耐受性微生物的优势是可

以把烟气等包含高浓度 ＣＯ２的气体经过简单处理
后直接通入藻液中，而且对周围环境条件的要求也

相对宽松，这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生产成

本，而且避免了不必要的二次污染。降低光饱和效

应对细胞的负面影响可以提高固碳效率，改良微生

物细胞的自我絮凝能力可以降低生物质的处理成

本。国家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成立类似于

美国能源部 （ＤＯＥ）组建的生物固定网 （Ｂｉｏｆｉｘ
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该
项技术的实验研究和情报收集。

（２）开发和放大高效光生物反应器，进一步
提高ＣＯ２处理量。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对能源和生产生活物质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ＣＯ２
的排放量肯定也会随之增大。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管

理等方法外，利用先进的微生物固碳技术，开发和

放大高效光生物反应器也可以有效地降低 ＣＯ２的
排放。因此国家应尽快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大

型国企 （钢铁冶金、能源等）牵头建立样板工厂，

以带动全国各大、小热电厂和钢铁冶金等企业形成

规模化固碳能力。相信如果能将此技术与有机废水

（城市生活污水，造纸厂、糖厂、焦化厂和大型养

殖厂等生产废水）处理结合起来一定有不错的

前景。

当前，世界的 ＣＯ２排放量每年逐渐增加，从
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单位 ＧＤＰ的 ＣＯ２排放
量处在前列，因此尽快完善微生物固碳技术直接关

系到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对于我国的科研

工作者和决策者来说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对

于我们实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承诺将起到不小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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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葫芦控制性种养技术研究

宋任彬，杨　琏，何　锋，李　滨
（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８）

摘　要：利用水葫芦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和对水体氮磷的吸附能力，可以有效治理水体内源污染。大
规模的水葫芦圈养必须解决水葫芦逃逸问题，在满足安全生长的前提下实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高的圈养

方式，是水葫芦产业得以推广的必要保证。

关键词：水葫芦；人工圈养；围网优化

中图分类号：Ｘ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５－０３

　　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俗名水葫芦，属
于雨久花科、凤眼莲属，多年生的水生草本植物。

原产热带美洲的巴西东北部，后移植至世界各温暖

地区，２０世纪初 （１９０１年）作为花卉引入我国台
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引入祖国大陆，现分布于辽宁
南部、华北、华东和华南的１９个省 （自治区、直

辖市），以长江流域以南的分布量较大。

凤眼莲根系发达、生长繁殖快、耐污能力强，

有关其对Ｎ、Ｐ等污染物的吸收、累积、分解等作
用的研究屡见报道。但以往研究多局限在某单一污

染水体中进行，而对于凤眼莲在不同程度污染水体

中对Ｎ、Ｐ吸收、累积能力的比较研究少见报道；
已有研究表明，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水生植物对

Ｎ、Ｐ的吸收量随水中营养浓度的升高而增加。利
用水葫芦较强富营养物质富集吸收能力，通过大规

模人工种养采收可达到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改

善局部水质环境的效果。

１　种养技术的运用
１１　国内外养殖技术进展

水葫芦的圈养围格技术是针对大水面人工控制

性养殖水葫芦中存在和遇到的问题 （安全性种养、

防止逃逸、促进生长、提高抗风浪能力、降低单位

面积建设成本、提高单位产量、材料设施选择、便

于高效大规模采收等）而进行的研究。目前在国

内，只有江苏太湖和云南滇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水葫

芦控制性养殖，分别达到３４８６ｈｍ２和６６６７ｈｍ２的
养殖规模。滇池的养殖模式是采用太湖的建设标准

来实施，但由于两地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有明显的

差别，水葫芦的生长趋势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水

葫芦圈养围隔技术是一个新的技术领域，目前的研

究是针对各自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正在

进行中。

１２　滇池圈养技术运用
水葫芦最佳生长温度２７～３０℃，在气温１３℃

开始繁殖，以无性繁殖为主，依靠匍匐枝与母株分

离方式，植株数量可在５ｄ内增加１倍，可见其种
群恢复和扩散能力极强。因此，人工种养水葫芦圈

养技术防止水葫芦四散逃逸是该技术实施推广的先

决条件。

滇池大面积的水葫芦种养采用了 ‘锚基浮球

围栏’的方式，形成一个可控性的人工种养方

式。在种养区外围布置锚基浮球围网２道，２道
围网间每隔１００ｍ布设１道横向连接围网，从而
在外围形成１道１００ｍ１００ｍ方格网，起到防止
水葫芦漂逸，消减风浪的作用。种养区内部分

隔，共分隔成５块，中间保留 ２０ｍ宽航道 １条，
辐射中心指向水葫芦采收基地。在水葫芦采收

期，将围网靠水葫芦采收基地侧打开后，利用风

力将水葫芦集中至水葫芦采收基地附近，便于机

械化采收作业。

２　圈养技术的建设与优化
２１　基础建设模式
２１１　锚基浮筒围网建设

锚基浮筒围网每１２ｍ固定４个塑料浮筒 （５６０
８００ｃｍ）为一个工作单元，浮球上下都用２根长
６ｍ的镀锌铁管搭接，尼龙网从浮球顶部固定杆沿
围网 （网眼３３ｃｍ，宽辐１ｍ）内侧铺挂，用尼龙
绳捆绑于上下固定杆。下固定杆按一定密度 （间

距约１ｍ）悬挂加重块，为防止加重块滑动，先用
尼龙绳拴紧加重块挂钩后，再捆扎到下固定杆上。

围网每个工作单元之间用尼龙绳连接，围网角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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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边缘用铁锚沿交叉点向四个方向抛至湖底拉紧

固定，确保减少围网形变和防止围网漂移。工作单

元之间采用 Ｕ型扣件连接，在需要时工作单元可
分离，便于船舶进出和安全检修。每１００ｍ的锚基
浮球围网主要材料需要３３个塑料浮桶，２００ｍ镀锌
铁管，１００ｍ宽幅为１ｍ的尼龙网，５０ｍ尼龙绳及
１００个配重快。

根据围网所处的位置，将围网细化为 ３种形
式：Ｉ型围网高２ｍ，其中水上部分高０７５ｍ，浮球
间隔３ｍ，用于最外侧围网；ＩＩ型围网高１ｍ，其中
水上部分高０２５ｍ，浮球间隔３ｍ，用于第二道围
网；ＩＩＩ型围网高２ｍ，其中水上部分高０２５ｍ，浮

球间隔６ｍ，用于围网内部分隔。锚基浮球围栏在
滇池外海大面积水葫芦种养的运用中得到了实践认

证，未发现水葫芦向外逃逸的现象，在防止水葫芦

逃逸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２１２　 “小区分割围网”建设

采用直径１０ｃｍ的泡沫浮球，承载围网 （网眼３
３ｃｍ，宽辐０５ｍ），泡沫浮球间以尼龙绳连接，围
网下层用０５ｃｍ粗尼龙绳间隔１ｍ配重 （石块），使

分割围网在水面下５０ｃｍ范围形成均匀的分割带。每
１００ｍ的分割围网主要材料需要１００个直径１０ｃｍ的
泡沫浮球，１００ｍ宽幅为１ｍ的尼龙网，２５０ｍ尼龙绳
及１００个加重块。可根据养殖区地形水文气候条件，

调整分割围网的密度方向，将养殖区分割为若干养

殖面，达到理想的生长效果。种养区内部采用分割

式围网达到有效分散水葫芦区块，降低单位密度的

作用，同时有效降低了种养区的建设成本。

２２　优化项目及分析
锚基浮筒围网原设计泡沫塑料浮筒间距 ６ｍ，

泡沫塑料浮筒规格８０５０ｃｍ，优化后，将泡沫塑
料浮筒间距调整为３ｍ，泡沫塑料浮筒规格改为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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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ｃｍ。改变泡沫塑料浮筒的排序分布方式后，
围网本身水面上下的承载力平衡没有发生改变。优

化后的泡沫塑料浮筒间，锌钢管中部受到集中压力

的情况下，锌钢管集中受力最大弯矩减少到原来设

计的１／２，其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Ｍｍａｘ＝Ｐ×ｌ／
４。从公式中可看出当集中压力不变，跨长减少和

弯矩减少成正比，当跨长减少５０％时，弯矩同样
减少５０％。优化后的泡沫塑料浮筒间，锌钢管中
部受到平均压力的情况下，锌钢管平均最大弯矩减

少到原来设计的 １／４，其相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Ｍｍａｘ＝ｑ×１２／８长。

２３　环境和经济效益分析
水葫芦投放圈养时期实验区水体总磷由

０１２４ｍｇ／Ｌ下降到 ００６６ｍｇ／Ｌ，完成一定量的打
捞处置后，水体总磷下降到００４５ｍｇ／Ｌ。可见水葫
芦的快速生长和合理打捞对总磷的吸收和转移有明

显的效果，局部区域水质由地表水Ⅴ类水质净化到
地表水Ⅲ类水标准。
３　小结与讨论

锚基浮球围栏抗风浪能力强，不易型变，防止

水葫芦逃逸效果显著，但是建设和养护成本高，且

不便于采收检修船通过。因此锚基浮球围栏适合用

于种养区外围防护和主干围网建设，并具有一定的

消浪作用，能为水葫芦的生长创造有力条件。

小区分割围网有效解决了因大围网分割受季风

的影响水葫芦高度集聚且随风漂移，单位面积密度

提高造成的水葫芦生长放缓的问题。小区分割围网

将养殖区分为若干个水面区域，水葫芦受分割围网

的牵制作用，有效降低了水葫芦的聚集度，水葫芦

的生长速度提高，提高了单位水域面积的水葫芦生

长量和效益。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水葫芦生长状况

的差异明显，如何做到在不同环境下达到水葫芦最

佳生长条件还有待进一步实践研究。

利用水葫芦圈养治理水体环境是去除水体内源

污染的一个重要手段，打捞水葫芦的综合利用研究

（肥料、饲料、发酵等）也在不断地摸索和发展。

高效科学的水葫芦养殖给各研究发展方向提供了向

产业化链条发展的基础支撑，为环境治理向产－学
－研一体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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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回归神经网络预测天津城市用水量

黄淑芬

（滦县环境保护局，河北 滦县 ０６３７００）

摘　要：通过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天津城市年用水量相
关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拟合，用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的实际数
据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证明了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用于城市年用水量预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城市用水量；预测模型；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天津

中图分类号：Ｘ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８－０４

　　水资源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用水量预测是
城市规划的基础［１］。城市用水是一个由城市人口、

工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经济水平共同作

用的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年用水量是该系

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协调发展

的结果。用水量预测传统方法包括定额法、常规趋

势法、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法、时间序列法、灰

色模型法等［２～１３］。传统预测方法有的仅依赖于历

史数据来预测未来的用水量，而未充分考虑用水量

的显著影响因素，有的虽考虑了用水量的影响因

素，但难以对各影响因素与用水量间的复杂关系进

行描述。

人工神经网络是通过数学方法对人脑若干基本

特性进行的抽象和模拟，是一种模仿人脑结构及其

功能的非线性信息处理系统。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较

强的非线性逼近功能、容错能力和自学习、自适

应、并行处理的特点。研究者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和
径向基神经网络对用水量进行了预测［１４～１６］。广义

回归神经网络是径向基网络的一种变化形式，由于

训练速度快，非线性映射能力强，因此常用于函数

逼近。本文采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建立城市年用水

量预测模型。

１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模型［１７～１８］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 （ＧＲＮＮ）最早由 Ｄｏｎａｌｄ
Ｆ．Ｓｐｅｃｈｔ在１９９１年提出的，是一种基于ｏｎｅ－ｐａｓｓ
学习算法的一种高度并行的径向基网络，其理论基

础是非线性 （核）回归分析。它能够根据样本数

据逼近其中隐含的映射关系，即使样本数据稀少，

网络的输出结果也能够收敛于最优回归表面。

从网络结构上看，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由三层组

成，包括一个输入层、一个隐层和一个输出层，输

入层传递输入信号到隐层，隐层为径向基层，输出

层为线性层。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结构如图１所示。
Ｐ表示输入向量，Ｒ表示网络输入的维数，即

因子的个数，Ｑ表示每层网络中神经元的个数，也
就是训练样本的个数。

径向基层的权值函数为欧几里德距离度量函

数，即‖ｄｉｓｔ‖ｉ＝ 
Ｒ

ｉ＝１
（ｘｉ－ＩＷｊ１）槡

２ （ｊ＝１，２，

…，Ｑ），其作用是计算网络输入与第一层的权值
ＩＷ１，１之间的距离，ｂ

１为隐含层阈值。符号 “·”

表示‖ｄｉｓｔ‖的输出与阈值ｂ１的元素与元素之间的
乘积关系，并将结果形成净输入 ｎ１，传递到传递
函数。隐含层的传递函数为径向基函数，常用高斯

函数Ｒｉ（ｘ） ＝ｅｘｐ（－‖ｘ－ｃｉ‖
２／２σ２ｉ）作为网络

的传递函数，式中ｘ是Ｒ维输入向量，ｃｉ是第 ｉ个
基函数的中心，ｃ与ｘ具有相同的维数，σｉ决定第
ｉ个隐含层位置处基函数的形态，σｉ越大则基函数
越平滑，故又被称为光滑因子。令 ｓｐｔｅａｄ＝１／

２σ槡 ｉ，ｓｐｒｅａｄ称为径向基函数的分布系数，由于
分布系数的大小对网络的最终逼近精度有着比较大

的影响，因此，在神经网络设计过程中，需要调整

分布系数的值，直到达到比较理想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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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输出层的权函数为规范化点积权值函数

ｎｐｒｏｄ，计算出网络的输出向量 ｎ２，它的每个元素
就是向量ａ１与权值矩阵ＬＷ２，１每行元素的点积再除
以向量ａ１各元素之和，并将结果ｎ２送入线性传递
函数ａ２＝ｐｕｒｅｌｉｎ（ｎ２），计算网络的输出。

ＧＲＮＮ连接权值的学习修正仍然使用ＢＰ算法，
由于网络隐含层节点中的作用函数 （基函数）采

用高斯函数，高斯函数是一种局部分布对中心径向

对称衰减的非负的非线性函数，对输入信号在局部

产生响应，即当输入信号靠近基函数的中央范围

时，隐含层节点将产生较大的输出，由此看出这种

网络具有局部逼近的能力，这也是该网络之所以学

习速度更快的原因。此外，ＧＲＮＮ人为调节的参数
少，只有一个ｓｐｒｅａｄ，网络的学习全部依赖于数据
样本。这个特点也决定了网络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

人为主观假定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２　网络建模实例
通过调查分析 《天津统计年鉴》中提供的相

关用水资料，从中选取相关性好和代表性强的城市

人口数、人均收入水平、工业总产值、城市总产

值、人均日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作为预测

基础数据。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天津市用水量相关数据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天津市用水量相关数据表

年份
城市人口数

／万人

人均收入

水平／元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城市总产值

／亿元

人均日用水量

／ｍ３
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

年用水量

／亿ｍ３

１９９１ ８７２６ １８４５ ７８６６ ３４４１ １３９ ４９ ２２０１

１９９２ ８７９０ ２２３８ ９９７９ ４１２５ １３１ ５１ ２３３２

１９９３ ８８５９ ２７６９ １４０４８ ５３８２ １２５ ５３ ２１２９

１９９４ ８９０６ ３９８２ １７５４３ ７２７０ １２６ ５７ ２１３９

１９９５ ８９４７ ４９３０ １８７９７ ９１９８ １３６ ６２ ２２２７

１９９６ ８９８５ ５９６８ ２１７７４ １１０１８ １３９ ７４ ２３３５

１９９７ ８９９８ ６６０９ ２４５０２ １２６４６ １５８ ７１ ２４１４

１９９８ ９０５１ ７１１１ ２５６２６ １３７４６ １５１ ７９ ２０６４

１９９９ ９１０２ ７６５０ ２７５１４ １５０１０ １４３ ７２ ２５１３

２０００ ９１２０ ８１４１ ３０８０７ １７０１９ １３２ ８０ ２２６３

２００１ ９１４０ ８９５９ ３３６６５ １９１９１ １４６ ８０ １８８１

２００２ ９１９１ ９３３８ ３７１７７ ２１５０８ １３３ ８８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３ ９２６０ １０３１３ ４３７０８ ２５７８０ １３１ ８６ ２０５１

２００４ ９３２６ １１４６７ ６１８６０ ３１１１０ １２５ ９３ ２１９６

２００５ ９３９３ １２６３９ ７１６９６ ３６９７６ １２４ ８５ ２２５２

２００６ ９４８９ １４２８３ ８９０７５ ４３４４３ １３０ ９３ ２２５０

２００７ ９５９１ １６３５７ １０５０２９ ５０５０４ １２２ ９１ ２３０１

　　以城市人口数、人均收入水平、工业总产值、
城市总产值、人均日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作为输入向量，将每年用水量数据作为目标向量，

建立输入神经元个数为 ６、输出神经元个数为 １，
利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对天津城市用水量进行预

测。通过大量试算，选取分布系数为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时来检验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的
预测能力。以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作为网络的
训练样本，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数据作为网络
测试样本，不同分布系数值时天津市城市用水量实

际值、网络预测值及相对误差如表２、图２所示。
由表２可以看出，当分布系数值ｓｐｒｅａｄ＝０００５

时，年用水量网络预测值平均相对误差为１０７％，
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１８０％；当分布系数值 ｓｐｒｅａｄ＝
０１时，年用水量网络预测值平均相对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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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１４４％；当分布系数值
ｓｐｒｅａｄ＝０１５时，年用水量网络预测值平均相对误
差为１９４％，最大相对误差为８６２％；当分布系数
值ｓｐｒｅａｄ＝０２０时，年用水量网络预测值平均相对

误差为２７８％，最大相对误差为９２５％；当分布系
数值ｓｐｒｅａｄ＝０２５时，年用水量网络预测值平均相
对误差为３３９％，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１８６％。

表２　不同分布系数值时网络预测城市用水量实际值、预测值及相对误差表

年份
用水量实际

值／亿ｍ３

　　ｓｐｒｅａｄ＝００５　　 　　ｓｐｒｅａｄ＝０１　　 　　ｓｐｒｅａｄ＝０１５　　 　　ｓｐｒｅａｄ＝０２０　　 　　ｓｐｒｅａｄ＝０２５　　

预测值

／亿ｍ３
相对误

差／％
预测值

／亿ｍ３
相对误

差／％
预测值

／亿ｍ３
相对误

差／％
预测值

／亿ｍ３
相对误

差／％
预测值

／亿ｍ３
相对误

差／％

１９９１ ２２０１ ２２０１ ０ ２２０３ ００９ ２２１９ ０８２ ２２３２ １４１ ２２３４ １５０

１９９２ ２３３２ ２３３２ ０ ２３１８ －０６０ ２２６９ －２７０ ２２３９ －３９９ ２２２４ －４６３

１９９３ ２１２９ ２１２９ ０ ２１４０ ０５２ ２１６４ １６４ ２１７９ ２３５ ２１８７ ２７２

１９９４ ２１３９ ２１３９ ０ ２１３８ －００５ ２１４６ ０３３ ２１６１ １０３ ２１７５ １６８

１９９６ ２３３５ ２３３５ ０ ２３３８ ０１３ ２３５６ ０９０ ２３４８ ０５６ ２３１４ －０９０

１９９７ ２４１４ ２４１４ ０ ２４１２ －００８ ２３８３ －１２８ ２３３９ －３１１ ２３０４ －４５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６４ ２０６４ ０ ２０６６ ０１０ ２１０２ １８４ ２１５３ ４３１ ２１８３ ５７７

１９９９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３ ０ ２５００ －０５２ ２３９８ －４５８ ２３１３ －７９６ ２２６８ －９７５

２００１ １８８１ １８８１ ０ １８９１ ０５３ １９７４ ４９４ ２０５５ ９２５ ２１０４ １１８６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０ ２００３ ０３５ ２０１２ ０８０ ２０１９ １１５ ２０３５ １９５

２００３ ２０５１ ２０５１ ０ ２０４４ －０３４ ２０３８ －０６３ ２０４３ －０３９ ２０５２ 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２１９６ ２１９６ ０ ２１９６ ０ ２１９１ －０２３ ２１７５ －０９６ ２１５７ －１７８

２００６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０ ２２５０ ０ ２２５１ ００４ ２２５４ ０１８ ２２５５ ０２２

２００７ ２３０１ ２３０１ ０ ２３０１ ０ ２３０１ ０ ２２９７ －０１７ ２２９２ －０３９

１９９５ ２２２７ ２３１４ ３９１ ２２６２ １５７ ２２５６ １３０ ２２６２ １５７ ２２６３ １６１

２０００ ２２６３ １９９６ －１１８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４ ２０６８ －８６２ ２１１５ －６５４ ２１３４ －５７０

２００５ ２２５２ ２１９６ －２４９ ２１９６ －２４９ ２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２００ －２３１ ２１９４ －２５８

平均相对误差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９４ ２７８ ３３９

由图２也可以看出年用水量实际值与网络预测
值间的变化。在本模型中，分布系数为 ００５时，
训练样本的逼近误差最小，随着分布系数增加，训

练样本的逼近误差逐渐增加。而对于测试样本，当

分布系数为０２５时，预测误差最小，随着分布系
数减小，预测误差逐渐增加。无论是对训练样本还

是测试样本，仅个别相对误差较大，总体而言，相

对误差并不大。

４　结论
在分析城市用水量影响因素和预测特点的基础

上，本文建立神经元个数为６，输出神经元个数为
１的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模型对天津城市年用水量进
行了预测。与ＢＰ神经网络相比，广义回归神经网
络模型需要调整的参数较少，因而具有较大的计算

优势。通过对预测效果的检验和分析，证明了广义

回归神经网络模型用于城市年用水量预测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１］魏雪梅，张世英．城市需水预测方法研究 ［Ｊ］．河北工业大学

学报，２００３，３２（６）．

［２］丁士水．城市供水水量预测模型研究及案例分析 ［Ｊ］．山西建

筑，２００７，３３（１４）．

［３］张雄，党志良，叶朝俐，等．西安市日用水量预测模型研究

—０１—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０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８月



［Ｊ］．机械工程与自动化，２００５，（５）．

［４］ＷＡＮＧＱ，ＨＥＬＬＥＲＭ．Ｈｙｂｒｉｄｂｏｘ－ｊｅｎｋｉｎ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ｐｏ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９６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ＮＩＥ［Ｒ］．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ＡＳＭＥ，１９９６．

［５］曹连海，王安明，陈南祥，等．偏最小二乘法回归神经网络在

城市生活用水量预测中的应用 ［Ｊ］．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２６（２）．

［６］张雅君，刘全胜，冯萃敏．多元线性回归在北京城市生活用水

需水量预测中的应用 ［Ｊ］．给水排水，２００３，２９（４）．

［７］宋莉莉．改进灰色模型在水量预测中的应用 ［Ｊ］．东北水利水

电，２００８，２６（８）．

［８］ＯｒｉｔＷｉｌｃｈｆｏｒｔａｎｄＪａｙＲＬｕｎｄ．Ｓｈｏｒ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１２３（４）．

［９］俞双恩，吴培军，缪子梅．江苏省城市用水预测研究 ［Ｊ］．河

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５（６）．

［１０］贾仁甫，陈守伦，丁鑫．需水量预测的线性测量误差模型

［Ｊ］．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６（４）．

［１１］李红艳，崔建国，张星全．城市用水量预测模型的优选研究

［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４，２０（２）．

［１２］刘俊良，臧景红，何延青．系统动力学模型用于城市需水量

预测 ［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５，２１（６）．

［１３］吕谋，赵洪宾，李红卫．城市日用水量预测的组合动态建模方

法 ［Ｊ］．给水排水，１９９７，２３（１１）．

［１４］刘洪波，张宏伟，田林．人工神经网络法预测时用水量 ［Ｊ］．

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２，１８（１２）．

［１５］张雪飞，郭秀锐，程水源，等．ＢＰ神经网络法预测唐山市需

水量 ［Ｊ］．安全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５，（５）．

［１６］卜义惠，赵洪宾，周建华．ＲＢＦ网络预测城市用水量模型

［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３，１９（８）．

［１７］葛哲学，孙志强．神经网络理论与 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０７实现

［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国锋．基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的赤潮预警 ［Ｊ］．信息化纵横，

２００９，（１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ｆｅｎ
（Ｌｕａｎｘｉ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ＬｕａｎｘｉａｎＨｅｂｅｉ０６３７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１ｔｏ２００７，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ｗａ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１９９５ａｎｄ２０００ａｎｄ２００５．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ｗａ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
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ｉａｎｊｉｎ

—１１—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广义回归神经网络预测天津城市用水量　黄淑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滇池水专项课题：流域社会经

济结构调整及水污染综合防治中长期规划研究 （２００８ＺＸ０７１０２－
００１）。

作者简介：杨桐 （１９８６－），女，硕士，主要从事水环境容量
方面的研究。

流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进展

杨　桐１，２，杨常亮１，毛永杨１，２

（１．云南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２．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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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全球经济的

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为了控

制水体污染和恢复污染水体的水质功能，世界上大

部分国家和地区制定的与水有关的环境标准越来越

严格［１］。实行总量控制是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的

重要举措。我国在１９８８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
保护会议，国家环保局提出了同时实行浓度控制和

总量控制的污染控制策略，并且确定了由浓度控制

向总量控制的转变。目前，总量控制已经作为水环

境管理战略和制定水环境规划的指导思想，也得到

研究者们的共识。

１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基本理论
１１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概念

总量控制的定义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

以下的定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总量控制是把

控制区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采取一定的措施，

把排入这一区域内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在一定的数量

范围之内，以达到这一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２～３］。

总量控制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把水域看作一个整

体，根据水体的功能要求和污染源的分布状况，预

先算出达到该环境目标所允许的最大污染物排放

量，然后通过优化计算，确定分配到各污染源的排

放量及削减量，并制定防治措施，以达到改善水

质、满足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目的。总量控制的

核心思想是：负荷分配到污染源。

１２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类型

根据总量获得的方法，总量控制可以分为容量

总量控制、目标总量控制以及行业总量控制［４～６］。

根据区域大小和污染物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区域总

量控制、水系总量控制、特定污染物的总量控

制［２］。根据研究对象分，可划分为纳污水体污染

物总量控制、排污口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源总量

控制［７］。目前，在研究及应用领域中，普遍采用

第一种分类方法。

１３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特点
控制一定时段一定区域内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

总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方法体系称之为总量控制制

度。因此总量控制具有空间性、时段性、总量性和

整体性的特点［８～９］。同时上升到国家环境保护基本

制度的总量控制制度还具有法律制度的属性。①空
间性，总量控制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为目标，通过

科学的方法计算并测量出区域内环境容量及其承载

力，规定此区域内的排放数量具有空间性的特征。

②时段性，总量控制在流域污染防治中的运用，首
先以时间为前提，它以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考虑

自然特征，通过一定时间内流域环境容量的分析，

科学计算出区域内环境容量及其承载力，具有时段

性的特征。③总量性，通过对一定时段内一定空间
的环境容量的分析和计算，得出环境能承载的总

量，在此范围内做出规定，允许排放污染物的总量

控制在管理目标所规定的污染负荷削减范围之内，

不许超出总量范围。④整体性，将整个流域作为管
理控制对象，把污染物控制在流域环境的自净范

围内。

１４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功能
总量控制不但是环境管理的一种思想，还是环

境管理的一种手段，它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其一，污染物排放的总量 （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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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地域范围 （ｓｐａｃｅｒｅｇｉｏｎ）；
其三，污染物排放的时间跨度 （ｓｐａｎｏｆｔｉｍｅ）。因
此，污染物总量控制是以控制一定时间内和区域中

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总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手

段。在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８～９］：①支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提升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②有利于环境管理
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总量控制”为 “限期治理”

和 “集中处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同

时 “总量控制”是 “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核心，

而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 “总量控制”的程序化

和制度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③支持政府
职能的转变，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求。

政府将排污量分配到各点源并且发放排污许可证，

对企业的排污行为依法进行监督，对于超量排污行

为依法做出严厉制裁，而对其它问题比如如何减少

排污量控制污染等问题则不多干预，由企业自行解

决。④通过总量控制在实质上能够实现我国环境质
量目标，并且可以有效地解决区域、流域的环境污

染问题。

２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进展
２１　国外研究进展

日本学者最先提出了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的概念［１０～１４］。在２０世纪中叶，为了改善流
域污染物排放状况，日本提出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问题［２］，就是将一定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１９７１年日本开始研究了水
质总量控制计划问题［８］，并在１９７３年制定的 《濑

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中，在废水排放管

理中首次正式使用了总量控制的概念，并以 ＣＯＤ
指标为限额颁发排污许可证。随后，日本卫生工学

小组受日本环境厅委托提出了 《１９７５年环境容量
计算化调查研究报告》，自此环境容量的应用逐步

地得到了推广，并且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提供了

理论基础［１５］。之后，日本通过立法，将环境容量

应用纳入到河流及海洋具体的环境管理工作中［１６］。

１９７７年日本环境厅提出了 “水质污染总量控制”

的措施，并且仍继续使用水质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

浓度标准，并在１９７８年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改，使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化，同时以 ＣＯＤ为控
制主体，开展了总量控制工作。日本内阁于１９７９
年确定了有关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具体内容，

在１９８４年把首个水污染总量控制目标规划正式应
用到流域水质污染控制中，同时将总量控制法实际

应用于伊始湾和东京湾水域，并严禁无证排污。通

过上述措施，这两个海湾内８０％以上污染源得到
控制［１７］，流域内的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各

排污单位严格按照核定的日排放量排污，超标排放

的单位将受到严惩。对大部分污染源进行在线实时

监测，以监控流域内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时以

总量控制为基础，要求各排污单位每年都要做出下

一年度污染物总量的削减方案［１８］。

美国国家环保局 （ＥＰＡ）于１９７２年在 《水清

洁法》提出了最大日负荷量计划 （Ｔｏｔ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Ｌｏａｄｓ）的概念，也可以用最大年负荷量
（ＴＭＹＬ）表示［１９］。最大日负荷量计划的具体内容

为：在满足水质标准的条件下，计算水体能够接受

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并在污染源之间进行

污染负荷总量的分配［２０］。美国最大日负荷总量

（Ｔｏｔ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ａｉｌｙＬｏａｄ，简称 ＴＭＤＬ）计划属
于国际上水质管理较先进的措施之一［２１～２２］。该计

划由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其总目标识别系统可以

识别全国受损和受到威胁的水体以及引起损害的污

染物，将可分配的污染负荷分配到各个污染源

（包括点源和非点源），同时考虑安全临界值和季

节性变化等因素，采取适当的污染控制措施来保证

目标水体达到相应的水质标准［２３］。美国已对水体

的营养物、沉积物、病原菌等实施了 ＴＭＤＬ计划，
并对点源和非点源污染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从

而极大地改善了受污染水体的质量，保障了受污染

的水体能够达到它的指定用途。目前 ＥＰＡ在模型
选择纲领中列举的几十种供各地实施ＴＭＤＬ计划备
选模型中，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可适应于所有的流

域。因此，决定实施ＴＭＤＬ计划成败之一是选择合
适的模型。在国外的很多河流的治理中成功地使用

了ＴＭＤＬ理念，如ＡＤｅｎｎｉｓＬｅｍｌｙ对研究地的硒元
素总量的分配与控制［２４］；ＭＳＫａｎｇ等采用
ＳＷＡＴ模型与 ＴＭＤＬ联用对农业地区实现了总量的
控制［２５］；在制定 ＴＭＤＬ方案时，充分考虑优先控
制的污染因子及对生态过程的影响，ＫＥｈａｖｅｎ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Ｓｔｒｉｎｇｆｅｌｌｏｗ等做了深入的探讨［２６～２７］。

通过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方法的实施，

联邦德国和欧盟各国使莱茵河流域内受污染的水质

降到了４０％以下，流域内水环境明显改善。其它
欧洲各国大都陆续采取了以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核心

的水环境管理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２］。经

过实施多年的氮削减总量控制计划，２０００年瑞典
３０％～３５％的污水处理厂配备了除氮工艺过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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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的排放量在１９８５年的基础上减少到６０％。以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制定环境保护法令和制度

的澳大利亚，在流域污染控制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２８］。

２２　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研究进展
我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对水环境污染总

量控制进行研究。通过制定松花江 ＢＯＤ总量控制
标准，开创了对总量控制的探索实践和研究。之后

在 “六五”期间，对沱江的水环境容量、污染负

荷总量分配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其水环境承载力进行

了定量评价； “七五”期间，我国逐渐地在白洋

淀、胶州湾等水域以及在长江、黄河等河段，将总

量控制规划做为基础，对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排污许

可证发放进行了研究［２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国
家环保局制订了 《污染物总量控制总体方案》和

《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等污染物总量控制文件，

并且制定了工业结构的调整方案以及落后工艺的淘

汰指标，为我国的流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提出了基本

模式：先按达标排放控制污染总量，再按水质目标

规定允许排污总量。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我

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数学模型也趋完善。随着计算

机应用领域的扩展，ＤＳＳ（水资源规划管理决策支
持系统）和 ＥＭＩＳ（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及 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的推广和各种数学模型的联合应

用，为准确地综合分析、评价和预测流域环境的状

况，揭示流域污染物的转化迁移机制，确定流域污

染物总量控制的方案，提供了科学基础。我国的流

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研究起步晚，尽管与其他发

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例如：张人柱的 《区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的系统理论模式》，探究了区域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的系统理论模式，并且提出了兼顾社会经

济、法律、技术等多种因素的流域污染物管理模式

理论，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３０］。１９９３年，许洪
余、王照之等人在对墨水湖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研

究中，结合组合规划法与 ＴＯＳＩＳ（逼近理想排序
法）方法，有效合理地解决了污染物负荷分配问

题［３１］。宋国君于２０００年分析了总量控制和浓度控
制的概念，从政策角度对总量控制作了定义，从经

济体制、经济成本、可行性以及对政策的适应性等

方面对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分

层次总量控制理论：国家总量控制、省总量控制以

及城市总量控制，并讨论了总量控制的实施战略和

政策效果［３２］。２０００年，李秉文等人作了关于水污

染物总量控制方法探讨，应用计算机模拟系统，对

水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总量分配进行计算机模拟，并

提出了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系统结构及编制工作程

序［３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我国对 “三湖三河”先后

进行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主要以ＣＯＤ、ＴＮ、
ＴＰ为优先控制目标，并且在深圳、武汉、沈阳、
杭州、长沙、银川等市开展了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工

作，确立了加强科技指导力度、科学测算环境容

量，建立了以环境容量为基础、以排污许可证为主

要管理手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污染防治管

理体制。２００９年，于铭等系统地论述了流域污染
物总量控制中的法律法规问题，阐述了我国与美国

之间的差距［３４］。孔亮对太湖流域水污染权配置机

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值得借鉴的积极成果［３５］。

ＹｉｘｉａｎｇＤｅｎｇ在长江流域进行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的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３６］。２０１０年李姝等对西
藏自治区 “一江四河”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及分配

方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和有效的

措施［３７］。

３　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实施流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是削减及分配流

域内污染物的有效途径，使流域的污染物控制在环

境的承载范围内，可以有效地改善流域水环境质

量。但是在总量控制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各

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和难

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３８～４０］：

（１）目前总量控制的对象忽略了生活、农业
等面源污染，主要以工业污染源为主。而在工业污

染控制中，无法对所有的工业污染源进行在线监

控，企业在规划投资中没有配备相应的环保监测设

备资金，因此相关部门无法获得全面而准确的污染

物治理和排放信息，也无法得到流域内污染物的排

放总量。

（２）管理缺乏流域整体性，跨边界冲突日益
突出。地方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功能区出境达标即为

功能区达标，不愿意承担下游环境危害的责任，大

部分研究部门仍然采用局部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３）水环境总量控制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
乏相应的监测和监督体系。以罚代管的现象普遍存

在，在处罚过程中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在污染

源规范整治、排污设施自动监控等总量控制、监测

方面硬件的投入仍不够大；全国排放口在线监控的

水平仍较低；污染物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证制度实

施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上述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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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及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

（４）缺乏对污染物达标的削减技术研究。
（５）总量控制方案未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综

合考虑。我国以往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制定过程

中忽略污染控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没有实现污染

控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了污染控制规划

的效率低下和不可行。总量控制方案的制定是一个

规划寻优的过程，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不

能脱离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

４　研究展望
（１）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必须从传统的浓

度控制、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在弄

清各污染源对流域内污染物总量的贡献率的基础

上，合理划分流域内的各功能区，研究适合特定流

域的水环境容量的计算模型，并且科学地分配流域

内各功能区的污染排放量，最大化地削减流入流域

内污染物的量。

（２）目前正在推广实施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可
以有效地控制点源污染，但对生活、农业等面源污

染却不奏效。实践证明，通过法律的手段科学合理

地规划流域内的土地利用类型是控制面源污染的有

效途径［４１～４２］，同时这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型

领域。

（３）在经济发达、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建立
“面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示范区，研究出适合流域

内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模型，开发面源污染的信息

系统与专家系统。在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

鼓励公众参与的基础上，选择最优方案并制定适合

我国国情的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与防治措施，将环境

总量控制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合理有效地相

结合。

（４）对污染物达标的削减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以寻求出总量控制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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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氮氧化物排放交易经验及启示

李家才

（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６３）

摘　要：综述了美国氮氧化物排放交易项目的演进过程，总结其实践经验，并探讨美国经验对中国氮
氧化物排放控制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氮氧化物；排放交易；经验；启示；美国

中图分类号：Ｘ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７－０３

　　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氮氧化物 （ＮＯｘ）人为排
放，会导致二氧化氮 （ＮＯ２）、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地表臭氧 （Ｏ３）和酸雨等大气污染现象，进而损
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美国在强化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同时，日益重

视ＮＯｘ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 （ｃａ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ｅ）手段
的运用，从而在减排效果和成本节约方面取得显著

成功。当前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氮氧化物污染，因此

迫切需要大幅削减氮氧化物排放［２］。中国不仅需

要对ＮＯｘ排放实行总量控制，而且为了降低总量
控制的成本和保证总量控制目标具有可行性，还应

该借鉴美国经验，早日推行ＮＯｘ排放交易。
１　美国的氮氧化物排放交易项目
１１　 “区域清洁空气激励市场 （ＲＥＣＬＡＩＭ）”
项目［３］

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是加州洛杉矶都市区为了实现
地表Ｏ３浓度达标而实施的，以控制 ＮＯｘ排放为重
点目标的交易项目。该项目的参与企业包括大约

３９０家电厂和使用大型锅炉的工厂。该项目于１９９４
年开始实施，于２００３年结束，参与企业必须在此
期间按年均８％的削减比率减少ＮＯｘ排放 （基年由

企业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间任选一年确定）。为了减轻
企业的负担和保证减排目标的可达性，该项目允许

企业之间开展排放配额交易，１个排放配额代表排
放１磅ＮＯｘ的权利。管理机关对企业的排放配额
实行年度结算，届时企业拥有的配额 （含初始分

配的配额和净买入的配额）不得低于与实际排放

对应的配额需要，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该项目禁

止配额存储，即结算后多余的配额自动作废，不得

用于以后年份的排放。

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总体上是成功的，实现了排放
削减目标，而且减排成本比传统管制手段低。该项

目的明显缺陷是：初期的配额分配过于慷慨，对排

放没有约束性；禁止配额存储导致配额价格波动剧

烈，进而导致项目的局部性暂时中止。ＲＥＣＬＡＩＭ
项目是美国最早实施的 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尽管
其实施范围只局限在州以下的地方层级，但其为后

来的更大更复杂的 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教训。

１２　臭氧传输委员会氮氧化物预算项目 （ＯＴＣ
ＮＢＰ）［４］

ＯＴＣＮＢＰ是美国东北部１２个州为了实现夏季
（５月１日～９月３０日）Ｏ３浓度达标而联合实施的
ＮＯｘ排放控制项目。参与企业为大型固定排放源，
主要是火电厂和使用大型锅炉的工厂。该项目规

定，区域内 １９９９年夏季 ＮＯｘ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配额）为 ２１９万 ｔ，总量控制指标逐年递减，
２００３年降为１４３万 ｔ（１９９０年的基准排放水平是
４９万ｔ）。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间的总量控制指标，主要
根据各州对１９９０年区域夏季 ＮＯｘ排放的贡献及其
对区域Ｏ３浓度的影响在各州间分配，各州自行决
定向辖区内排放源分配 ＮＯｘ排放配额的办法。该
项目鼓励区域内企业之间开展排放交易，１个排放
配额代表排放１ｔＮＯｘ的权利。与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不
同，ＯＴＣＮＢＰ允许配额存储，但是为了避免配额
集中在某个年份使用而引起的时间上的集中排放，

该项目对存储配额的提取 （使用）实施 “累进流

量控制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即当存储配额
总量达到当年配额分配总量的一定比例时，将对提

取的配额实行折扣，上述比例越高，折扣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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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ＯＴＣＮＢＰ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 ＮＯｘ减排目
标超额完成，区域夏季 Ｏ３平均浓度和高峰浓度均
明显下降，而且配额交易非常活跃，表明该项目推

动的成本节约很可观。不过从与 ＮＯｘ相关的污染
物传输的实际范围看，该项目覆盖的地理区域仍然

偏小。为了实现比计划更大的 ＮＯｘ减排和达到更
严格的 Ｏ３浓度标准，２００３年以后，ＯＴＣＮＢＰ被
“ＮＯｘ预算交易项目 （ＮＢＰ）”取代。
１３　氮氧化物预算交易项目 （ＮＢＰ）［５］

ＮＢＰ的基本设计与 ＯＴＣＮＢＰ类似，改进主要
体现在：参与项目的州扩展到２２个，因此更加有
利于控制排放和实现空气质量达标；美国国家环境

保护署 （ＥＰＡ）更加深入地介入项目的设计和管
理，因而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比如，ＥＰＡ对各州
分配排放配额的方法提出选择方案，并直接负责配

额登记；ＥＰＡ要求大型排放源必须安装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 （ＣＥＭＳ），较小的排放源可以使用简单
些的排放估算方法，且它们都必须将计算排放的全

部资料以电子版形式提交给 ＥＰＡ。另外，ＥＰＡ直
接从事超排处罚，处罚办法是：如果排放源当年排

放超出所持配额，将按３∶１的比例扣除其下年的排
放配额。

ＮＢＰ取得了明显的ＮＯｘ减排和环境改善效益。
２００８年区域夏季 ＮＯｘ排放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６２％，
２００７年区域 ８ｈＯ３浓度比 ２００２年平均下降了
１０％。与ＯＴＣＮＢＰ一样，ＮＢＰ只对区域夏季 ＮＯｘ
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 （夏季是 Ｏ３容易形
成的季节），目的是实现 Ｏ３浓度达标。可是，细
颗粒物ＰＭ２５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空气污染物。为
了控制ＰＭ２５污染，显然需要对全年 ＮＯｘ排放进行
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这一问题是通过 “清洁空

气跨州准则 （ＣＡＩＲ）”项目得以解决的。
１４　 “清洁空气跨州准则 （ＣＡＩＲ）”项目［５］

ＣＡＩＲ项目是美国东部地区为了实现臭氧和
ＰＭ２５浓度达标而实施的，以控制电厂 ＮＯｘ和 ＳＯ２
排放为主要目标的交易项目。ＣＡＩＲ的 ＮＯｘ排放交
易项目包括两个独立的子项目：由２５个州参与的
年度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 （目标是控制ＰＭ２５）和由
２５个州 （地理范围与前者略有差异）参与的夏季

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 （目标是控制 Ｏ３）。ＮＯｘ排放交
易的这两个子项目都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开始于２００９年，总量控制目标是在２００３年排放总
量基础上削减５３％，即１７０万 ｔＮＯｘ；第二阶段开

始于２０１５年，总量控制目标是在２００３年排放总量
基础上削减６１％，即２００万 ｔＮＯｘ。ＣＡＩＲ项目取
消了该项目对提取存储配额施加的 “累进流量控

制”。

２　美国ＮＯｘ排放交易经验及其启示
２１　总量控制是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

美国氮氧化物排放交易项目都是以总量控制为

背景的，其总量控制目标又根据Ｏ３和ＰＭ２５的空气
质量达标需要而确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缺少了总量控制，无论排放标准多么严格，都难以

保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上升。美国 ＮＯｘ总量控制
目标包含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对应于

相关的空气质量标准，体现了污染控制的真正

目的。

就当前ＮＯｘ污染形势和排放趋势而言，中国
不仅需要对 ＮＯｘ实行总量控制，而且应当阐明
ＮＯｘ总量控制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中国ＮＯｘ
总量控制目标应当尽量避免那种不考虑Ｏ３和ＰＭ２５
空气质量标准的倾向，当然Ｏ３和ＰＭ２５标准本身也
需要修订或制订。

２２　排放交易是总量控制的助推剂
美国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的共同背景是：减排

任务非常艰巨，以至既使达到严格的排放标准也难

以实现减排任务，或者达到排放标准的成本高得令

大量企业难以承受。排放交易为企业选择完成减排

目标的方式提供了灵活性，因为它允许减排成本高

的企业少减排，其前提是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多减

排。当然前者需要对后者进行补偿，而这一补偿正

是通过排放交易实现的。因此，排放交易降低了总

量控制目标的实现成本。另外，美国经验还表明，

正是由于排放交易机制的存在，严格的 ＮＯｘ总量
控制目标才能够获得企业和社会的接受。

中国只有实施严格的 ＮＯｘ总量控制，ＮＯｘ排
放交易才有生存土壤。严格的总量控制保证了排放

配额 （排放权）的稀缺性及其价值，因此才形成

了排放权的需求和供给。如果没有总量控制，或者

总量控制过于宽松，那么企业可能只要达到排放标

准即可，那样的话中国 ＮＯｘ排放交易既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成功。另外，ＮＯｘ排放交易的灵活性和成
本优势必将为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 ＮＯｘ总量控制
创造有利条件。

２３　ＮＯｘ污染需要区域协同控制
美国没有覆盖全国的 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但

现有项目都是在范围广大的区域内实施的，而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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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趋势是单个项目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

ＮＯｘ排放引起的多种污染物往往呈现出远程传输的
特征，为了切实提高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效果，需

要将ＮＯｘ污染互相影响的各个地方纳入统一的总
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同时，排放交易项目地理

范围的扩大和参与企业的增加，有利于交易的活跃

和进一步降低减排成本。

中国幅员广大，各地ＮＯｘ污染状况和污染物传
输特征差异明显，因此覆盖全国的总量控制和排放

交易项目可能并不妥当。中国ＮＯｘ总量控制和排放
交易的实施范围，应该根据污染程度和污染物的传

输特征确定，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是首选。

在以上大区域内，管理部门应尽量不再细分小的交

易区，以免增加管理的复杂性和减少交易机会。

２４　配额存储是排放交易项目的必备要素
美国ＲＥＣＬＡＩＭ项目由于禁止配额存储而出现

波折，后续的项目都允许配额存储 （尽管曾对配

额提取施加某些限制）。允许配额存储的必要性在

于：它给予企业选择减排时间和进度的灵活性，而

且它非常有利于缓和配额价格的波动。当然，允许

配额存储的前提是严格的总量控制，否则过多的配

额存储必然影响配额需求和真实减排。中国未来

ＮＯｘ排放交易如果建立在严格总量控制的基础上，

就应该允许配额存储，并尽可能减少对配额提取的

限制。

２５　排放交易不取代排放标准
美国ＮＯｘ排放交易项目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排放交易不影响排放标准的效力，即企业必须首先

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然后才能参与排放交易。显

然，只有当大量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在满足排放标准

后仍然无法完成总量控制要求时，才会有活跃的交

易发生。因此，中国 ＮＯｘ排放交易政策如果维持
排放标准的有效性 （应该如此），那么只有在总量

控制目标具有充分的约束性时，排放交易市场才能

够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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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底，全球共有１０７０３４个通过
国家法令明文建立的保护区，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１１６３％，以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和生态环
境的日益恶化。但是，大多数保护区周边及其内部

都居住着大量居民［１］，他们主要采用传统方式利

用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其资源利用效率低，对区

内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相当严重［２～３］。同时，随着

当地居民人口和家庭数量的增加，其对保护区内野

生动植物的生存和生境造成的压力也日益增加［４］。

保护区建立后，当地居民多被强制性地排斥到保护

区管理之外，或通过划界将其居住区划到保护区界

限之外，或通过生态移民将其迁移到其他地区。对

于那些不得不划到保护区界内的居民，大多保护区

也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但

是这些居民世代以区内的自然资源为生，对资源的

利用有其独特的方式，如果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强

行限制他们在保护区内部的活动，势必会增加保护

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当前，研究人员努力从各个

角度来分析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

力求解决这些冲突的根本途径［５～６］。

本文选取西双版纳保护区作为研究案例主要是

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①西双版纳保护区被誉为
“动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和 “热带生物种质

基因库”，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保护的区域

和全球２５个优先重点保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之一，其保护成效对于我国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②西双版纳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冲
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人口的剧增使得薪柴消耗、

建材消耗、放牧、林下种植、盗伐及过度采集非木

材林产品等加速了对保护区资源的破坏，人和大型

野生动物的冲突加剧、日益加剧的农业蚕食等威胁

仍然困扰着保护区管理部门。能否将这些问题处理

好是西双版纳保护区管理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于其它保护区的管理、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１　研究地概况
西双版纳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境内，地理位置处于北纬２１°１０′～２２°２４′、东经
１００°１６′～１０１°５０′，由地域相近而互不相连接的勐
养、勐腊、尚勇、勐仑、曼稿５个子保护区组成，
总面积２４２５１０ｈｍ２。西双版纳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
象是以热带北缘雨林、季雨林森林为标志的热带森

林和以季风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等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热带和南亚热带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群及其生存环境。西双版纳保护区地处

热带与南亚热带过渡区域，已知有维管束植物２１４
科１０１２属２７７９种，含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３１种；
已知有脊椎动物８１８种，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１１４种。２００９年，保护区范围内有１２２个村寨，周
边有１３８个村寨。社区总人口６３１６０人，其中区内
社区人口２５０９２人，周边社区人口３８０６８人，包括
汉、哈尼、拉祜、布朗、彝、基诺、瑶、佤、回、

白、景颇、壮等１３个民族。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社区共管现状

西双版纳保护区一直受许多国际组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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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ＴＮＣ）、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实施
了较多社区发展项目，在机构设置中，原来的群工

科已改为社区科，突出了社区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工

作中的重要性，使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整体管理水

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的

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保护区管理部门与当

地社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

的联系主要以 “执法”的形式存在，当地社区是

被动式的参与，保护和发展是冲突的；第二阶段，

在国际合作项目的影响和资助下，自然保护区管理

部门在当地社区开展了许多帮助社区发展的活动，

使这种冲突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取得了共识。目

前，自然保护区正处于第二阶段，自然保护区管理

部门和当地社区双方都从这种改善了的关系中得到

了一定的实惠。在保护区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以

公众参与为基本途径的共管项目，以促进保护区与

当地社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２２　社区共管实施的成效
通过社区共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社区

群众的保护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２０００年
以来，境外人员盗伐 “土沉香”、境内外人员勾结

使用军用武器盗猎，这些悄悄发生在保护区深处的

违法事件都是在社区群众积极举报和参与的基础上

得以迅速侦破的。但是，社区共管工作相当分散，

示范效果有限。为此，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勐养子保护区的关坪保护

站进行了改造，兴建了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勐养关坪综合示范管理站”。这种集中的科技

示范项目可以把更多的种植、养殖技术传播给社区

群众，向外来人员展示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及野

生动植物资源。成效显著，值得推广。１９９７年，
保护区开展了社会经济本底调查，基本摸清了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部和周边２６０个自然村的
经济社会状况，并对２６个重点村寨进行了参与性
乡村评估 （ＰＲＡ）。通过ＰＲＡ评估，确定了勐养子
保护区新

"

山村和勐腊子保护区下回边村２个共管
示范村，建立了社区共管委员会组织，聘请了６名
协调员。２００７年，又在纳卡、南屏开展了共管示
范。共管示范村的建立改变了当地社区资源利用的

传统方式，资源利用趋于合理，保护意识有所提

高，社区与保护区的各类矛盾冲突明显下降；人为

活动对保护区的压力和威胁有所缓解；促进了社区

的经济发展，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

２３　社区共管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保护区资源管理与社区经济发展冲突日益
加剧

西双版纳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的居民世代以森

林资源为生，农牧业生产、森林砍伐、交通、旅

游、偷猎和采药等人类活动影响了西双版纳保护区

近１／６的面积，其中有些影响程度大的地区在短期
内不可能再恢复为亚洲象等保护动物的栖息地。随

着保护区内人口和家庭数量的增加，目前保护区内

亚洲象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化程度比保护区建立之前

更加严重［７］。在自然保护区未建立前，保护区社

区居民可以到林内采烧柴、林副产品以及放牧等活

动，并把采药、狩猎或从事林副业生产作为他们经

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保护区建立后，保护区管理部

门则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严格保护，实现其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追求长远的全局利益。因此，当地居

民的农业用地规模、薪柴采伐数量和范围、野生动

植物资源利用以及林副业生产的经营方式等活动都

受到自然保护区有关管理规定的限制和制约，在很

大程度上冲击了村民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使保护

区与周围社区之间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

产生了冲突。另一方面，无论在促进当地社区社会

经济发展还是在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当地社区都

只是项目活动的受体，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在实际操作中，自然保护区管理几乎

成为当地社区的扶贫部门，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相关

部门的有力支持，而保护区的社区发展项目也并没

有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扶贫规划之中。

２３２　共管经费不足
实施社区共管需要一个各方共同参与、投资来

启动的体系，有较高的启动经费门槛，目前在中国

主要通过外援项目的形式开展。现行的保护区管理

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管理，中央政府在把责任

委托给地方政府时没有委以相应的权利，主要是没

有足够的经费投入，多数保护区处境困难，显然，

通过保护区自己的资金投入进行共管在短期内存在

很大的困难。同时，保护区建设的巨大经费压力，

也会挫伤当地居民建设自然保护区的积极性。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财政拨款单位，经费来源

基本是财政预算拨款，其他经费来源很少。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度，年平均总经费 １２４４４８万元，财政预
算拨款达 ８８７％、预算外拨款 ７８％，其他收入
３５％。同期，年平均总支出１１３３９５万元，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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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占了８８７８％，项目支出１４２％。也就是说，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管理投入上是十分有

限的，基本还处于维持日常运行状态，社区共管资

金利用也就非常有限。

２３３　宣传教育面狭窄，宣教力度不足
由于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口众多，群众文化素质

较低，民族构成复杂，语言沟通不便，保护区内的

村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不一致等原因，虽然保护

区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及扶持

工作，保护区社区一部分居民保护意识都有所提

高，开始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也能带

来经济上的利益，但保护区内的大部分村民对自然

保护区的划定及管理至今还存有不理解的心态和抵

触情绪。保护区的宣教工作无法做到全面铺开，只

能以点带面，辐射影响效果有限，对公众的宣传教

育影响力很低。要使西双版纳保护区自然保护事业

被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还有待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宣传教育活动。

３　对策与解决方案
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保护区内人口增加到

２４１９８人，１０余年净增将近１００００人。人口的剧增
使得薪柴消耗、建材消耗、放牧等问题日益加剧，

加速了对保护区资源的破坏。另外，西双版纳优越

的自然条件，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口的进入，在过去

的５０ａ里，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西双版纳。这些
外来人口，有的是政府引导下的规模化移民，有的

则是缺乏管理条件下的盲流移民。这些移民进入西

双版纳后，在热带雨林分布地区开荒种粮，种植经

济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热带雨林的破坏。目

前，虽然只是少数村民进入保护区内开垦种植，毁

林开荒，但在一定度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威胁。随着开发建设，大量

引进外来劳力承包种植，又造成新的人口压力，一

旦集体林开垦殆尽，必然蚕食自然保护区。因此，

保护区管理者必须积极寻求合适的对策与解决

方案。

表１　社区共管存在问题对策与解决方案

对策与解决方案 用途及优点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性
使社区群众不断地学习社区共管业务知识，了解有关共管的先进经验，充分认

识社区共管的意义和重要性。

完善社区共管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将会为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完善社区共管激励机制 对保护区社区居民而言实行激励机制对社区共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更为有效。

拓宽经费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证共管项目的

持续发展
既能保障生态环境的安全，又能增加群众收入，带动社区经济和谐发展。

开展集中的科技示范，举办社区实用生物技能培训
集中的科技示范项目可以把更多的种植、养殖技术传播给社区群众，总结和推

广社区共管经验，有针对性地组织技能培训，引导社区群众走科技兴农之路。

邀请利益相关者展开自然保护区资源利用模式的探讨
可以做到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尊重当地社区群众对自然保护区资源利用模式的

意见。

扶持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
保护区社区居民利益，多提供机会让他们参与保护区景区的生态旅游活动，并

从中受益，从而有效推动景区与当地社区协调发展。

坚决清理保护区内种植的橡胶等经济林木，严格控制

林下种植行为
有利于维护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

４　讨论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保护西双版纳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但仍然

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突出表现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在西双版纳保护区

内，农田已经扩大到１３０００ｈｍ２，９００ｍ以下的森林
大多都转变成橡胶林。而且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人

们不再种植一些传统的粮食作物，而是种植更多的

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的土壤侵蚀率要比粮食作

物高６～８倍，同时还会降低农业生物多样性［８］。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减少了周边居民的土

地面积和基本生活来源，缩小了活动范围，保护区

周边社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普遍较差，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民族聚居，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人

均收入低，当地居民世代生存于保护区内，在使用

区内生物资源的同时，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一定的

影响。另一方面，与当地环境世代共存的社区具备

一些传统的保护知识，例如，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

然保留着原始的 “神山”、“龙山”、“神木”等信

仰，并且制定 《村规民约》等具有内部约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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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７，８］。因此，深入了解自然保护区内

部及周边居民对保护区管理状况的态度及建议，将

他们所具有的传统经验吸收到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中

来，有利于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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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杨佳妮 （１９７９－），女，沈阳人，工程师，从事环

境管理工作。

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杨佳妮１，贾玉鹤２

（１．沈阳市环境监控与投诉中心，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１；２．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中心，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４）

摘　要：介绍了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工作流程，从简化评估程序、提高评估质量、推进规划环评、否
定问题项目、提供监管信息等方面，阐述了评估机构在为环评把关、为审批服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

建章立制、加强交流培训、依托专家资源、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展示了评估队伍建设的成果，提出了评价

机构今后工作中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关键词：环境影响；技术评估；探索与实践；沈阳

中图分类号：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２４－０３

　　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３月，
是沈阳市环保局的直属单位，成立之初仅由３人组
成。几年来，伴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对

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对环评的透明度要

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对环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形势，沈阳市评估中心通过

加强队伍建设、开展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不断提

高人员素质、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紧紧围绕着

“为环评把关、为审批服务、推进全市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的工作构思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圆满地完成了规划及建设项目评估工作１８７９
项，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评估工作体系。

１　评估工作流程
环境技术评估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延续、完

善和补充。评估中心出具的技术评估报告，是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审批的技术依据。多年来，通过

与全市１０余家环评单位、市环保局及各环保分局
审批部门的沟通、交流、协调与实践，市评估中心

确定了评估受理、环评报告书 （表）初审、现场

踏勘、评估审议、修改后环评报告复核、向市环保

局审批部门多媒体汇报、出具评估报告的工作流

程。通过建设项目汇报制度，审批部门可以较为全

面地把握建设项目的环境污染状况，为其科学决策

提供了技术依据。

２　评估中心作用
多年来，沈阳市的评估工作实践证明，通过提

供优质服务和依靠专家资源的技术把关，市评估中

心切实起到了 “让领导放心，让建设单位、环评

单位和环保审批部门满意”的技术支撑作用，推

进了全市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进程，也使其在环保

审批战线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２１　简化评估程序，推进重点项目
为了完成沈阳市２０１０年 “双五千亿”经济工

作任务，全面贯彻、落实 ２０１１年沈阳市 “软环

境”建设会议精神，市评估中心按照市环保局的

统一部署，主动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市环保局

审批部门以及市发改委、国土局、建委等相关单位

沟通协调，研究制定了加快全市重点项目技术评估

工作简化程序。同时，积极开辟 “绿色通道”，实

行一站式服务，尤其是对涉及产业升级、循环经济

以及节能减排等领域的重点建设项目，做到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随到随办，依法简化评估程序，缩

短评估时间，采取了提前介入、全程跟踪、一次性

告知、简化流程、及时协调等措施，推进了全市重

点建设项目的尽快落地，促进了全市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

２２　提高评估质量，服务环保审批
市评估中心严格按照环评技术导则要求，对建

设项目环评质量进行把关，通过技术评估，及时纠

正了环评报告书 （表）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康

平油页岩综合利用项目，原环评中对卫生防护距离

预测偏小，通过评估审查，环评单位对卫生防护距

离进行了调整，并落实居民搬迁计划。又如，某精

密轴承项目，原环评中工程分析与可研报告内容不

一致，针对建设单位不重视环保工作、环评报告质

量差等问题，及时约谈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主要负

责人，对环评报告修改内容提出要求，提高了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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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质量。

２０１０年，为切实提高沈阳市建设项目环评文
件的整体质量，我们协助市局审批处制定了 《沈

阳市环评单位考核制度》，采取了 “增加考评内

容、细化评分标准、加大奖惩力度”等措施，有

效地规范了沈阳市环评市场。同时，组织召开了

“沈阳市２０１０年优秀环评报告评比会”，并得到了
环保审批部门及环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

收到了鼓励先进、督促后进的良好效果。

２３　借助项目审查，促进规划环评
由于历史欠账，全市很多区域都存在着无规

划、无规划环评、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制约性问

题。最近几年，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宝马配

套项目、东药搬迁、中海地产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纷

纷落户沈城。在实际的环境技术评估工作中，针对

和平区长白岛、欧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于洪区丁香

新城、大东区二台子地区等区域无规划环评、基础

设施不完善的实际情况，市评估中心以项目为抓

手，通过严把相关区域建设项目的评估关口，有力

地促进了上述区域规划环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进程。

２４　否定问题项目，消除环境隐患
在技术评估工作中，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环保

相关要求的建设项目予以了坚决的否定，将环境隐

患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例如，金杯都瑞汽车铝轮毂

表面处理项目，原选址不在工业园区内，且距离居

民区较近，无排水去向，评估审查对原选址予以否

定，使项目选址迁至于洪区五金工业园内，避免了

因选址不合理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为企业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又如，沈阳虎石台三库化工原料区改扩

建项目，设甲醇贮罐 ３２座，且距居民区仅 ７０ｍ，
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评估中心对该项目扩建予以

了否定，消除了环境隐患。

２５　建立联动机制，提供监管信息
对存在未批先建、施工扰民等情况的建设项

目，通过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及时与市环保局审批

处、监察支队、信访办、各环保分局、各县 （市）

环保局进行沟通协调，为建设项目的环境监督、管

理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３　评估队伍建设
通过对国内其他省、市评估中心的调研、考

察，市评估中心将发展目标确定为：内强素质，培

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评估队伍；外树形象，为

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审批及管理部门提供优质服

务，打造国内一流的环境技术评估队伍。

３１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
根据市评估中心工作特点及人员构成，２０１０

年，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成立了评估部、综合部

和办公室，细化了部门分工，明确了职能定位，加

强了督查督办，进一步规范了工作人员的行为，并

制定完善了部门管理规章制度１０余项，做到有章
可循、规范化管理。各部门职能明确、相互配合，

保障了市评估中心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３２　加强交流培训，提高业务能力
采取了 “内部培训”与 “专家培训”相结合，

“走出去”与 “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人

员的输出、引进、交流与业务培训，通过开展

“学规划、学工艺、学案例、学管理”等培训活

动，使市评估中心员工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为员工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全体人员的

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１）先后组织５０余人次，参加了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岗位基础知识培训班》、 《环境影响

评价工程师培训班》和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调查技术人员培训班》。

（２）选派项目负责人到省评估中心、市环科
院等单位进行交流学习，并赴成都市、济南市和西

安市评估中心进行了工作调研。

（３）在部门内施行 “小教员”授课制度，选

派业务能力出众、经验丰富的同志授课，使年轻同

志迅速进入角色。

（４）邀请环保专家进行专题讲座，提高评估
中心项目负责人的业务水平。

３３　提供技术规范，细化优质服务
为了更好地为审批部门、环评单位提供技术服

务，市评估中心组织技术力量先后编制了 《沈阳

市住宅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的技

术规范》、《沈阳市饮食娱乐服务业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规范》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

设沈阳市项目中水设施的建议》等技术规范和环

保建议，并多渠道地组织收集了国家、省、市新出

台的各类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等，定期整理成

册。２００３年以来，共出台了 ３本 《沈阳市环境影

响评价评估工作手册》，为审批、管理部门和环评

单位提供了优质的技术服务。

３４　依靠专家资源，提供技术支撑
在技术评估审查中，紧紧依靠专家资源，为项

目审批提出专业性、合理化的技术意见和建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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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建立了１００余人的专家库，并适时召开专家
座谈会，对专家提出相关要求，宣传最新环保政策

规定。专家库涵盖多个行业、多个专业的专家，并

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断地进行充

实和完善。目前，根据运行情况来看，专家库制度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环境管理工作和政府决策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４　小结
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工作的实践表明，在规划

和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过程中，环境技术评估部门

必须按照 “科学评估、依法评估”的原则，严把

项目建设的环境技术准入关［１～２］。充分发挥好评估

中心的桥梁纽带作用［３］，真正起到技术评估对环

保审批的 “保险衣”和 “减压阀”作用，起到对

环保技术进步的 “加压泵”作用［４～５］，才能实现

为环评把关、为审批服务，推进全市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的工作目标［６～７］，从而推进沈阳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工作的 “双赢”，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

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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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校级重大项目 （２００７ＸＲＺ０１）

资助。

作者简介：胡世凯 （１９８６－），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

农村环境教育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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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教育存在以下问题：教育方法、形式单一，教育内容不丰富；农村教
师和环保部门等工作人员环境教育能力有待增强；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淡薄，基层政府领导环境决策能力及

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方各部门不够重视、环境管理及环境教育体系不完善、

环境教育法缺失等是主要原因。在农村生态经济发展中进行环境教育；加强农村教师环境教育培训和乡土

教材的开发；完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和教育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宣传教育；对环境教育进行立法等

是合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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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村环境问题与环境教育
我国广大农村环境问题比较严重。截至２００８

年１月，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坏的
农田面积已超过１３３３万 ｈｍ２，３亿多农村人口面
临饮水不安全问题［１］。目前，中国农药的过量施

用在水稻生产中约达４０％，在棉花生产中超过了
５０％。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１０００多万 ｔ的
氮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３００亿元。农
药浪费造成的损失达到１５０多亿元以上，因污染对
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

法估量。据估算，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

８０亿ｔ，生活垃圾约１２亿 ｔ，每年畜禽粪便排放
总量达２５亿 ｔ，大部分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
放，生活污水也基本全部直接排放［２］。

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开始反思发展之

路，环境教育的思想逐步兴起并日益成熟。２０世
纪７０～８０年代环境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人类
环境宣言》、《贝尔格莱德宪章—环境教育的全球

框架》、《第比利斯政府间环境教育宣言与建议》［３］

等重要国际环境教育声明和准则得以通过，环境教

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可
持续发展”提出，环境教育有了新的取向，形成

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的理念，即：可持续

发展教育。环境教育是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着眼

点，通过唤起受教育者的环境意识，培养解决环境

问题的知识和技能，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与态

度，为实现环境－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人才、精
神支持［４］。因此，环境教育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

要途径。研究农村环境教育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

农村环境问题，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还有助于提

高农村居民科学文化素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２　农村环境教育问题
我国环境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级政府部

门、新闻媒体、学校、非政府环保组织等都在进行

环境宣传教育。然而，由于农村地理区位和我国城

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环境教育发展不平衡，存

在东西部差异，城市与农村差异，发达地区与贫困

落后地区差异［５］。从教育的三要素教育者、受教

育者和教育影响［６］来看，我国农村环境教育存在

如下主要问题：

（１）农村环境教育者数量及教育能力有待提
高。农村环境教育者主要有教师、环保与教育等部

门的工作人员。环保部门的环境教育人员数量较

少，乡镇一级基本没有环境教育人员。现阶段，农

村环境教育主要由中小学教师来开展。有关学者对

江苏省邳州市农村学校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在大学期间１７１％的教师 “一点没学过”环境教

育知识，７００％ “学过一点”，８０３％的教师没有
参加过职后环境教育；对业余收集环境教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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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１６０％的教师 “非常关注”，６８１％ “偶尔收

集”；对大纲规定的环境教育内容，１４９％的教师
认为 “如果是考试内容就进行”，２４５％的教师
“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省略”［７］。说明教师认识

不到位，环境教育的随意性大，需要时必须给应试

教育让路。农村教育者数量不足，教育能力不高，

加上应试教育的影响，让农村环境教育愈加被动与

落后。

（２）环境教育方法、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
教育内容不够丰富。从形式来看，环境教育可以分

为课堂环境教育、非课堂环境教育。课堂环境教育

又分为课程式环境教育、渗透式环境教育、活动式

环境教育；非课堂环境教育分为媒体介入、艺术熏

陶、行动磨练［８］。农村学校环境教育方法、形式

主要是课程渗透和卫生大扫除等，而学生感兴趣的

游戏、实地调查等活动很少，教育内容也是各学科

（地理、生物、化学等）知识点的延伸，针对性不

强，不够系统。农村居民接触环境知识技能的渠道

主要是居民之间的闲聊、电视等媒体，以及农业科

技推广活动，针对居民的环境教育培训很少。

（３）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淡薄，地方政府环境
决策能力及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有学者分别对我国

衡阳市、北京市、江南等地区的农村居民进行环境

意识调查［９～１１］，发现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比较淡薄，

不利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如有的居民认为使用

含磷洗衣粉、随地吐痰等行为不会污染环境；环境

保护主要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的事，与个人无

关；把垃圾堆放在角落里或河沟里比较方便，垃圾

被洪水冲走是最有效的垃圾处理方法等。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污染较大的企

业从发达地区和城市迁往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考虑

经济的发展，对环境问题考虑较少。地方政府环境

决策能力及管理水平不高，对农村环境问题产生重

大影响。

３　农村环境教育问题成因分析
（１）农村经济落后是农村环境教育滞后的首

要原因。环境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

水平密切相关。环境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

平才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形

式，对教育资源的要求更高。没有充足的人力、资

金、技术，没有深厚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指导，环境

教育不可能获得深入发展［１２］。环境教育只有在社

会文化建设、居民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农村居民吃

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时，才有可

能受到足够重视。农村环境教育的发展要立足于当

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现阶段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面临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

的双重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环境教育

的发展。

（２）农村环境管理体系不完善制约了农村环
境教育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包

括：政策及法律法规、规划、项目实施、技术服务

和科技支撑、公众意识及教育五个层面。各个层面

之间能够相互反馈，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规划和以

实施主体为核心的管理体系［２］。这里的环境意识

及教育与农村环境教育紧密相关。我国现阶段农村

环境管理没有形成体系，法律法规条块分割严重，

如 《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等法

律，只是按照各个行业部门的管理职能，提出一些

政策性的条款，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难以操作，并

且在一些具体法律规定上出现重叠、交叉、模糊的

现象［２］。同时，也缺少全面系统的规划和系统科

学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并且基层技术服务体系

与环境教育也是脱钩的。这难免对农村环境教育产

生不良影响。

（３）农村环境教育未受到足够重视。主要表
现为：①对农村环境意识调查及环境教育关注不
够。据笔者从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

文数据库）进行跨库检索 （时间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符合环境教育主题的只有１１４篇文献。农村
环境意识调查与教育相关文献数量只占到 １６％。
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环境
意识调查，绝大多数的调查对象居住在城市或者城

郊［１３］。②基层干部对农村环境教育支持不够。仰
和芝等对江西省乡镇和村级基层干部的环境教育态

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约２３％的基层干部很支持
或者支持农村环境教育。农村环境教育未引起基层

政府足够的重视，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１４］。农村

环境教育对农村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

是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４）我国环境教育法的缺失，影响了农村环
境教育的发展。环境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加于确定，

是世界环境教育发展的趋势。现阶段我国没有一部

专门的、系统的环境教育基本法，只在一些法规、

规章中有关于环境教育的零星规定。这使得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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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件效力较低，不能充分体现环境教育的重要

性。长久以来，由于环境教育缺乏确定的法律地

位，没有专门从事环境教育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确

定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致使环境教育工作一直处于

可有可无、操作弹性过大的状态，摆脱不了被

“虚化”和 “弱化”的状况，无法实现环境教育的

根本目标［１２］。

４　农村环境教育持续发展对策
４１　大力发展农村生态经济，在培育农村生态经
济中进行环境教育

农村环境教育的目的是在农村形成可持续发展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村生产生活多元文化的价值

观。环境教育应注重教育的过程、手段、方法等，

不是简单地说教学生和农民，要在生活、生产中体

现［１５］。农村环境教育要使广大居民在农村经济发

展中，构建自身的价值观，通过循环经济理念的教

育培养、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可持续生计建设，即寓

农村环境教育于农村生活和生产之中［１５］，形成节

俭、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

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可为农村环境教育提供

物质保障。农村环境教育需要农业、环保、教育等

部门协调开展工作，在生态经济的发展中来保护环

境，引导教育居民。如在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的发

展推广过程中，培训居民的生产技术，普及环境生

态知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伦理道德等。

４２　用法律和行政力量保障农村环境教育持续
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都对环境教育进行了专门的立

法，如美国、日本、巴西、菲律宾等国家都出台了

环境教育法，为环境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现

在还没有专门的环境教育法出台。对环境教育进行

专门立法，使环境教育有法可依，是我国环境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政府的执政理念对生态环

境保护和环境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完善我国政

府绩效评价体系，将环境保护、管理、教育等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是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管

理、环境教育做出的政策保障。

４３　加大对农村问题及环境教育研究的投入
在谈到 “环境教育”时，简单地把它圈定在

法律、常识等范畴之内，是一种误解，是缺乏完整

性的、比较片面的［１５］。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环境

教育内涵的理解将会更丰富和准确。农村环境教育

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还是 “三农”的问题。只

有在 “三农”问题的研究解决中来进行环境教育，

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与城市环境教育相比，农村环

境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应该加大对 “三农”问题

和农村环境教育的研究，在农村 “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的进程中进行环境教育。

４４　完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及环境教育体系
只有完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才能使农村环境

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同时农村环境教育也才能更

好地发展。完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需要在政策、法

律法规逐步健全的进程中，以流域或地区作为基本

的生态经济单元进行规划，同时在实施层面，按照

标准规程进行，有科研机构对项目环境影响进行监

测和评估，还应该有当地居民参与项目的监测和评

估。在参与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居民的环境意识，

同时也对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农村环境教育体系的完善是我国环境教育事业

的重大进步。它是伴随着环境教育法律及其他法规

政策的逐步健全，环保教育等部门形成专门的环境

教育机构，合理科学的机构绩效评价体系等逐步形

成的。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的逐步改

革，农村环境教育将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４５　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居
民的环境意识

农村环境教育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如开展 “环境宣传教育下乡”活

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挂图、图书、幻灯以及

文艺表演等多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环境保

护的一般知识；结合本乡本土的具体情况，定期举

办专家讲座，逐步让农民树立起农业资源的忧患意

识、农业技术的创新意识、环境保护的参与意识，

切实使农民将环境保护的行为融入到农业生产过程

中［１６］。引导大学生开展义务宣讲活动，利用寒暑

假、周末、节假日等空闲时间以及三下乡、村官行

动等机会，向农民宣讲环境知识。开辟环境保护示

范村、示范小组，对其优秀事迹和成功经验进行宣

传和报道，鼓励其他地区效仿和学习等［１７］。

４６　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环境教育培训，因地
制宜地开发环境教育乡土教材

学校教育是农村环境教育的主阵地，而教师与

教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环保、教育部门应携手，

通过培训整体提高农村教师的环境素养与教育能

力，进而增强学生的环境意识，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并通过学生向家长进行环境 “反哺教育”，开

展 “小手拉大手”活动［１８］，促使各个家庭形成

“绿色生活”习惯，通过家庭影响社区，通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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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整个社会。

乡土教材是农村学校环境教育重要而有效的媒

介。应该针对地区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以及环境问

题，因地制宜地开发适合各年级学生、居民使用的

环境教育教材和读本，为农村环境教育提供技术

支持。

５　结语
伴随着我国和谐社会、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农

村环境教育将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农村环境教

育将在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诠

释存在的价值，同时也得以更好地发展。从教育的

三要素来评价农村环境教育，它明显滞后于城市环

境教育。现阶段，以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作为农村

环境教育的切入点，是农村环境教育的有效形式，

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环境教育保障了物

质基础。农村环境管理和环境教育是落实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举措，同时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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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跨国界水体环境状况调查研究

王　健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开展了对云南省跨国界水体水环境及相关信息的全面调查，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分
析，并对环境安全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跨国界水体；环境状况；分析；对策；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Ｘ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３１－０３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亚洲许多大江大
河的发源地或上游流域区。全省境内水体分属六大

水系，其中跨国界水体涉及除金沙江水系和南盘江

水系外的其余四大水系，即：澜沧江水系、红河水

系、伊洛瓦底江水系和怒江水系，是我国国际河流

数量最多最集中的省份。

１　调查范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本次调查并未囊括跨国界河流流经的全部地

区，主要集中在与跨国界河流关系较密切的怒江

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

纳州、红河州、文山州共 ８个州 （市）的 ３１个
县 （区市）。调查区域多属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

远地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适合人类聚居的

平地较少，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工业的资源性结

构明显，工业总体不发达，人均收入较低，经济

较为 落 后。３１个 县 （区 市） 国 土 面 积 共

９９５７３９３ｋｍ２，２００９年总人口为 ９０１０８万人。
ＧＤＰ共８０８１４亿元。
２　水环境质量

云南省已经开展日常监测的跨国界河流有１８
条，共计２３个监测断面，其中澜沧江水系５个断
面、红河水系１２个断面、怒江水系３个断面、伊
洛瓦底江水系３个断面。

根据２００９年的监测结果，２３个监测断面中水
质为Ⅱ类的有１５个、Ⅲ类的有２个、Ⅴ类的有２
个、劣Ⅴ类的有４个。

根据２００９年监测结果，共有６个监测断面水
质超标，这６个断面均属于红河水系，红河出境断
面、龙脖渡口断面、那发出境断面位于红河州境

内，东方红电站断面、天保农场断面、南北村过河

桥断面位于文山州境内。

表１　２００９年云南省跨国界水体水质情况

水系 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水功能

类别

水质

类别

特征

污染物

澜
沧
江

澜沧江 州水文站 Ⅲ Ⅱ

澜沧江 勐罕码头 Ⅲ Ⅱ

澜沧江 关累码头 Ⅲ Ⅱ

南阿河 东风三分场桥 Ⅲ Ⅱ

南览河 打洛江大桥 Ⅲ Ⅲ

红河

元江 红河出境 Ⅲ Ⅴ 铅，砷

元江 龙脖渡口 Ⅲ 劣Ⅴ 铅，砷

藤条江 那发出境 Ⅲ 劣Ⅴ 铅

南溪河 中越桥 Ⅲ Ⅱ

南溪河 蚂蝗堡桥 Ⅲ Ⅱ

盘龙河 东方红电站 Ⅳ Ⅴ 氨氮

盘龙河 天保农场 Ⅲ 劣Ⅴ 砷

八布河 八布大桥 Ⅲ Ⅱ

南利河 南利桥 Ⅲ Ⅱ

响水河 三一电站 Ⅲ Ⅱ

南北河 南北村过河桥 Ⅲ 劣Ⅴ 砷

小白河 中国１７２号界碑 Ⅲ Ⅱ

怒江

怒江 红旗桥 Ⅲ Ⅱ

南卡江 孟拉桥 Ⅲ Ⅱ

南定河 孟定大桥 Ⅳ Ⅲ
伊
洛
瓦
底
江

瑞丽江 姐告大桥 Ⅲ Ⅱ

大盈江 汇流电站 Ⅲ Ⅱ

南碗河 迭撒大桥 Ⅲ Ⅱ

３　跨国界水体污染负荷
３１个县 （区市）２００９年废水排放量为

３２３２４１２万 ｔ，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 １４８１９３８万
ｔ，生活废水排放量１７５０４７４万ｔ。

调查水体主要工业及生活污染物为化学需氧

量、氨氮、重金属，２００９年其污染负荷为：化学
需氧量９０４６４ｔ，其中工业化学需氧量４５８２３ｔ，生活
化学需氧量 ４４６４１ｔ；氨氮 ４０６３ｔ，其中工业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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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ｔ，生活氨氮３８１７ｔ；重金属３８２ｔ。
表２　跨国界河流流域水体工业及生活污染负荷情况　　 （ｔ）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重金属

保山市 １３６４３ ８０６８ ５５７５ ４７５ ３０ ４４５ ０４１

普洱市 ２５９９ ４０９ ２１９０ ２２７ １１ ２１７ ０００

临沧市 １４２８９ ７９５８ ６３３１ ５３０ ４３ ４８７ ０００

红河州 ６５５６ ２０９２ ４４６４ ４６９ １６ ４５３ ０６６

文山州 ９９４２ ３２２３ ６７２０ ６４３ ５ ６３９ ２２４

西双版纳州 ２１５８６１２７２３ ８８６３ ８１９ １０９ ７１０ ０００

德宏州 １８４３９１１２０６ ７２３３ ５９２ ３２ ５６０ ０００

怒江州 ３４１０ １４４ ３２６６ ３０７ ２ ３０５ ０５１

合计 ９０４６４４５８２３４４６４１ ４０６３ ２４６ ３８１７ ３８２

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的主

要污染负荷是化学需氧量，主要工业污染源是制糖

和化工行业。红河水系的主要污染负荷是铅、砷等

重金属指标，这与当地分布有大量的采选冶炼行业

是分不开的。

８个州市中除怒江州外的７个州市均有重点污
染源分布，重点污染源共有８７个，主要分布行业
为制糖业、制胶业、化工业、采矿及选矿业。主要

水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重金属。８７个重
点污染源共排放废水８７８１７１万ｔ／ａ。

表３　重点污染源分布情况

地市 重点源数量／个 废水排放量／万ｔ·ａ－１

保山市 １１ １８４３０９

德宏州 １１ ３３４３４４

红河州 １３ ２３２０５

临沧市 ７ ５１５５４

普洱市 ６ ４８８４８

文山州 １７ １２４３７２

西双版纳州 ２２ ８１５３９

合计 ８７ ８４８１７１

４　跨国界水体环境问题分析
４１　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

随着政府部门对环保工作的重视和要求的提

高，环保部门现有能力明显难以完成新形势所提出

的新要求。目前环境监管存在３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环保基础设施薄弱；二是环保管理制度不健全；

三是环境监测能力落后。

４２　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带来的压力
２００９年，３１个县 （区市）的 ＧＤＰ共 ８０８１４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２４０５３亿元、第二产
业总产值３０７６０亿元，第一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

例高达２９８％，远高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人均
可支配收入也大大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可见跨

国界水体流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属于云南省的

经济落后地区，而且当地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但目前云南省的经济仍然属于粗放型经济，经济的

发展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大，对环境的破坏严重，

跨国界水体流域区域尤其如此。因此当地经济的发

展将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

４３　产业布局、区域开发对跨国界水体的环境
影响

本次调查涉及的跨国界水体流域的 ３１个县
（区市）总体属于农业地区，产业单一，经济基础

薄弱，较省内其他地区落后，属于云南省的经济欠

发达地区。主要产业 （不含一产、三产）为水电、

制糖、矿产采选、水泥制造、制药等。

（１）调查地区根据水能资源优势及产业发展
需要，陆续建设开发了一批水能发电站，在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水电属清洁能源，生产过程中无污染。在开发过程

中会致使部分河道改向，促使地表径流发生变化，

对较小区域内的生态植被和水生物将造成一定的影

响，但由于调查地区天然水能资源较为充沛，可在

较短时期内通过自然调节恢复到原始状态，且对防

洪抗旱也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２）制糖业目前仍为调查地区的支柱产业，
其行业特征污染物主要为化学需氧量，自 “十一

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实施以来，调查地区绝

大部分制糖企业已按云南省减排 “项目责任书”

要求完成了利用酒精废醪液生产液态生物菌肥的治

理项目，且运行正常。至此，跨国界水体流域内化

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已得到较好控制，社会效益

凸显。

（３）矿产采选业是调查地区的又一主要产业，
但目前一部分采选业的尾矿坝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

断裂或尾矿库满的现象；采选业中还存在部分业主

消失而遗留下未经处理的矿体等历史遗留问题。不

同程度地构成了流域、区域内的安全隐患，可能形

成跨界河流的污染事故。

（４）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开展以来，
云南省部分流域、区域环境风险得到较好控制，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产业优化也收到明显成效，

但新的一些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跨国界水体调

查地区属于边疆落后地区，产业经济基础薄弱，部

分产业淘汰的同时也加大了原已沉重的待就业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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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使社会治安等问题日益复杂化；由于金融危机

影响，部分产业经济效益至今仍无复苏迹象，给基

层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５　环境安全保障工作对策
５１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针，预防为主、保护

优先的方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施总量控制、

严格排污管理，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切入点，制定水

环境保护规划。充分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要求，合理确定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

局，使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条件、环境状况相

适应。

针对地表水环境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地表水

水功能区划，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

境的关系，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抓住西部

大开发的重大机遇，围绕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

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三

大发展目标，认真落实跨国界河流区域水环境保护

的目标和各项任务。

５２　制定法规，加强监管
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认真贯彻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相应的水环

境功能区污染防治管理法规，切实加大执法力度，

对新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建设

中严格落实 “三同时”制度。

加强环境监督管理，继续开展各类环境污染隐

患的全面排查工作，从源头上杜绝各类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的发生。

５３　实行综合治理，改善环境
加大对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实施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

围内；治理水土流失，对各种流域进行水源涵养林

保护恢复，开展人工绿化造林工程，创造良性生态

环境；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健全城市排水系统，实

施清污分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对城市污水进

行集中处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传统工业的改造升级，积极推进企业的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工作。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建设，尽快开展面源控制

和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要抓住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契机，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有

机农业和节水农业，建立合理的农业生态结构；拟

定并建立小城镇建设环境指标体系，并纳入小城镇

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实行污染

集中控制；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环境意识，开展农

村环境卫生示范点、示范村建设；治理农村生活污

染，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工程，改变农村能源结构；

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和农民的生

活质量。

５４　加强环保机构能力建设
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组织机构，落实

人员、经费和装备，完善环境基础信息资料。特别

要加强环境监测能力的建设，这是确保地表水水环

境保护的关键。健全流域水环境监测网络，实行动

态监测，以对地表水水环境实行有效的监控和

保护。

切实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全省

各级环保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

练，提高应急指挥、调度和协调能力，提高应急处

置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能胜，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精的环保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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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流域土地利用格局研究

李锦胜

（大理州环境监测站，云南 大理 ６７１０００）

摘　要：基于ＧＩＳ和Ｅｒｄａｓ平台，利用２００７年 ＴＭ影像，对洱海流域不同高程、不同方位的用地方
式、布局状态及其景观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洱海流域以有林地、灌木林地、草地、农田、水域用

地５类用地方式为主，但用地布局和格局不甚合理；从不同方位布局看，东部和南部片区的景观破碎度相
对较高，景观连通性相对较低。建议将高干扰用地景观部分向洱海东部片区转移，并优化和重组洱海流域

景观结构。

关键词：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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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要素之一，其
利用方式和空间布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

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关系日益

突出，用地格局研究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洱海流域是滇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

通枢纽。随着洱海流域人口的增长和区域经济实力

的增强，洱海流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加大，土地利用方式、状态和空间分布格局不

佳，使得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主要表现为

水源生态保护地、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面源污染等

问题。

本文通过ＧＩＳ和Ｅｒｄａｓ技术解译洱海流域当前
的用地现状，探讨其用地方式和用地格局，以期对

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洱海流域，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境内，北纬２５°２５′～２６°１０′，东经９９°３２′～１００°
２７′。在行政界上，研究区含大理市、宾川县、洱
源县及漾濞县，面积约为 ２６０２０２ｋｍ２；在自然边
界上，洱海流域地处澜沧江、金沙江和元江二大水

系分水岭地带，属澜沧江水系，且地跨东亚季风与

西南季风气候系统的交错地带，气候系统的变化对

该区域环境演化有直接影响。

洱海位于苍山东麓，地跨大理、洱源 ２县
（市），是云南省高原湖泊中面积仅次于滇池的第

二大湖泊，同时也是滇西最大的高原湖泊。洱海湖

面面积约２５０ｋｍ２，蓄水量２８８亿ｍ３，湖区海拔均
在２０００ｍ左右。属高原气候，年内降水充沛，但

降水季节差异显著，降雨多集中在６～８月。
２　数据及处理方法

数据来源：影像数据：３０ｍ×３０ｍ的 ＴＭ影像
（２００７年）；流域 １∶２５万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影像解译：采用监督分类 （Ｅｒｄａｓ下完成）和目视
解译相结合的方法 （ＧＩＳ下完成）；景观指数分析
（斑块密度ＰＤ、景观破碎度 ＦＮ和聚集度指数 ＡＩ）
采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３３统计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
ＳＰＳＳ１７０完成相关统计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洱海流域土地利用状态分析
３１１　洱海流域总体用地情况

从用地方式看，洱海流域主要有 ９类用地方
式，其中有林地、灌木林地、草地、农田、水域用

地 ５类 用 地 面 积 相 对 较 大，面 积 合 计 达
２４２２７９ｋｍ２，占流域面积的９３１１％，而其他４类
用地面积相对较小，均不足流域面积的６０％，详
见表１。

从人为干扰看，流域用地可分为３种人为干扰
类型，其中中干扰 －过渡型用地 （尤其是灌木林

地和草地）面积最大，为１１７６４１ｋｍ２，占流域面
积的４５２１％；轻干扰－低脆弱 －高质量型用地面
积次 之，为 ８０３５１ ｋｍ２，占 流 域 的 面 积 的
３０８８％；高度干扰－高脆弱 －低生态质量型用地
面积较小 （尤以农田和城镇用地较大），为

６２２０９ｋｍ２，占流域面积的 ２３９１％。可见，流域
以中度干扰型用地为主。

３１２　研究区不同高程上的用地状态
研究 区 ２２００ｍ 以 下 区 域 面 积 较 大，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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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５２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４０４１％。从用地
方式看，该区域用地方式以城镇用地、农田用地、

草地、灌木林地、水域用地５类用地方式为主，面
积总计达１０２０７６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９７０７％，
而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例远小于该

区的５０％。从受影响程度看，２２００ｍ以下区域中

度干扰－过渡型和高干扰－低生态质量型用地面积
相对较大，分别为５２２６５ｋｍ２和５０７０９ｋｍ２，占该
区总面积的４９７０％和４８２２％；轻干扰 －高生态
质量型用地面积相对较小，为２１７８ｋｍ２，仅占该
区面积的２０７％。

表１　２００７年研究区总体用地情况

用地类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小计／ｋｍ２ 比例／％ 受影响状态

城镇用地 １５５６７ ５９８

交通运输用地 ６２２ ０２４

农田 ４４６６６ １７１７

园地 １３５４ ０５２

草地 ４３６８１ １６７９

灌木林地 ４６００８ １７６８

裸地 ３８０ ０１５

水域用地 ２７５７３ １０６０

有林地 ８０３５１ ３０８８

合计 ２６０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２０９ ２３９１

１１７６４１ ４５２１

８０３５１ ３０８８

２６０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中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多为过度类型

中干扰、中等生态质量

轻 （无）干扰、低脆弱、高质量

———

表２　研究区不同高程用地情况

用地类型
　２２００ｍ以下区域　 　２２００～２５００ｍ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ｍ　　２８００ｍ以上区域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受影响状态

城镇用地 １４４３１ ９２７０ ８１７ ５２５ ３０３ １９４ ０１６ ０１０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交通运输用地 ６０３ ９６９０ ０１９ ３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农田 ３５５８３ ７９６６ ５４０８ １２１１ ３１３０ ７０１ ５４６ １２２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园地 ０９２ ６８２ １２６ ９３１ ０１３ ０９８ １１２３ ８２９０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草地 １２４１４ ２８４２ １２８３８ ２９３９ ４２０７ ９６３ １４２２２ ３２５６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灌木林地 １２１３１ ２６３７ １９１６８ ４１６６ ７９６９ １７３２ ６７４０ １４６５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裸地 ２０３ ５３４３ １４６ ３８４９ ０３１ ８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中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水域用地 ２７５１７ ９９８０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０６ 中干扰、中等生态质量

有林地 ２１７８ ２７１ １７１９６ ２１４０ ２１７３４ ２７０５ ３９２４３ ４８８４ 轻 （无）干扰、低脆弱、高生态质量

合计 １０５１５２ ４０４１ ５５７３９ ２１４２ ３７４０３ １４３７ ６１９０７ ２３７９

　　注：比例表示占研究区同类用地比例。

　　高程２２００～２５００ｍ区域面积为５５７３９ｋｍ２，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２１４２％。从用地方式看，该区域
用地方式以草地、灌木林地和有林地３类用地方式
为主，面积总计达 ４９２０２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８８２７％，而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
例远小于该区的５０％。从受影响程度看，２２００～
２５００ｍ区域中干扰 －过渡型用地面积最大，为
３２１７３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５７７２％；轻或无干
扰型面积次之，为 １７１９６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３０８５％；高干扰 －低生态质量型用地面积较小，
为６３７０ｋｍ２，仅占该区总面积的１１４３％。

高程２５００～２８００ｍ区域面积为３７４０３ｋｍ２，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１４３７％。从用地方式看，该区域
用地方式以草地和有林地２类用地方式为主，面积
总计达２９７０３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７９４１％，而
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例远小于该区

的５０％。从受影响程度看，２５００～２８００ｍ区域轻
干扰型用地面积最大，为２１７３４ｋｍ２，占该区面积
的５８１１％；中干扰型面积次之，为 １２２２３ｋｍ２，
占该区总面积的 ３２６８％；高干扰型用地面积较
小，为３４４６ｋｍ２，仅占该区面积的９２１％。

高程２８００ｍ以上区域面积为６１９０７ｋｍ２，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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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总面积的２３７９％。从用地方式看，该区域用
地方式以草地、灌木林地、有林地３类用地方式为
主，面积总计达 ５３４６５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８６３６％，而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
例远小于该区的 ５０％。从人为影响程度看，
２８００ｍ以上区域轻干扰型用地面积最大，为
３９２４３ｋｍ２，占该区面积的 ６３３９％；中干扰型面
积次之，为２０９８１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３３８９％；
高干扰型用地面积较小，为１６８４ｋｍ２，仅占该区
面积的２７２％。

在用地布局和用地状态上，因受地形因子的影

响，研究区不同用地方式 （或受不同影响状态的

用地）随高程变化表现出不同变化趋势 （见图１）：
高干扰－高脆弱 －低质量型用地 （城镇用地和农

田）随高程增加而急剧下滑，即由低海拔区向高

海拔区表现出急剧下滑态势 （相关性系数为

０９０５，显著性Ｐ＜００５）；低干扰 －低脆弱 －高质
量型用地 （有林地）则与之相反，即低海拔区向

高海拔区表现出急剧上升态势 （相关性系数为

０９７９，显著性Ｐ＜００５）；而中干扰 －中脆弱 －中
质量型用地则呈凹形反弓型，呈先下滑后上升态

势。可见，研究区低干扰－高生态质量型的用地主
要集中分布于２８００ｍ以上的区域，而高干扰 －低
生态质量型用地则集中于低海拔区域 （８２％左
右），且多沿洱海向外呈条带或条块状展布；中干

扰－中等生态质量型用地仍多分布于低海拔区域
（４４％左右），但在海拔梯度上的变化态势相对
较弱。

３１３　研究区不同方位上用地状态
研究区北部片区面积远大于其它３个分区，为

１２７２５６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４８９１％ （表３）。
从用地方式看，北部片区用地方式以有林地、草

地、灌木林地、农田４类用地方式为主，面积总计
达１１７８０５ｋｍ２，占北部片区总面积的９２５７％，而
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例均远低于北

部片区的１００％。从人为干扰强度看，北部片区
以中干扰型用地面积最大，为５２５４５ｋｍ２，占该区
面积的 ４１２９％；轻干扰型用地面积次之，为
４１９４８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３２９６％；高干扰型
用地 面 积 较 小，为 ３２７６３ｋｍ２，占 该 区 面 积
的２５７５％。

表３　研究区不同方位上的用地状况

用地类型
　　北部片区　　 　　西部片区　　 　　南部片区　　 　　东部片区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受影响状态

城镇用地 ６５９７ ４２３８ ４７５２ ３０５２ ３１７１ ２０３７ １０３１ ６６３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交通运输用地 ０４２ ６７９ ２５５ ４０９８ ２９９ ４８０８ ０２６ ４１６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农田 ２５７４９ ５７６５ １０５１９ ２３５５ ４５４６ １０１８ ３８５２ ８６２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园地 ３７５ ２７６７ ９１８ ６７８１ ０２０ １４８ ０４１ ３０４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草地 ２５８８９ ５９２７ ３５５０ ８１３ ５５８１ １２７８ ８６５４ １９８１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灌木林地 ２４２１９ ５２６４ ４０１１ ８７２ ９９３５ ２１５９ ７７９５ １６９４ 中干扰、多为过度类型 （除高海拔灌丛）

裸地 ０５４ １４３２ ０２２ ５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４ ７９９６ 高干扰、高脆弱、低生态质量

水域用地 ２３８３ ８６４ １２６ ０４６ ２７６ １００ ０３８ ０１４ 中干扰、中等生态质量

有林地 ４１９４８ ５２２１ １９９２８ ２４８０ １３７１４ １７０７ ４７６０ ５９２ 轻 （无）干扰、低脆弱、高质量

合计 １２７２５６ ４８９１ ４４０８１ １６９４ ３７５４１ １４４３ ２６５０１ １０１８ ———

　　注：比例表示占研究区同类用地比例。

　　研究区西部片区面积为 ４４０８１ｋｍ２，占研究
区总面积的 １６９４％ （表 ３）。从用地方式看，西
部片区用地方式以有林地和农田２类用地方式为
主，面积总计达 ３０４４７ｋｍ２，占西部片区总面积

的６９０７％，而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
比例均低于西部片区的１００％ （除西部区城镇用

地占该区１０７８％外）。从人为干扰强度看，西部
片区轻干扰型用地面积最大，为１９９２８ｋｍ２，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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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的 ４５２１％；高干扰型用地面积次之，为
１６４４４ｋｍ２，占该区总面积的 ３７３０％；中干扰型
用地 面 积 较 小，为 ７７０９ｋｍ２，占 该 区 面 积
的１７４９％。

研究区南部片区面积为３７５４１ｋｍ２，占研究区
总面积的１４４３％ （表３）。从用地方式看，南部片
区用地方式以有林地、灌木林地、草地、农田４类
用地方式为主，面积总计达２３８４１ｋｍ２，占上游区
总面积的６３５１％，而其它用地类型面积相对较小，
所占比例均远低于南部片区的１００％。从人为干扰
强度看，南部片区轻干扰型用地面积最大，为

１５７９２ｋｍ２，占该区面积的４２０７％；高干扰型用地
面积 次 之，为 １３７１４ｋｍ２，占 该 区 总 面 积 的
３６５３％；中度干扰型用地面积较小，为８０３５ｋｍ２，
占该区面积的２１４０％。

研究区东部片区为４分区中最小的区域，面积
仅为２６５０１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１０１８％ （表

３）。从用地方式看，东部片区用地方式以灌木林
地和草地２类用地方式为主，面积总计达１６４４９
ｋｍ２，占东部区域总面积的６２０７％，而其它用地
类型面积相对较小，所占比例均低于东部片区的

１００％。从人为干扰强度看，东部片区中干扰型用
地面 积 最 大，为 １６７９０ｋｍ２，占 该 区 面 积 的

６３３６％；高干扰型用地面积次之，为 ４９５０ｋｍ２，
占该区总面积的１８６８％；轻或无干扰型用地面积
较小，为４７６０ｋｍ２，占该区面积的１７９６％。

综上，４个方位上用地的组配不均衡。在人为
干扰程度上，不同干扰型用地在方位上的分布态势

差异较大 （图２）：北部片区和南部片区相似，均
以中干扰－过渡型和低干扰型２种用地比例较大；
西部片区高、中、轻３种干扰型用地分布比例差异
相对较大，以轻、高干扰型２种用地为主；东部片
区则与西部片区恰恰相反，以中干扰型用地占绝对

优势，高、轻干扰型用地所占比例较小。

３２　研究区用地景观格局分析
３２１　景观格局高程梯度上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斑块密度 （ＰＤ）和景观破碎
度 （ＦＮ）具有基本一致的变化态势，即随高程的

增加，斑块密度呈单峰变化态势，说明低海拔和高

海拔区域的景观斑块密度相对较小、景观破碎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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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而聚集度指数 （ＡＩ）则呈凹形反弓型，
呈先下滑后上升态势，说明低海拔和高海拔区域景

观格局趋向集中，景观连通性增强。斑块密度、景

观破碎度和聚集度指数的变化趋势相互印证，从不

同侧面表现了同一个问题，即低海拔和高海拔区域

景观格局趋向集中，景观破碎度相对较小，且景观

整体连接性较好。

３２２　景观格局在不同区位上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对西部片区而言，其斑块密度

（ＰＤ为３０９）和景观破碎度 （ＦＮ为４０６）均为４
个片区最低，而其聚集度指数 （ＡＩ为 ９２７８）则
居４片区之首，这说明西部片区景观破碎度相对较
低，相同景观间的布局趋向集中，连通性较好。与

西部片区相似，北部片区斑块密度 （ＰＤ）和景观
破碎度 （ＦＮ）亦较低 （ＰＤ和 ＦＮ分别为４２９和
４６９），且 其 聚 集 度 指 数 仅 次 于 西 部 片 区
（９００７），故其景观破碎度较低，景观连通性较
好。这主要是因为：在西部和北部片区，高海拔区

域低干扰、高生态质量景观 （有林地景观）和低

海拔区域高干扰、低生态质量景观的连片分布。

然而，南部片区和东部片区景观格局较为相

似，即南部片区和东部片区景观斑块密度大 （南

部为５２６，东部为 ５４９），景观破碎度相对较高
（南部和东部为６４３和６２８），区内景观间的布局
较为分散，景观连通性较西部 （或北部）片区差。

综上分析，西部和北部片区景观破碎度相对较低，

景观间的布局趋向集中，连通性较好，而南部和东

部片区，景观破碎度相对较高，景观连通性相对较

低。这主要是因为：在南西部和东部片区，无序的

开发或利用致使景观格局不协调。这也是研究区南

部和东部 （灌木林景观和草地景观）中度干扰、

中等质量景观———这种过渡性景观得以大面积存在

的缘由。

４　讨论与结论
（１）在用地方式上，研究区以有林地、灌木林

地、草地、农田、水域用地５类用地方式为主，面
积合计达２４２２７９ｋｍ２，占流域的９３１１％，尤以有
林地所占比重最大 （３０８８％）。受地形因子的影
响，研究区用地方式在高程上具有显著的分布规

律，即低干扰 －高质量型用地 （有林地）面积随

高程增加呈显著性增长，其中４９％左右的有林地
集中分布于２８００ｍ以上的山区；高干扰 －低质量
型用地则随高程增加呈显著性降低，其中８２％左
右的高干扰 －低质量用地 （农田和城镇用地）集

中分布于海拔２２００ｍ以下人为活动频繁的低平区
域；而中干扰－中等生态质量型用地在高程梯度上
的变化态势相对较弱。研究区高干扰－低生态质量
型用地和低干扰－高生态质量型用地在海拔上的变
化态势将给洱海水生生态系统带来很大压力，因

而，建议在低海拔环湖带上建立高生态质量缓冲带

（如湿地 －生态林带），以尽量减轻用地不佳对洱
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２）在用地布局上，研究区４个方位上用地
的组配不均衡，北部片区和南部片区用地方式以有

林地、草地、灌木林地、农田４类用地为主，而西
部片区则以有林地和农田为主，东部片区以灌木林

地和草地为主；就受影响状态而言，不同干扰型用

地在４方位上的分布态势差异较大：北部片区和南
部片区相似，均以中干扰－过渡型和低干扰型２种
用地比例较大；西部片区高、中、轻３种干扰型用
地分布比例差异相对较大，以轻、高干扰型２种用
地为主；东部片区则与西部片区恰恰相反，其以中

干扰型用地占绝对优势，高、轻干扰型用地所占比

例较小，分别为１９％和１８％。因而，在用地布局
上看，东部片区的用地在生态功能上多处过渡类

型，需大力优化其用地布局：即在需开发地段适度

开发，需增强整体生态功能地段采取封育山林

手段。

（３）在景观格局上，西部片区和北部片区景
观破碎度相对较低，景观间的布局趋向集中，连通

性较好，而南部片区和东部片区景观破碎度相对较

高，景观连通性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西部

和北部片区，高海拔区域低干扰、高生态质量景观

（有林地景观）和低海拔区域高干扰、低生态质量

景观的连片分布；而在南部和东部片区，多为无序

的开发或利用，致使景观格局不协调，这也造成南

部和东部 （灌木林景观和草地景观）中度干扰、

中等质量景观———这种过渡性景观得以大面积存

在。此外，斑块密度、景观破碎度和聚集度指数的

变化趋势相互印证，还指出低海拔和高海拔区域景

观格局趋向集中，景观破碎度相对较小，景观整体

连接性较好。低海拔区域景观破碎度相对较低，是

人为长期环湖的垦殖和开发活动等原因使得高度干

扰型景观 （城镇景观和农田景观）成条带状或大

斑块沿湖展布，从而使其破碎度相对较小；而高海

拔区域则因人为干扰小，使得高生态质量、轻

（无）干扰型用地景观 （有林地景观）连片分布，

使其破碎度相对也较小。可见，洱海流域用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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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合理。因东部片区水系不发育，景观组配结构

较差，建议将高干扰用地景观 （主要为城镇景观）

部分向洱海东部片区转移，并优化 （如建环湖湿

地－生态林防护带、高海拔区封育山林）和重组
景观结构，以减轻高干扰用地景观对入湖河流生态

系统的干扰，从而实现 “让河湖修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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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糖业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浅析

贾志翔

（临沧市环境监测站，云南 临沧 ６７７０００）

摘　要：以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依据，阐述了临沧市糖业循环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存在的问
题，并就如何推进临沧市糖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蔗糖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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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

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

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

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

济［１］。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对废弃物的综合

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能

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是把经济、社会和环境整合起来的一种

体现统筹发展思想的新经济［２］。相对于传统经济

增长和传统环境保护在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

上的分裂性，循环经济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

会安定统一起来，要求从三维分裂的发展走向三维

整合的发展。它的实现要求遵循３Ｒ原则，即减量
化原则、再利用原则、资源化原则，每一个原则对

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减量化原则

就是要减少进入社会循环系统的物质流量，属于输

入端预防原则；再利用原则就是要求消费主体尽可

能多次、多种形式地使用已经购买的产品，最终也

是要达到废弃物减量化的目标，属于过程性方法；

资源化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

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３］。

循环经济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意味着

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使

临沧市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

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资源，使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发

展。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

分，也就是说，没有循环经济，就谈不上可持续

发展。

２　临沧市制糖业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现状分析
临沧市１４户糖厂中，永康糖厂在清洁生产和

废物综合利用上率先试点并积累了一定的推广经

验：①主要污染物酒精废醪液生产为液态光合菌
肥，返还到蔗地替代化肥，促进甘蔗的生产，有效

解决制糖业酒精废醪液的高污染问题。②固体废物
得到有效利用，蔗渣的利用：一部分替代燃煤为锅

炉提供热量，大大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烟尘中回

收的水煤灰又输送到有机肥厂作为固态有机肥的原

料之一；另一部分用于生产活性炭，在制糖工艺中

作为糖汁提质的物质。滤泥的利用：全部作为固态

生态肥的原料。③在废气的治理上，对主要污染源
———锅炉烟气进行水膜除尘器治理，水膜除尘废水

经过多次循环后，浓液进入液态光合菌肥生产系

统。④中浓度废水生化处理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中浓度废水包括：压榨车间清洗水，煮炼汽凝水，

煮罐清洗水等。集中至调节池经循环式活性污泥法

工艺处理达标后一部分汇入清水池，剩余部分随工

艺冷却水外排。⑤工艺废水经冷却系统处理循环利
用，多余部分外排。

可以认为永康糖厂在节能减排工作方面，做出

了突出的成绩，同时也可以认为其在循环经济和可

持续发展方面，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从生产链来看，第一车间甘蔗生产基地是生产

链的起点，也是各级生产链及末梢排放的废物的回

归点。这样，企业除产品 （白糖、酒精）流出生

产链的系统外，大部分污染物、废物都在这个系统

内流动循环，只有极少量的 （约５％）不可回收污
染物 （如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工艺废水中

少量有机质）流出系统。如占全厂污染物总量

８０％的酒精废醪液、滤泥和水膜除尘废水转化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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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有机肥和液态有机肥都返回到蔗地，占全厂污染

物总量１５％的中浓度废水经循环式活性污泥法工
艺处理达标后一部分循环使用补充生产用水，剩余

部分外排。

从经济上看，企业保证了生产能力不变或扩

大，同时还增加了副产品及其创造的价值：①液态
或固态有机菌肥出售给蔗农，蔗农买生物菌肥的钱

款又在卖甘蔗款里扣除，蔗农的买生物菌肥的钱就

在企业内部循环，这是一个内部经济的小循环，增

加了企业的活力，还解决了企业主要污染物处置的

难题；②液态或固态有机菌肥的生产作为一个独立
运行的下属单位，生产利润处于保本或微利状态，

减少了糖厂的排污费的支出；③蔗农对液态或固态
有机菌肥的使用，相对于使用化学肥料，改良了土

壤，降低了生产成本的投入，增加了产出；④活性
炭的生产，既解决自己的糖厂生产需求问题，还可

以出售一部分，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⑤锅炉燃料
以蔗渣替代燃煤的改变，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

二氧化硫的排放。

从社会方面看，解决了部分社会人口的就业问

题，降低了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应度，提高了社会的

和谐度。

从生态环境方面看，纳污河流水质大大得到改

善，河流中的水生生物数量增加；蔗地的土质得到

改良，甘蔗产量进一步提高；燃料煤改蔗渣使排放

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大大减少，降低了大气的

污染。

３　临沧市糖业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的
问题

３１　产业结构方面
临沧市的糖业生产企业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

密集型企业，在经济开始起步的初期，还不能改变

这种现状，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在做好产品

的生产和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做好产业链延伸和

结构调整的准备，把自主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相结

合，把糖业生产提升到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上

来，走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如糖及含糖食品产品的

深加工、医药用糖的生产；工业酒精向汽车混合燃

料的开发生产；改变现在产品初加工的面貌，进行

产品深加工，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制糖技术上

淘汰落后工艺，引进先进的技术，扩大规模，科学

规范管理，建设现代化的企业。

３２　生态经济学方面
企业追求最大利润是永恒的主题，旧的经济学

理论只考虑生产成本、产出价值、利润等因素，已

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的经济学理论还考虑环

境成本，也就是企业的利润是要扣除对环境污染后

的治理成本，即企业的发展要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

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亦是循环

经济理论。现在，制糖企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

力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也取得了一定的环境效

益和社会效益。企业投入的环境治理、恢复成本，

可以核算，但是，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环造成的环

境损失，是不能用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成本来评估

的，生态环境的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破环和治理的

成本。现在的制糖企业仅仅局限于也只能局限于对

污染的治理，还不能也没有能力对环境的生态进行

恢复，这样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大

面积的蔗地开发，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物种单

一引发的部分生物数量减少、病虫害加剧；甘蔗上

山引发水土流失、土壤肥力减弱；污水排放导致纳

污河流水质下降、水生生物减少等。

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

进一步做好污染治理工作，各企业取长补短，再做

好循环水的利用，修建大的循环水冷却池或冷却系

统，实现废水的零排放和废物完全综合利用，达到

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二是进一步做好蔗地及其

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优化蔗种，提高单产，选择

低毒高效农药，高海拔蔗地还林还草，水土流失严

重区域退耕还林，部分蔗地实行周期轮种，保护蔗

地周边的生态植被；第三，企业要配合政府有关部

门对蔗区土地实行总体规划、合理利用，在水土保

持、土壤的保护与改良等方面要进行科学系统的分

析研究，制定确实有效的保护方案，不能因对甘蔗

产量的无限需求而使蔗地的土壤结构、土壤特性、

土壤中微生物发生质和量的突变。

４　对临沧市制糖业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４１　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共生
共赢

临沧市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工业的发展依赖

于农业。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促进工业的产业化发

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既解决了部分农村的问题，又

解决了企业的问题，是很有益的。工业的发展要走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和不利影响，为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

条件，做到工业返哺农业，工业扶持农业。在农业

和工业双赢的同时，做好工业产品的延伸，把工业

的副产品流向农业产业链，对污染废物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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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４２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扶持技术密集型
企业

国家已经实行区域总量控制制度，各地的环境

容量是有限的，要实现小康目标，各地就不能保留

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占用了大部

分的环境容量。不淘汰这些项目，新的、有价值

的、技术含量高的环保型项目就难以引进。所以，

临沧市产业应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分批淘汰

旧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引进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技术密集型项目。如全市１４条制糖生产
线并非都要生产酒精，酒精生产线可以集中成４个

片区：临翔区和双江的２个厂为１个片区，沧源和
耿马的４个厂为１个片区，永德的４个厂为１个片
区，云县和凤庆的３个厂为１个片区。通过集中生
产酒精，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不断引进先进的生

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能耗、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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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仙湖流域城镇污染分析及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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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抚仙湖流域城镇生活污染、城镇径流污染及污水处理设施等进行了全面调查与分析，并提
出了相应的污染控制策略。

关键词：城镇污染；控制策略；抚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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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仙湖是高原湖泊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目
前依然属于Ｉ类水质，但近年来水质逐步下降，已
临近Ⅱ类水质边缘。近年各级政府部门对抚仙湖保
护治理及科研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对城镇污染的调

查相对欠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城镇污染源逐渐成为抚仙湖流域污染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城镇污染源调查与分析是弄清抚仙

湖流域主要污染源的必然要求，该工作的开展亦为

制定城镇污染源控制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及数据

支撑。

１　城镇基本概况
抚仙湖流域内城镇主要分布在澄江县范围，包

括凤麓、龙街、右所、海口４个城镇，其中凤麓、
龙街、右所３个城镇建成区位于抚仙湖北岸澄江县
中心坝子，各相距约３ｋｍ，海口镇集镇建成区位于
抚仙湖东岸海口河出流处，紧邻抚仙湖。

２　调查研究方法
该工作以原始资料采集和分析汇编为主，除收

集整理大量地方部门资料外，多项资料需通过系统

扎实的现场调查、监测、采样、分析等获得。主要

调查与研究内容有：城镇生活污染、城镇径流污染

及污水处理设施等。城镇生活污染分析包括基础状

况、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生活污水量及污染物排

放量等内容；城镇径流污染分析包括径流污染物浓

度、径流量及污染物排放量等内容；污水处理设施

分析主要是建设及运行状况等。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城镇生活污染

（１）基础情况
澄江县城镇建成区现状总人口３５万人，其中

县城区２４万人、龙街镇１１万人、右所镇０６万
人、海口镇０４万人。目前澄江县城镇区域有４家
大型的宾馆酒店，共有床位４９５个、餐厅容量９９０
人、服务人员１９９人，主要私人餐馆、旅馆８家，
有效处理或并网收集的污水合计约４０００ｍ３／ａ，简
易处理或直接排放的污水合计约３０８０ｍ３／ａ。

（２）主要排污路径现状
县城区域三条河道穿城而过，由东向西分别为

马房支沟、护城河、马料河。根据地形地势，县城

区被３条河道分成相对独立的４个排水区域，分别
为：老城区、振兴路片区、澄波路片区、仙湖路以

西新城片区。４个片区的生活污水分别汇集到两条
污水干管—北正街延长线污水干管和仙湖路污水干

管，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龙街、右所集镇区

部分污水均汇入到污水干管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海口集镇区污水排入海口河，不进入抚仙湖。

（３）生活污水浓度分析
采样点共４个，其中县城区域２个，均为主干

管，涵盖了新老城区污水汇流；龙街镇１个，为五
中西侧污水干管；右所镇１个，为右所小学门前干
管。分析时间２０１０年上半年４次，分析项目及结果
见表 １。经测试分析，城镇生活污水水质基本为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二级和三级
标准，而相对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各类指标超出Ⅴ类标准限值数十倍。在不
同区域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有所差异，总体来看污

染物浓度大小关系为：右所镇＞县城老城区＞县城
新城区＞龙街镇，其中右所镇污水浓度较高的原因
为污水蒸发渗漏较大，收集率低，排放通道不畅，

停留时间长；从不同时段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分布

来看，县城区污水量及污染物浓度基本稳定，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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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１月份旱季污水量较小，污水污染物浓度较高，
其他月份污水量及污染物浓度相对稳定。不同城镇

区域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浓度对比见图１～图４。
表１　抚仙湖流域主要城镇生活污水

监测结果均值对比 （ｍｇ／Ｌ）

项目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ＮＨ３－Ｎ ＴＮ ＴＰ ＳＳ

县城区平均值 １２５ ４４ １８８２７ ２９５４ ２０５９ ５３

龙街镇平均值 ５８ １９ １２２８９ １８５２ １１２４ １２

右所镇平均值 ３０６ ７３ ３７２６７ ６１８３ ４０５６ ２５９

总平均值 １５４ ４５ ２１８０２ ３４８６ ２３２４ ９４

（４）生活污水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污水排放系数取０８，结合供水量及自备水源

调查，计算得城镇污水日均排放量县城区６４００ｍ３、
龙街镇２０１１ｍ３、右所镇１０９７ｍ３，澄江县北部三镇
城镇污水日均排放量９５０８ｍ３。经计算城镇生活污
染物总排放量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ＴＰ、ＳＳ分别为
３９６２ｔ／ａ、１３４７ｔ／ａ、９６６ｔ／ａ、６６ｔ／ａ、３７２７ｔ／ａ，
参照 ２００９年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消减量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ＴＮ、ＴＰ、ＳＳ分别为３５２５８ｔ／ａ、１１３０１ｔ／ａ、
１７６１ｔ／ａ、５３７ｔ／ａ、３５９４２ｔ／ａ，最终核算的城镇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
ＴＰ、ＳＳ分 别 为 ４３６２ｔ／ａ、２１６９ｔ／ａ、７８９９ｔ／ａ、
１２３ｔ／ａ、１３２８ｔ／ａ。
３２　城镇径流污染

（１）径流污染物浓度分析
采样点共４个，即凤麓镇３个降雨径流汇集点

及龙街镇１条雨水渠。分析时间２０１０年雨季共４
场雨，每场雨间隔１ｈ采２个样，主要分析项目及
结果见表２。经测试分析，城镇地表径流基本为地
表水劣Ⅴ类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ＣＯＤ、ＴＮ、ＴＰ，
但重金属及其他有机化合物没有明显污染。从降雨

过程分布看，暴雨后主要污染物浓度大部分区域

ＣＯＤ、ＮＨ３－Ｎ、ＴＮ明显高于中到大雨期间浓度，
而ＴＰ、ＳＳ则反之。从同一场雨降雨过程看，随着
降雨过程的进行，ＣＯＤ、ＴＰ、ＳＳ污染物浓度有明
显降低，而 ＮＨ３－Ｎ、ＴＮ浓度则变化不大。径流
污染时空变化见图５～图８。
表２　抚仙湖流域主要城镇建成区降雨径流监测结果均值对比

（ｍｇ／Ｌ）

项目 ｐＨ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ＮＨ３－Ｎ ＴＮ ＴＰ ＳＳ

县城区平均值 ７９４ ６１ ９７５ ０６１３ ４８２ ０６９３ ２６３

龙街镇平均值 ７８０ ４６７５ １０５０ ０４８０ ７９７ ０４２９ １５０

总平均值 ７８７ ５３９ １０ ０５４７ ６３９ ０５６１ ２０７

（２）径流量及污染物排放量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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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地表径流汇水区包含建成区及北部面山

区，汇水区总面积 ３１６７ｋｍ２，其中公园和绿地
０２０７８ｋｍ２、各种硬化路面及屋面 ２９５９２ｋｍ２；龙
街、右所、海口３镇地表径流汇水区主要为建成
区，分别为０４５ｋｍ２、０５ｋｍ２、０４ｋｍ２，镇区主次
干道均硬化，公园和绿地较少。参照 《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４－２００６）表３２２－１规定取
值，径流系数各种屋面及硬化路面取０９０、公园
及绿 地 取 ０１５，径 流 区 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９５３１４ｍｍ，计算得４城镇多年平均径流量３７２５７２
万ｍ３，则径流污染物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ＴＰ、ＳＳ
分别为 ２１０７７ｔ／ａ、３７１９ｔ／ａ、２１６１ｔ／ａ、２２８ｔ／ａ、
８４９０２ｔ／ａ。

３３　污水处理设施
澄江县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主要为县污水处理

厂，设计能力１万 ｔ／ｄ，２０００年５月投入试运行，
处理工艺为 ＩＣＥＡＳ工艺，主管网配套工程于２００１
年６月竣工投入使用，２００８年实施了配套管网扩

建工程。配套管网扩建投入使用后，进一步提高了

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处理率，污水收集率由原来

的４５％提高到现在的６８８６％，污水浓度提高近２
倍，近３ａ运行效果对照见表３。
３４　城镇污染源构成

城镇污染源主要由城镇生活污染和地表径流污

染构成，抚仙湖流域城镇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及其构成情况见表４。

表３　贗江县污水处理厂近年运转数据均值对照

日期
处理量

／ｍ３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ＴＰ　　　　 　　　　ＴＮ　　　　 　　　　ＳＳ　　　　　

进水／
ｍｇ·Ｌ－１

出水／
ｍｇ·Ｌ－１

去除量

／ｔ
进水／
ｍｇ·Ｌ－１

出水／
ｍｇ·Ｌ－１

去除量／
ｔ

进水／
ｍｇ·Ｌ－１

出水／
ｍｇ·Ｌ－１

去除量

／ｔ
进水／
ｍｇ·Ｌ－１

出水／
ｍｇ·Ｌ－１

去除量

／ｔ
进水／
ｍｇ·Ｌ－１

出水／
ｍｇ·Ｌ－１

去除量

／ｔ

２００７ １２８３７ ７５４９ １２８５ ８０４１ ２３０９ ２８８ ２５９４ １７４ ０６１ １４５ １３７９ ７０８ ８６１ ６７７ ８４５ ７６０６

２００８ １８２９１ １３０２５ １１５ ２２４３８ ３７６３ ４１９ ６４４３ ２４３ ０６１ ３３５ １５２６ ８８２ １１６４ ８２５３ ５６３ １４８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２５６６ １７６４７ １５６４ ３５２５８ ５６６３ ５０９ １１３０１ ３０３ ０６４ ５３７ １８６５ １１１２ １７６１ １７１７８ ５１１ ３５９４２

　　注：数据来源于澄江县污水处理厂。

表４　抚仙湖流域城镇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排放构成情况

（ｔ／ａ）

项目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ＴＮ ＴＰ ＳＳ

城镇生活

污染

源头排放 ３９６２ １３４７ ９６６ ６６ ３７２７

污水厂消减后排放 ４３６２ ２１６９ ７８９９ １２３ １３２８

城镇径流污染 ２１０７７３７１９ ２１６１ ２２８８４９０２

合计
源头排放 ６０６９７１７１８９１１８２１ ８８８１２２１７２

污水厂消减后排放 ２５４３９５８８８ １００６ ３５１ ８６２３

对照生活污水污染物源头排放量，可看出生活

污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总排放量中占较大比重，

但悬浮物则反之，如图９所示。对照生活污水最终
核算污染物排放量，地表径流多项污染物则在排放

量中占较大比重。

４　城镇污染控制策略
４１　完善县城污水收集系统建设与管理机制

对县城马料河西边的污水支管网进行改造和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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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进一步解决污水从马料河排放的问题。对县城

至抚仙湖的马房直沟和锁水桥沟进行改造，在靠近

污水处理厂处设置闸门、修建旁通沟渠，将２条沟
内的污水引入窑泥沟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实现有

效收集马料河以东大部分城区污水。另外应加强对

污水主干管运行管理监督，控制农业生产节水灌

溉，组织实施管道清理，实现管道通畅。

４２　完善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建设与管理机制
抚仙湖径流区城镇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已经初步

建立，但很不健全，县垃圾填埋场已接近饱和。应

在澄江县规划新建１个规模至少１００ｔ／ｄ以上的垃
圾处置场，以覆盖整个抚仙湖北岸城镇地区。另

外，应加强监督管理，完善环卫编制，扩充环卫工

人及配套设施，实现城镇垃圾日产日清。

４３　提高城镇绿化美化率，降低地表径流流失率
城镇径流污染与基质及清洁度直接相关，据以

上分析地表径流系数公园和绿地远小于硬化基质，

增加公园绿地的建设不但可绿化美化环境，还可有

效减少地表径流流失。因此，加强城市区域日常清

洁卫生，增加城市绿化率，也是一个减少城镇面源

污染排放的有效途径。

４４　积极推进城镇中水回用工程建设。
目前我国在城镇污水处理厂增设中水回用系统

在技术上已比较成熟，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环境效

益十分可观。通过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进行深

度处理，实行中水回用，可一定程度增加流域环境

补给水源，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并可作为对水质

要求不高的工业和市政杂用用水。

４５　对城市建设进行合理科学规划
随着滇中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及建设 “生态市”

目标的确立，澄江城镇的发展定位产生了一定变

化，应对澄江城镇进行科学合理规划或修编，准确

定位城镇功能及发展方向，进行配套基础设施的合

理规划与建设，在给排水规划上应结合现状与城镇

用地规划布局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安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ｉｎＦｕｘｉａｎｈｕ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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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ｏｗｎｓｉｎＦｕｘｉａｎ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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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分析

姜　珊１，杨太保１，金庆森２

（１．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兰州市环境保护局，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分别对兰州市农村的主要污染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其变化规律和
发展趋势，揭示了其基本状况。最后结合兰州市具体情况提出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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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兰州市被确定为全省新农村建设 ３
个重点市之一。其农村经济不仅打破了单一的种植

业结构状况，不断向区域化、专业化、多元化、规

模化方向发展；而且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

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经

济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

时兰州市农村环境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旨

在通过分析兰州市农村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的主要

问题，探索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对策。

１　兰州市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分为农村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

农村面源污染包括农药、农用薄膜、化肥污染，规

模化畜禽养殖污染以及人为破坏的农村生态环境污

染。点源污染是指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本文把

乡镇企业废弃物和居民点废弃物设定为农村点污

染源。

１１　农村面源污染现状分析
兰州市农业采用常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大量

采用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

高。但集约化农业在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效

率时，也使得污染物在空间上集聚。这使农业多样

性减退，农业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下降［３］。

１１１　农业生产对农村环境的污染
兰州市 ２００９年年末拥有耕地面积 ２０９７万

ｈｍ２，农村人口为 １２０１７万人，人均耕地面积
０１６ｈｍ２。这种人多地少使得土地开发已接近极
限，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药、农用薄膜、化

肥等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量必须进一步增加。据统

计，２００９年兰州市化肥施用量为１３１８万 ｔ，化肥
高流失率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

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随着农

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农作物害虫抗药性的增强，

农药的使用量也在逐步增加。虽然农药使病虫害、

杂草等有害生物得到有效控制，但农药残留，重金

属超标；特别是有些农药化学性质稳定，不易在环

境和生物体内分解，通过食物链危害牲畜及人体健

康。此外兰州市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２００９年
双垄全膜覆盖栽培面积达到２５７万 ｈｍ２。而农膜
和多数地膜为聚乙烯成分组成，这种材料的性能稳

定，在自然环境中，其光解和生物分解性均较

差［２］，不注意回收、清理给农村带来 “白色污

染”。

１１２　规模化畜禽养殖现状及产生的环境污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兰州市畜禽养殖发展是较平稳

的，虽然２００８年各种畜禽总量比上一年都有明显
的减少，但数量仍然很大 （见表１）。禽畜养殖业
从农户的分散养殖转向集约化、工厂化养殖，养殖

业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禽畜粪便污染面明显扩

大，已成为农村主要污染源之一。由于缺乏处理防

治设施，畜禽粪便一般未经任何处理就地排放，腐

熟后用作肥料。但由于畜禽粪便产生的连续性和农

业施肥的间断性差异，不可能及时用于农田，如此

长期堆放，导致大量氮、磷流失，造成成片水体污

染。并且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

虫卵以及滋生的大量蚊蝇，使得环境中病原生物种

类增多，菌种数量加大。

１２　农村点源污染现状分析
“十一五”期间，兰州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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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但是点源

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很大。

表１　兰州市养殖畜禽总量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大牲畜年末头数／万头 １３５３１４４４１４６８１４４４１４４５ １０４４

猪年末头数／万头 ４０７８４０６４４１０３４１３９３４２４ ２８９４

羊年末只数／万只 ５０８７５９０１６３０２６０９５６０３０ ５３１５

１２１　乡镇企业污染现状分析
兰州市乡镇企业近１／３为工业企业，主要以化

工产业、钢铁冶炼、造纸、水泥等行业为主。这些

乡企快速发展，为农村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

巨大贡献。但这些乡镇企业绝大数是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

且存在技术装备水平低，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不足

等缺点。兰州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企业之间没有生

产环节、设备共享等方面的链接关系，企业间关联

性小、市场空间小、成本高、效率低；并且乡镇发

展不均衡，部分农村没有环境保护设施，比如垃圾

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５］。这就使得生产过程中

物资消耗率高，废物排放量大，排放的废物得不到

有效处理。

１２２　农村生活废弃物现状分析
农村居住人口趋向集中，但保护设施配套不完

善，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无法集中处理。且兰州市村

镇由于农村能源技术推广综合利用推广普及率不

高，缺乏基本的排水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生活污

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或沉积在村边沟渠

和村庄地面，最终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而且人畜

粪便、生活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资源综合利

用率较低，不能使废弃物转化为肥料、饲料、燃

料，并严重堵塞和污染江河、沟渠、道路，加重了

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加之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

较低，一直沿用的坑式老厕，也造成了生活垃圾对

农村环境的影响。

２　污染物发展预测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各主要污染物的
发展，根据其程度，提出农村环境保护的建议。考

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预测结果的可靠性，采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兰州市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统计
年鉴。

２２　农村面源污染物发展预测
２２１　化肥施用量分析

“九五”末粮经比例为７３５∶２６５，“十五”农

业内部结构调整为６２∶３８，２００７年的粮经比为６０１
∶３９９。根据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粮经比 （表２），得
出粮经比的年均递减率为１５％。预测２０１０年的
粮经比为６０８６∶３９１４。

根据兰州市 “十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规划确定的目标，到２０１０年种植业结构调整，粮
经比调整到５０∶５０，所以要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粮经
比的年均减少率调整为２２％，预测２０１５年的粮
经比为４９８６∶５０１４。

表２　种植业粮经比 （％）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粮食作物比例 ８０１０ ６５８４ ６２ ６０１０ ６０１３ ６０９３６２３６

经济作物比例 １９９０ ３４１６ ３８ ３９９０ ３９８７ ３６０７３７６４

表３　兰州市化肥施用量　　 （ｋｇ／亩）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３２９６ ３７７５ ４２２１ ４３３３ ４１８１ ４０６６ ４２２６ ４１８９

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兰州市每亩耕地化肥施用
量 （表３）和粮经比例 （表 ２）进行相关性分析
（见图１）。发现在０００３置信水平上，每亩化肥施
用量与粮经比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９４，说明兰州市
最近１０ａ每亩化肥施用量与粮经比例存在明显的负
相关关系。因此在 ＳＰＳＳ软件环境下对每亩耕地化
肥施用量和粮经比例进行线性拟合，得到两者之间

的关系模型，并对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分阶段进行

预测，结果如表４。两者的关系模型为：每亩耕地
化肥施用量＝５３７９７－７３０７粮经比例。

表４　兰州市化肥使用量预测　 （ｋｇ／亩）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４２４７ ４６７１

２２２　畜禽业污染分析
２００８年猪、羊、大牲畜的数量有所下降，这

可能一方面是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席卷全国的高温蓝耳
疫情给广大养殖户带来沉重的打击，而且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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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也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生猪疫情，使畜禽存活数

减少；另一方面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放

缓，消费者消费欲望减弱，对猪肉需求有所减少。

但随着政府调节和经济复苏作用，畜禽所需量在未

来５ａ应该是增加的。所以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的年
均增长率预测２０１０年各畜禽总量，对此年均增长
率进行调整预测２０１５年各畜禽总量 （如表５）。

表５　兰州养殖畜禽总量预测

大牲畜／万头 猪／万头 羊／万头

１９９８年 １３５３ ４０７８ ５０８７

２００６年 １４４４ ４１３９ ６０９５

年均增长率／％ ０７５ ０１７ ２２０

２０１０年 １４８７ ４１６７ ６６３２

年均增长率／％ ０７０ ０１５ ２２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５３５ ４１９８ ７３９４

大牲畜、牲猪每头每年产生污染量分别为

７３２１ｋｇ和４１５７１ｋｇ，到２０１５年，大牲畜产生污染

总量约为１１２４万ｔ，牲猪产生污染总量约为１７５
万ｔ。由于牲猪的饲养量保持相对稳定，而大牲畜
和绵山羊饲养量逐年增加，可以预见，兰州市的畜

禽粪便产生量将进一步增加。

２３　农村点源污染物预测
２３１　农村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分析

按照 《兰州市乡镇企业２００７年及２０１４年分阶
段发展规划》，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 ２０００年
１１４３９亿元，到２００７年达到２５０亿元，年平均增
长１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２０１５
年保持同样的年均增长率，则２０１０年兰州市农村
工业总产值为３５０亿元左右，２０１５年为６２５亿元
左右。

表６显示，单位工业产值工业三废排放量都有
明显减小，其中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

废弃物年均减少率分别为７９２％、４３２％、１５％。

表６　兰州市单位工业总产值污染物排放量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万ｔ
#

亿元 －１ ４４５９ ４３５５ ２１０４ １４２６ １１２７ ９１６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气排放量／亿ｍ３
#

亿元 －１ ３２２ ３２２ ２８８ ２５５ ２３４ ２２９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万ｔ
#

亿元 －１ ０４４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２６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量／万ｔ
#

亿元 －１ ８１２ ５２３ ３９８ ２９８ ２６２ ２２１

单位工业总产值废气排放量／亿ｍ３
#

亿元 －１ １７６ １６１ １３１ １４２ １３１ １５５

单位工业总产值固废产生量／万ｔ
#

亿元 －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３６

　　根据兰州市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
在未来几年内工业污染物的年递减率保持不变。在

此基础上，预测兰州市农村工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

量 （如表７）。

表７　兰州农村工业污染物排放情况预测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废水

／万ｔ

废气

／亿ｍ３
固体废弃

物／万ｔ

２０１０年 ３５０ ７４５７８ ５２７３８ ８５７５

２０１５年 ６２５ １０８４２５ ８０６７５ １６８７５

２３２　农村生活废弃物分析
根据表 ８，利用二次移动平均法［１］对兰州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农村人口进行预测 （如表９）：Ｎ为
５，ｙ＝１２０５４－１５３Ｔ，Ｎ为周期数，Ｔ为预测年
与基准年的间隔年数，ｙ为人口数。

表８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兰州市农村人口　 （万人）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１９９０ １２４５９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９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５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３１６４

１９９２ １２６１８ ２００２ １３０８６

１９９３ １２７３４ ２００３ １２８８２

１９９４ １２６９７ ２００４ １２７８４

１９９５ １２７８５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８１

１９９６ １２８５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７９５

１９９７ １２９８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７５

１９９８ １３０１８ ２００８ １２０６５

１９９９ １３０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８２

目前我国农村平均每人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在

０８～１０ｋｇ左右，约为城镇的 ７０％ ～８０％。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兰州市农村人口都在１１０万人以
上，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为３２１２万 ｔ左右。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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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村人口是相对局部集中的，加上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严重滞后，生活污水和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也逐渐凸显起来。

表９　兰州市农村人口规模预测 （万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１１９０１ １１７４８ １１５．９５ １１４４２ １１２８９ １１１３６

３　保护农村环境的对策及建议
３１　切实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逐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广生物病虫害防治

技术，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通过采

用生物防治病虫害和大量增加农家肥、种植绿肥，

推广青贮饲料的办法，减少化学物质的过量使用。

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有机磷农药品种，合理调整

氮、磷、钾施肥比例，实行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

合，进而减少对土地、水源的污染，提高土壤肥力

和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加强以农村废旧地膜为主

的白色污染防治，积极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地膜，并

通过政府鼓励和建立地膜回收机制来控制地膜污

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使农业由物质

产品生产领域向精神产品生产领域拓展，促进生态

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３２　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强化对规模化畜养殖场的综合治理，对目前污

染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各类规模化养殖专业户相对集

中的村庄、规模化养殖小区及养殖场，抓紧分期治

理，发展养畜－沼气－农业生态模式。重点作好七
里河区八里镇五里铺村、彭家坪镇蒋家坪村、西果

园镇晏家坪奶牛基地的污染治理示范工程，榆中

县、皋兰县、永登县、红古区４县区规模化养猪基
地、优质羊繁育基地。使畜禽粪便减量化、无害化

和资源化。

３３　严格控制乡村工业污染
制定乡镇环境保护规划，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

策和环保标准，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监测与管理，坚

决控制新出现的污染源。在有条件的区域建设农业

产业化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发展区。对

现有的污染，应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工业布局，采

用清洁工艺，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对布局不合理，

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又难

以治理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通过以新带老

努力实现增产不增污，在各县区逐步实施基于环境

容量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行排污申报登

记和许可证制度，防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

移，扶持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３４　加大农村垃圾环境污染防治
乡镇垃圾管理应逐步由单一管理向综合管理发

展。对于固体垃圾，应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采用日

产日清、户集、村收 （有机、无机回收垃圾分拣，

有机垃圾村级太阳能处理）、镇处理 （无机垃圾环

卫垃圾压缩车派往各村清运至镇无机垃圾填埋场处

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置模式，实现资源

共享；在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乡镇，可采取堆

肥或简易填埋。各村聘请保洁员，负责村内清扫和

垃圾收集并送至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置，进一

步加强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置程度。

对于生活污水，应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生物

或土地等多种处理方式，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在人口相对集中、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小的

地区可采用环境工程设施处理；在人口密度较低、

水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农村区域，可利用湿地、沟

塘等自然系统就地处理。结合农村沼气建设与改

水、改厕、改厨、改圈，逐步提高生活污水处

理率。

４　结语
农村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关系到全市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因此兰州市应使农村经济建设和环境建

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统一。除上述防治对策外，还应首先完善环境保护

政策、法规和相关标准体系，做到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切实保护农业

环境；要加强农村环境监测与监管，设立专门部门

负责农村环境保护管理、执法、监察与稽查工作；

应加强农村环境宣传教育，增加大众参与力度，鼓

励农民自觉参与环保行动和环保监督，开展乡村环

保活动。要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如加大资

金投入，继续 “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生态

公益林”等建设，逐步恢复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开展农村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保

护和建设生态系统，防止水土流失。以此来提升农

村环境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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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市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防治对策研究

张金秀

（建阳市环境监测站，福建 建阳 ３５４２００）

摘　要：就目前建阳市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防治对策。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调查；防治对策；建阳市

中图分类号：Ｘ５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５２－０３

　　建阳市位于福建省北部，建溪上游，东与政和县
接壤，西连邵武市，南邻建瓯市，北接浦城县和武夷

山市。总面积３３８３ｋｍ２。建阳市水系发达，水位差大，
水资源丰富。崇阳溪、南浦溪自北而南贯穿全境，麻

阳溪自西向东与崇阳溪汇合于城南，是流经城市规划

区的主要河流。麻阳溪境内全长１３０ｋｍ，流域面积
１５４０ｋｍ２。崇阳溪境内长４４ｋｍ，流域面积５８３ｋｍ２。
南浦溪境内长５３ｋｍ，流域面积９５９ｋｍ２。

建阳市２０１０年末总人口３３５９万人，城市规划区
面积２５５ｋｍ２，２０１０年ＧＤＰ６６３８亿元。建阳市２０１０
年农业人口２６６４万人，乡村劳动力资源总数１５６３
万人。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６５６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７４９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２３３亿元。三次产业结
构比例为２４９∶４１４∶３３４。
１　农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调查
１１　种植业污染现状
１１１　化肥污染

２０１０年建阳市农用化肥施用量５２５９４ｔ，其中：
氮肥 ２５１４１ｔ，磷肥 １４３７１ｔ，钾肥 ６０７９ｔ，复合肥
７００３ｔ。按折纯法计算化肥折抵施用量 １８１４５ｔ，其
中：氮肥９０３５ｔ，磷肥３６７５ｔ，钾肥２９４７ｔ，复合肥
１３０４ｔ。氮、磷、钾施用比１∶０４１∶０３３。单位施用
量为４６３５ｋｇ／ｈｍ２，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
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而设置的安全上限２２５ｋｇ／
ｈｍ２。使用化肥对农业面源污染主要表现在：一是
矿质肥料中重金属含量高于土壤本底，长期大量使

用造成部分土壤重金属含量明显上升；二是氮肥过

量，造成肥料当季利用率不高，蔬菜、水果等农产

品硝酸盐含量超标，品质下降；三是设施栽培田块

超量施用化肥，加之频繁灌溉，造成土壤次生盐渍

化和地下水污染。

１１２　农药污染

２０１０年全市农药使用量 ６７４ｔ。单位施用量
１０６５ｋｇ／ｈｍ２，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品种有：
杀虫剂、杀菌剂和部分除草剂，且高毒高残留有机

磷杀虫剂所占比重较大。使用农药造成农业面源污

染的主要表现：一是蔬菜、果树等农作物使用禁用

农药造成农药残留超标，夏、秋季发生率较高；二

是施药器械和方法落后，大部分药液洒落于土壤表

面，形成在土壤中农药残留；三是用后农药瓶、袋

弃置于沟渠边、池塘旁或施药后雨水冲洗，部分农

药污染水体。因此在土壤和水体中偶尔有残留农药

检出现象。

１１３　地膜污染
农膜残留也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一种新途径。随

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农用地膜

使用量激增，２０１０全市每年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６２１ｔ，其中地膜使用量４２７ｔ，有７２ｔ残留在土壤中，
残留量为 １６８％。部分地膜残存于农田土壤中，
农膜碎片 （残膜）进入土壤后，分解产生有毒物

质污染土壤，改变土壤物理性质，造成耕地理化性

状恶化，通透性变差，阻碍农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及

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

建 阳 总 耕 地 面 积 ３０１６０ｈｍ２，其 中 旱 地
１８６７７ｈｍ２、水田 ２８２９２３ｈｍ２，园地面积 ９０１２２
ｈｍ２。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 《肥料流

失系数手册》，结合建阳市实际农田径流污染物流

失源强系数情况，计算出种植业污染负荷，见

表１。
表１　建阳市种植业ＴＮ、ＴＰ、氨氮流失量　 （ｔ）

旱地／ｈｍ２ 水田／ｈｍ２ 园地／ｈｍ２ 合计

１８６７７ ２８２９２３ ９０１２２ ３０１６０

总氮流失量 ２６３３ ４１０６３ ８５８１ ５２２７７

总磷流失量 ２７７ ３３６４ ９２６ ４５６７

氨氮流失量 ３２６ ７３３８ １１７２ ８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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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２０１０年全市猪存栏量 ６３６７８头，出存栏量

１２４３４６头；奶牛存栏量６７８６头，奶牛出栏量２２５０
头；肉牛存栏量５０头，肉牛出栏量５０头；蛋鸡存
栏量５３１８０羽，蛋鸡出栏量４７１３５羽；肉鸡存栏量
２２０００羽，肉鸡出栏量２２０００羽。从畜禽粪尿利用
情况来看，有７０％以上的畜禽粪尿得到收集，用
于积肥。产生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是部分规模化养

殖场没建粪污处理设施，粪便直接排入溪沟、河

流，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十分低下；农村少部分

散养畜禽粪尿散失，粪肥露天堆放，雨水冲淋，地

表径流，污染水体；农村积肥池夏季雨水过多时，

外溢污染；规模养殖场露天堆放粪肥淋失及臭气污

染；无害处理不彻底而排入水体，引起水体污染。

流失的畜禽粪合计约占１３％。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 《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

系数手册》，结合建阳市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

区、畜禽养殖专业户排污系数，计算出畜禽养殖业

污染物污染负荷，见表２。
１３　水产养殖业污染现状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规模化水产养殖迅速

增加，２０１０年全市水产养殖总面积８５２７ｈｍ２，养
殖的品种主要有鳗鲡、草鱼等鱼类，养殖方式以工

厂化养殖和网箱养殖为主，排水方式有自流和机械

排水两种情况。一些水产养殖户和规模化养殖场为

了追求经济效益，大量投入饵料和化肥，利用各种

废弃料、畜禽死尸和畜禽粪便作水产饲料，对水体

水质造成严重威胁。投饵量最多的草鱼高达３０～
４５ｔ／ｈｍ２，使水质严重恶化，这些水又直接排放于
农田或溪河，造成农业面源污染。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 《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

排污系数手册》，结合建阳市水产养殖场、水产养

殖小区排污系数，计算出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污染负

荷，见表３。
表２　建阳市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 （ｔ）

猪／头 奶牛／头 肉牛／头 蛋鸡／羽 肉鸡／羽 合计

１２４３４６ ６７８６ ５０ ５３１８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６３６２

ＣＯＤ １８０３２２ １１２２００ ０８８ ２５２４ １０７１ ２９６２０５

ＴＮ ２１７６６ １２４９ ０３４ ０６６ ０３１ ３４３８７

ＴＰ １９０５ ９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１３ ２８９９９

ＮＨ３－Ｎ ２６８４ １２３７ ００６ ／ ／ ３９２７

Ｃｕ ６０４０５ ３２９３ ０ ０８４ ０４４ ６３８２６

Ｚｎ １３０８４９ １４１０３ ０００５ ７３３ ２３０ １４５９１５５

表３　建阳市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污染物排放统计　 （ｔ）

产量 ＣＯＤ ＴＰ ＴＮ ＮＨ３－Ｎ Ｃｕ Ｚｎ

养殖场 １０３５８９０ １２３８ ３０ １３３３ ２０８ ９３７ ３４８４

养殖小区１２３８０００ １５４７８ ３０８ １２８６ １６９ ９９８ ３６４４

其他 ２８７４６０ １１８５ １３３ ８４５ ０７３ ６０６ ２９２６

合计 ２５６１３５０ ２９０４３ ７４１ ３４６４ ４５ ２５４１１００５４

２　结论
建阳市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污染物排放统计情况

见表４。各类行业排放量所占的比例见图１。
表４　建阳市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污染物排放统计　 （ｔ）

农业源 种植业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ＣＯＤ ３２５２４８ — ２９６２０５ ２９０４３

ＴＮ ９０１２８ ５２２７７ ３４３８７ ３４６４

ＴＰ ３９６９５ ４５６７ ２８９９９ ７４１

ＮＨ３－Ｎ １３２１３ ８８３６ ３９２７ ４５

　　农业污染源中总氮、氨氮、总磷的排放量
面源污染要比点源污染严重，主要来源于种植

业，其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总量的

５８００３％、５５６４％和６６８７％。而ＣＯＤ的排放
量主要是集中在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其

中畜禽养殖业 ＣＯＤ的排放比例约占总体排放量
的９１０７％。
３　建阳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
３１　管理措施

（１）强化政府引导和推动职能，加快流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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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包经营权进程。土地使用权的过份分散是产生

农业面源污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营分散、规模

小、效益低的弊端显而易见。规模化是现代农业、

生态农业的基础，也是环境友好型农业必需的物质

保障。地方政府应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积极并慎

重地引进外资和社会资本，政策引导、科技指导、

示范区带动，尽早改变现代化程度低的小家庭经济

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地制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

化、专业区域化规划，实现农业污染总量控制下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规模化的

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实现面源污染的总量控制。

（２）建立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机制。环保部门
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农业部门

具体负责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

作，加强技术培训推广，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

纳入农业技术推广内容；科技、林业、财政、发改

委等各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职责，加大对农业面源

污染控制和治理的支持力度，在项目立项、资金投

入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同时，在乡镇和农村建立

农业环保组织机制，每个乡镇至少配备１名行政编
制的环保专职干部，在农村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形

成村民自治机制，起到相互监督、互相制约的

作用。

（３）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定
位监测。农业环境保护既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又是

一项社会性工作。财政部门要预算必要的工作经

费，保证农业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为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的监督管理，要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定位

监控点，及时掌握了解全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及

变化趋势，并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数据库，定期发布

农业面源污染状况信息。

３２　技术措施
（１）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推广科学

施肥技术和合理使用农药技术，大力推广高效、低

毒、低残留农业投入品，如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病虫草鼠害统防统治技术，控制和治理农业面

源污染，科学使用和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提高

有机肥使用量，限制使用碳酸氢铵氮。

（２）防止规模畜禽养殖场有机污染。农业部
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对规模畜禽养殖场加强管理。

一是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要制定区域畜禽产业发

展规划，并划定养殖业禁建区、禁养区，根据环境

容量合理确定畜禽养殖业发展的区域和规模。对新

建养殖场要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畜禽粪便综合

利用、污水治理和养殖场的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从源头控制污染

的产生。二是采用先进工艺，增设污染处理设施，

对现有畜禽养殖场的粪便进行处理和综合利用，大

力推广畜禽粪便厌氧发酵和商品有机肥生产等成熟

的技术，建设大中型能源环境示范工程。三是整治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把畜禽粪便污染治理和综

合利用作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点工作来抓，根

据各畜禽养殖场不同的生产规模和基础设施条件，

分别采取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治理办法，有

针对性地开展粪便和尿液等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工

作，对条件简陋、设施差、规模不大、效益不好的

养殖场进行关停。

（３）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大力
推广以 “清洁田园、清洁家园和清洁水源”为主

要内容的乡村清洁工程，从生产过程和生活环境入

手，充分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三大技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开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采取工程、生

物、农艺三大技术措施，推行多种生态模式，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模式，包括

“猪—沼—果 （菜）”技术模式、稻田生态养殖、

庭院生态—观光休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等生态农

业技术与模式。

（４）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加快实施农村沼气
项目，建设户用沼气池，带动农户改厨、改厕、改

圈，因地制宜推广 “一池三改”和 “猪—沼—菜”

等能源生态模式，促进循环农业发展。采取政府引

导、农户自愿建设的方式，建立包括实习培训基

地、服务站和服务网点的沼气服务体系。

（５）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因地
制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

和绿色食品为主攻方向，不断培育优势产品产业，

通过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

过程等环节的管理，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控。全面推

广普及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加大无公害

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力度，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

和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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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糖蜜酒精生产废水治理

　　　　　　———论酒糟的循环使用

李德光，李　羚，李　丽
（保山学院生物与化学系，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

摘　要：将酒精发酵系统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反应构成的复杂反应网络系
统，并应用平衡和平衡移动原理，对有糟液参与二次发酵的系统进行分析，指出：发酵系统中所有副反应

都有一个反应极限，当达到或超过极限时，副反应将受到抑制，因此，副产物在发酵系统不会形成累积，

不会影响正常发酵，以此为酒糟循环使用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酒精糟液；循环使用；发酵系统；副产物；平衡浓度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５５－０３

　　酒精粗馏塔底残液俗称 “酒糟”。酒糟循环使

用，可以从根本上减少酒精生产废水的最终排量，

减轻治污压力，这一点已早为人们所关注。据文献

记载［１］，在国外，已有淀粉质原料酒糟滤液部分

或全部回用作为拌料用水的工艺。在国内也有对淀

粉质原料酒糟循环使用的专门研究案例，且曾予推

广试用。对于甘蔗糖蜜酒糟能否循环使用的问题，

虽未见系统专门的报道，但云南省昌宁县卡斯糖厂

以２０％的酒糟滤液回用于糖蜜稀释用水的实践结
果证明，酒糟滤液循环使用对酒精的产量和质量并

无影响。但是，酒糟液循环使用毕竟是新事物，尽

管有实践基础，但理论根据不足，因而造成推广应

用的困难。本文将从化学反应平衡的角度予以解

释，为酒糟循环使用提供理论支持，以消除人们的

思想顾虑。

１　发酵系统中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反应平衡
１１　过程的方向和限度

自然界可以实际发生的过程都朝着趋于平衡的

方向进行。在经典热力学中，人们用△Ｇ≤０来判
断过程的方向和可能达到的极限限度。将这一原理

应用于化学反应或生化反应系统，对其中进行的化

学过程或生化过程同样有△ｒＧ≤０，即存在于系统
中△ｒＧ＜０的所有反应都有可能发生，直至△ｒＧ＝
０为止。△ｒＧ＝０为反应过程的极限，当系统中所

有反应都进行到极限时，在规定条件下，整个系统

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而且这种平衡是永恒的，

只要条件不变，平衡状态就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一

般的化学反应系统、催化反应系统或酶催化反应系

统都是如此。根据化学反应等温方程△ｒＧ ＝－
ＲＴｌｎＫθ＋ＲＴｌｎＱａ，当△ｒＧ＝０时，Ｑａ＝Ｋθ。即系统
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中各种物质的浓度为定值，

由平衡常数Ｋθ决定而不再随时间变化。
１２　发酵系统中的化学及生物化学反应平衡

发酵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化学和生

物化学反应系统。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确切知道

其中存在多少种反应类型，多少个化学和生物化学

反应过程和产生多少种化学物质。但是，有两点是

可以肯定的：①系统中实际发生的各种反应过程，
包括一般的化学反应，酶催化反应或耦合物驱动的

反应等等，所有反应过程都是△ｒＧ＜０的过程，这
些过程进行的最终极限是△ｒＧ＝０。当系统中所有
反应过程都到达反应极限时，整个系统将处于一种

平衡状态，这时系统中各种物质的浓度将不随时间

而变。对于发酵系统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事故

（发酵事故），这种平衡状态也是永恒的。因此，

从化学平衡的观点看，发酵系统中任何一种物质的

浓度都不会无限制地增加。②发酵系统中任何一个
化学或生物化学过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

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驱驶、相互促进、又相互

制约的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反应

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下，各种反应及其各种物质浓

度可以通过平衡移动起到控制、调节作用，最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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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个系统的平衡。兹以发酵系统中甘油 （丙三

醇）的生成为例说明上述观点。

甘油是酒精发酵的必然产物，由糖生成甘油的

化学反应式如下：

７Ｃ６Ｈ１２Ｏ６＋６Ｈ２Ｏ ＝＝＝１２ＣＨ２ＯＨ－ＣＨＯＨ－
ＣＨ２ＯＨ ＋６ＣＯ２

这仅是一个简单的总反应式。其实，甘油的生

成途径很多，目前已知的有：

（１）在糖的代谢过程中生成甘油

（２）在细菌利用糖产生２，３－丁二醇的同时
产生甘油

３Ｃ６Ｈ１２Ｏ →６ ２ＣＨ３－ＣＨＯＨ－ＣＨＯＨ－ＣＨ３＋
２ＣＨ２ＯＨ－ＣＨＯＨ＋ＣＨ２ＯＨ＋４ＣＯ２

（３）在发酵过程产生乙醇和乙酸的同时产生
甘油

２Ｃ６Ｈ１２Ｏ６＋Ｈ２ →Ｏ Ｃ２Ｈ５ＯＨ＋ＣＨ３ＣＯＯＨ＋
２ＣＨ２ＯＨ－ＣＨＯＨ－ＣＨ２ＯＨ＋２ＣＯ２

（４）糖与谷氨酸在发酵过程中生成琥珀酸的
同时产生甘油。

Ｃ６Ｈ１２Ｏ６＋ＨＯＯＣ－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ＮＨ－ＣＯＯＨ
＋２Ｈ２ →Ｏ ＨＯＯＣ－ＣＨ２－ＣＨ２－ＣＯＯＨ＋ＣＨ２ＯＨ
－ＣＨＯＨ－ＣＨ２ＯＨ＋ＣＯ２
（５）在脂肪水解产生脂肪酸的同时也产生甘

油，例如

Ｃ３Ｈ５ （Ｃ１５Ｈ３１ＣＯＯ）３ ＋３Ｈ２ →Ｏ ＣＨ２ＯＨ－
ＣＨＯＨ－ＣＨ２ＯＨ＋３Ｃ１５Ｈ３１ＣＯＯＨ

在上述生成甘油的５种途径中，不管以哪个反
应途径为主，甘油的极限浓度只有一个。因为，这

些过程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过程的△ｒＧ＜０，但
５个过程同时处于一个系统，它们在同一系统内有
共同的生成物—甘油。当５个过程都达到平衡时，
根据△ｒＧ＝０，Ｑａ＝Ｋθ，５个反应过程的平衡常数
中甘油的平衡浓度是唯一的。事实上，在这唯一的

浓度条件之下，其中的几种甘油生成途径已处于被

抑制状态。而且这种抑制现象是连锁发生的，因为

发酵系统中许多物质的生成途径都不止一种。当某

一种甘油生成途径被抑制时，不但伴随这一途径生

成的其它物质会被抑制，而且生成这些物质的另外

途径也会被抑制，从而发生一连串的平衡移动，这

种连锁现象最终将导致整个发酵系统中的化学和生

物化学反应网络处于动态平衡。

２　酒糟的循环使用
２１　酒糟中的基本物质

酒糟来自发酵成熟醪的粗馏。严格说，发酵成

熟醪中的所有物质在酒糟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

但是，许多挥发性物质的绝大部分已在粗馏过程中

随粗酒精去除，糟液中留存较多的是一些不挥发或

难挥发的高沸点物质和原液中悬浮的固相物质。前

苏联某酒精厂对粗馏塔中挥发性化合物分配状况进

行研究的结果表明［２］：酒糟中不含脂类和醛类

物质。

酒糟可分为固相和液相两个宏观相。固相以

钙、镁的无机和有机难溶盐为主，另有一些微生物

泥、纤维等物质。液相中以难挥发的高沸点化合物

为主，如甘油、琥珀酸、乳酸等，还有种类繁多的

醇、醛、酸、脂及其衍生物。液相中的化学成份是

非常复杂的，很难做到精确地定性和定量 （实际

也无必要）。因此，一般都只以其ＣＯＤ值来衡量其
中有机物含量的高低。

２２　酒糟循环对发酵的影响
２２１　酒糟中的固相对发酵的影响

发酵系统本身是一固一液两相平衡系统。这种

固—液平衡状态自稀糖液酸化开始便存在。固相的

主要成分是钙、镁的各种难溶盐类，每种难溶盐在

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溶解平衡，而且各种平衡之间也

是相互关联的，在糖蜜酸化、发酵以致蒸馏过程

中，可能因条件改变而使各种平衡之间发生相互转

化，但与各种固相成分平衡的醪液中离子浓度始终

由这些溶解平衡的平衡常数 Ｋｓｐ决定，即发酵醪液
始终是这些固相溶解达到平衡时的饱和溶液。在蒸

馏过程中，由于温度升高，醪液的粘性降低，而悬

浮固相的机械强度增大。因此，其中的悬浮固相很

容易通过沉降的方法使之除去。除去悬浮固相后的

酒糟液相，仍是各种难溶盐的饱和溶液，与原液中

各种难溶盐离子浓度是相同的。因此，在酒糟液的

不断循环过程中，悬浮固相不断被除去，而发酵醪

中难溶盐离子浓度则保持不变，不会形成累积，因

而不会对正常发酵造成影响。

２２２　酒糟液相对发酵的影响
发酵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化学和

生物化学反应网络。这个反应网络达到反应平衡

后，各种物质的平衡浓度是确定不变的。在发酵成

熟醪蒸馏过程中，这种平衡被破坏，其中的一些物

质在蒸馏过程中被除去了。当糟液二次返回发酵系

统后，由于其中的一些物质浓度低了，所以生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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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质的反应又将启动，直至重新达到平衡。与之

相反，如果其中的物质在糟液循环过程中仍保持较

高浓度，则在发酵过程中生成这种物质的反应便会

受到抑制。仍以甘油为例，甘油在成熟醪蒸馏过程

中几乎无损失而残留在糟液中，当甘油随糟液二次

进入发酵后，使得醪液中甘油浓度已接近平衡浓

度。因此，醪液中所有生成甘油的途经都将受到抑

制。不单是甘油如此，糟液中的其它物质也类似这

样的情况。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糟液循环使用后，

其中的杂质物质因受平衡浓度的限制而不会形成累

积，因而不会对正常发酵造成影响。

上述观点一个很好例证是蒲啊诺氏实验和巴斯

德氏实验［３］。蒲啊诺实验证明：“酒精发酵中产生

的甘油到达一定份量时，即不再增加。”巴斯德氏

的实验也证明：“发酵过程中产生甘油与琥珀酸的

比例为：甘油／琥珀酸 ＝５～５５／１约为一常数”。
这些都说明发酵系统中各种物质极限浓度的存在。

３　讨论
将酒糟沉降过滤除去其中固相后，液相返回作

为糖蜜稀释水，重新进入发酵系统和蒸馏系统，如

此往复，不断循环，形成一个循环生产系统。在循

环过程中，有原料的不断输入，同时有产品的不断

输出。从化学的观点看，这个循环过程就是平衡移

动原理的应用。即对系统中的主反应来说是在不断

增加反应物浓度的同时，不断从中分离除去生成

物，使主反应不断地向正方向进行。而对系统中的

副反应 （有害反应）来说，是不断增加副产物的

浓度而使反应不能进行或逆向进行。这种循环的结

果，除可以从根本上减少酒糟液排量和节省生产用

水外，还有以下好处：

（１）提高糖的利用率。发酵系统中的许多副
反应都是消耗糖分的。例如，在甘油的５种产生途

径中，有４种是从消耗糖开始的。酒糟循环使用
后，进入发酵系统的稀糖液中甘油浓度高，使得生

成甘油的各种反应被抑制，甚至逆向进行，从而减

少糖的消耗。在酒精发酵过程中，人们总是设法选

择优良的酵母菌种和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使糖的

代谢朝着生成酒精的方向进行，同时尽可能地控制

副反应。甘油生成途径中的第一种途径是糖代谢的

结果。糖在酵母菌的酒化酶作用下，有生成酒精和

甘油两种途径，在酒精发酵中，生成甘油的途径是

应该被抑制的。因此，当发酵系统中甘油浓度达到

或超过平衡浓度时，这一途径便可受抑制甚至逆向

进行。蒲啊诺的另一个实验是在发酵糖液中加入多

量的甘油，结果是到了发酵末期，甘油的数量反而

减少了［３］。说明甘油的生成反应是可逆的。另外，

酒糟中含有不可避免的残糖，这部分残糖可以在循

环过程中得以回收。

（２）可以节省糖蜜酸化用酸量。酒糟呈酸性，
ｐＨ＝４左右时，其中含有大量无机酸和有机酸，而
糖蜜稀释时要加无机酸进行酸化处理，因此，酒糟

中的无机酸正好可以利用。酒糟中的有机酸来自发

酵过程，返回发酵系统后，同样可以起到抑制发酵

过程中生成有机酸的副反应。所以，酒糟液在循环

使用中不必进行中和处理。

酒精糟循环使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方面

也有案例，若能推广使用，对减轻酒精企业，特别

是制糖企业污水治理负担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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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钱塘江上游某化工香料企业的泵优化技改为例，通过分析物料输送泵优化技改前后的工艺
流程和污染物排放情况，从而佐证化工行业物料输送泵的选型与污染物排放量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达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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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香料化学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各精馏体系在生

产过程中需要保持２ｍｍ汞柱绝压的真空。因一般
香料的生产采用湿蒸的技术，产生真空的设备普遍

采用蒸汽喷射泵加水环式真空泵的方式。水环式真

空泵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这些水和从真空管线抽出

的溶剂等低沸点有机质混合后，ＣＯＤ能达到
３０００ｍｇ／Ｌ左右。虽然有部分水可以循环利用，但
还是产生了大量的废水，是精馏装置废水的主要

来源。

而无油机械真空泵也可以产生高真空，并且只

需少量冷却水。这些冷却水不和物料发生接触，无

任何污染，可以作为清水排放。并且从真空管线抽

出的溶剂等低沸点有机质不溶解在水中，非常容易

通过冷凝的方法进行回收利用。

２　水环真空泵在精馏体系产生的污染分析
钱塘江上游某香料化工企业原有５只精馏釜，

分别为 ＸＳ４１、ＸＳ４２、ＸＳ４３、ＸＳ４４、ＸＳ４５，其中
ＸＳ４４已停止运行，其余４只基本处于长期运行的
状态。进入污水处理站的废水量为１６９３０ｔ／ａ，其中
水环式真空泵用水达到了８８０７ｔ。具体污水产生情
况如表１。

水环式真空泵的用水占了总废水量的 ５２％，
各精馏釜水环式真空泵用水详细情况见表２。

表１　某香料化工企业污水量构成一览表 （ｔ／ａ）

类别 数量

工艺废水 １５２２

水环式真空泵用水 ８８０７

设备、地面冲洗用水 （包括部分雨水） ６３６０

其它 ２４１

总计 １６９３０

表２　各单元水环式真空泵用水一览表 （ｔ／ａ）

ＸＳ４２ ２ＢＶ６１１１ １８００

ＸＳ４３ ２ＢＶ６１１０ １５００

ＸＳ４５ ２ＢＶ６１１１ １８００

其它 １９０７

总计 ８８０７

４只常开的精馏釜上的水环式真空泵用水占了
总水环泵用水的７８％，占了总废水量的４０％，可
以说是最大的废水来源。

３　改造方案
本着源头治理和清洁生产的原则，计划将这４

只水环式真空泵改成无油机械真空泵。该方案经过

了充分的研究、论证和试验，已被证实在工艺上是

完全可行的。

原水环式真空泵真空体系示意如图１，改为无
油机械真空泵后，真空体系示意如图２。

改造后精馏系统的工艺条件基本稳定，不影响

前后道生产工段；改造后系统的优点在于冷却水和

物料体系不进行接触；真空管线中出来的低沸点有

机质经过前后两级冷井后，被充分收集回用，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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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量大幅减少。

４　指标对比
改造前后各项指标对比情况如表３。
从化工香料企业精馏工段的真空泵选择改造

前后指标分析：水环式真空泵的优点是费用低、

维护简单，缺点是产生废水多、物料损耗大，无

油机械真空泵优点是无废水、物料回收较彻底，

缺点是费用高、维护要求高，此外在输送介质上

各有各的局限性，其中水环式真空泵不能在连续

性操作工段使用；无油机械式真空泵不能吸腐蚀

性气体介质。

表３　改造前后对比各项指标对比情况

对比项目 水环式真空泵 无油机械真空泵

产生真空度 好 好

真空稳定性 好 好

产生废水量 多 几乎没有

回收物料率 一般 高

产生噪音 一般 一般

初期设备费用 少 多

维护要求 低 高

能耗 高 一般

使用条件局限性 不能作为连续性操作工段 不能吸腐蚀性气体

５　环境效益分析
本次改造共投资２４万元，企业改造后废水量由

每年１６９３０ｔ／ａ降为１１０３０ｔ／ａ，直接减少废水排放量
５９００ｔ／ａ，按照产生污染物浓度 ＣＯＤＣｒ３０００ｍｇ／Ｌ计
算，从生产设备改造直接削减ＣＯＤＣｒ１７７ｔ／ａ，同时
为末端污水处理厂减少２３６ｔ／ｄ的高浓度废水处理
负荷，按照处理该类废水２元／ｔ运行费用计算，年
减少污水处理运行费用１１８万元，同时每年可减
少４万余元排污费，故企业改造了真空体系后，每
年可以减少５１８万元直接支出，按照２４万元一次
性改造投资计算，４６ａ即可直接回收一次投资。
以上分析中还未包括减少的流失物料成本，可见无

论是从前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清洁生产优化出

发，还是从减轻末端治理负荷角度衡量，化工香料

生产企业真空泵优化技改有着鲜明的环境正效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ｎＶａｃｕｕｍ
Ｐｕｍｐ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ｕ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ＸＩＡＹａｎｇ１，ＷＥＮＧＳｈｉ－ｌｉｎｇ１，ＳＨＡＯＸｉａ－ｈｕｉ２，ＣＨＥＮＹｕｅ－ｈｕａ２

（１．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ｖａｃｕｕ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ｕｍｐ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ｕ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ｍｐｓｉｎｏｎｅ
ｐｅｒｆｕ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ｕｄｉｔ，ａｌｓｏ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ａｎｄ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ｅｒｆｕｍｅ；ｖａｃｕｕｍｐｕｍｐ；ｔｙｐ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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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南缘克里雅绿洲土地利用变化

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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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塔里木盆地南缘克里雅绿洲作为典型区，分析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克里雅绿洲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土地利用变化很明显，生态服务价值从１９９１
年的１０００４×１０８元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８７９２×１０８元，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了１２％，平均每年净损失生态服务
价值３２２元／ｈｍ２。湿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大，变化率高达 －３７５４％。湿地、水体面积变化的绝对
量高、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大是导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敏感性分析结果表

明，克里雅绿洲生态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指数是缺乏弹性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可为研究区土地利

用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克里雅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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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土
地利用导致的土地覆盖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

部分和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

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１］。土地利用

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地表覆盖变化必然影响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２］，因此，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

其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逐渐引起了广泛

关注［３～５］。

生态服务价值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

并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是

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人类的发展建立在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引入到土地利用决策当中，才

能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土地可持续利

用。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下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我国近年来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较

多的是有关人工景观、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

统和城市绿地系统生态服务价值等方面［８～１１］。但

是我国西部经济落后、生态脆弱的干旱地区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把塔里木盆地南缘克里雅绿洲作为研究区，应用生

态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克里雅绿洲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由此引起的生态
服务价值变化，旨在探讨干旱区绿洲土地利用的合

理性，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土地利用规划及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克里雅绿洲位居塔里木盆地南缘克里雅河流

域，昆仑山北麓，是一个典型的绿洲－荒漠交错地
区。该区南高北低，最高海拔５４６０ｍ，最低海拔
１１８０ｍ，在气候上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热量
与光照丰富，多年平均气温 １２４℃，≥１０℃积温
４３４０℃，多年平均降水量４４７ｍｍ，多年平均蒸发
能力２４９８ｍｍ，无霜期为２００ｄ。克里雅绿洲有大
小河流１１条，其中可利用的河流５条，年总径流
量９６１×１０８ｍ３，可用的泉水沟 ６条，年径流量
１６５×１０８ｍ３，地下水总量２９×１０８ｍ３，可开采量
２４×１０８ｍ３。天然植被以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柽柳 （Ｔａｍａｒｉｘｓｐｐ）、胡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ｐｈ
ｒａｔｉｃａ）、骆驼刺 （Ａｌｈａｇｉｓｐａｒｉｓｉｆｏｌｉａ）为主。克里
雅河源于昆仑山麓，流经克里雅绿洲消失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绿洲几乎没有工业，农业以

种植业为主，农作物种类主要有棉花、小麦、玉

米等［１２］。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获取与处理

研究采用的 ＬＵＣＣ动态数据的获取以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和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全波段图像作为
基本信息源。研究区总面积为 ３７６４９８ｈｍ２，边界
范围为左上角：８１°０８′５９″Ｅ、３７°１２′０４″Ｎ，右下
角：８２°００′０３″Ｅ、３６°４４′５９″Ｎ。以 ２００１年已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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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Ｍ影像为基准，将 １９９１年 ＴＭ影像进行几何校
正，使该两景影像具有同样的地图投影方式和边界

范围。进行相应的辐射校正及增强处理等图像预处

理工作。用 ＥＮＶＩ４３软件，采用精度和稳定性都
比较高的复合分类法获得研究区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１年
土地利用变化图 （图１、图２）与相关数据。根据
研究区实际情况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单位面积

价值评价，土地利用类型划分水体 （河流、湖泊

与水库）、湿地、草地１（温性草甸草原，覆盖度
２５％以上）、草地２（温性荒漠草原，覆盖度２５％
以下）、沙地、盐碱地和耕地等７类。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赋值
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评价

的方法主要有３类：能值分析法、物质量评价法和
价值量评价法。岳书平等的研究表明价值量评价方

法所得的结果，既可以进行不同生态系统与同一项

生态系统服务的比较，也能将某一生态系统的各单

项服务综合起来。因此，本文采用岳书平等采用的

研究方法分析了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情

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算公式如下：

ＥＳＶ＝Ａｋ×ＶＣｋ （１）
式中：ＥＳＶ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元），Ａｋ指

研究区第 ｋ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 （ｈｍ２），

ＶＣｋ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即单位面积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 （元／ｈｍ２·ａ）。

考虑到研究区实际情况，使用谢高地等人提出

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单位面积价值平均值，计

算克里雅绿洲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表１）。
表１　土地利用类型对应的生态系统类型

及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 （元／ｈｍ２·ａ）

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１ 草地２ 耕地 水体 湿地 荒漠

生态系

统类型

温性草

甸草原

温性荒

漠草原
农田

湖泊、

河流

沼泽

湿地

沙地、

盐地

生态服务功能

价值指数
７９３３７ ２４６４０ ４３４１２ ４０６７６４５５４８８９３７１４

２３　敏感性分析方法
为了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随时间的变化对于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依赖程度，本文选取经济

学中的弹性系数概念来计算价值指数的敏感性指数

（ＣＳ）。文中将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价值指数分别
调整５０％，来衡量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
如果ＣＳ＞１，表明 ＥＳＶ相对于 ＣＳ是富有弹性的；
如果ＣＳ＜１，ＥＳＶ则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比值越
大，表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准确性越关键。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Ｓ＝
（ＥＳＶｊ－ＥＳＶｉ）／ＥＳＶＩ
（ＶＣｊｋ－ＶＣｉｋ）／ＶＣｉｋ

（２）

式中，ＥＳＶ代表总生态服务价值量；ＶＣ代表
价值系数；ｉ和 ｊ分别表示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调整后的价值；ｋ代表
土地利用类型；ＣＳ代表敏感度［１３～１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由表２可知，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克里雅绿洲土
地利用变化明显。水体面积减少８５４ｈｍ２，年变化
率达３１８％；湿地面积减少１８７５ｈｍ２，年变化率
达３７５％；荒漠面积减少２４７２ｈｍ２，年变化率为
０１３％，由于荒漠面积在研究区土地利用中所占
的比重最大 （占５２０３％），属于比较稳定的土地
利用类型；草地１面积增加１５４５ｈｍ２，年变化率达
１８７％；草地２面积增加５１７４ｈｍ２，年变化率为
０４１％；草地２的总面积在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
重仅次于荒漠 （占３３９０％），也是研究区内比较
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耕地面积减少 １５１８ｈｍ２，
年变化率达０４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土地利用变化
的趋势为草地面积增大，水体、湿地、荒漠、耕地

面积减少，湿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荒漠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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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克里雅绿洲植被覆盖率有增加趋势，这与该区

域近１０ａ降水量增加有关。从近１０ａ克里雅绿洲小
气候条件变化方向可以看出，小气候呈现了向有利

于草地的生长趋势，引起研究区草地面积的增加与

荒漠面积的减少。另外该时段当地政府大力推行退

耕还林还草、治理沙化政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

究区的生态环境，草地面积增加同时荒漠面积减少

了［１５］。随着克里雅绿洲人口增加，增加了农业用

水量，在水资源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势必会减

少生态用水量，导致湿地与水体总面积减少［１６］。

干旱气候背景下，湿地与水体面积往往与区域生态

环境稳定性密切相关，湿地与水体面积减少表明该

区域生态环境退化趋势。此外，研究区内盲目开荒

导致绿洲内部土壤次生盐渍化，影响了土地生产

力，造成农田弃耕现象，导致耕地总面积的减少。

表２　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 水体 湿地 荒漠 草地１草地２ 耕地

１９９１面积／ｈｍ２ ２６８７ ４９９７ １９５８００ ８２５６ １２７６４９ ３７１０９

２００１面积 ／ｈｍ２ １８３３ ３１２２ １９３３２８ ９８０１ １３２８２３ ３５５９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面积
变化／ｈｍ２ －８５４ －１８７５－２４７２ １５４５ ５１７４ －１５１８

变化率／％ －３１７８－３７５２－１２６１８７１ ４０５ －４０９

年变化率／％ －３１８－３７５－０１３ １８７ ０４１ －０４１

３２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运用公式 （１），对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１

年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见表３。
表３　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１年生态服务价值

（１０８元／ａ）

土地利用

类型
水体 湿地 荒漠 草地１草地２ 耕地

生态服务

总价值

１９９１ １０９３ ２７７３ ０７２７ ０６５５ ３１４５ １６１１ １０００４

２００１ ０７４６ １７３２ ０７１８ ０７７８ ３２７３ １５４５ ８７９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变化

－０３４７－１０４１－０００９０１２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６ －１２１２

由表 ３可知，克里雅绿洲生态服务价值从
１９９１年的 １０００４×１０８ 元降低到了 ２００１年的
８７９２×１０８元，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了 １２％，达
１２１２×１０８元，平均每年净损失生态服务价值
３２２元／ｈｍ２。由表３和图３可知，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
克里雅绿洲水体、湿地和草地１的生态服务价值均
有较大变动。其中湿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大，

变化率高达－３７５４％，其次为水体，变化率高达
－３１７５％，草地１的变化率为１９７７％。荒漠生

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小，变化率为－１２４％，草地
２与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分别为３９１％和
－４４１％。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少主要
是由湿地与水体面积的减少而引起的。因为湿地与

水体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主体部分，总面积变化的绝

对量很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也远大于研究区

内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的减少直接导致生态

系统服务总价值降低。其中湿地面积从 １９９１年
４９９７ｈｍ２减少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１２２ｈｍ２，１０ａ间净减
少１８７５ｈｍ２，生态服务价值净损失１０４１×１０８元，
对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的减少贡献最大；水体面积

１０ａ间净减少８５４ｈｍ２，生态服务价值净损失０３４７
×１０８元，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减少有一定的贡
献。因此，为了减少湿地、水体面积缩小对生态服

务价值带来的损失，土地利用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

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湿地、水体间的配置，对现有

的湿地、水体，在确保发挥最佳生态服务功能的同

时，加强保护，实现研究区内土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３３　敏感性分析
根据敏感性指数的计算公式，把各种土地利用

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分别上下调整５０％，计算
出了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１年的敏感性指数。
由图４可知，不同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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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敏感性指数的

变动小，而且均 ＜１，表明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是缺乏弹性的，运用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提出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结合敏感度
分析，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量化区域生态服务价值是

切实可行的。

４　结论
（１）运用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１年的土地

利用数据，分析绿洲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结果表

明，克里雅绿洲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土地利用变化总的
趋势为草地面积增大，水体、湿地、荒漠、耕地面

积减少，湿地变化的绝对量最大，荒漠变化的绝对

量最小。

（２）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表明，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年克里雅绿洲水体、湿地和草地１的生态服
务价值均有较大变动。湿地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

大，其次为水体。从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来看，克

里雅绿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减少趋势，１０ａ间
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了１２％，达１２１２×１０８元。生
态服务价值减少主要是由湿地、水体总面积变化的

绝对量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大于研究区内其它

土地利用类型而导致的。

（３）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份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敏

感性指数均＜１，表明运用生态服务价值系数，结
合敏感度分析，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量化区域生态服

务价值是切实可行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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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评价法的湿地土壤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卓少玲１，陈　盛２，张江山１，王艳君２，胡　军１

（１．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２．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 福清 ３５０３００）

摘　要：应用模糊评价法对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在模糊算子的选择上采用加权
平均模型，评价研究表明：加权平均模型充分考虑了每个因子的影响，评价结果更客观。

关键词：湿地土壤；模糊评价；加权平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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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江河口湿地作为福建省闽江的出海口，是闽
江注入河流中污染物的归宿地之一。近年来，随着

城市规模扩大和人类活动干扰，闽江河口湿地土壤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影响了人类健康和环境

安全。湿地土壤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是旨在揭示湿地

土壤质量恶化的现状，从而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保护湿地生态环境，进行湿地生态建设提供科学

依据。

在土壤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中，综合污染指数

评价是最常用的评价方法，但该评价方法忽略了

土壤环境污染的模糊性，使评价结果不够客

观［１］。模糊数学方法通过隶属度描述各级土壤标

准界限的模糊性，使评价结果接近于实际。在模

糊评价法中，加权平均模型体现各个参评因素的

综合作用，反映了参评因子对土壤重金属环境质

量的综合影响的情况。为此，本文拟对加权平均

模型进行探讨。

１　模糊评价方法和原理
模糊数学是１９６５年由 Ｚａｄｅｈ提出的，已经被

广泛用于生产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土壤环境质量评

价中，其分辨率明显高于其它评价方法［２］。其简

要步骤如下：

１１　评价因子集的建立
对某一因素 （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若影响

该因素的指标有ｍ个，分别记为 ｕ１，ｕ２，…，ｕｍ，
则由这ｍ个指标构成一个评价因素的有限集合：

Ｕ＝｛ｕ１，ｕ２，…，ｕｍ｝
１２　评价等级集的建立

评价集是评价因子 （污染因子）所包含的各

种等级的集合，设某污染物有ｎ个等级，分别记为

ｖ１，ｖ２，…，ｖｎ，即该污染物评价等级集为：
Ｖ＝｛ｖ１，ｖ２，…，ｖｍ｝

１３　隶属函数的确定
模糊关系矩阵 Ｒ代表了评价因子对评价等级

集的隶属度，可以把隶属度看成污染物的浓度关于

环境质量标准的函数。假设某污染因子的实测浓度

为ｘ，其对土壤环境质量级的隶属度 ｙ可用下面三
个分段函数表示：

当实测浓度 ｘ位于左端，属于 ａ级的隶属
度为：

ｙａ＝

１ ｘ≤ｘ１
ｘ２－ｘ
ｘ２－ｘ

ｘ１＜ｘ＜ｘ２

０ ｘ≥ｘ
{

２

当实测浓度 ｘ位于中间，属于 ｊ级的隶属
度为：

ｙｊ＝

１ ｘ＝ｘｊ
ｘ－ｘｊ－１
ｘｊ－ｘｊ－１

ｘｊ－１＜ｘ＜ｘｊ

ｘｊ＋１－ｘ
ｘｊ＋１－ｘｊ

ｘｊ＜ｘ＜ｘｊ＋１

０ ｘ≤ｘｊ－１或ｘ≥ｘｊ













＋１

当实测浓度 ｘ位于右端，属于 ｎ级的隶属
度为：

ｙａ＝

１ ｘ≥ｘｎ
ｘ－ｘｎ－１
ｘｎ－ｘｎ－１

ｘｎ－１＜ｘ＜ｘｎ

０ ｘ≤ｘｎ
{

－１

式中：ｙ表示第 ｉ项评价因子属于第 ｊ等级的
隶属度；ｘ１，ｘ２，…，ｘｎ为Ⅰ级、Ⅱ级、…ｎ级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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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土壤环境质量的模糊矩阵
Ｕ是一个模糊向量，Ｖ是一个矩阵，在 Ｕ和 Ｖ

给定之后，由此构建因素论域 （各污染因子）和

评语论域 （评价标准）间的隶属度模糊矩阵Ｒ：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 …

ｒｍ１ ｒｍ２ … ｒ
{ }

ｍｎ

根据模糊关系的定义，ｒｉｊ表示第 ｉ种污染物的
环境质量数值可以被评为第 ｊ级环境质量的可能
性，即ｉ对ｊ的隶属度［３］。

１５　权重的确定
采用指标污染负荷贡献率计算方法来确定权

重，计算方法如下：

ａｉ＝
Ｘｉ／Ｓｉ


ｍ

ｉ＝１
（Ｘｉ／Ｓｉ）

其中：αｉ为第ｉ个因子的权重；
ｘｉ为该指标的实测值；
ｓｉ＝ （ｘ１＋ｘ２＋… ＋ｘｎ）／ｎ；ｘ１，ｘ２，…，ｘｎ

为该指标对应的各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级别的标

准值。

１６　模糊评价运算及结果生成
常用的模糊评价运算模型很多，如单因素决定

模型、主导因素突出模型、加权平均模型和几何平

均模型等。这些模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突

出单个决定因素作用的模型，如单因素决定模型和

主导因素突出模型；二是体现各个参评因素综合作

用的模型，如加权平均模型和几何平均模型。这里

选取一种最常用的模型：加权平均模型，并在实例

研究中对该模型进行分析。

加权平均模型：

ｂｊ＝
ｍ

ｉ＝１
ａｉｒｉｊ　ｊ＝１，２，…，ｎ

式中：ｂｊ为最终评价结果对应于第 ｊ个等级的
隶属度，αｉ为对应的权重，ｒｉｊ为模糊关系矩阵Ｒ中
的对应元素，ｍ为参评因子个数，ｎ为所划分的等
级数。类似的计算得到评价向量 Ｂ＝ （ｂ１，ｂ２，
…，ｂｎ），由于该模型计算结果已经自动归一化，
所以以该集合中最大值所对应的级别作为最终评价

结果［４］。

２　评价实例
本文用参考文献 ［５］中所列的福州闽江河口

湿地８个具有代表性的监测点进行湿地生态系统污
染调查，采样点分别为：琅岐大桥、潭头港、鳝渔

滩、红树林地、浪头鼻、水禽保护区、梅花镇、宣

教区。湿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值见表１。
表１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土壤

重金属含量均值 （ｍｇ／ｋｇ）

编号 采样区 Ｃｕ Ｐｂ Ｎｉ Ｚｎ Ｃｒ Ｃｄ

ＮＯ１ 琅岐大桥 ４７９６ ６８８５ １８７４ １４２０７ ２１９８ ０６１

ＮＯ２ 潭头港 ４８１２ ８７６２ ３６５７ ９９７７ ５８４７ ００３

ＮＯ３ 鳝鱼滩 ４５１７ ７８９６ ２２７８ １１７２７ ３７８４ ００８

ＮＯ４ 红树木地 ５５２２ １０５２１ ２７２１ １５５１３ ５６９９ ０５４

ＮＯ５ 浪头鼻 ５５０１ １１３０３ １２８ １１６１７ ８５４１ ００５

ＮＯ６水禽保护区 ４８４４ １０５１ ４４ １１６７７ ５９７１ ０１６

ＮＯ７ 梅花镇 ２７２１ １１６４ ２５７８ ９３３ ６３１３ ００６

ＮＯ８ 宣教区 ３４６４ １１７７７ １８２３ １４８８７ ８０７８ ０３５

２１　模糊数学理论的确立
取Ｃｕ、Ｐｂ、Ｎｉ、Ｚｎ、Ｃｒ、Ｃｄ６种土壤重金属

为评价因子，即评价因子集为：Ｕ＝ ｛Ｕ１，Ｕ２，
… ，Ｕ６｝，评价等级集：Ｖ＝ ｛Ｖ１，Ｖ２，Ｖ３｝，权
重集：Ａ＝ （α１，α２，…，α６），建立综合评价模
型为：Ｂ＝Ａ·Ｒ＝（ｂ１，ｂ２，ｂ３）。
２２　评价标准

本评价方法评价标准采用 《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各标准值见表２。
表２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ｍｇ／ｋｇ）

元素
一级 二级 三级

自然背景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ｓ ｐＨ６５～７５ ｐＨ ＞７５

Ｃｕ ３５ １００ ４００

Ｐｂ ３５ ３００ ５００

Ｎｉ ４０ ５０ ２００

Ｚｎ １０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Ｃｒ ９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Ｃｄ ０２ ０６ １

２３　隶属度函数的确定及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依据各采样点实测值及评价等级集，对应于各

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等级的隶属度函数，组成一个

６×３的模糊矩阵，各个点经过计算所得的关系模
糊矩阵为：

Ｒ１＝

０８０１ ０１９９ ０
０８７２ ０１２８ ０
１ ０ ０
０７２０ ０２８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９７５ ００２５

Ｒ２＝

０７９２ ０２０２ ０
０８０１ ０１９９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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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３＝

０８４４ ０１５６ ０
０８３４ ０１６６ ０
１ ０ ０
０８８５ ０１１５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Ｒ４＝

０６８９ ０３１１ ０
０７３５ ０２６５ ０
１ ０ ０
０６３２ ０３６８ ０
１ ０ ０













０１５ ０８５ ０

Ｒ５＝

０６９２ ０３０８ ０
０７０６ ０２９４ ０
１ ０ ０
０８９２ ０１０８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Ｒ６＝

０７９３ ０２０７ ０
０７３５ ０２６５ ０
１ ０ ０
０８８８ ０１１２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Ｒ７＝

１ ０ ０
０６９３ ０３０７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Ｒ８＝

１ ０ ０
０６８８ ０３１２ ０
１ ０ ０
０６７４ ０３２６ ０
１ ０ ０













０６２５ ０３７５ ０

２４　计算参评因子权重
根据１５确定的方法，由表１和表２中数据计

算得到各采样点参评因子权重值见表３。
表３　各采样点参评因子的权重值

编号 采样区
重金属类型

Ｃｕ Ｐｂ Ｎｉ Ｚｎ Ｃｒ Ｃｄ

ＮＯ１ 琅岐大桥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４ ０２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４４０
ＮＯ２ 潭头港 ０１７０ ０１９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３２
ＮＯ３ 鳝鱼滩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６１ ０２８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１
ＮＯ４ 红树林地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２ ０３４２
ＮＯ５ 浪头鼻 ０１８５ ０２４４ ００８０ ０２４６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０
ＮＯ６水禽保护区 ０１７０ ０２３６ ００２８ ０２５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７
ＮＯ７ 梅花镇 ０１０１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２１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６
ＮＯ８ 宣教区 ００８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５ ０２３７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３

２５　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及模型评价
采用加权平均模型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

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采样点的评价向量及按照最

大隶属度的原则判断各个采样点的土壤环境质量级

别，见表４。各个采样点按各级隶属度评价向量的
曲线比较见图１。

表４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评价

模型

评价

结果
ＮＯ１ ＮＯ２ ＮＯ３ ＮＯ４ ＮＯ５ ＮＯ６ ＮＯ７ＮＯ８

加权

平均

模型

一级 ０４６２ ０９２６ ０９０８ ０５５９ ０８４５ ０８７３ ０９１５０７６５

二级 ０５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２ ０４４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５０２３５

三级 ０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评价等级二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２６　结果与讨论
从表４和图１可以看出，在１号 （琅岐大桥）、

４号 （红树林地）、８号 （宣教区）监测点中，湿

地的土壤质量情况较差。琅岐大桥湿地是因过往车

辆汽车尾气的影响；红树林地是因为土壤能够吸附

土壤中的重金属；而宣教区湿地位于湿地的最下

游，重金属污染存在向两侧和下游迁移和不断沉积

现象。根据评判结果，琅岐大桥、红树林地、宣教

区原有的湿地生态环境受到了影响，改变了湿地的

土壤情况，今后应加强对琅岐大桥等湿地土壤环境

质量的保护，合理地控制对湿地土壤资源的开发利

用，协调好湿地保护与湿地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关

系，使闽江河口湿地的土壤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建设

和谐发展。

３　结语
本文采用的加权平均模型综合考虑了多种参

评因素的贡献，依权重的大小对所有的因素均衡

兼顾，由此得出了评价向量确定的评价区域土壤

环境优劣情况，客观地反应了土壤环境状况。加

权平均模型让每个因素都对综合评价有所贡献，

并把贡献按权重进行分配，它具有正侧性、单增

性、连续性和可加性的特点。运用加权评价模型

进行评价，可以体现各个参评因素对整个评价结

果的综合影响。

加权评价模型主要适用于各个参评因素超标情

况接近，即不存在单因素否决，且评价出发点为希

望评价体现不同参评因子对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的

综合影响的情况［６］。总体上表明，采用加权平均

模型使得评价结果更为准确、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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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桉树工业原料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鲜　红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

摘　要：介绍了桉树的特点，分析了普洱市、文山州大规模发展人工桉树林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桉树工业原料林；生态环境影响；普洱市；文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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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造纸工业的需要，云南省普洱市、文
山州的适宜地带大规模发展人工桉树林。速生桉树

对土壤水分和养分的掠夺性吸收，会对其它植物种

群的生长和生存造成威胁。所以，桉树林营造成功

后，它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是林业和环保工

作者关注的问题。笔者对普洱市、文山州人工营造

的桉树林进行了踏堪，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此就

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１　桉树的生长环境及特征
１１　桉树的生长环境

桉树是桃金娘科桉属植物的通称，常绿乔木，

适生于海拔８００～１８００ｍ，年平均气温约１７４℃ ～
２２５℃，年降水量９００～１８００ｍｍ，土质疏松肥沃，
酸碱皆宜的环境。喜光，喜湿，耐旱，耐热，畏

寒，对低温很敏感，低温－４℃出现冻害。
１２　桉树的优越性
１２１　速生

桉树是目前公认的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当年营

造，当年即可成林。景谷林业股份公司２００７年营
造的 ６２１２ｈｍ２桉树，到 ２０１０年平均树高可达
１２ｍ，平均胸径 １２ｃｍ，每 １ｈｍ２蓄积 ５７７ｍ３。因
此，桉树现在被大规模发展成为工业原料林。

１２２　适合做园林绿化树种
桉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可达１００～１５０ｍ，树

姿优美，四季常青，高大挺拔，适宜作为园林绿化

树种。

１２３　可作为工业原料和医药原料
桉树嫩枝和树皮中含有单宁，可以提炼栲胶。

树皮和木材还可用来造纸浆。桉树花期长，流蜜量

大，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桉树木材性质多种多

样，一般坚韧耐久，可供枕木、矿柱、桥梁、建

筑、浆粕和人造板等用料。叶可提制精油，生产桉

叶醇、柠檬醛等，在香料、医药工业上有广泛

用途。

１３　桉树的弊端
１３１　水分、养分需求量极大

桉树为了满足迅速生长的需要，必须快速、大

量地吸收水分和养分，因而被称为 “抽水机”和

“抽肥机”。导致土壤保水能力差，土壤中水分枯

竭，甚至造成地下水位下降。还使得土地肥力下降

乃至贫竭、退化。

１３２　桉树会抑制周围植被生长
桉树对土壤中水分、养分的霸占会致使林下原

生灌木、地被物等因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养分而

衰退并逐渐绝迹。所以桉树林内生物多样性水平

低，会造成生物食物链断裂，生态环境遭受颠覆性

破坏，甚至形成 “绿色沙漠”。

１３３　对环境有毒害作用
桉树林区土壤肥力下降后，有时会施用大量的

化肥和农药。化工产品毒性强、毒效长，一旦施加

在土地里，将很难清除，继而会造成水质污染，人

畜饮用后不利于身体健康。

２　项目区桉树工业原料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２１　对项目区生态环境和大气环境的影响

桉树工业原料林绝大部分取地为退耕还林和宜

林撂荒地，只有极少数取地为次生林和人工林，客

观上增加了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桉树林营造成功

并已投产，充分显示了速生高产的特性，去皮木材

蓄积量为２８０５ｔ／ｈｍ２·ａ，是其它林木的３～５倍，
除满足项目功能性需求外，还为社会提供大量木制

产品。

桉树工业原料林是一个巨大的碳储库，又是一

个氧气加工厂，为了速生高产，吸收大量二氧化

碳，其消耗量为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ａ，同时释放大量氧
气，对于净化大气，减轻温室效应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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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由于在营造和维护桉树林时注意了精确施肥，

平衡施肥，并施用有机肥、绿肥等，在林中保留采

伐剩余物和枯枝落叶，土壤营养元素、生物循环基

本没有受到阻滞。再加上适量的施肥补给，桉树林

与撂荒土、次生林地比较，除有效磷、有效硼略有

降低外，其他速效养分 （速效磷、速效钾、有效

钼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根据云南林科院

对蓝桉、直干桉等试验林测定，１９年生桉树林地
与造林前土壤养分变化不大，基本没有造成地力下

降，所谓 “抽肥机”的作用并不明显。

又据资料表明，工业桉林区的水土流失总体上

出现下降，其土壤侵蚀模数和等级未进一步加大。

水土流失已经控制在其他林地现有的侵蚀水平上。

２３　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响
桉树林地适宜降雨量为 ９００～１８００ｍｍ，而项

目区的年降雨量为１０００～１９００ｍｍ，所以降水能满
足桉树生长的需要。且项目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丰富，桉树林区未现出土壤水分枯竭和地下水位下

降现象。所谓 “抽水机”的作用也不明显。

水污染问题。由于项目区尽量不用或少用农

药，严禁使用高残高毒农药，加上施肥量与土地需

求量基本平衡，而且肥料深施于根部，大部分被林

木根系吸收，部分挥发到空气中，只有很少一部分

随地表水流失或进入地下水。监测数据反映，附近

溪流、河流中的 Ｎ、Ｐ、Ｋ等含量均未超标，完全
符合水质功能要求。因此，可以认为工业桉树原料

林对项目区水体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２４　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
工业桉树林不可能成为一个大面积的整体，必

须分割为若干斑块镶嵌于其他森林之中。这些斑块

多数 为 ２６６７～３３３３ｈｍ２ 或 更 小，部 分 ＞
３３３３ｈｍ２，少 部 分 略 ＞６６６７ ｈｍ２。２６６７～
３３３３ｈｍ２或更小的桉林斑块与其他植被的连通性
较好，对当地植物群落的复杂性影响相对较小。＞
３３３３ｈｍ２甚至＞６６６７ｈｍ２的桉林斑块，因其在局
地分布的成片性，容易在局地形成纯林程度较高的

生态系统，物种比例与当地长期建立起来的物种结

构具有较大差异，在一定时期内会对局地生态系统

多样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大规模桉树工业原料林会引起原有生态系统组

成、结构的变化，导致生态功能的改变，这种变化

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从原有局地多样化

生态系统变为桉树林生态系统，即从多样化变为单

一化，降低了局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但从整体生

态系统来看，速生高产桉树林取代低效林地和相似

性林地，从原来年际间对生态系统人工的较小扰动

变为每年间隔１次的较大扰动，扰动幅度加大了；
从原来人为干扰以年为周期 （种粮食）变为６ａ为
周期 （桉树采伐）的大扰动，扰动频率变小了。

类比澳洲和海南省桉树林的情况，原有生态系统的

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发生变化，对生态系统抵御外

来物种入侵、病虫害入侵等方面的能力，并没有显

著性影响。所以，从长远来看，桉树工业原料林对

当地整体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多方面因素

的共同作用，不能简单认为多样性降低后系统稳定

就降低，生物量提高后系统的恢复能力就增强。

２５　对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桉树工业原料林对植物群落的影响主要看取地

类型。取地前为次生常绿阔叶林，种植桉树后，群

落结构由复杂变为简单，由组成完全到单一化，由

稳定向不稳定变化；如取地为其他人工林，种植桉

树后，群落结构均较简单，组成均比较单一，稳定

性变化不明显；如取地为轮歇撂荒地，种植桉树

后，群落结构虽然均较简单，但组成中有了乔木

层，稳定性有了变化。项目区自然条件优越，如果

撂荒地撂荒时间足够长，基本可以发育为次生林，

一定程度上说明桉树林在营林期满退出经营后，万

一再次被撂荒，在生态恢复的前提下发育为次生林

的机会依然存在。桉树工业原料林，与前三种类型

群落相比，在达到一定年限后，受各方面因素的综

合影响，其林下植被将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丰度，

同时说明这些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可能通过多方面

因素的改变而进行人工干预和调节，即桉树林下群

落的多样性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总体上，桉树工业

原料林在取地前，大部分地类为轮歇撂荒地和低效

灌木林地，桉树种植后林下植被经过一定时间的演

替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桉树工业原料林对当

地群落结构的影响较小。

２６　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桉树生长与所处立地条件有关。桉树工业原料

林在中等海拔 （７００ｍ～１３００ｍ）梯度长势较优良，
郁闭度、林木高、断面积、林地标准木材积等各项

指标都达到峰值。由此推断，桉树种植对当地植物

种这一层面的多样性影响，主要集中在该海拔

地带。

根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调查，９个样
地桉树工业原料林物种总数为１９５种，小于次生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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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常绿阔叶林的３５９种，也小于云南松／杉木／旱冬
瓜人工林的２７８种，但大于撂荒地的１３７种。次生
季风常绿阔叶林内乔木层的科属数目均大于其他层

的科属数目，反映出次生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乔木层

是最发达的。桉树林的草本层的科属数均大于其它

几个层的科属数，反映出在桉树林内的草本层次是

最发达的一层。云南松／杉木／旱冬瓜人工林的草木
层也比较发达，总体水平上，高于桉树工业原料林

的各层科属数。撂荒地的科属数目小于桉树林，但

撂荒地的科属数更加趋于变化，可能是因为撂荒地

受到人为干扰较少，演替阶段多样。

桉树林样地内植物种的丰富度普遍比次生常绿

阔叶林低。８组样地中有５组的次生常绿阔叶林的
丰富度比桉树林的大。调查样地中次生常绿阔叶林

丰富度最大的是５４种物种，比相对应的桉树林样
地多４１种；丰富度最小的是１６种物种，比相对应
的桉树林样地多６个物种。相同面积的样地植物总
株数最多的是２９８７株，相对应的桉树样地总株数
为２３６９株，最少的是７２７株，相对应的桉树林样
地有１４２株。虽有少数样地桉树林中的植物总株数
比次生林对照样地的多，但不具备明显的普遍性。

从单个样点来看，样方内物种平均值大小顺序

是：次生季风常绿阔叶林的物种数 （４５） ＞桉树
工业原料林的物种数 （２２） ＞撂荒地的物种数
（１７）。从这个意义上讲，桉树工业原料林比次生
林多样性低得多，少于其他人工林，但多于撂

荒地。

根据调查数据和多样性指数测度表明，桉树林

如果取地于次生常绿阔叶林，桉树种植对物种多样

性影响较大。但因项目取地多为退耕还林、撂荒地

和宜林荒山，则对当地物种多样性影响不大。

３　结束语
纵观整个桉树工业原料项目区，桉树林对当地

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对桉树林的畏

惧心理和过分的担心可以消除。但也必须指出，个

别地方由于桉树种植过密，阳光透不下地，加上树

叶被清除和除草太净，出现了类似绿色沙漠的现

象，应当采取科学手段尽快进行人工修复。

总的说来，桉树工业原料林在其生态过程中是

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诸如生物多样性减

少、植物群落结构简单化、局部生态功能降低等生

态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可生产大量的木材，满足项

目需求和社会需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可

观，同时固定大量二氧化碳，对气候稳定性作出重

大贡献。因此，应当综合分析其利弊条件，以积极

的态度予以对待。当然，要最大程度地避免桉树种

植对区域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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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行业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清洁生产分析

王志娟，于家峰，于　晶
（烟台海岳环境科学技术有限公司，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６）

摘　要：通过对皮革项目清洁生产评价实例分析，阐述了皮革项目清洁生产评价的编写内容，以期为
同类项目的清洁生产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皮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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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革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长，技术进步加快，产品质

量提高，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牛皮

鞋面革、绵羊皮服装革、猪皮服装革等制革生产工

艺技术和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中

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皮生产国。但是，长期以

来我国制革行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行业结构性矛

盾较突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内优质原料皮供

应不足，质量不稳定，５０％仍需进口；制革生产集
中度较低，制革生产布局比较分散，企业规模小、

数量多，行业规模以下企业约有１０００家，淘汰落
后生产能力的任务仍然较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意识，产品研发基础薄弱，

技术研发资金投入不足１％，新技术、新工艺推广
较难；行业节水减排任务艰巨，制革行业水重复利

用率仅为５％左右，年废水排放量约１２亿 ｔ，部
分企业污染物排放仍存在超标现象。

因此，提高皮革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减轻对

周围环境的污染，促进皮革行业健康环保地发展是

每个皮革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制约皮革行业

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这就更需要环评时认真衡量

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通过多方面论证评价，为企

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出合理准确的评判，为企业负

责，为周围环境负责，更为人民的健康负责。

１　清洁生产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一环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

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

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的危害。这与传统的以某一特定污染物为控制目标的

“末端治理”控制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清洁生产通过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绿色设计，选

择低毒、无毒原材料，选用高效安全设备，强化过

程管理，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等综合性措施，从源

头削减资源、能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毒性。

对于建设项目而言，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

品得率，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而且可通过污染物

产生量和毒性的削减，降低 “末端治理”难度和投

资，规避潜在的环境责任风险，增加项目建设的环

境可靠性。因此，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纳入

“清洁生产思维”，强化清洁生产评价和分析，不

仅是环境管理审批的需要，更是企业 “节能、降

耗、减污、增效”的需要。

２　皮革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
为了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相继出台

了 “清洁生产标准制革行业 （猪轻革）”、“清洁生

产标准制革工业 （牛轻革）”以及 “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工业 （羊革）”。这些标准从生产工艺与装备

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

指标 （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环境管

理要求等六个方面将清洁生产划分为三个等级：国

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及国

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这些标准的实施，为皮革行

业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使环评单

位所得到的清洁生产结论更加切实可行。

３　皮革行业清洁生产实例分析
以某公司新建９０万张猪皮革生产线为例，来

探讨皮革行业清洁生产分析的具体内容。

３１　项目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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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猪轻革）清洁生产标准 （表１）
表１　制革行业 （猪轻革）清洁生产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企业规模 年产猪皮３０万张以上 （含）

２原辅材料选择
生产猪轻革的主要原料为猪皮，脱毛、鞣制的化学原料，皮革染色用的染料及加脂剂等。选择原料

的原则是无毒或低毒，与革结合紧密，利用率高，进入废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后处理，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负面影响或影响轻微。

３得革率／ｋｇ·ｋｇ－１原皮 ０４ ０３４ ０２８

４水回用率／％ ６５ ６０ ６０

５耗水量／ｔ·ｔ－１原皮 ４７ ５２ ６２

６耗煤量／ｔ·ｔ－１原皮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３８

二、生产工艺指标

１原皮处理

　 鲜皮加工 （冷冻保存）／％ ５０ ２０ －

　 低盐保藏 （添加无毒防腐剂）／％ ５０ ８０ １００

２脱毛 保毛法 酶法＋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酶法 低硫法

３脱灰、软化 ＣＯ２法＋酸法 酸５０％＋铵盐５０％法 酸３０％＋铵盐７０％法

４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 高吸收铬鞣 低盐浸酸、高吸收铬鞣 或少铬鞣法 铬鞣废液浸酸 少铬鞣法

５复鞣、染色、加脂

　 高吸收、无毒复鞣剂 １００％利用 ＞８０％利用 ＞７０％利用

　 高吸收染料 １００％利用 ＞９０％利用 ＞７０％利用

　 高物性、可降解加脂剂 １００％利用 ＞８０％利用 ＞６０％利用

三、产品指标

产品合格率／％ ９９ ９８ ９７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

１废水产生量 ／ｍ３·ｔ－１盐湿皮 ４５ ５０ ６０

２ＣＯＤ产生量 ／ｋｇ·ｔ－１盐湿皮 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０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１原皮废料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２废毛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３革灰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４革坯边角 全部回收利用 ≥９０％回收利用 ≥８０％回收利用

３３　拟建项目清洁生产指标达标情况评价
３３１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项目年产９０万张猪皮革，符合标准中对企业
规模的要求。项目生产原料为盐湿猪皮，铬鞣、染

色用的染料等均选用无毒、与革结合紧密、利用率

高的染料，进入废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

后处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负面影响或影响

轻微。

—２７—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０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８月



项目年产９０万张猪皮革，按照１５０张／ｔ计算，
项目年产猪皮革６０００ｔ，原皮用量为１６０００ｔ。生产
用水量３４万 ｔ／ａ，产品的耗水量为５６７ｔ／ｔ皮，对
照标准，项目吨产品耗水量居清洁生产三级水平。

项目年耗煤量为１２００ｔ，则产品的耗煤量为０２ｔ／ｔ
皮，对照标准，项目吨产品耗煤量居清洁生产一级

水平。项目得革率为 ０３７５，符合清洁生产一级
水平。

３３２　生产工艺指标
根据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０５年

本），项目使用的生产设备不属于淘汰类： “年加

工皮革３万张 （折牛皮标张）以下的制革生产装

置”。项目的生产及工艺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项

目的生产是合理的。

在原皮处理方面，鲜皮加工 （冷冻保存）率

约４０％，低盐保藏 （添加无毒防腐剂）率约为

６０％。脱毛采用酶法、低硫法，脱灰、软化采用酸
５０％＋铵盐５０％法，浸酸鞣制采用低盐浸酸、高
吸收铬鞣。原皮使用环保型皮化材料，包括无毒铬

鞣剂、高吸收染料和高物性、可降解的加脂剂，在

提高产品质量和得革率的前提下，降低原材料和能

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综合项目所采用的生产工

艺，对照标准，项目的生产工艺居清洁生产二级

指标。

３３３　产品指标
项目产品合格率＞９８％，对照标准，项目的产

品合格率居清洁生产二级指标。

３３４　污染物产生指标
项目废水产生量为 ４８ｔ／ｔ盐湿皮，ＣＯＤＣｒ的产

生量为９７５ｋｇ／ｔ盐湿皮，对照表１，居于国家制革
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二级技术指标。

３３５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项目的原皮废料、革灰、革边角料的回收利用

均＞９０％，对照表１，项目的废物回收利用居清洁
生产二级指标。

３３６　环境管理要求
（１）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

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

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２）按照制革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
要求进行了审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

统计数据齐全有效。

（３）对一般废物进行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
进行无害化处理。

（４）对各种物品堆存区域、危险品有明显标
识，对跑冒滴漏现象能够控制。

（５）对原材料供应方、生产协作方、相关服
务方等提出环境管理要求。

３３７　清洁生产结论及建议
根据对拟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的分析，项目的

清洁生产基本满足二级标准的要求，基本达到国内

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满足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４　结论
清洁生产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皮革行业等环境污染大户来说尤为重要，这就需

要环评单位认真负责，从企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全

面分析，作出正确可靠的清洁生产水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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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现场采样问题的探讨

陆锦标

（启东市环境监测站，江苏 启东 ２２６２００）

摘　要：对现有规定中恶臭无组织排放采样部分进行了综合阐述，并对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采样中涉
及的无组织排放的界定、企业工况、采样点位选择、采样频次、气象条件等问题进行探讨，使现场采样更

加完善、规范。

关键词：臭气；无组织排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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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恶臭无组织排放源监测的方法依据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４５５４－９３（简称

《恶臭标准》）中对采样点设置、采样频率等作了

较简单的规定，由于恶臭污染物为大气污染物，启

东市环境监测站在监测实践中，还参考了 《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ＨＪ／Ｔ５５－２０００
（简称 《导则》）开展工作。

２　厂界的确定
《恶臭标准》引用的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１２３８中规定厂界是指由法律文书 （土地使用

证、房产证、租凭合同等）中确定的业主所拥有

使用权 （或所有权）的场所或建筑物边界。在实

际监测中，监测对象无法定手续时，则按目前所实

际占有的边界来确定厂界。

３　无组织排放源的确定
《恶臭标准》中规定无组织排放源指没有排气

筒或排气筒高度低于１５ｍ的排放源。但在实际监
测中存在以下４种情况：

（１）整个生产过程完全无恶臭气体收集净化
设施，如畜禽养殖场；

（２）生产过程有配套的恶臭气体收集净化设
施，但排气筒高度低于１５ｍ，上述二种情况均应按
无组织排放监测；

（３）排气筒高度高于１５ｍ的污染源，应通过
现场检查恶臭污染物收集情况确定。对恶臭污染物

完全收集净化，并通过１５ｍ以上高度排气筒排放
的，应视为有组织排放。但实际情况表明，由于恶臭

污染物的特性，大部分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

污染物不能完全收集，即使有通过１５ｍ以上高度排气
筒集中排放的恶臭污染物，又同时存在点多、面广的

无规则扩散型排放，对这些企业，应对有组织排放和

无组织排放分别监测，对照相应的标准执行。

（４）排污单位废水中散发的恶臭污染物按
《恶臭标准》要求执行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４　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设置
《恶臭标准》中，无组织排放源的监测采样点

的布设规定：“厂界的监测采样点，设置在工厂厂

界的下风向侧，或有臭气方位的边界线上”，这样

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浓度代表样品，用此

样品测定数值，做为评价达标的依据［１］。为取得

最具代表性 （瞬时最大浓度）样品，在排放源、

气象条件、厂界环境复杂多变的实际监测中，按照

《恶臭标准》５１、《导则》规定的监控点设置原则
和方法，科学合理地解决点位设置问题。

４１　监控点的设置
在单位周界外设置监控点，一般应在单位周界

外１０ｍ范围内，监控点数量以２～４个为宜，设置
于平均风向轴线两侧，监控点与无组织排放源所形

成的夹角不能超出风向变化的标准偏差［２］。监控

点具体设置时，还要充分考虑监测现场的实际情

况：如果周界围墙通透性较差时，采气口需抬高至

围墙上方２０～３０ｃｍ，围墙通透性较差又不便于把
采气口抬高时，应将监控点设置在距围墙１５～２
倍围墙高度，距地面１５ｍ处。如果在无组织排放
源与其下风向周界之间存在阻挡气流运动的物体

时，还应按 《导则》进行简易流场测定，决定设

置监控点的位置。

４２　参照点位的设置
《恶臭标准》和 《导则》都未对臭气浓度无组

织排放是否设置对照点提出要求，但 《恶臭标准》

中指出，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是指排污单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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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规定监测点 （无其它干扰因素）的一次最大监

测值 （包括臭气浓度）。因此，笔者认为，对周边

无干扰因素，或虽然处于化工园区、养殖园区等污

染源相对集中，多个污染源共存区域，但可通过各

种方法，如选择风向较适宜的日期或时段排除干扰

因素的单个污染源监测时，只需在单位周界外设置

监控点，不需设置对照点；实际监测过程中还存在

许多难于排除干扰因素的污染源，现行标准中没有

提到对背景和干扰的处置，笔者认为，监测时，应

在排放源上、下风向分别设置参照点和监控点，参

照点监测值可以作为环境信访处置、环境项目管理

中参考依据。

５　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
探讨

５１　监测工况
《恶臭标准》对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时企

业工况也无明确要求，笔者认为，在对污染源日常

监测中，采样期间的工况应当与正常运行工况相

同，监测人员和排污单位人员都不应随意改变；验

收监测应按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办法》对工况的要求执行［３］；其它环境信访、

环境纠纷调查处理等特定目的的监测，应根据监测

需要，在监测方案中提出对采样期间工况要求，报

有管辖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５２　采样频率
《恶臭标准》对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

频率有原则性规定：连续排放源每２ｈ采样１次，
共采样４次，对间歇性排放源，选择气味最大时采
样，采集次数不少于３次，取最大值。但在实际监
测中，大部分恶臭无组织排放源都不是连续稳定排

放，恶臭来源可能来自于正常生产工艺过程，更可

能来源于产品、原辅材料装卸过程，或生产装置、

烘箱等设施开启瞬间［４］。要捕捉气味最大瞬间，

采样前应充分了解工艺流程，对监测现场进行详细

踏勘，对环境信访、环境纠纷调查处理等特定目的

的监测，还应对受污染源影响的周边居民进行调查

走访，以充分了解污染源排放规律，确保捕捉到最

大瞬时浓度。

５３　气象条件
《恶臭标准》对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测气象

条件没有规定，但监测期间的风向变化、平均风速

和大气稳定度３项指标对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有很
大影响。在监测过程中，参照 《导则》要求，对

现场气象条件进行简易测定和判定，参照气象因子

与无组织排放监测适宜程度分类方法，选择适宜的

时段组织监测。气象条件原始记录既是作为设置监

控点和采样点的依据，也是本次监测气象条件适宜

程度的真实记录，因此现场气象测定记录要妥善保

存。在监测报告中亦应把监测气象条件列出，作为

监测结果的重要参考。

６　结语
臭气浓度监测起步较晚，相关标准规范修订发

布相对滞后。笔者在多年监测过程中，依据臭气浓

度无组织排放厂界标准值是 “规定监测点 （无其

他干扰因素）的一次最大监测值”这一原则，围

绕排除干扰、捕捉气味最大瞬间开展监测，参考现

有标准规范，对上述问题介绍了一些做法，供现场

监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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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有组织排放手

工监测质量控制与实施

郑云华

（开远市环境科研监测所，云南 开远 ６６１６００）

摘　要：阐述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有组织排放手工监测容易忽视的问题和质量控制需要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固定源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Ｘ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７６－０４

　　固定污染源排放的烟尘和废气是造成大气污染
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固定污染源在生产过程中，每天源源不断地向

大气中排放烟尘和烟气，污染大气环境。对固定污

染源的定期监测，是控制大气污染的关键，监测数

据准确与否，关系到总量控制指标的制定，影响大

气环境质量的评价。为了保证监测数据准确可信，

把好现场监测质量关是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监测

的关键。

１　监测前准备
１１　实验室

目前工业炉窑的监测仪器多为多功能智能型仪

器，所用监测仪器必须满足 ＨＪ／Ｔ４７－１９９９《烟气
采样器技术条件》和 ＨＪ／Ｔ４８《烟尘采样器技术条
件》。监测前仪器的校准和检验是监测工作的前提

和保障，应依据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９７－２００７）、《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以
及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

范》（试行） （ＨＪ／Ｔ３７３－２００７）中规定，对监测
所用仪器及设备，现场所需使用物品做全面检查，

包括仪器的气密性、干燥剂、仪器的校准 （自校

或计量部门的校准）。对监测所用仪器及设备，应

依据标准至少 ０５ａ自校 １次；测气所用传感器，
应根据使用年限 （一般为１～２ａ）和使用频率，在
有效期内使用，若传感器性能下降或失效，应立即

更换，每次使用前须用标准气进行校准。

１２　现场
应初步了解被测企业的生产工艺、运行状况，

明确产生污染物的环节，排放污染物种类，查看并

记录风机额定风量，依据 《燃煤锅炉烟尘和二氧

化硫排放总量核定技术方法 －物料衡算法》 （ＨＪ／
Ｔ６９－２００１）、《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技术规范》（试行）ＨＪ／Ｔ３７３－２００７规定，初步
核算各种气态污染物的排放量，烟尘、粉尘排

放量。

落实监测点及测孔位置。监测孔的开设在保证

安全操作、方便的前提下，应符合ＨＪ／Ｔ３９７《固定
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中 ５１２及５１３的规定，
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烟道弯头

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

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６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
方向不小于３倍直径处。对矩形烟道，其当量直径
Ｄ＝２ＡＢ／（Ａ＋Ｂ），式中Ａ、Ｂ为边长，上述条件
不能满足时，采样断面与弯头等的距离至少是烟道

直径的１５倍。采样断面的气流速度最好＞５ｍ／ｓ。
２　现场监测
２１　监测对工况的要求

在现场监测期间，应有专人负责对被测污染源

工况进行监督，保证生产设备和治理设施正常运

行，工况稳定且符合监测要求。

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性监测：除相关标准另有规

定，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平时的正常运行工况相

同：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到规定条件，才符合监

测要求。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在工况稳

定、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７５％以上 （包括

７５％）情况下进行。对于无法调整工况达到设计生
产能力的７５％以上负荷的建设项目：①可以调整工
况达到设计生产能力７５％以上的部分，验收监测应
在满足７５％以上负荷或国家及地方标准中所要求的
生产负荷的条件下进行；②无法调整工况达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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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７５％以上的部分，验收监测应在主体工程
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并征得环保主管部门同

意的情况下进行，同时注明实际情况。

水泥行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应在工况稳

定、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８０％以上情况

下进行，＜８０％，停止监测。
监测对工况要求详见表１。

２２　采样时间与频次
采样时间和采气量，依据监测规范进行，详见

表１。

表１　监测规范及条件一览表

监测规范 监测时负荷 采样时间与频次

建设项目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 《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９７－２００７）、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泥制造》（ＨＪ／Ｔ２５６－２００６）

①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到设计生产
能力７５％以上 （含７５％）。②水泥行
业：须达到设计规模８０％以上。③锅
炉：新装锅炉出口原始颗粒物浓度和

颗粒物排放浓度验收测试，在设计出

力下进行。在用锅炉：颗粒物测试在

锅炉设计出力 ７０％以上时进行测试
（须考虑出力系数）。

①有明显生产周期、污染物排放稳定的建设项目，２
～３周期，每周期不少于３～５次。②无明显生产周
期、污染物排放稳定的建设项目不少于２ｄ，每１ｄ采
３个平行样。③水泥行业：水泥窑及窑磨一机废气及
颗料物：不少于 ２ｄ，３～５次／ｄ；烘干磨、烘干机、
煤磨及冷却机、其它通风设备颗粒物：不少于２ｄ，４
次／ｄ。

工业炉窑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
３９７－２００７）、《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
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
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测试在最大热负荷下进行，炉窑达不

到或超过设计能力时，也必须在最大

生产能力的热负荷下测定，即在燃料

耗量较大的稳定加温阶段进行。

连续１ｈ采样取平均值或１ｈ内等时间间隔采３～４个样
计平均值。有相关标准的按相关标准执行。废气：视

待测污染物浓度定，每个样品采样时间一般不少于

１０ｍｉｎ，３个以上样品。颗粒物：每个测定断面采样次
数不得少于 ３次，每个测点连续采样时间不得少
３ｍｉｎ，取３次平均值或采气量不得少于１ｍ３。

锅炉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ＧＢ５４６８－９１）

锅炉设计出力７０％以上并按锅炉运行
３ａ内和３ａ以上两种情况将不同出力下
的实测浓度乘出力系数。

烟尘：每个测定断面采样次数不得少于３次，每个测
点连续采样时间不得少于３ｍｉｎ，取３次平均值或采气
量不得少于１ｍ３。手烧炉不低于２个加煤周期。

水泥行业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
３９７－２００７）、《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
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
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采样期间工况与当时正常工况相同。
采样方法按 （ＧＢ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执行。连续 １ｈ采样
平均值或１ｈ内等时间间隔采３个以上样品取平均值。

火电厂

《固定源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９７－
２００７）、《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ＧＢ１６１５７
－１９９６）

机组运行负荷７５％以上。
采样方法按 （ＧＢ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执行。每个测定断面
采样次数不得少于３次，每个测点连续采样时间不得
少于３ｍｉｎ，取３次平均值或采气量不得少于１ｍ３。

煤炭工业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
２０４２６－２００６）

正常工况

采样方法按 （ＧＢ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执行。连续 １ｈ采样
取平均值，或在１ｈ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４个以上样
品中计平均值。

２３　风量测定
应用智能烟尘采样器测定风量与颗粒物测定同

步进行，监测中注意动压值的变化，突然的无动压

读数可能是管路的堵塞或脱落。应注意实测风量与

风机标称额定风量相差不能太大，如果实测风量大

于额定风量，应落实是否有漏风等因素，必要时停

止测定。

２４　颗粒物及烟尘采样
采样点。采用多点等速采样法。不同直径的圆

形烟道用等面积圆环多点等速采样法，对矩形管道

采用等面积小块的中心点，对不规则管道可按形状

分段布设采样点。对直径 ＜０３ｍ、流速分布比较
均匀、对称并符合ＨＪ／Ｔ３９７《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
规范》中 ５１２要求的小烟道，可取烟道中心作
为测点。采样时采样嘴必须正对气流方向，偏角不

得＞５°（采样开始前和结束采样时，采样嘴必须
背对气流，防止正吹或倒抽，使采集的颗粒物不准

确），采样过程的跟踪率须达到１０±０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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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间与频次见表１。
２５　气态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在采样断面内一般是混合均匀的，

可取靠近烟道中心的一点作为采样点，但须注意所

测气体的性质，依据 《固定源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９７－２００７）和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
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１６１５７－１９９６）
中规定，对不同的气体选择不同材质的连接管及加

温、保温、冷却措施，采集的样品应放在不与被测

物产生化学反应的容器内，并注意检查连接管的漏

气情况，这些措施的选择可大大提高测定的灵敏

度，对监测结果的准确度影响很大。

２６　其它参数的测定
温度的测定应注意温度探头的连接，探头的使

用范围，监测时应注意观察温度变化，如果温度变

化太大，有可能工况不稳定，应停止监测，落实工

况情况。

含湿量的测定应了解企业污染处理设施的工作

原理，了解处理环节是否有含水，如水磨除尘、脱

硫等含水工艺以确认监测数据可信。采样位置可置

烟道中心采样。

过氧系数的测定一定要注意监测过程中数据的

变化情况，当过氧系数过大时，应落实锅炉燃烧情

况，若为非正常燃烧，停止测定。

３　排放标准与过量空气系数
排放标准的使用。按照综合性排放标准与行

业性排放标准不交叉使用的原则，正确选择排放

标准，有行业标准的使用行业标准。特别应注意

新老标准更换，标准的使用范围、年限、时段等

问题。

表２　排放标准与过量空气系数 （ａ）一览表

综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 ————————————

工业炉窑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９０７８－１９９６）

冲天炉 （冷风炉，鼓风温度≤４００℃，掺风系数４０冲天炉；（冷风炉，鼓风温
度≥４００℃，掺风系数２５）
其它工业炉窑过量空气系数１７

锅炉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７１－２００１）
燃煤锅炉：（初始烟尘排放浓度）ａ＝１７；（烟尘、二氧化硫排放浓 ）ａ＝１８
燃油、燃气锅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ａ＝１２

火电厂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０３）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燃煤锅炉 ａ＝１４；燃油锅炉 ａ＝１２；
燃汽轮机组ａ＝３５

水泥工业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４９１５－２００４）
————————————

煤炭工业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０４２６－２００６）
————————————

４　测定数据与计算
排放浓度的计算应注意标准中规定的过量空气

系数的使用，排放速率的计算使用的是实测浓度而

不是排放浓度，应注意单位换算。

实测浓度 Ｃ′（ｍｇ／ｍ３） ＝采样所得颗粒物或
气态污染物量ｍ（ｇ） ×１０６／标准状态下干气体积
Ｖｎｄ（Ｌ）；

排放浓度 Ｃ（ｍｇ／ｍ３） ＝实测浓度 Ｃ′（ｍｇ／
ｍ３） ×（实测过量空气系数 ａ′／标准规定过量空气
系数ａ）；

排放速率Ｇ（ｋｇ／ｈ） ＝实测浓度 Ｃ′（ｍｇ／ｍ３）
×标况风量Ｑｓｎ（ｍ３／ｈ）×１０－６。
５　结语

影响固定源监测准确度的因素很多，因为现场

测定是动态的，变化大，加之多为高空作业，条件

受限。应在监测前对被监测对像有个初步了解，对

被测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量做初步核算，做到心

中有数，现场测定时细心观察，特别是要观察测定

中仪器读数的的动态变化 （动压、温度、跟踪率、

含氧量），这些参数能反映监测的准确度，从而保

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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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香格里拉县城区大气污染现状

及监测点位优化浅析

高春燕

（迪庆州环境监测站，云南 迪庆 ６７４４００）

摘　要：通过对香格里拉城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环境空气监测数据的分析，对香格里拉城区已有环境空
气监测点位进行优化研究，合理确定监测点位位置。

关键词：空气质量；环境监测；点位优化；香格里拉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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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香格里拉城区自然状况和社会经济概况
香格里拉县城位于香格里拉县中部，海拔

３３００ｍ，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地势平坦。香格里拉
县城地处高寒坝区，龙潭河、纳赤河、奶子河从东

向西穿越而过，流入纳帕海。城内和城郊有百鸡

寺、红军长征纪念馆、噶丹松赞林寺、大宝寺、纳

帕海、碧塔海、天生桥、属都湖、下给温泉等旅游

景点。

香格里拉县城地处高寒坝区，境内年平均气温

５５℃，１月平均气温 －３３℃，７月平均气温
１３３℃，极端最低气温 －２７４℃，极端最高气温
２５１℃，年平均降水量 ６１１３ｍｍ，降水量年内分
配不均，６～９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８５％。
积雪期长达５个月以上，蒸发量小，降水的有效性
高。无霜期 １２４ｄ，全年日照 ２１９１ｈ。平均风速
２３ｍ／ｓ，平均相对湿度７０％。香格里拉县的气候
受西南风和西风交替控制，干湿季很明显。由于远

离海洋，又有层层高山阻隔，无论从西南或者是东

南来的季风，在区内都逐渐减弱，形成了兼有内陆

性的气候特征。

香格里拉县城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中心。州、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中

于此。有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回、彝、

壮、哈尼、普米、水、怒、土、独龙等２０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 ７２３％。公路通向西藏、甘孜、
昆明及州内各县，是连接滇西北、藏东南、川西南

的重镇。

２　点位优化目的及原则
２１　优化目的

结合城市规划发展和空气功能区划的结果，以

及城市综合整治考核的要求，通过监测点位优化，

合理确定最佳监测点位的位置。通过监测点位优

化、认证而建立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能全面、真

实、准确地反应辖区内空气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

势，更好地为环境管理提供及时、可靠的环境监测

信息，为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环境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２２　优化原则
代表性。监测点位在宏观上要能反映城市环境

特征，微观上应能反映点位的特征，监测点位的位

置应能反映环境质量特征，在设置时要考虑气象特

征、污染状况。

合理性。监测点位布设应符合经费最省与监测

点位最少原则。

连续性。监测数据应具有连续性。

可操作性。监测数据应考虑交通便利，以方便

样品的采集。

准确性。获取的监测数据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的

有关方法，使用的仪器必须经过计量认证，监测数

据的获取须全过程受控。

完整性。监测点位数量、频率必须符合 《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 （大气和废气部分）》的要求。

３　香格里拉城区大气污染现状
香格里拉城区没有大型的工业企业，环境空气

污染源主要有以下几类：宾馆、饭店用锅炉；居民

生活源 （居民户、食堂、饮食店的大小炉灶）；尘

土源 （裸露土地、建筑挖掘、土及砂运输）；流动

源 （机动车）。香格里拉县城空气污染源中，锅炉

主要是排放燃煤烟气，居民生活源以柴薪和燃气为

主，少量使用煤，机动车流动源主要释放光化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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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尘土源产生环境空气中的降尘和可吸入颗粒物。

迪庆州环境监测站从２００３年起对香格里拉城
区开展大气周报监测工作，采用２４ｈ连续采样—实
验室分析方法，２００８年，从大气质量监测周报改为
日报，监测方法改为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监测点位

也改为迪庆州监测站。仪器是武汉天虹智能仪表厂

生产的ＴＨ－２０００环境大气自动监测中心站。
表１　两种采样方式方法分析表

项目 人工操作系统 自动监测系统

ＳＯ２
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

苯胺分光光度法
紫外荧光法

ＮＯｘ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化学发光法

ＰＭ１０ 重量法 β射线吸收法

表２　香格里拉城区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大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ｍｇ／ｍ３）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ＳＯ２ ＮＯＸ ＰＭ１０ ＳＯ２ ＮＯＸ ＰＭ１０

州纪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９

三江办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３

县林业局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２

全城平均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１

表３　香格里拉城区３ａ大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ｍｇ／ｍ３）

ＳＯ２ ＮＯＸ ＰＭ１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９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１

从表２的统计数据可看出，ＮＯｘ、ＳＯ２、ＰＭ１０
两年平均值均达到一级标准。表３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日报监测数据：２００８年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日报，空气质量状况一级优２２３ｄ，二级良
６１ｄ；２００９年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优 ２９３ｄ，良
１１ｄ；２０１０年全年空气质量状况优为 ２６６ｄ，良
为３ｄ。
４　点位优化

香格里拉城区小，人口少，按 《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 （大气和废气部分）》要求，城市人口少于

５０万，ＮＯｘ、ＳＯ２、ＰＭ１０３项须设 ３个监测点位。
２００３年分别在州纪委、三江办、县林业局设监测
点。从整个城区范围看，点位布局比较合理。

２００８年配置了一台环境空气日报监测仪器，
进行监测点位的优化选择时，对整个县城的布局进

行分析：州环境监测站位于整个县城的中心区，是

一个集商业、文教、居民区为一体的地区，其主要

的大气污染源是餐饮业、居民日常使用炉灶，机动

车排放的尾气。此点位能基本反应香格里拉县城环

境空气质量现状，而且接电、工作都很方便，点位

的地理位置合理，覆盖面大。

从表２、表３数据和图 １看，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７
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周报数据和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年的空气自动监测日报年平均数据中，
污染负荷中贡献最大的污染物 ＰＭ１０呈现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城区绿化面积的扩大。二氧化硫有所

上升，这与近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的增

加，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关。

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可看出，点位虽然改
变，但监测数据具有连续性。监测数据具有代表

性，监测点位在宏观上能反映城市环境特征，监测

点位的位置能反映环境质量特征。具有合理性，监

测点位布设符合经费最省原则。具有可操作性，监

测考虑交通便利，方便样品的采集。具有准确性，

获取的监测数据使用国家规定的有关方法，使用的

仪器经过计量认证，监测数据的获取全过程受控。

５　结论
香格里拉县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

香格里拉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设置能反应一

定范围内环境空气污染的水平和规律，同时符合监

测点位设置所需经费最少原则，在城市布局上比较

合理，真实地反应了香格里拉县城环境空气的污染

状况。数据量达到要求，完整性、连续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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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相色谱法测定水中丙烯酰胺的研究

杨文武

（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研究并建立了毛细柱气相色谱－微池电子捕获检测器测定水中丙烯酰胺的方法。水样中丙烯
酰胺经溴化衍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经气相色谱法分析，取１００ｍｌ水样时方法检出限为００１７μｇ／Ｌ。丙
烯酰胺在０５０～１２５０μｇ／Ｌ范围内线性良好，在低、中、高３个添加水平，平均加标回收率为９９３％ ～
１１４％，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４％～３５％。本方法准确度高、精密度好，适用于水中丙烯酰胺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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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烯酰胺［１］，英文名 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分子式 ＣＨ２
＝ＣＨＣＯＮＨ２，分子量７１０８。是一种不饱和酰胺，
其单体为无色透明片状结晶，熔点 ８４５℃，沸点
１２５℃ （３３２５Ｐａ），密度 １１２２ｇ／ｃｍ３。能溶于水、
乙醇、乙醚、丙酮、氯仿，不溶于苯及庚烷中，在

酸碱环境中可水解成丙烯酸。丙烯酰胺单体在室温

下很稳定，但当处于熔点或以上温度、氧化条件以

及在紫外线作用下很容易发生聚合反应。当加热使

其溶解时，丙烯酰胺释放出强烈的腐蚀性气体和氮

的氧化物类化合物。

目前，国内外检测水中丙烯酰胺的标准方法主

要有气相色谱法［４］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

机物指标 （ＧＢ／Ｔ５７５０８－２００６）》、气相色谱 －质
谱分析法 （ＧＣ－ＭＳ）［５］、液相色谱 －质谱分析法
（ＬＣ－ＭＳ）［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法 （ＬＣ－
ＭＳ－ＭＳ）［７］以及美国 ＥＰＡ８０３２Ａ［８］、ＥＰＡ８３１６［９］

等。本实验采用转化改进美国ＥＰＡ８０３２Ａ方法，在
ｐＨ＝１～２条件下，丙烯酰胺与新生态的溴加成反
应，生成 α、β－二溴丙酰胺，经乙酸乙酯萃取，
以气相色谱－微池电子捕获检测器测定。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设备

气相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气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带微池电子捕获检测器；旋转蒸发
仪；分液漏斗振荡器；磁力搅拌器；玻璃层析柱：

内具砂芯，内径１ｃｍ，长度２５ｃｍ，内填约１０ｃｍ高

度无水硫酸钠。

１２　试剂材料
硫酸溶液：ｃ（Ｈ２ＳＯ４） ＝３ｍｏｌ／Ｌ，优级纯；

溴化钾，优级纯；溴酸钾溶液： ［ｃ（１／６ＫＢｒＯ３）
＝０１ｍｏｌ／Ｌ］；硫代硫酸钠溶液： ［ｃ（Ｎａ２Ｓ２Ｏ３）
＝１ｍｏｌ／Ｌ］；无水硫酸钠：使用前在箱式电炉 （又

名马弗炉）中４００℃灼烧２ｈ，冷却后装入磨口玻璃
瓶中，置于干燥器中保存；乙酸乙酯，优级纯；丙

烯酰胺标准 （上海安谱公司购得，介质丙酮）；载

气：氮气，纯度≥９９９９９％。
１３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ＨＰ－ＩＮＯＷＡＸ石英毛细柱，６０ｍ×
０３２ｍｍ×０２５μｍ；进样口温度：２２５℃，不分流
进样；柱箱温度：初始温度１００℃，保持４ｍｉｎ，以
３０℃／ｍｉｎ的速率升至 ２２０℃，保持 ５ｍｉｎ，最后以
２０℃／ｍｉｎ的速率升至 ２４０℃，保持 ３ｍｉｎ；检测器
温度：２５０℃；色谱柱流速：２０ｍｌ／ｍｉｎ（恒流模
式）；进样量：１μｌ。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样品的采集

用洁净的磨口玻璃瓶采集样品，采集后放入冰

箱冷藏室内，４℃可冷藏保存 ７ｄ。水样中余氯 ＞
１０ｍｇ／Ｌ时有负干扰，可在采样时加入 ００１ｇ～
００２ｇ抗坏血酸消除［１０］。

１４２　样品预处理
（１）溴化：量取 １００ｍｌ水样置于 ２５０ｍｌ碘量

瓶中，加入 ６０ｍｌ硫酸溶液混匀，置于 ４℃冰箱
中，放置 ３０ｍｉｎ。取出碘量瓶，加入 １５０ｇ溴化
钾，溶解后加入１０ｍｌ溴酸钾溶液，混匀，再次置
于冰箱中放置２ｈ。从冰箱中取出碘量瓶，逐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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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硫代硫酸钠溶液，分解多余的溴，直至溶液

无色。

（２）脱水：于每个碘量瓶中加入磁力搅拌子，
在磁力搅拌器剧烈搅拌下缓慢加入３０ｇ无水硫酸钠
（注意不能使无水硫酸钠结块），搅拌２ｍｉｎ，静置
１０ｍｉｎ。转移试样至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用１ｍｌ纯
水淋洗碘量瓶，淋洗液一并转移至分液漏斗中，重

复３次。
（３）萃取：向分液漏斗中加入 ２５ｍｌ乙酸乙

酯，振荡放气后置于分液漏斗振荡器上剧烈振荡

５ｍｉｎ，静置１０ｍｉｎ分层后，有机相放入烧杯中，重
复２次，合并有机相至烧杯中。

（４）浓缩：将有机相通过玻璃层析柱脱水，
收集有机相于旋蒸浓缩瓶中，并用少量乙酸乙酯洗

涤烧杯，洗涤液过无水硫酸钠层析柱，重复２～３
次，洗涤液一并转入浓缩瓶中。将上述乙酸乙酯液

旋蒸浓缩至５ｍｌ左右，转移浓缩液至１０ｍｌ容量瓶
中，再用少量乙酸乙酯洗涤浓缩瓶２～３次，洗涤
液一并转入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定容至 １０ｍｌ，
供气相色谱测定使用。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溴化反应的控制

本次试验在水样中加入的溴化钾与溴酸钾产生

的新生态溴与水样中的丙烯酰胺加成反应，生成

α、β－二溴丙酰胺。所产生新生态溴的量要能使
丙烯酰胺完全反应，因此选择加入过量的溴化钾与

溴酸钾。而且反应时间要足够长，溴化反应时间选

择为２ｈ。溴化钾加入量对溴化产率影响见图１，反
应时间对溴化产率影响见图２。
２２　萃取溶剂的选择

本次实验对比了乙酸乙酯、正己烷、苯３种溶
剂对空白水样加标的提取效果。结果显示正己烷和

苯的提取效率均不高，低于等量乙酸乙酯提取效率，

且由于苯是剧毒试剂，因此不选用苯和正己烷。

２３　萃取方法的优化
在选用乙酸乙酯做萃取剂时，因乙酸乙酯少量

溶于水，为了获得最大萃取效果，试验采用加入过

量无水硫酸钠以降低乙酸乙酯在水中的溶解度，使

水相和有机相较好地分层；此外通过加大乙酸乙酯

的量及增加萃取次数最终获得较高的萃取效果。

２４　色谱柱选用方式
因溴化衍生反应产生的杂质较多，对 α、β－

二溴丙酰胺的检测产生干扰；因此选择了固定液极

性较强、分离效能较高的 ＨＰ－ＩＮＯＷＡＸ石英毛细
柱 （６０ｍ×０３２ｍｍ×０２５μｍ），在程序升温条件
下，１７ｍｉｎ内可将丙烯酰胺和干扰物有效分离。丙
烯酰胺标准样品 （ａ）气相色谱图见图３，实际样
品 （ｂ）气相色谱图见图４。

２５　回归方程和检出限
取丙烯酰胺标准系列溶液 （浓度为 ０５０、

１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１２５０μｇ／Ｌ），按上述色谱条
件测定相应的峰面积Ａ，通过线性回归，得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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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为：Ａ＝２０３５０５３２Ｃ＋５７３３８９０，相关系数 ｒ
＝０９９９７。
分别采用３倍信噪比 （Ｓ／Ｎ＝３）和１０倍信噪

比 （Ｓ／Ｎ＝１０）确定本方法的最低检测限和定量
限，根据连续７个接近于检出限浓度的实验室空白
加标计算标准偏差，以 ３倍标准偏差作最低检测
限，以１０倍标准偏差作为定量限。当水样量为
１００ｍｌ，乙酸乙酯萃取定容至１０ｍｌ时，方法检出限
为００１７μｇ／Ｌ，满足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的要求。
２６　精密度和回收率

在空白样品中添加丙烯酰胺标准溶液 （３个添
加水平分别为 ０２μｇ／Ｌ、２０μｇ／Ｌ和 ６０μｇ／Ｌ），
按上述方法预处理后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加标回

收率为 ９９３％ ～１１４％，相对标准偏差为 ０４％
～３５％。
２７　实际样品的测定

采用本方法测定泰州地区长江水、饮用水源水

以及城河水均未检出，表明无丙烯酰胺的污染；应

用本方法检测某丙烯酰胺絮凝剂生产厂家不同时段

生产废水，其样品浓度为２３～１５８ｍｇ／Ｌ，表明采
用本文推荐的实验条件可以很好地检出丙烯酰胺。

３　结论
本文建立了毛细柱气相色谱－微池电子捕获检

测器测定水中丙烯酰胺的方法，对实验中须要着重

把握的关键点做了研究，同时对萃取溶剂及萃取条

件进行了优化，提高了方法定量测定结果的准确

性，并通过实验室检出限及实际样品的测定，证明

溴化衍生－气相色谱法可以测定地表水、废水中的
丙烯酰胺，方法检出限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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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０２

离子色谱法测定水中硫酸盐质量控制指标研究

彭刚华１，胡正生１，米方卓２，左燕君１，林兰钰２，夏　新２

（１．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２．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　要：运用离子色谱法对硫酸盐的标准样品和实际样品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全国多家实验室的大量
监测数据，得出了当前常用的精密度及准确度方面质量控制指标的建议值。研究表明：在０５～２３０ｍｇ／Ｌ
浓度范围内，标准样品的 ＲＳＤ≤３０％，ＲＳＤ′≤７０％，ＲＥ≤ ±１５％。实际样品 ０５～２１０ｍｇ／Ｌ，ＲＤ≤
４０％，加标回收率范围为９０％～１１５％。

关键词：硫酸盐；离子色谱法；质量控制指标；研究

中图分类号：Ｘ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８５－０３

　　硫酸盐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天然水体中硫酸盐
的浓度可从每升几毫克至数千毫克，《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规定饮用水源地
硫酸盐含量的限值为２５０ｍｇ／Ｌ。当前测定水中硫酸
盐的主要方法有重量法、原子吸收法、分光光度法

和离子色谱法。随着国内监测装备水平的提高，离

子色谱法已经逐渐成为硫酸盐监测的主要方法。

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指标是评价质量控制水

平的重要依据，是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的

重要技术支撑。针对目前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指标体

系不够完善、缺乏全国性系统研究的现状，本文从

当前全国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技术水平出发，以探索

具有广泛意义和全国性指导意义的质量控制指标为

目标，依据多种浓度、多种样品、多家实验室参与

测定而得到的大量监测数据，对水中硫酸盐的质量

控制措施进行系统性研究，提出了 《水质 无机阴

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ＨＪ／Ｔ８４－２００１）测定
硫酸盐的质量控制指标，为质量控制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及技术支持。

１　监测数据
１１　监测单位

为保证本次研究所得的质量控制指标具有广泛

意义和全国指导意义，在全国范围内选取１５个省
份的７３家实验室对样品进行试验测定，其中８个
省级站，２８个市级站，３７个县级站。
１２　监测数据

全国１５个省份的７３家实验室 （８个省级站，
２８个市级站，３７个县级站）对５０～２３０ｍｇ／Ｌ范
围内的 ９种标准样品进行了测定，共得数据 ２３４

个。９家实验室 （２个省级站、７家地市级站）对
０１～２１０ｍｇ／Ｌ范围内共４４个实际样品进行了平行
双样测定。８家实验室 （２个省级站、６个地市级
站）对１０个空白加标样品和１４个实际样品加标进
行了测定，７家实验室 （２个省级站，５个地市级
站）对８个标准样品加标进行了测定。

上述数据经Ｇｒｕｂｂｓ、Ｄｉｘｏｎ、Ｃｏｃｈｒａｎ和方差检
验等方法检验后，剔除异常值［１］，计算和分析得

出如下质量控制指标：标准样品室内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和相对误差
（ＲＥ），实际样品的相对偏差 （ＲＤ），加标回收率，
重复性和再现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精密度
２１１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和相对偏差

表１　室内标准偏差与相对标准偏差

标样值／

ｍｇ·Ｌ－１
实验室数

／个

ＲＳＤ／％

范围 均值 标准偏差

５９１ ６ ０２～１４ ０６ ０５

１１９ ５ ０～０２ ０１ ９８

１２０ ６ ０～１２ ０５ ０４

１０２ １０ ０～１０ ０５ ０３

１１０ １２ ０～２２ ０８ ０８

１４８ １３ ０２～２４ ０８ ０６

２２９ １１ ０２～３９ ０４ ０３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５～１１个实验室对７
种标准样品进行平行测定，其 ＲＳＤ统计结果见表
１。研究表明，７种浓度水平的 ＲＳＤ之间没有明显
差异，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即在本文研究的浓

度范围内，ＲＳＤ与浓度没有明显相关性。对 ＲＳ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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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约 ９６９％数据的 ＲＳＤ在
２２％以内。笔者认为，在 ５０～２２９ｍｇ／Ｌ浓度范
围内，标准样品的ＲＳＤ控制指标为：≤３０％。

相对偏差。分析表明，４４对实际样品的ＲＤ与
样品浓度没有明显相关性 （见图１），９５５％比例
样本的ＲＤ≤３３％。因此，在实际的监测工作中，
在０１～２１０ｍｇ／Ｌ范围内，建议控制ＲＤ≤４０％。

２１２　实验室间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
９种标准样品的实验室间标准偏差和 ＲＳＤ′见

表２。分析表明，实验室间标准偏差随浓度增加没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ＲＳＤ′均在７２％以下。因此，
在实际的监测中，在５０～２３０ｍｇ／Ｌ范围内，建议
控制ＲＳＤ′≤７０％。

表２　标准样品实验室间标准偏差和相对标准偏差数据表

标样值

／ｍｇ·Ｌ－１
实验室

个数

室间测定

均值／ｍｇ·Ｌ－１
室间标准偏差

／ｍｇ·Ｌ－１
ＲＳＤ′／％

５９１ ６ ５９１ ００８９ １５

１１９ ７ １１５ ０４１７ ３６

１２ １１ １１６ ０７８６ ６８

１３１ ７ １４５ １０ ７０

５９１ ５ ５８７ ２６ ４５

１０２ １４ １０４ ７５ ７２

１１０ １５ １０８ ４７ ４４

１４８ １２ １４７ ５９ ４０

２２９ １５ ２３２ ７８ ３４

２１３　重复性和再现性
９种标准样品的重复性和再现性数据见表３。随

着浓度的变化，重复性限有增大的趋势，而再现性限

没有明显的趋势。所有样品的重复性低于５５ｍｇ／Ｌ。
２２　准确度
２２１　相对误差

表３中９种标准样品的 ＲＥ结果见图２。本文
研究的浓度范围内，ＲＥ大小随样品浓度变化不明
显。在实际的监测工作中，建议控制 ＲＥ≤
±１５０％。

表３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统计表

标样值

／ｍｇ·Ｌ－１
实验室

数／个

测定次

数／次

重复性限

／ｍｇ·Ｌ－１
再现性限

／ｍｇ·Ｌ－１

５９１ ６ ６ ０１３２ ０２７６

１１９ ５ ３ ００３８ １１７

１２０ ６ ３ ０２０８ ２８３

１０２ １０ ３ １６８ ２３９

１１０ １２ ３ ３０２ １４８

１４８ ４ ６ ５５ ９４

２２９ ６ ７ ５１１ ９４９

２２２　加标回收率
空白加标、标准样品加标和实际样品加标回收

率结果见图３。空白加标回收率分布较好，分布范
围为９５％～１０５％；标准样品加标和实际样品加标
回收率分布范围较宽，标准样品加标回收率偏高，

分布范围为９７％～１１０％；实际样品加标回收率偏
低，分布范围为９０％ ～１０５％。综合３种情况，建
议加标回收率的控制范围为９０％～１１５％。

３　研究结果与文献值比较
本文研究结果与相关参考文献中数据汇总于表

４。可见，参与本文研究的测试单位多、地域分布
广、涵盖三个级别的环境监测站，测试样品多、数

据量大，而且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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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本文质量控制指标研究结果与参考文献数据对照表 （％）

出处 ＲＳＤ ＲＳＤ′／ ＲＥ ＲＤ 加标回收率

本文 （离子色谱法

法）

≤３０（７３家实验室，
５９１～２２９ｍｇ／Ｌ，９种
浓度）

≤７０（７３家实验室，
５９１～２２９ｍｇ／Ｌ，９种
浓度）

≤±１５０（７３家实验
室，５９１～２２９ｍｇ／Ｌ，
９种浓度）

≤４０（９家实验室，
０１７５～２１０ｍｇ／Ｌ）

９５～１０５（空白加标）
９０～１０５（标准样品和
实际样品加标）

《水质 无机阴离子的

测定 离子色谱法》

（ＨＪ／Ｔ８４－２００１）
８１（７家实验室）

８６７～１１３０（７家实
验室）

《环境水质监测质量

保 证 手 册 （第 二

版）》［３］ （离子色谱

法）

≤ ±１００（１～１０
ｍｇ／Ｌ）≤±１００（１０
～１００ｍｇ／Ｌ）≤±５０
（＞１００ｍｇ／Ｌ）

≤１０（１～１０ｍｇ／Ｌ）
≤１５（１０～１００ｍｇ／Ｌ）
≤２０（＞１００ｍｇ／Ｌ）

８５～１２０（１～１０ｍｇ／Ｌ）
９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ｍｇ／
Ｌ）９５～１０５（＞１００
ｍｇ／Ｌ）

４　结论
全国７３家实验室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水中硫

酸盐质量控制指标的结果表明：在５０～２２９ｍｇ／Ｌ
浓度范围内，标准样品的 ＲＳＤ≤３０％，ＲＳＤ′≤
７０％，ＲＥ≤ ±１５０％。在０１～２１０ｍｇ／Ｌ浓度范
围内，实际样品 ＲＤ≤４０％；加标回收率范围为
９５％～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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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水中总磷、总氮测定方法的改进

王恩宣１，王会其２

（１．昭通市环境监测站，云南 昭通 ６５７０００；２．绥江县环境监测站 ，云南 绥江 ６５７７００）

摘　要：对水中总磷、总氮的分析方法进行了部分改进，采用联合消解—混合标液法同时测定水中总
磷、总氮，取得较好效果。

关键词：总磷；总氮；测定方法；改进

中图分类号：Ｘ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８８－０２

　　标准方法测定水中总磷、总氮时，两个项目都
需较长时间的高温高压消解，且消解条件不完全一

致，两项目不能同时测定，测定过程耗时费力，试

剂浪费大。本文通过调整过硫酸钾和氢氧化钠的加

入量，可同时满足总磷总氮的消化条件要求，总磷

总氮可在同一条件下联合消化，而这一条件对这两

个项目分别的比色测定并无干扰。

１　仪器
同标准方法。

２　试剂
氮磷混合标准溶液：采用国家环境标准研究所

研制的Ｔ－Ｐ、Ｔ－Ｎ标准溶液 （也可自配），按比

例配制成含磷 ２００μｇ、含氮 １０μｇ的混合标准
溶液。

钼酸铵溶液、氯化亚锡溶液、１＋９盐酸溶液：
均按标准方法配制。

５％过硫酸钾溶液：称取２５ｇ过硫酸钾溶于无
氨水中，稀释定容至５００ｍｌ。
２％氢氧化钠溶液：称取１０ｇ氢氧化钠溶于无

氨水中，稀释定容至５００ｍｌ。
碱性过硫酸钾溶液：称取２５ｇ过硫酸钾、１０ｇ

氢氧化钠溶于无氨水中，稀释定容至５００ｍｌ。
３　实验方法
３１　标准系列配制

用５０ｍｌ玻璃磨口具塞比色管配制标准系列如
表１。

表１　标准系列配制 （ｍｌ）

１号管 ２号管 ３号管 ４号管 ５号管 ６号管

氮磷混合标液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无氨水 稀释至２５ｍｌ刻度

碱性过硫酸钾溶液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消解。配制好标准管后分别塞紧磨口塞，用纱

布将所有标准管包为一扎，用棉线绳捆紧。设置高

压消毒锅温度为１２０℃，消解时间为０５ｈ，消解完
毕待自然冷却到室温后，开阀放气取出标准系列

管，用无氨水稀释至５０ｍｌ刻度。另取１组２５ｍｌ玻
璃磨口具塞比色管分取２５ｍｌ消解液。

比色测定。将２５ｍｌ比色管系列分别加入１＋９
盐酸溶液１ｍｌ，混匀。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按标准方
法测定总氮标准曲线，结果如表２。

表２　总氮标准曲线

１号管 ２号管 ３号管 ４号管 ５号管 ６号管

混合标液加入量／μｇ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消解液／ｍｌ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９盐酸／ｍ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Ａ２２０－２Ａ２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０ ０２４５ ０３５５０６００

回归方程 Ｙ＝００１１５ｘ＋６９２９×１０－３　　ｒ＝０９９９５

将５０ｍｌ比色管中剩余的２５ｍｌ消解液分别加入
钼酸铵溶液 ２５ｍｌ，摇匀，再加入氯化亚锡溶液
０１５ｍｌ，摇匀，放置１５ｍｉｎ后按标准方法测定总磷
标准曲线，结果如表３。

表３　总磷标准曲线

１号管 ２号管 ３号管 ４号管 ５号管 ６号管

混合标液加入量／μｇ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消解液／ｍｌ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钼酸铵溶液／ｍｌ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氯化亚锡溶液／ｍｌ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Ａ－Ａ０ 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８０ ０３０１０６０２

回归方程 Ｙ＝００２９９７ｘ＋４００×１０－４　　ｒ＝０９９９９９

３２　样品实测
采用中国环境标样研究所研制的总磷标准样品

（编号：２０３９３４；浓度保证值：１４６±００５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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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标准样品 （编号：２０３２２１；浓度保证值：１５２
±０１０ｍｇ／Ｌ）按上述标准曲线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结果见表４、表５。

表４　总磷标准样品测定结果 （ｍｇ／Ｌ）

平行测定次数 １ ２ ３ ４

测定结果 １４２ １４４ １５０ １４３

测定均值 １４５

表５　总氮标准样品测定结果表 （ｍｇ／Ｌ）

平行测定次数 １ ２ ３ ４

测定结果 １４６ １５１ １６０ １５８

测定均值 １５４

４　结果与讨论
标准方法中，总氮的氧化是在１０ｍｌ水样中加

入含有１５％氢氧化钠的浓度为４％的过硫酸钾溶
液进行氧化；而总磷是在２５ｍｌ水样中加入不含氢
氧化钠的过硫酸钾进行氧化。显然，两项目对消解

的酸度有不同的要求。

本文通过大量的条件实验，证明氢氧化钠的加

入量在２～４ｍｌ时，能同时满足总磷、总氮的测定
要求。由于湖 （库）水样中总氮含量较高，而总

磷含量却较低，因此将联合消解测定的条件确定为

５％过硫酸钾加入量为１０ｍｌ，２％氢氧化钠加入量
４ｍｌ，即称取过硫酸钾２５ｇ，氢氧化钠１０ｇ，定容于
５００ｍｌ的碱性过硫酸钾作为联合消解剂。

标准曲线与标准样品分析结果与标准方法比较

无显著差异，测定结果准确可靠。该方法节约了分

析成本，缩短了分析时间，减少了劳动强度，具有

较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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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接种法测 ＢＯＤ５考核样品的一些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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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稀释接种法测定ＢＯＤ５时，由于操作繁琐，全部实验时间需要５ｄ，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
影响实验结果。在进行考核实验时，由于时间紧，样品量有限，因此每个实验操作步骤都要谨慎仔细。通

过实践经验，就ＢＯＤ５考核实验总结了一些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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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需氧量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微生物分解存
在水中的某些可氧化物质，特别是有机物所进行的

生物化学过程中消耗溶解氧的量。此过程进行的时

间很长，在２０℃培养时，完成此过程需１００多 ｄ，
目前国内普遍规定２０℃±１℃培养５ｄ，分别测定样
品培养前后的溶解氧，二者之差即为 ＢＯＤ５，以氧
的ｍｇ／Ｌ表示。

ＢＯＤ５的经典测定方法是稀释与接种法
［１］，因

此进行考核实验按照国家标准 （ＨＪ５０５－２００９）来
进行测定，把按照适当比例稀释的样品置于密闭的

溶解氧瓶内，于２０℃±１℃的恒温箱内放置５ｄ，根
据最初测定的溶解氧量，和５ｄ后测定的溶解量以
及稀释倍数，计算出最终结果。

此方法 （ＨＪ５０５－２００９）是经验性的常规法，
由于操作繁琐，实验时间长，如果实验不成功，就

只能作废，这样给考核增加了难度。为了保证１次
就能得出准确的实验结果，本文就该实验中需要注

意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１　稀释水的制备
稀释水的制备对 ＢＯＤ５的测定有重要的意义，

普通蒸馏水 （铜制蒸馏水）因含 Ｃｕ２＋可抑制微生
物活动，故用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处理的蒸馏水进行

配置 （忌用新树脂）。稀释水在曝气过程中将有少

量的杂质引入，因此必须对稀释水的制备过程严加

控制。现总结如下两种方法［２］：方法一，首先，

在５～２０Ｌ玻璃瓶内 （根据水样稀释倍数及平行样

的要求）装入一定量的蒸馏水，控制水温在２０℃
左右，然后用无油空气压缩机或薄膜泵，将吸入的

空气经活性炭吸附管及水洗涤后，导入稀释水内曝

气２～８ｈ。曝气可导入适量纯氧，瓶口盖以两层经
洗涤晾干的纱布，置于２０℃培养箱中放置１ｄ，使
水中的溶解氧含量达到８ｍｇ／Ｌ左右。方法二，取
一定量新制备的蒸馏水于小口容器中，瓶口用纱布

盖住，于２０℃的恒温箱中放置７ｄ，此时测得的溶
解氧控制在 ８ｍｇ／Ｌ左右，溶解氧达到饱和状态。
此两种方法制得的稀释水均可使用，可根据实验室

条件选取。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两种稀释水充氧方法和ＢＯＤ５分析结果　 （ｍｇ／Ｌ）

充氧方法 培养前的溶解氧 培养后的溶解氧 ＢＯＤ５

用活性炭过滤的空气曝气１ｄ ８００ ７９３ ００７

自然富氧７ｄ ８０２ ７９４ ００８

临用前，实验室按照１ｍｌ∶１０００ｍｌ的比例分别
加入新配置 （防止杂质的进入）的盐溶液，即每

１Ｌ稀释水中加入氟化钙溶液、氯化铁溶液、硫酸
镁溶液、磷酸盐缓冲液各１ｍｌ，并混合均匀，以保
证微生物生长的需要。稀释水的 ｐＨ值应为 ７２。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不至于偏低，考核样品的稀释水

通常需要接种，可以取ＢＯＤ５值小，细菌种类多的
地面水进行接种 （笔者取常熟的尚湖水进行接

种），测得的ＢＯＤ５空白值在０３～０７ｍｇ／Ｌ。配置
好的稀释接种水充分摇匀静置片刻后开始测定，稀

释水的放置时间不应超过８ｈ。
２　根据ＣＯＤＣｒ的值推算出ＢＯＤ５的大致稀释比

选取稀释倍数是 ＢＯＤ５分析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般是通过摸索，逐步积累一些经验来实现的。预

期的ＢＯＤ５值可由重铬酸钾法测得的 ＣＯＤ值来确
定，根据实践经验，可得出如下关系［４］：

预期ＢＯＤ５≈ＣＯＤＣ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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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培养５ｄ后的样品消耗溶解氧必须满足 ＞
２ｍｇ／Ｌ，剩余溶解氧 ＜１ｍｇ／Ｌ，因此最佳实验要求
Ｃ１＝Ｃ２／２，而接种稀释水的 ＢＯＤ５在０３～１ｍｇ／Ｌ，
所以根据公式：

ＢＯＤ５＝
（Ｃ１－Ｃ２） －（Ｂ１－Ｂ２）ｆ１

ｆ２
式中：Ｃ１：水样在培养前的溶解氧浓度 （ｍｇ／

Ｌ）；
Ｃ２：水样经５ｄ后，剩余溶解氧浓度 （ｍｇ／Ｌ）；
Ｂ１：稀释水 （或稀释接种水）在培养前的溶

解氧 （ｍｇ／Ｌ）；
Ｂ２：稀释水 （或稀释接种水）在培养后的溶

解氧 （ｍｇ／Ｌ）；
ｆ１：稀释水 （或稀释接种水）在培养液中所占

比例；

ｆ２：水样在培养液中所占比例。

得出：稀释倍数≈
预期ＢＯＤ５

４
稀释倍数按照表格取整，围绕预期的 ＢＯＤ５值

做几种不同的稀释比，最后从所得测定结果中选取

合乎要求条件者。如有多个符合要求的，取其平均

值为最终结果。测定 ＢＯＤ５时建议的稀释倍数见
表２［４］。

表２　测定ＢＯＤ５时建议稀释的倍数

预期ＢＯＤ５值 ／ｍｇ·Ｌ－１ 稀释比 结果取整到

２～６ １～２ ０．５

４～１２ ２ ０．５

１０～３０ ５ ０．５

２０～６０ １０ １

４０～１２０ ２０ ２

１００～３００ ５０ ５

２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４００～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例：如测定样品ＣＯＤＣｒ＝３５８ｍｇ／Ｌ
预期ＢＯＤ５≈１００×７０％＝２５１ｍｇ／Ｌ
稀释倍数≈２５１÷４＝６２７
可以取５倍作为稀释比，根据表２，还可取１０

倍作为平行，也可以在 ５倍附近多取 １个稀释比
２。以此类推，实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预期ＢＯＤ５与稀释倍数 （ｍｇ／Ｌ）

测得ＣＯＤＣｒ 预期ＢＯＤ５ 稀释倍数 标准溶液值 测得值 平均值 结果

标液２００２３３ ３５８ ２５１
５
２
１０

２２８±３４
２４８

剩余的溶解氧＜１
２２０

２３４ 合格

标液２００２３２ １８７ １３１
３０
２０
５０

１２７±８
１２９
１３４
１２２

１２８ 合格

标液２００２３０ ７８８ ５５２
１０
２０
４０

６２４±５２
５９６
５７４

消耗溶解氧＜２
５８５ 合格

标液００２２２ １５３ １０７
２５
２０
５０

９６２±５７
９９４
９５３

消耗溶解氧＜２
９７４ 合格

标液００２２３ ９３３ ６５３
１５
１０
２０

６１８±３６
６１２
６０３
６３１

６１５ 合格

标液００２２４ １８３ １２８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３０±７
１３１
１２６
１２１

１２６ 合格

３　对稀释操作步骤的要求及其他影响因素
３１　稀释操作

我们先按照考核样品的稀释要求予以稀释，一

般情况下，取 １０ｍｌ样品用蒸馏水稀释并定容至
２５０ｍｌ，再根据预测的 ＢＯＤ５值进行稀释操作，通
常可采用一般稀释法和直接稀释法［５］。无论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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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样品进行稀释时，均避免产生气泡。稀释水

用虹吸管插入容器底部，容器保持倾斜，沿着管壁

轻轻流入防止气泡产生。培养瓶在装入样品时也不

能有气泡。如有少量气泡，可用瓶塞轻轻敲打瓶

壁，气泡就会自然溢出。盖好瓶盖和水封后再检查

一遍溶解氧瓶，确保没有气泡，否则会影响实验

结果。

３２　容器的清洗
在水样ＢＯＤ５测定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影

响结果准确性的因素，包括实验测定过程中所涉及

的玻璃器应彻底洗净：先用洗涤剂浸泡清洗，然后

用稀盐酸浸泡，最后依次用自来水、蒸馏水洗净。

尤其在培养过程中盛装水样的溶解氧瓶应保证

洁净。

３３　温度
温度不仅对化学反应有较大的影响，对生化反

应也有明显改变。—般说来，温度升高，反应速率

加快，有机物的氧化速率随之加快，溶解氧的消耗

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水样的稀释以及测定过程，

都应在２０±１℃的恒温条件下进行，以避免不必要

的误差。

４　结论
ＢＯＤ５测定是一种经验方法，此方法是测量有

机物生化降解所消耗的氧。由于此方法测定与微生

物密切相关，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测定的重现性

差，因此需严格控制条件，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在

分析ＢＯＤ５时，经验方法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这
需要在平时实验的过程中多总结多分析，考核时严

格按照国标要求进行，从稀释水的制备到样品的稀

释过程及其温度的控制都需要操作者把握好实验技

巧和方法，以提高ＢＯＤ５考核的样品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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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前后渗滤液

环境监测方案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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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产生、污染成分及特点，介绍了监测方案制定的基本原则和工
作程序，明确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前后渗滤液环境监测的要求，并实证分析两种监测方案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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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城市的扩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

垃圾的数量也在逐年剧增。目前，我国的垃圾产量

正进入高峰期，垃圾年产量约１３亿 ｔ，占世界总
产量的１／４［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有卫
生填埋、焚烧、堆肥等三种符合垃圾无害化处理标

准的处理方法［２］，而垃圾填埋因其投资相对较小，

处理量较大，应用最为广泛，我国９０％以上的地
区采用各种形式的填埋进行处理，到１９９８年底在
我国城市垃圾２０％的无害化处理率中，卫生填埋
处理的贡献率占９５％以上。垃圾填埋产生的渗滤
液会导致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二次污染，在国内，有

关垃圾渗滤液的管理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对垃圾

填埋场垃圾渗滤液的监测监管并不严格，相关的研

究工作很多还只限于实验室研究［３］。本研究通过

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产生原因、污染成分及特

性进行分析，明确了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前后对渗

滤液进行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并探寻环境监测方案

的差异性，以更好地加强对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的环

境监管。

１　渗滤液的内涵、产生、污染成分分析及特点
１１　渗滤液的定义

渗滤液，是指填埋过程中垃圾分解产生的液体

及渗入地表水的混合液［４］。

１２　渗滤液的产生
渗滤液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及物理

过程产生的，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降水：包括降雨和降雪，是渗滤液的主要

来源；

（２）地表径流；
（３）地下水渗入：在许多填埋场中，如果填

埋场地下水位低于场底，可以不考虑地下水的

渗入；

（４）垃圾本身的水分。
１３　渗滤液污染成分分析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水质水量的变化主要受垃圾

成分、填埋方式、填埋时间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其变化幅度很大，变化规律复杂。垃圾中的有机物

组分越高，其渗滤液中的有机污染浓度越高。在不

同季节各污染物浓度不同，渗滤液的产生随季节变

化较大，对此 ＭａｔｔｉａｓＡｋｅｓｓｏｎｅ等人亦有报道［５］。

垃圾渗滤液的主要污染成分是有机物、氨氮和重金

属等，它包含多达７７种有机物，如烃类、酸脂类、
醇酚类、酮醛类和酰胺类等；铁、铅、锌、锰、

钠、钾、钙等金属也有十几种之多。

１４　渗滤液的特点
（１）水质复杂
不同地区的填埋场，同一填埋场不同时段的渗

滤液水质均有很大的变化，水量波动也大，营养元

素比例失调。

（２）ＣＯＤ和ＢＯＤ浓度高
渗滤液的有机污染指标浓度变化范围很大，如

化学需氧量最高可达到９００００ｍｇ／Ｌ，生化需氧量最
高可达到 ３８０００ｍｇ／Ｌ，一般在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ｍｇ／Ｌ
左右，但ＢＯＤ／ＣＯＤ比与填埋场运行时间有关，一
般前３～５ａ的比例比较高，可达到０３以上，但随
着运行时间的延长，比例逐渐下降，最后可达到＜
０１的水平。

（３）金属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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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渗滤液中含有铁、铅、锌等多种金属离

子。还可能含有汞、铬、镉等多种有毒、有害的重

金属离子。虽然严格控制工业固体废物进入垃圾填

埋场中，一般重金属离子的浓度不高，但有累积

效应。

２　监测方案制定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２１　制定监测方案的意义

环境监测方案是开展环境监测工作的纲要［６］。

首先环境监测的性质要求是必须紧紧围绕环境保护

的大目标，实施具体的控制、管理、监督措施；其

次，每份监测方案的制定，将是在各项具体监测任

务开展之前，确定必须获取哪些监测信息和如何实

施监测来提高监测信息的科学性；此外，监测必须

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方法标准等的要求，以保证监

测的有效性；最后，方案中应适当考虑监测信息的

追踪性的要求，保证获取一定序列的监测数据，以

供系统分析使用。

２２　制定监测方案的原则
（１）明确监测的目的
首先要明确制定监测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

了了解某个区域范围内的环境质量状况还是为了寻

找主要污染源或主要污染物；其次，收集本地数据

进行分析，是为了实施总量控制目标连续监测某类

污染物进行核定，还是了解环境质量状况向公众发

布或发生了污染事故进行应急处理等。

（２）了解监测的特点
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监测的对象、手段、时间

和空间的多变性，污染的复杂性，其他各类因素对

其影响的关联性等综合因素，都有可能对其监测的

结果产生意想不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明

确监测目的后，一定要深入现场，了解情况，调查

研究，分析特点，初步确定监测的范围、手段、对

象、时间和对其现场的要求。

２３　制定监测方案的工作程序
（１）收集相关资料
在对监测目标确定后，必须进入现场调研和收

集相关资料，了解监测区域内行政区划分情况，污

染源分布状况，地形地貌概况，气象条件状况，河

流历年水质污染和水文情况等。

（２）掌握所监测区域的功能划分
要掌握所监测区域的功能区划及对应的水、

气、声各类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对污染源监测

（特别是项目验收监测），必须了解其所处空气环

境、噪声、环境功能、废水的排放去向，纳污河流

的功能划分，明确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级别。

（３）了解监测点位
了解监测点位，包括空气监测、水质监测断面

及噪声等监测点位设置的原则。不同类别的污染

源，不同的测试方法，确定监测点位的原则也有所

不同。

（４）确定实施计划
根据实际监测能力，包括人力、财力、仪器装

备、试剂配备等，确定监测点位、频次、监测项目

的实施计划。

３　封场前后渗滤液监测的规定
３１　封场前渗滤液监测的规定

根据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

术规程》等标准的要求，填埋场开始运行前，应

进行填埋场的本底环境监测；填埋场运行及封场后

应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估；填埋场环境监测项目应包

括渗滤液、大气、臭气、填埋气体、地下水、地表

水、噪声、苍蝇密度；渗滤液应每月监测至少 １
次；进场垃圾应每月进行１次成分分析：发现异
常，应加大分析频率［７］。加强对垃圾填埋场渗滤

液的监测也是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刚性要

求，考核指标要求垃圾处理厂渗滤液１ａ监测４次
（每季度１次），并增加了垃圾处理场 （包括封场

的）渗滤液处理达标的考核要求。

３２　封场后渗滤液监测的规定
按照填埋场生命周期观点，填埋场封场并不代

表运营维护的终结。填埋场封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产生的渗滤液需要定期监测及妥善处理，并需要评

估相关的环境风险［８］。根据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封场技术规程》等标准的要求，填埋场封场工

程应包括地表水径流、排水、防渗、渗沥液收集处

理、填埋气体收集处理、堆体稳定、植被类型及覆

盖等内容；封场工程应保持渗沥液收集处理系统的

设施完好和有效运行；封场后应定期监测渗沥液水

质和水量，并应调整渗沥液处理系统的工艺和规

模；封场工程后续管理工作应包括对地下水、渗沥

液、填埋气体、大气、垃圾堆体沉降及噪声进行跟

踪监测。

４　封场前后渗滤液监测方案的案例分析
苏南某市垃圾填埋场占地 ８３ｈｍ２，分两期建

设。一期工程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建设，１９９３年投入试
运行，占地２０ｈｍ２，填埋容积为１１０万 ｍ３，工程
的使用年限是 １０ａ，于 ２００３年完全封场。二期工
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立项并开始建设，占地 ６３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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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一期工程东侧，填埋容积为３５０万 ｍ３，预计
可使用１０ａ以上，到２０１０年底将封场。某市环境
监测站于２０１０年初对该垃圾填埋场进行监测，监
测周期为１ａ。
４１　封场前渗滤液监测方案
４１１　监测方案的制定

（１）监测目的
检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的效果，封场

前跟踪调查，完成国家对垃圾填埋场监测的指令性

任务。

（２）监测点位的布设
该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渗滤液经污水预处理池

处理后，污水排入配套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设

计日处理能力８万 ｔ，而该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日产
生量 １５０ｔ，不超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的
０５％，故在污水处理厂进水和出水分别设置１个
监测点。

（３）采样频次及方法
根据污水处理工艺设计的要求及降水情况，每

月应监测１次。用采样器提取渗滤液，弃去前３次
渗滤液样品，用第４次样品作为分析样品。

（４）监测项目及评价标准
监测项目为色度、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数、总

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评价标准

选用２００８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生活垃圾填

埋场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表２的浓
度限值。

４１２　监测结果分析
（１）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前后的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色度、氨氮、总氮及生化需氧量指标

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由于３月后该垃圾填埋场渗
滤液处理设施进行改造，在６月前，６项污染指标
浓度逐月增加，直至６月达到一个超标最高峰值，
后随着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浓度逐渐降低，到９
月达到了超标最低峰值，但在冬季有所反弹，如图

１～图６。

（２）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前后的总磷指标
变化趋势有所差异。渗滤液处理设施前，总磷污染

出现逐月减轻的趋势，直至９月总磷浓度超标倍数
达到最低峰值，随后反弹；而渗滤液处理设施后的

总磷浓度提前到６月达到了超标倍数的最低峰值，
接着持续反弹，如图７所示。

（３）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前后的重金属得
到有效控制，多项金属离子浓度均未超标。

（４）粪大肠菌群污染严重，无法保证达标排
放，处理设施效率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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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封场后渗滤液持续监测方案
（１）监测目的
封场后期维护及管理，定期进行跟踪监测，直

到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中水污染物浓度连续两年低

于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
－２００８）表２和表３的浓度限值。
（２）监测点位的布设
设置在渗滤液的出口。

（３）采样频次及方法
封场后３ａ内应每年监测２次，３ａ后根据出水

水质确定采样频次。用采样器提取渗滤液，弃去前

３次渗滤液样品，用第４次样品作为分析样品。

（４）监测项目及评价标准
监测项目为色度、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总氮、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数、总

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评价标准

选用２００８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生活垃圾填

埋场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表２的浓
度限值。

５　结论
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封场前后不同时期进

行有效的环境监测，是保证其周边地表水和地下水

不受二次污染的关键措施，采取有区别的布点方

式、采样频率及监测项目，能够更好地综合评估生

活垃圾填埋场的运行状况，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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