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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Ｂａｔｃｈ法研究了土壤吸附苯胺的动力学特征；通过土柱试验模拟了苯胺在土壤中的扩散，
同样通过土柱试验研究了两种应急处置方法。试验结果表明，土壤吸附苯胺的反应呈现快速反应和慢速反

应两个阶段，以快速吸附反应为主；苯胺在土壤中的扩散浓度与扩散深度的关系可用指数方程表征。通过

动力学吸附试验和苯胺在土壤中的迁移试验的结果，确定了挖掘距表面层５０ｍｍ的污染土壤和在污染表面
撒粉末活性炭吸附两种有效的应急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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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尤其是重大

突发性的环境化学污染事故不仅在发生次数上，而

且在污染的危害程度上均有增加的趋势。据统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发生污染事故３９８８起，平均每年约
１０００起，尤其是因企业排污事故而引发的重大污
染事件接连发生。这些污染事件不仅给水体带来破

坏，也造成土壤生态质量的恶化。土壤是自然资源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的变化会急剧地影响土壤

质量。土壤受到污染，同样会造成地下水和地表水

遭到污染，同时土壤污染物会进入植物系统，这些

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直接给人体健康带来危

害。治理与保护土壤生态环境已迫在眉睫。

苯胺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随着精细化

工行业，尤其是燃料、农药及医药行业产品产量

的不断增大，对苯胺类化学品的需求呈明显的上

升趋势。苯胺是土壤中常见的有机污染物，这类

物质毒性大，有很强的 “三致”作用，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的影响相当大，被列入我国 １４类环境
优先控制污染的黑名单。目前，苯胺在环境中的

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体，水体污染的应急处理

方法是投加水处理药剂，国外已有利用 ＰＡＣ（粉

末活性炭）应对季节性水质变化和突发水污染事

故的成功案例，获得了好的处理效果［１～３］。傅金

祥等［４］以浑河水为原水，模拟突发苯胺污染事

故，通过投加 ＰＡＣ吸附水体中苯胺，达到应急处
理的效果。但有关苯胺污染陆地 （土壤）的应急

处置方法尚未见报道。

针对有机物污染的土壤，目前主要有化学治

理、物理治理等几种技术。

常见的化学治理技术包括化学焚烧法、化学清

洗法、光化学降解法等。化学焚烧法是利用高温焚

烧有机物以让有机物分解的方法，是最为常用的治

理有机污染土壤的方法。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完全

地分解污染物，缺点是在焚烧有机物的同时使土壤

也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坏。化学清洗法包括表面活性

剂清洗法、有机溶剂清洗法等。Ｄｅｉｔｓｈ［５］等用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清洗土壤中三氯甲烷，
研究了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浓度，土壤／污染物接触时间，
土壤有机碳含量等对清洗效果的影响。Ｒｏｙ［６］等利
用果皮中提取的生物表面活性剂清除土壤中的六六

六时，发现１％的这种活性剂去除效果是清水清洗
土壤的１００倍。ＳａｈｌｅＤｅｍｅｓｓｉｅ［７］等采用２－丙醇，
甲醇等溶剂清洗土壤中高浓度的农药 ＤＤＴ，在土
壤∶溶剂为６∶１时去除农药效果为９９％。在水污染
处理领域，光催化降解应用较多。在土壤污染领

域，光催化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药的降解上。

但是，光化学降解技术在土壤污染的治理方面的应

用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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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物理治理技术包括挖掘填埋法、通风去

污法。最为常见的物理治理方法是挖掘填埋法，该

方法采用人工挖掘掉受污染的土壤，并将其送到指

定地点进行填埋从而清除掉污染物。为了对土地进

行再利用，可将未受污染的土壤填回被挖掉的地

方。这种方法处理费用较高且只是对污染物进行了

一次转移，未能真正达到清除污染物的目的。但

是，对一些紧急情况下的土壤污染，采用这种方法

是行之有效的。最近几十年来，发展了土壤通风去

污技术，这是一种清除污染物的新方法，该方法能

够清除掉一些具有挥发性的污染物，目前这种方法

主要应用于清除泄漏到土壤中的石油。当液体污染

物泄露到土壤中时，它将在土地中产生纵向和横向

的迁移，最后存留在地下水界面之上的毛细管与土

壤颗粒之间，由于有机烃类的高挥发性，可采用在

受污染地区打井引发空气流经污染土壤区，使污染

物加速挥发而被清除，这就是土壤通风去污的原

理。研究表明，这种技术是高效的去污技术，其去

污速度是化学清洗法和土壤挖掘法的５倍以上，但
是其所需成本却不到化学清洗法和土壤挖掘法的

１／１０。
本文以苯胺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研究苯胺在

土壤中的迁移特征，提出合理的应急处理方法，为

苯胺突发陆地污染提供应急处置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苯胺 （Ｃ６Ｈ５ＮＨ２），分析纯；硫酸

氢钾 （ＫＨＳＯ４），分析纯；无水碳酸钠 （Ｎａ２ＣＯ３），
分析纯；亚硝酸钠 （ＮａＮＯ２），分析纯；氨基磺酸
铵 （ＮＨ４ＳＯ３ＮＨ２），分析纯；Ｎ－ （１－奈基）乙
二胺盐酸盐，分析纯；硫酸，分析纯。

仪器：ＰＶＣ圆管 （长度为 ５００ｍｍ）；ＵＶ－
１７０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岛津）。

１２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试验所用土壤采自武汉东湖边，采样深度为０

～２００ｍｍ，样品经自然风干、研碎、过 ８ｍｍ筛，
备用。土壤的基本性质见表１。

表１　土壤的基本性质

ｐＨ
土粒密度

／（ｇ／ｃｍ３）

苯胺浓度

／（ｍｇ／１０ｇ）土壤

含水量

／％
粒径

７１０ １６６ ０００４ １３８１ ≤８ｍｍ

１３　试验装置
试验采用 ＰＶＣ圆管 （柱长为５００ｍｍ，柱内径

为１０３６ｍｍ，从上到下切成两半），每次取７ｋｇ经
过筛分后的土壤填入 ＰＶＣ圆管 （填土前将两半圆

管用胶布固定），用力夯实，将苯胺从上面倒入土

壤表层；取样时，将固定圆管的胶布撕开，在距土

壤表层 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高度的
横截面上取厚度为１０～２０ｍｍ的土壤，取样面积为
相应截面的半圆。

１４　分析方法
土壤的预处理［８］：称取土壤 １０ｇ加入 １００ｍｌ

ｐＨ值为８～９的蒸馏水浸取过夜，后加热蒸馏，当
馏出液接近 ８０ｍｌ时停止加热，再加入 ２０ｍｌ蒸馏
水，继续蒸至尽干，至馏出液为１００ｍｌ。馏出液中
苯胺的测定采用 Ｎ－（１－奈基）乙二胺偶氮分光
光度法 （ＧＢ１１８８９－８９）。
１５　试验方法
１５１　土壤吸附苯胺动力学试验

动力学试验以 Ｂａｔｃｈ法进行。各称取２ｇ土样
于９只５０ｍｌ具盖玻璃离心管中，用移液管分别加
入２０００ｍｌ相同浓度的苯胺溶液，以铝箔衬在盖子
内侧，盖紧盖子，水浴保持恒温。试验开始的８ｈ
连续振荡，然后每隔 ２ｈ振荡 １次，每次 １５ｍｉｎ，
分别于０５、１、２、４、６、８、１２、２４ｈ取１份进行
离心分离 （２５００ｒ／ｍｉｎ），取适量上清液于５０ｍｌ容
量瓶中测定苯胺浓度。土壤对苯胺的吸附量以苯胺

的起始浓度减去某一时刻上清液中苯胺浓度，所得

之差即为土壤对苯胺的吸附量。

１５２　苯胺在土壤中的迁移试验
为了研究苯胺污染土壤后其在纵深方向的迁移

过程，将 ５０ｇ苯胺倒入装有土壤的 ＰＶＣ圆管中，
每隔一定时间分别取不同高度 （距土壤表层

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的土壤，检测
其中苯胺浓度 （ｍｇ／１０ｇ土壤），找出苯胺浓度和
土壤深度之间对应的函数关系。

１５３　苯胺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方法一：将５０ｇ苯胺倒入装有土壤的

ＰＶＣ圆管中，待苯胺渗透 ０５ｈ后挖掉距表面
５０ｍｍ的土壤，每隔一定时间分别取不同高度 （距

土壤表层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的土
壤，检测其中苯胺浓度 （ｍｇ／１０ｇ土壤）。

应急处理方法二：将５０ｇ苯胺倒入装有土壤的
ＰＶＣ圆管中，１０ｍｉｎ后用１０ｇ粉末活性炭覆盖在土
壤表面，每隔一定时间分别取不同高度 （距土壤

表层 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的土壤，
检测其中苯胺浓度 （ｍｇ／１０ｇ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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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土壤吸附苯胺动力学试验

土壤对苯胺吸附的动力学曲线见图１。从图１
可知：土壤对苯胺吸附动力学曲线呈现两段型动力

学特征，即快速反应阶段与慢速反应阶段，土壤吸

附苯胺的快速反应阶段为０～６ｈ，慢速反应阶段在
６～２４ｈ，即土壤吸附苯胺在６ｈ左右可达到平衡。

２１１　土壤吸附苯胺动力学速度参数
土壤对苯胺的吸附包括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两

种模式。物理吸附是指土壤中所含的有机物对苯胺

的疏水吸附，这种吸附易于发生，速度较快；而化

学吸附是指土壤中的粘粒矿物和苯胺间发生的化学

吸附，这种吸附方式具有活化能高、吸附速率慢的

特点。为了考察各吸附阶段的变化，定义以下速度

参数以分析苯胺吸附速度变化的特点，所定义的各

项速度的单位均为μｇ／（ｇ·ｈ）［９］。
（１）起始吸附速度 ν０５定义为０５ｈ时的吸附

速度，０５ｈ时土样吸附量 Ｓｔ与时间０５ｈ之比值，
即ν０５＝Ｓ０５／０５，由于０５ｈ是实验中取样时间最
短的，可用来描述在吸附起始阶段的吸附速度。

（２）快速反应阶段平均速度 νｆ定义为快速吸
附阶段的平均速度，为快速吸附阶段直线段斜率。

（３）总反应平均速度 νｔ定义为从吸附起始到
试验最后时刻 （按试验设计为２４ｈ），土样总吸附
量Ｓｔ与总时间 ｔｔ之比值，即 νｔ＝Ｓｔ／ｔｔ，其包括快
速吸附和慢速吸附的总平均吸附反应速度。

各项速度特征参数νｔ、ν０５、νｆ的结果见表２。
表２　试验土壤中苯胺的吸附速度参数

温度／℃
加入浓度

／（ｍｇ／Ｌ）

νｔ ν０５ νｆ

／（μｇ／ｇ·ｈ）

２５ ５０ １５７９ ２９８ ４１８５

表２的结果表明：土壤吸附苯胺的起始吸附速
度远大于总反应的平均速度，并且快速反应阶段的

速度也远大于总反应的平均速度，这说明土壤对苯

胺的吸附主要集中在快速反应阶段；快速反应阶段

的吸附以物理吸附为主，在慢速反应阶段，物理吸

附点位基本上达到饱和，转而以化学吸附为主，化

学吸附的阻力远大于物理吸附，这是土壤对苯胺的

吸附主要以快速吸附为主的原因。

２１２　土壤吸附苯胺快速反应阶段动力学方程
通常土壤吸附过程不能用单一的方程描述测定

范围内的变化规律，需要根据相关系数和标准差的

大小分段描述。研究结果显示［１０］，如果 （ｄＳｔ／
ｄｔ）

－１与 ｔ（横坐标）的关系曲线是上凸的，则宜
用幂函数方程描述；如果关系是线性的，则采用

Ｅｌｏｖｉｃｈ方程描述；如果关系曲线为下凹的宜采用
一级反应方程式描述。不符合上述三种情况的要根

据具体的数据分析拟合恰当的方程。

土壤吸附苯胺快速反应阶段的吸附物质反应速

率可用一级 ｌｎｃｔ＝ｌｎｃｔ０－ｋｔ或二级１／ｃｔ＝１／ｃｔ０＋ｋｔ
方程表示，ｃｔ为 ｔ时刻水相的浓度，ｃｔ０为０５ｈ后
初始浓度，其回归参数、拟合得到快速反应阶段的

一级反应和二级反应方程如表３。
表３　回归参数表

反应级数 拟合方程 反应速率常数 ｒ２

一级反应 ｙ＝３７８９－００４２８ｘ ００４２８ ０９５００

二级反应 ｙ＝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１１ｘ ０００１１ ０９６５０

由表３可知，二级反应的相关系数和一级反应
的相关系数接近，如果 （ｄＳｔ／ｄｔ）

－１与 ｔ（横坐标）
的关系曲线为下凹的宜采用一级反应方程式描述，

但是，通过对图１快速反应阶段做导数分析，发现
（ｄＳｔ／ｄｔ）

－１与ｔ（横坐标）的关系曲线不满足下凹
的情况，因此，选用二级反应方程比一级反应能够

更好地描述快速反应阶段的吸附过程，其拟合方程

为１／ｃｔ＝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１１ｔ。
２２　苯胺在土壤中的迁移试验

苯胺在土壤中的纵深迁移受到了土壤颗粒表面

的吸附作用，通过上述土壤吸附苯胺的动力学实验

可知，在０～６ｈ内土壤对苯胺的吸附以物理吸附为
主，且吸附量较大；当物理吸附达到饱和，土壤对

苯胺的吸附以化学吸附为主，且吸附量很小。为了

研究苯胺在土壤中纵向迁移的浓度分布，每隔一定

时间分别取不同高度 （距土壤表层 １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的土壤，检测其中苯胺
浓度 （ｍｇ／１０ｇ土壤）。然后找出苯胺浓度和土壤
深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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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在土壤中纵向迁移的浓度分布见表４。
表４　苯胺在土壤中的浓度分布

时间／ｈ
高度／（ｍｍ）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０５ １３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６ ０５０１ ０６２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２４ ０３８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由表４可知，０５ｈ时，在离表面１００ｍｍ高度
处，苯胺的浓度为 １３０５ｍｇ／１０ｇ土壤，以下逐层
递减，即浓度由表层向深层递减，可用负指数方程

ｙ＝８３２５５ｅ－４１６ｘ＋０００６６，ｒ２＝０９９９６（ｙ为苯胺
浓度ｍｇ／Ｌ，ｘ为土层深度ｍｍ）表征其浓度与深度
的关系。

表４还说明，苯胺在土壤中的迁移主要集中在
深度＜１００ｍｍ的土层中，在４００ｍｍ高度处２４ｈ时，
苯胺的浓度只有 ０００５ｍｇ／１０ｇ土壤，只有 １００ｍｍ
处苯胺浓度的０４％，表明苯胺在土壤中的扩散速
度很慢。一旦发生苯胺泄露至土壤中的事件，只要

处置及时，苯胺对深处土壤的污染较小。

２３　苯胺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
土壤被污染后的治理技术主要有物理治理技

术、化学治理技术、微生物治理技术和植物治理技

术等几种。其中物理治理技术包括挖掘填埋法、通

风去污法等；化学治理技术包括化学焚烧法、化学

清洗法、光化学降解法等；微生物降解法主要是利

用生物的生命代谢活动减少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的

浓度或使其完全无害化，从而使污染的环境能部分

地或完全地恢复到原初状态；植物治理技术主要包

括植物对污染物的直接吸收，植物释放的分泌物和

酶刺激微生物的活性加强其生物转化作用，植物根

区对有机物的矿化作用。

上述几种治理技术各有优劣，结合应急处理技

术必须快速、有效、实用等特点，本文采用了挖掘

法和活性炭吸附法应急处理苯胺污染。

２３１　应急处理方法一：挖掘法
挖掘法是最常见的物理治理方法，特别是对突

发性环境污染能起到有效的治理。针对苯胺突发事

故对土壤的污染，采取待苯胺泄露至土壤０５ｈ后
挖掘移出表层５０ｍｍ的已污染土壤，监测不同时间
和不同深度苯胺的浓度，考察该应急方法的处理效

果，挖掘处理后土壤中苯胺的浓度分布见表５。

表５　挖掘处理后土壤中苯胺的浓度分布

时间／ｈ
高度／ｍｍ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０５ ０３２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１

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８

６ ０５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０

９ ０９２９ ０１３８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３

２４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３

对比表４和表５可知，未经任何处理时，苯胺
在０５ｈ，１００ｍｍ深度处的浓度为１３０５ｍｇ／１０ｇ土
壤；经挖掘处理后，苯胺在０５ｈ，１００ｍｍ深度处
的浓度为 ０３２７ｍｇ／１０ｇ土壤，苯胺的浓度减少了
７５％，这说明土壤在污染后０５ｈ内挖掘移出表层
５０ｍｍ土壤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根据表２土壤对苯胺的吸附速度参数可知，在
０５ｈ内土壤对苯胺的吸附速度远远大于快速反应
阶段和慢速反应阶段的速度。因此，土壤对苯胺的

吸附主要集中在０５ｈ内。由表４苯胺在土壤中的
浓度分布可知，苯胺在土壤中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深

度＜１００ｍｍ的土层中。所以，０５ｈ内挖掘移出表
层５０ｍｍ的被污染土壤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应急处理
方法。

２３２　应急处理方法二：粉末活性炭吸附法
采用粉末活性炭吸附法应对苯胺突发事故对土

壤的污染，是利用粉末活性炭吸附土壤中的苯胺，

降低苯胺在土壤中的浓度，其吸附效果见表６。
表６　粉末活性炭吸附后土壤中苯胺的浓度分布

时间／ｈ
高度／ｍｍ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０

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２８ ０４０３

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６ ００８９ ０８２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对比表４和表６可知，０５ｈ时，未经任何处
理的污染土壤，苯胺在 １００ｍｍ深度处的浓度为
１３０５ｍｇ／１０ｇ土壤；经粉末活性炭吸附后，苯胺在
１００ｍｍ深度处的浓度为 ００２５ｍｇ／１０ｇ土壤，其去
除率为 ９８％。由此可知，当苯胺泄露至土壤上，
待其未完全渗透至土壤中时用粉末活性炭覆盖被污

染的土壤表面，可以显著减少苯胺在土壤中的

迁移。

—４—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通过表４、表５、表６可知，２４ｈ时，苯胺在
４００ｍｍ深度处的浓度都很小，这进一步证明了苯
胺在土壤中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深度 ＜１００ｍｍ的土
壤中。只要当污染发生时采取合理及时的措施，苯

胺对土壤污染的程度可以得到显著的降低。

３　结论
（１）土壤对苯胺的吸附呈快速反应与慢速反

应两段型动力学特征，以快速吸附反应为主，快速

反应阶段可用二级动力学方程描述。

（２）土壤表层受苯胺污染后，苯胺的浓度随
深度的变化可用指数方程ｙ＝８３２５５ｅ－４１６ｘ＋０００６６
表示，该方程对估测苯胺对深层土壤的污染有一定

参考价值。

（３）当土壤表层被苯胺污染后，在０５ｈ内挖
掘移出被污染５０ｍｍ的表面土壤，及立即采取粉末
活性炭覆盖，均可显著降低苯胺对土壤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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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玉米体系

Ｐｂ含量及其污染特征研究
杨炳旭

（剑川县环境监测站，云南 剑川 ６７１３００）

摘　要：以云南省兰坪县铅锌矿周边农田为研究对象，测定和分析其上生长的玉米植株及其根部土壤
Ｐｂ含量，结果表明：①云南省兰坪县铅锌矿区周边农田生长的玉米根、茎、叶和籽实Ｐｂ的平均含量分别
为２１９１７ｍｇ／ｋｇ、９９２ｍｇ／ｋｇ、１４２８６ｍｇ／ｋｇ、７９１８ｍｇ／ｋｇ；②云南省兰坪县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 Ｐｂ含
量为１１２６１２～３６４０２５ｍｇ／ｋｇ，是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的７５～２５８倍；③１３个玉
米样品籽实Ｐｂ含量超过了我国粮食卫生标准 （ＮＹ８６１—２００４）的１９１～５８８９倍；④玉米根部土壤 Ｐｂ
含量和玉米叶片中的Ｐｂ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铅锌矿区；农田；土壤；玉米；铅；含量；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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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云南省不仅是动植物王国，同时也是有色金属

王国。云南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在我国位居

前列，分布广泛，开发利用率高，矿业经济发展迅

速。有色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是重金属进入生物圈

的重要途径［１］，再加上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

资源无序开采、企业的治理水平低，环境监管能力

不足、对重金属污染重视不够等原因，重金属在环

境或生态系统中长时间存留、积累和迁移造成一些

重金属矿区及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在部分蔬

菜、茶叶、三七等农产品中出现重金属超标问题。

重金属污染对云南省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２～３］。

土壤作为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提供人

类生存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而且接受来自工业

和生活废水、固体废物、农药化肥及大气降尘等

物质的污染。重金属以其在土壤中难降解、毒性

强、具有积累效应等特征受到科学家们的广泛关

注［４～５］。土壤重金属污染物主要有汞、镉、铅、

铜、铬、砷、镍、铁、锰、锌等。重金属对土壤

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６～８］。其

中，铅在土壤中易与有机物结合，极不易溶解；

土壤铅多发现在表层土，表土铅在土壤中几乎不

向下移动。铅对植物的危害表现为使叶绿素含量

下降，阻碍植物的呼吸及光合作用；铅对人的危

害则是累积中毒［９～１０］。

云南兰坪铅锌矿位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白族普

米族自治县金鼎镇东３５ｋｍ的凤凰山，是我国迄
今探明储量最大的铅锌矿床，也是亚洲第一、世界

第四大铅锌矿，矿区探明铅锌金属总储量达１４２９
万ｔ。其铅锌尾矿规模大，周边农田污染较为严重。
因此，研究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及玉米重金

属Ｐｂ污染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重金属Ｐｂ通
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有重要意义［１１～１２］。

２　材料和方法
２１　采样地

样品采集于２０１２年９月，供试的１３个玉米样
和对应的土样采自哨上矿区和大龙老矿区，分别编

号为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３，表１是各个采样地点的海拔高度及经纬度。
２２　土壤和玉米样品采集与处理
２２１　土壤和玉米的采样方法和过程

在玉米植株的收获期进行采样；避开路边、田

埂、沟边、肥堆、污染严重等特殊地段，在１３个
采样点采集样品；将玉米连根拔起，玉米全株保留

并弯折装袋做好标记；同时采集根区土壤，以根系

分布深度确定采集深度，取土样至 １５ｋｇ左右；
将土样捏碎并做好对应标记；运往实验室储存

备用。

２２２　样品处理
将从野外采集回来的土壤—玉米体系登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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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采样地概况

编号 采样地点 海拔／ｍ 纬度 经度

１ 哨上矿区 ２７１０ Ｎ２６°１８′４９４″ Ｅ９９°４２′４１５″

２ 哨上矿区 ２６８０ Ｎ２６°１８′５８７″ Ｅ９９°４２′４８１″

３ 哨上矿区 ２６９０ Ｎ２６°１８′０２９″ Ｅ９９°４２′２７８″

４ 哨上矿区 ２７１８ Ｎ２６°１８′３２０″ Ｅ９９°４１′０８８″

５ 哨上矿区 ２５１２ Ｎ２６°１４′３６７″ Ｅ９９°３７′１２７″

６ 哨上矿区 ２６５１ Ｎ２６°１４′３７２″ Ｅ９９°３７′１２２″

７ 大龙老矿区 ２４１３ Ｎ２６°１４′１６５″ Ｅ９９°３７′２７８″

８ 大龙老矿区 ２３１７ Ｎ２６°１４′１７１″ Ｅ９９°３７′２４６″

９ 大龙老矿区 ２６１２ Ｎ２６°１９′３９３″ Ｅ９９°３６′５２０″

１０ 大龙老矿区 ２５３９ Ｎ２６°１８′２６７″ Ｅ９９°３７′２３４″

１１ 大龙老矿区 ２５５０ Ｎ２６°１８′２０１″ Ｅ９９°３７′２１５″

１２ 大龙老矿区 ２５５９ Ｎ２６°１８′１１７″ Ｅ９９°３７′２６３″

１３ 大龙老矿区 ２４６３ Ｎ２６°１８′００８″ Ｅ９９°３７′２７７″

土壤：首先将土壤摊成薄薄的一层，置于室内

通风自然阴干，在土样半干时，需将大土块捏碎，

以免完全干后结成硬块，难以磨细。把风干后的土

样，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平面硬纸上用木棍研细，以

便其通过０２５ｍｍ的筛子。最后用０２５ｍｍ的筛
子过筛备用。

玉米：用水将采集回来的玉米洗干净，把玉米

的根、茎、叶、果实分别装进不同的信封里放进烘

箱进行烘干，首先在１０５℃的高温条件下杀菌３０
ｍｉｎ，然后再在７０℃的环境下烘干２ｄ。烘干后拿
出碾碎备用。

２３　测定方法
２３１　土壤ｐＨ值的测定

土壤 ｐＨ值采用 ｐＨＳ—３Ｃ型精密 ｐＨ计测定，
水土比２５∶１。称取通过０２５ｍｍ孔径筛子的风干
土样，放入烧杯中，加入蒸馏水２５ｍｌ，用玻璃棒
搅拌１ｍｉｎ，使土体充分散开，放置０５ｈ，此时应
避免空气中有氨或挥发性酸的影响，然后用酸度计

测定［１３］。

２３２　土壤Ｐｂ含量的测定
称取通过０２５ｍｍ孔径尼龙筛的风干土５０００

ｇ，置于１５０ｍｌ的三角瓶中，用少量水湿润样品，
加王水２０ｍｌ，轻轻摇匀，盖上小漏斗，过夜，置
于电热板或电砂锅上，在通风橱中低温加热至微沸

（１４０～１６０℃），待棕色氮氧化物基本赶完后取下
冷却。沿壁加入高氯酸１０～２０ｍｌ（视样品中有机
质的含量而定），继续加热消化产生浓白烟挥发大

部分高氯酸，三角瓶中样品呈灰白色糊状，取下冷

却 。用水约２０ｍｌ洗涤容器内壁，摇匀，以中速定
量滤纸过滤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再用热水洗涤残渣３

～４次，冷却后用水定容。同时做空白试验［１４］。

而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其含Ｐｂ浓度。
２３３　玉米根、茎、叶、果实Ｐｂ含量测定

分别称取通过 ０２５ｍｍ筛根、茎、叶、果实
１０００ｇ，分别置于１５０ｍｌ的三角瓶中，用少量水
湿润样品，加入硝酸∶高氯酸＝３∶１的混合液２０ｍｌ，
轻轻摇匀，盖上小漏斗，过夜，置于电热板或电砂

锅上，在通风橱中低温加热至微沸 （１４０～
１６０℃），待棕色氮氧化物基本赶完后取下冷却。
沿壁加入高氯酸１０～２０ｍｌ（视样品中有机质的含
量而定），继续加热消化产生浓白烟挥发大部分高

氯酸，三角瓶中样品呈灰白色糊状，取下冷却。用

水约２０ｍｌ洗涤容器内壁，摇匀，以中速定量滤纸
过滤到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再用热水洗涤残渣 ３～４
次，冷却后用水定容。同时做空白试验。而后用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其含Ｐｂ浓度。
２４　数据统计与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运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２００７进行图表绘制。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壤ｐＨ值及其Ｐｂ含量

如表２和表３所示，兰坪铅锌矿区土壤 ｐＨ值
为５１５～７５４，其中１、４、８、９、１１这５个采样
点的土壤偏碱性，其他采样点偏酸性。

表２　土壤ｐＨ值

样品编号 土壤ｐＨ值 土壤中Ｐｂ含量／（ｍｇ／ｋｇ）

１ ７２２ ３４７３７５±４４３１

２ ６９１ １１２６１２±０２４

３ ５５０ ２５８０７５±１１３３０

４ ７４０ １３３３００±００６

５ ５９０ ２２３６２５±５０５

６ ５１５ ２０４９５０±２１３６

７ ６８８ ３６４０２５±１９６１５

８ ７４４ ２５８７５０±１６４５

９ ７３４ １９８４００±１１３４５

１０ ６３５ １１５３３２±０６０

１１ ７５４ １２７７２０±８８３

１２ ６１４ １１６６７９±０７６

１３ ５７２ １２６８１７±３１０

表３　标准极限 （ｍｇ／ｋｇ）

元素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粮食卫生标准

（ＮＹ８６１－２００４）

ｐＨ值＜６５ ６５＜ｐＨ值＜７５ ｐＨ值＞７５

Ｐｂ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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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Ｐｂ含量１１２６１２～３６４０２５ｍｇ／ｋｇ，平均
含量１９９０５１ｍｇ／ｋｇ。玉米中重金属选用国家粮食
二级标准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为评价标准［１５］。１３个土壤样品中 Ｐｂ含量超出相
应ｐＨ值条件下土壤重金属Ｐｂ限量标准７５～２５８
倍。１３个土壤样品的Ｐｂ含量存在一定差异，变异
系数为４４％，各点Ｐｂ含量的离散程度大。
１号样品采自废弃矿山，很多矿石还未进行冶

炼，所以土壤的 Ｐｂ含量很高，而５、６、７、８、９
号样品采自驰宏公司附近的农田，驰宏公司是兰坪

大型的铅锌矿冶炼厂，附近堆积了大量的矿渣，旁

边的农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Ｐｂ含量也很高。
３２　玉米植株Ｐｂ含量

如表４和表５所示，兰坪铅锌矿区玉米根 Ｐｂ
含量为 ５７１５～５１６１８ｍｇ／ｋｇ，平均含量 ２１９１７
ｍｇ／ｋｇ。１３个玉米根样品中的 Ｐｂ含量存在一定差
异，它们之间的变异系数为５７％，各点Ｐｂ含量的
离散程度较大。

玉米茎Ｐｂ含量为５５２５～１３８９５ｍｇ／ｋｇ，平均
含量为 ９９２０ｍｇ／ｋｇ，它们之间的变异系数为 ３０
％，各点Ｐｂ含量的离散程度不大。

玉米叶Ｐｂ含量为７０７８～２３０９０ｍｇ／ｋｇ，平均
含量为１４２８３ｍｇ／ｋｇ，它们之间的变异系数为４１
％，各点Ｐｂ含量的离散程度大。

玉米籽实中的 Ｐｂ含量为 ３８１３～１１７７８ｍｇ／
ｋｇ，平均值为７９１８ｍｇ／ｋｇ，与玉米根、茎、叶中
的Ｐｂ含量相比较，在玉米籽实中Ｐｂ的含量相对较
低。与国家颁布的 《粮食卫生标准 （ＮＹ８６１－
２００４）》中玉米籽实二级标准 Ｐｂ＝０２ｍｇ／ｋｇ比较
发现，１３个样品玉米籽实样品的Ｐｂ含量都远远高
于国家粮食标准，超过了１９１～５８８９倍。１３个
玉米籽实样品的Ｐｂ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之间的变
异系数为３３％，各点Ｐｂ含量的离散程度不大。

矿区栽培玉米中不同部位重金属 Ｐｂ含量的高
低顺序为根 ＞叶 ＞茎 ＞籽实，具体平均数值为
２１９１７、１４２８６、９９２、７９１８ｍｇ／ｋｇ，根中最高，
籽实中最少，根与籽实 Ｐｂ含量比值达２８倍，籽
实中Ｐｂ含量严重超标［１５］。

３３　玉米和土壤中重金属 Ｐｂ含量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

　　如表６所示，从相关系数看，兰坪铅锌矿区土
壤的Ｐｂ含量和玉米叶片中的Ｐｂ含量的相关系数为
０８７，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而
根、茎中的Ｐｂ含量与土壤的Ｐｂ含量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５８、０６３，达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ｐ＜
００５）；籽实中的 Ｐｂ含量与土壤的 Ｐｂ含量的相关
系数为０４０，没有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

表４　玉米根、茎、叶、籽实中Ｐｂ含量 （ｍｇ／ｋｇ）

样品

编号
根 茎 叶 籽实

１ ２３７２８±２３８ １０３０８±１４６ ２０１２５±０９５ ６８１５±０８４

２ １２０７５±０７５ ５５２５±０４６ ７０７８±０４８ ４７５５±０８１

３ ２０２１５±１３３ １３４５８±９５７ ２２８４５±０５８ １００１３±０２７

４ ２５７９５±０６１ １１５２０±３７８ １１４４０±１１３ １１７７８±３５９

５ ３７２６８±３０４４１３０８０±１４１ １４４８０±０９２ ７３１５±１８２

６ ２８６３５±３９５ １００２０±０１７ １６５３０±１０７ ９８８５±１９３

７ ２５６４８±５８２ １０２２３±３８５ １８０１５±２６６ ９３１０±０５２

８ ５１６１８±９４８ １２８１５±０３５ ２３０９０±３０６ １１０８３±３３３

９ １８９８０±４９４ １３８９５±０３８ １８３３３±０２７ ９４１０±０７５

１０ １１１４８±１５７２ ６２５３±０９１ ７７８８±１１４ ４０２３±０７９

１１ ５７１５±５６９ ６１４５±０７５ ７５８８±１５４ ３８１３±０４５

１２ １３７２５±３９０ ７２０３±２９６ ８２１３±２７０ ７０１３±０４２

１３ １０３６８±６２５ ８５１５±１４１ １０１９０±１２４ ７７３０±０７２

表５　土壤和玉米根、茎、叶、籽实中Ｐｂ含量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土壤 玉米根 玉米茎 玉米叶 玉米籽实

标准差 ８７９３９ １２５２５ ２９７０ ５９２３ ２６１１

变异系数 ０４４ ０５７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３３

表６　玉米不同部位Ｐｂ含量与土壤Ｐｂ含量的相关系数

玉米根 玉米茎 玉米叶 玉米籽实

相关系数 ０５８ ０６３ ０８７ ０４０

４　讨论
根据矿区土壤及玉米植株不同部位重金属 Ｐｂ

含量的测试结果，可知无论土壤还是玉米植株，它

们的重金属Ｐｂ含量都严重超标。
由于受自然矿体和开采活动的影响，兰坪铅锌

矿区周边农田土壤受到 Ｐｂ重金属的污染，而且在
种植的玉米作物体内富集［１６］。兰坪铅锌矿区周边

农田的铅污染问题十分严峻，对该区采取环境保护

措施已迫在眉睫。根据玉米不同部位的积累规律，

应及早采取适宜措施，减少重金属在玉米籽实中的

富集，降低Ｐｂ通过食物链对人畜健康的危害［１７］。

鉴于兰坪县铅锌矿区周边农田玉米重金属 Ｐｂ含量
普遍超标，建议矿区种植其它低累积作物或林木和

花草等经济植物，谨慎种植直接食用的粮食作物，

从而避免和减少矿区土壤重金属 Ｐｂ在食物链中的
传输和对人畜健康的直接威胁［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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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兰坪铅锌矿区土壤的 Ｐｂ含量超过了相应

ｐＨ条件下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
１９９５），超过了７５～２５８倍。玉米籽实中的Ｐｂ含
量超过了粮食卫生标准 （ＮＹ８６１－２００４）二级标
准，且含量超过了１９１～５８８９倍。

（２）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玉米体系
中，玉米根中的 Ｐｂ含量离散程度较大，土壤、叶
中Ｐｂ含量离散程度大，茎、籽实中Ｐｂ含量离散程
度不大。

（３）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玉米体系
中，土壤的Ｐｂ含量和玉米叶片中的Ｐｂ含量达到了
极显著正相关，根、茎中的Ｐｂ含量与土壤的Ｐｂ含
量达到显著的正相关，而籽实中的 Ｐｂ含量与土壤
的Ｐｂ含量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４）重金属Ｐｂ在玉米不同部位中含量的高低
顺序为：根＞叶＞茎＞籽实。玉米植株地下部分重
金属Ｐｂ吸收量高于地上部分，Ｐｂ在玉米植株中的
累积主要集中在根部，虽然籽实中的含量最小，但

已远远超过国家粮食卫生标准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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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盐充法测量双壳贝类的壳腔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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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长牡蛎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ｇｉｇａｓ）和紫贻贝 （Ｍｙｔｉｌｕｓｅｄｕｌｉｓ）为例，研究了以食盐为填充物 （盐

充法）测量贝类壳腔体积的测量方法，并运用 “水容法”进行验证。对两种贝类的测量结果表明，两种

方法测得的壳腔容积结果相近，均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但运用盐充法测量牡蛎壳腔体积是水容法
效率的８４倍，测量贻贝壳腔体积的效率是水容法的６２倍。由此可见，运用盐充法测量双壳类的壳腔体
积具有操作简便和高效的特点，可广泛应用于贝类生理、生态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

关键词：双壳类；壳腔容积；盐充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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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类壳体的大小、形状和重量是其生命历史
中一些最基本的生态信息，与其生长的环境有关。

因此贝类壳体的形态学指标不但可以简单、直观地

反映出其发育特征和畸形状况，还可表征其生长时

周围的综合环境状况［１，２］。大量研究表明，重金

属、悬沙颗粒和有机锡化合物等均可导致贝类壳体

产生畸形现象［３～５］，特别是有机锡化合物可使牡蛎

壳大幅增厚而成为球形［６］。一些贝类的壳畸形指

标已不断被应用到环境状况的评价中［７，８］，其中，

表征双壳类膨大程度的壳体积指数 （ＶＩ，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ｄｅｘ，ＶＩ＝闭合时总体积／壳腔容积）和表征贝类
肉体肥满度的条件指数 （ＣＩ，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Ｉ
＝肉体干重 ×１０００／壳腔容积）为两项重要指
标［９］。建立一种壳腔容积测量的精准方法是决定

两指数是否准确的关键。

双壳贝类的双壳的形状一般不规则，双壳闭合

时因软体的存在难以测量其容积，而双壳分开后又

不易使其复合为完全密闭体，这一特点给壳腔容积

的测量带来一定困难。且测量方法应满足简便、快

速的特点才能保证多样本的快速测量。许飞等［１０］

利用排水法和称重法分别测量了长形与圆形牡蛎的

壳腔容积，发现利用称重法可有效测量牡蛎壳腔容

积，但仍需改进。运用称重测量的方法，会因牡蛎

壳的微小张开而吸水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另

外，当在野外需要对软组织现场取样时，双壳分开

后此方法不再适用。Ｈｉｇｕｅｒａ等［８］采用了粘土填充

于贝壳中的方法，粘土体积即壳腔体积，但由于每

次压实时的力度不同导致粘土的密实度也不同，从

而影响测量结果，且用粘土填充费时费力，影响测

量效率。

因此，确立一种简便、高效和准确的壳容积测

量方法极为重要，这不仅可满足环境监测的需要，

也可广泛应用于贝类生理、生态领域的研究中。本

研究以食盐为填充物 （盐充法），双壳闭合时所能

容纳的食盐质量与食盐密度之比值即为壳腔容积，

并以粘合双壳后注水 （水容法）的方法验证其精

准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此试验取用的巨牡蛎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ｇｉｇａｓ）于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份在横沙东滩长江口北导堤采集。紫
贻贝 （Ｍｙｔｉｌｕｓｅｄｕｌｉｓ）购于上海市铜川水产市场。
每种选取３０个样品进行壳腔体积的测量。
１２　贝类解剖

取贝类个体，用止血钳尽可能去除粘附在壳体

上的其它寄生生物和小牡蛎，用清水逐个冲洗壳体

的表面，洗净壳体表面附着的泥土。把牡蛎刀从壳

顶绞合部插入撬开两壳，割断闭壳肌，移除软体部

分，用解剖刀将双壳残余的闭壳肌全部刮除。将洗

净的成对贝类壳体自然风干，对洗净干燥后的样品

逐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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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盐充法测量壳腔容积
以食盐为填充物 （盐充法），双壳闭合时所能

容纳的食盐的体积即为壳腔容积。实际操作中，称

重较直接测量食盐的体积更加方便、准确。双壳所

容纳的食盐质量与其密度之比值即为壳腔容积。因

此，首先需测得填充物食盐的密度。用２５ｍｌ的量
筒分别量取５、１０、１５、２０和２５ｍｌ的食盐，量取
时注意轻微振荡量筒并压实，用电子天平 （ＭＸＸ
－４１２）分别称取其质量。每个体积的量取及称重
均重复３次，记录测量数据。

取晾干的牡蛎 （贻贝）双壳，将双壳置于盐

堆中，使左右双壳在食盐介质中闭合，确保食盐填

满双壳。将双壳取出，稍用力前后相对移动双壳排

除多余的食盐。用软毛刷刷净壳面及韧带处可能附

着的食盐，称取双壳所能容纳的食盐质量，每个样

品重复测量３次。
１４　水容法测量壳腔容积

取晾干后的牡蛎 （贻贝）双壳，清除左右两

壳边缘翘起的生长层，将左右双壳吻合完全，用防

水胶泥胶带沿壳边缘将左右两壳粘合。粘合时注意

仔细按压胶泥胶带，使胶泥能够完全与壳面吻合，

防止存有空隙。将粘合好的牡蛎 （贻贝）垂直放

置，头部向上，用１０ｍｌ注射器的针头从其韧带绞
合部插入壳腔注水，直至注满为止。注入水的体积

即贝类的壳腔体积。

１５　数据分析
用ｓｐａ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ｏｒｉｇｉｎ８０

作图。每对双壳测量３次，测量结果以测量平均值
±标准差 （ＳＤ）表示，并对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
进行配对ｔ检验。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壳腔填充物的密度

对不同体积食盐３次测量的平均质量及标准差
作体积—质量一元线性回归图 （图１），设置截距
为０。线性回归方程 ｙ＝１３４４２ｘ，拟合度 Ｒ２ ＝

０９９６８，测量结果准确可信。直线斜率１３４４２即
为食盐密度 （ｇ／ｃｍ３）。
２２　壳腔体积测量结果

统计盐充法和水容法对３０个贝类样本测量３
次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对盐充法和水容法所测得的

壳腔容积数据进行配对ｔ检验分析。两种测量方法
对两种贝类的壳腔体积测量结果无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均适用于壳腔体积的测量。

由图２Ａ与Ｃ可看出，除３个样品外，两种测
量方法的测量结果误差线均有重叠，对两种测量方

法的相关性分析，直线斜率均接近１，均说明两方
法测得的双壳贝类的壳腔容积相差不大。但牡蛎组

盐充法测量结果稍大于水容法，贻贝组则相反，总

平均值偏差分别为±１７４％和±０４６％。
实验过程中对两种方法进行了耗时统计 （表

１），结果表明运用盐充法测量牡蛎壳腔体积是水
容法效率的８４倍，测量贻贝壳腔体积的效率是水
容法的６２倍。

表１　壳腔容积测量耗时统计

贝类 耗时 盐充法／ｍｉｎ 水容法／ｍｉｎ 效率比

长牡蛎
总耗时 ５８５０ ４９１４０ ８４∶１

平均 ０６５ ５４６

紫贻贝
总耗时 ７０４５ ４３６７９ ６２∶１

平均 ０７８ ４８４

３　结果讨论
本实验中盐充法利用体积等效的方法测量了牡

蛎壳腔容积，双壳所能容纳的物质 （食盐）的体

积即为其壳腔体积。粘土虽然可作为填充物［８］，

但测量时每次挤压力度不同导致其密度不同，从而

影响测量结果。因此寻找一种适宜的物质作填充物

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食盐具有颗粒小、刚性大

和物理性质稳定的特点，填充测量时只发生微小形

变，保证了测量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实验结果表明，盐充法可有效测量双壳贝类的

壳腔容积，满足条件指数与体积指数的运算要求。

许飞等［１０］采用的称重法虽能有效测量壳腔体积，

但烧杯液面的判断不准确也会引起较大误差，此方

法仍需改进。盐充法的误差主要来自于测量时双壳

闭合不紧或壳缝隙处残留食盐而导致的测量结果偏

大。因此，测量时务必通过双壳的相对移动排出多

余的食盐，直至双壳完全闭合，并用毛刷将壳层间

隙及韧带处的残留食盐刷去。另外，寻找质轻、颗

粒小、密度小、刚性大的取代物也可有效减小测量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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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状况下，将双壳完全粘合后，测量双壳
所能容纳的水的体积可更为准确地反映贝类的壳腔

容积，但在实验过程中，粘合法操作相对繁琐，特

别是牡蛎参差不齐的生长层大大增加了粘合时的难

度，耗时费力。两种测量结果的标准差及配对 ｔ检
验分析表明，两者均可用于牡蛎壳腔体积的测量。

盐充法更简便、高效，更具适用性，可广泛应用于

贝类生理、生态和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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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ＡＰ－４２、ＧＢ２７６３２－２０１１中轮胎企业有机废气污染物情况，并与轮胎企业有机废气
污染物实测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有机废气的排放因子。结果表明轮胎企业有机废气主要来自于炼

胶、硫化工序，排放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和二硫化碳，排放因子可参照 ＡＰ－４２
确定。

关键词：轮胎企业；有机废气；排放因子；ＡＰ－４２；比较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４－０３

　　 排放因子是用于定量估算某类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量的代表性值，为单位时间、单位距离、单位

体积等情况下的污染物排放量，可定量表述污染物

的排放和污染情况。橡胶制品工业产生有机废气排

放因子的研究国内鲜有报道。本文通过国内外对轮

胎企业有机废气排放污染物情况的介绍，结合实际

轮胎企业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探讨了轮胎企业有

机废气的排放因子。

１　工艺及产污环节概况
某轮胎生产企业为例年产 １５０万条子午线轮

胎。轮胎生产过程大致分为炼胶工艺和轮胎生产工

艺。炼胶工艺主要可分为配料和混合炼胶两个工

序；轮胎生产工艺一般可分为压延压出、裁断、成

型、硫化和检测５个工序。生产过程一般要在加热
的条件下进行，其中炼胶、压延、挤出等前工序的

加热范围为４０～１６０℃，低挥发点物质在此温度范
围内即释出；硫化加热范围为 １００～２００℃，在此
条件下，胶料中的挥发物大量释放，形成烟气，这

些烟气大都有刺激性气味，对人体的组织有危害作

用。因此，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主要为炼胶废

气、热胶废气、硫化废气等。

２　橡胶制品工业相关标准
２１　空气污染物排放系数汇编

美国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 《空气污染物排放

系数汇编》（俗称ＡＰ－４２），一直作为美国空气质
量管理的主要工具［１］。ＡＰ－４２橡胶行业分别给出

了混炼、压延、压出、硫化等各个工序的废气排放

因子，其中轮胎制品约６３种排放因子，本文摘取
轮胎制品生产工艺中的主要排放因子［２］，具体如

表１所示。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轮胎制品排放因子最大为

炼胶、硫化工序，约占总排放量的９０％。炼胶废
气主要排放因子有颗粒物、二甲苯、二硫化碳、正

己烷、对苯二酚、丁酮、甲苯、乙苯、四氯乙烯、

４－甲基－２－戊酮、羰基硫化物等有害物质；硫化
废气主要排放因子有二甲苯、二硫化碳、乙苯、二

氯甲烷、苯胺、正己烷、苯乙烯、丁酮、二氯乙

烯、４－甲基－２－戊酮、羰基硫化物等有害物质。
２２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７６３２－
２０１１）中规定轮胎企业 ３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３］，具体见表２。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轮胎企业大气污染排放控
制的污染物为颗粒物、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

烃。橡胶制品工业企业恶臭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按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５５４－９３）规定执行。
３　讨论
３１　实测排放因子对比分析

根据该轮胎企业的炼胶废气、硫化废气有组织

排放口污染物的监测，获得企业废气的实测排放因

子，并与ＡＰ－４２的排放因子进行对比，具体结果
见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该轮胎企业排放的炼胶废
气、硫化废气与 ＡＰ－４２的排污系数基本保持一
致。企业硫化工序中非甲烷总烃和ＣＳ２的实测数据
相比ＡＰ－４２略小，主要是集气罩的收集及废气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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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率引起。故选取ＡＰ－４２中的排放因子可作为 轮胎企业建设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依据。

表１　轮胎制品生产过程中的最大排放因子 （ｔ／ｔ胶）

序号 项目 炼胶 挤出 压延 硫化

１ 甲苯 ９７６Ｅ－０６ ９３６Ｅ－０６ ３９２Ｅ－０６ －
２ 邻二甲苯 １００Ｅ－０５ １４６Ｅ－０７ ２８４Ｅ－０７ ６４０Ｅ－０６
３ 乙苯 ５１６Ｅ－０６ １１４Ｅ－０７ １５７Ｅ－０７ ９０１Ｅ－０６
４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１７５Ｅ－０５ ４０２Ｅ－０７ ２８６Ｅ－０７ ２３１Ｅ－０５
５ 对苯二酚 ２７１Ｅ－０５ － ３７３Ｅ－０８ －
６ 二硫化碳 ４２１Ｅ－０６ ３７４Ｅ－０７ ２４１Ｅ－０６ ６２９Ｅ－０６
７ 苯乙烯 ４３０Ｅ－０６ ７３４Ｅ－０７ ４８６Ｅ－０７ １３７Ｅ－０６
８ 苯乙酮 ２６１Ｅ－０６ ３３６Ｅ－０６ ４９４Ｅ－０７ １１０Ｅ－０７
９ 苯胺 １０１Ｅ－０６ ７２７Ｅ－０７ ９４４Ｅ－０８ ３０５Ｅ－０６
１０ 四氯乙烯 ４３６Ｅ－０６ ９７５Ｅ－０８ － １１６Ｅ－０７
１１ 羰基硫化物 ２１３Ｅ－０６ － － ５４４Ｅ－０７
１２ 醋酸乙烯 ２３５Ｅ－０６ － － －
１３ 苯酚 １２４Ｅ－０６ ４９５Ｅ－０７ １４９Ｅ－０７ ２５５Ｅ－０７
１４ 异辛烷 １７２Ｅ－０６ ８３３Ｅ－０８ ２６９Ｅ－０７ －
１５ 异丙苯 １０５Ｅ－０７ １７２Ｅ－０７ １２９Ｅ－０６ ２８０Ｅ－０７
１６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４２３Ｅ－０７ ３０８Ｅ－０７ ７３４Ｅ－０７ ２２３Ｅ－０７
１７ 苯 ７１８Ｅ－０７ ３１４Ｅ－０７ ４５４Ｅ－０８ ３１８Ｅ－０７
１８ １，３丁二烯 ７８２Ｅ－０７ ５９５Ｅ－０７ － －
１９ 萘 ７３０Ｅ－０７ ３０６Ｅ－０７ １２１Ｅ－０７ １６７Ｅ－０７
２０ １，１二氯乙烯 ５４７Ｅ－０７ － － ５８５Ｅ－０７
２１ １，１，１－三氯乙烷 ６２５Ｅ－０７ １７８Ｅ－０７ ３８９Ｅ－０８ １２３Ｅ－０７
２２ ４－甲基－２－戊酮 ５８３Ｅ－０５ ８２０Ｅ－０６ ６４２Ｅ－０７ １２１Ｅ－０５
２３ 二氯甲烷 ４６６Ｅ－０５ １４８Ｅ－０５ ４７１Ｅ－０８ ３７２Ｅ－０６
２４ 正己烷 ３０７Ｅ－０５ ４９６Ｅ－０７ ５５９Ｅ－０７ ２８１Ｅ－０６
２５ 丁酮 １４５Ｅ－０５ ２５１Ｅ－０７ ２６１Ｅ－０７ ９５４Ｅ－０７
２６ 颗粒物 ３６７Ｅ－０３ ３８９Ｅ－０８ － －

总挥发性有机物 ２９８Ｅ－０４ １８０Ｅ－０５ ５５９Ｅ－０５ ２２４Ｅ－０４

表２　新建轮胎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

号
污染物项目 生产工艺或设施

排放限值

／（ｍｇ／ｍ３）
基准排气量

／（ｍ３／ｔ胶）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１ 颗粒物 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炼胶装置 １２ ２０００

２ 甲苯及二甲苯合计 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胶浆制备、浸浆、胶浆喷涂和涂胶装置 １５ －

３ 非甲烷总烃
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炼胶、硫化装置 １０ ２０００

轮胎企业及其他制品企业胶浆制备、浸浆、胶浆喷涂和涂胶装置 １００ －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表３　某轮胎企业实测排放因子与ＡＰ－４２对比列表

工序 污染物

　 　某轮胎企业　 　 　 　ＡＰ－４２　 　

平均排放浓度

／（ｍｇ／ｍ３）
排放速率

／（ｇ／ｈ）
胶用量

／（ｔ／ａ）
排放因子

／（ｔ／ｔ胶）
排放因子

／（ｔ／ｔ胶）
来源

炼胶

工序

硫化

工序

颗粒物 １０２３ ５７

Ｈ２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６

ＣＳ２ ００２７５ ２１７

非甲烷总烃 ２５７ １４

Ｈ２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５８５

ＣＳ２ ００４２２ ２６６

非甲烷总烃 ２９５ ４４２５

３７９３０

５８７Ｅ－０４ ５１７Ｅ－０４

３２Ｅ－０８ ／

３５０Ｅ－０６ ４２１Ｅ－０６

１５８Ｅ－０５ １９２Ｅ－０５

１３６Ｅ－０７ ／

３８７Ｅ－０６ ６２９Ｅ－０６

４６８Ｅ－０４ ９５１Ｅ－０５

Ｍｉｘｉｎｇ－
３０８００１１１

ＴｉｒｅＣｕｒｅ－
３０８００１０７

　　注：ＡＰ－４２中所列非甲烷总烃排放因子包括所有的烷烃、烯烃、芳香烃和含氧烃排放因子。

—５１—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浅议轮胎企业有机废气排放因子　丁学锋



３２　Ｈ２Ｓ因子分析
目前国内对橡胶行业一般选取 Ｈ２Ｓ作为含硫

化合物的排放因子［４］，但根据 ＡＰ－４２橡胶行业各
个工序排放的污染因子无Ｈ２Ｓ，含硫化合物主要为
ＣＳ２和羰基硫化物。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７６３２－２０１１）也未明确含硫化合物的污染物
排放限值，但要求恶臭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按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５５４－９３）规定执行。为了确
定企业是否有 Ｈ２Ｓ废气排放，对该轮胎企业废气
排气口和厂界、厂界外的 Ｈ２Ｓ浓度进行监测，对
比发现废气排气口与厂界、厂界外的监测浓度差别

不大，炼胶废气排气口为０００３～０００８ｍｇ／ｍ３、硫
化废气为排气口０００４～０００７ｍｇ／ｍ３，而同时测得
厂界浓度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８７ｍｇ／ｍ３、距厂界３５０ｍ处
浓度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６０ｍｇ／ｍ３，说明轮胎制造过程中
Ｈ２Ｓ的产生量极小。故应选取ＣＳ２作为轮胎企业含
硫化合物的排放因子。

３３　其他排放因子分析
非甲烷总烃根据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详解》的定义是指除甲烷以外的所有碳氢化合物

的总称，主要包括烷烃、烯烃、芳香烃和含氧烃，

二甲苯为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的总和，

ＡＰ－４２中所列硫化废气中二甲苯的源强占了非甲
烷总烃的４０％以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ＧＢ２７６３２－２０１１）将二甲苯作为轮胎企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故二甲苯应作为排放因子，

并选取ＡＰ－４２中除二甲苯以外的相关因子总和为
非甲烷总烃排放因子。

４　结论
通过轮胎企业国内外相关废气污染物排放介

绍，对轮胎企业污染物实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轮

胎生产过程中有机废气主要来自于炼胶、硫化工

序，主要排放污染物为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

烃和二硫化碳，排放因子数值可参照 ＡＰ－４２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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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藏区旅游生态安全及其防控研究

赵翠娥，丁文荣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介绍了以香格里拉为核心区的云南藏区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如固体垃圾增加、水污染加剧、噪声污染日趋突出和土壤质地遭到破坏等。对其进行梳理并提出针对性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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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随着全球化大发展，生态安全问题成
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主题。肖笃宁

等［１～２］等认为生态安全可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

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

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

环境等基本要素。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宏观性和

针对性的特点，评价标准则具有相对性和发展性，

生态安全预警与设计要针对某一生态问题体现人类

活动的能动性。邹长新［３］、陈星［４］、马克明［５］等

在调研已有生态安全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生态安全

的概念、特性、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

方法方面，对生态安全研究进行了评述。还有一些

学者在生态安全的概念的讨论上，对建立国家或区

域的生态安全预警与维护体系提出了一些粗略的

框架［６～１０］。

云南藏区主要指以香格里拉县 （中甸县）为

中心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是滇、藏、川三省区的交

界处。区内有青藏高原延伸部分南北纵向排列的横

断山脉，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普达

措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既是省内政

治、军事、社会、文化、生态最为敏感的地区，同

时也是云南省内生态脆弱区的典型地区。近年云南

藏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区内经济发展、社会公

共设施逐步完善和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起到了巨

大的推进作用。但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

区内敏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污

水排放量增加、垃圾剧增、湖泊水质恶化、水土流

失加剧、草场退化、地下水污染、噪声污染加剧

等。通过前期调研得知，藏区的旅游发展与生态安

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并且随着旅游开发力度的

不断加大，经济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

为此，协调好藏区旅游发展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关

系，对促进该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近年藏区旅游带来的主要生态问题
１１　固体垃圾

香格里拉县的固体垃圾、废弃物主要来自香格

里拉县城内的日常生活，以及普达措国家森林公

园、噶丹·松赞林寺以及哈巴雪山等主要旅游景

点。生活垃圾由２００２年约５０ｔ／ｄ上升至２００７年约
７０ｔ／ｄ，到２０１１年则高达１３０ｔ／ｄ。以居民生活垃圾
为主的废弃物，主要由厨余垃圾、煤灰、纸类、塑

料、玻璃、织物等组成，这类垃圾占生活垃圾清运

总量的６０％左右。而香格里拉景区则是以清扫垃
圾为主，主要是景区广场、景点、道路、休息亭及

其它开放的露天公共场所产生的废弃物，这类垃圾

约占生活垃圾清运总量的１０％。由于县城道路建
设发展、县城扩展等原因，其产生量所占的比例将

略有上升；这类垃圾主要组分是泥沙、灰土、枯枝

败叶及商品包装物等，易腐的有机物较少，垃圾的

平均含水量低，热值比居民生活垃圾略高。

１２　水质变化
图１是金沙江贺龙桥和澜沧江布存桥两个重要

的水化学监测断面的水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对于两个监测断面，除了 ＣＯＤ有微弱的降低趋势
外，ＢＯＤ５、氨氮含量、六价铬、氟化物、总磷、
石油类都有所增加。可见，作为云南省重要的旅游

目的地，旅游带来的水环境影响是显著的。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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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旅游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区内两个重点的

湖泊，属都湖和碧塔海进行分析，这两个湖泊都是

重点旅游区内的湖泊，其水质变化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两个核心旅游区内

的湖泊，水质变化也非常明显，如属都湖的 ＣＯＤ
含量 ２００７年为 ６２００ｍｇ／Ｌ，而 ２０１１年则达到了

７２５０ｍｇ／Ｌ，碧塔海总体而言也是增加的。对于两
个湖泊，石油类污染物增加的比例较为突出，属都

湖石油类含量２００７年为００２０ｍｇ／Ｌ，而２０１１年则
达到了００３８ｍｇ／Ｌ，碧塔海石油类含量２００７年为
００２４ｍｇ／Ｌ，而２０１１年则达到了００４０ｍｇ／Ｌ，这主
要是旅游交通造成的结果。

１３　污染气体排放
目前，香格里拉县城区还没有大型的工业企

业，所以空气污染源主要有以下几类：宾馆、饭

店烧水所用锅炉；居民生活中使用的大小炉灶；

裸露土地、建筑挖掘、土及沙运输产生的尘土；

旅游生活交通工具产生的流动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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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源主要是释放光化学气体，尘土源产生环境

空气中的降尘和可吸入颗粒物。根据 ２００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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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表１），污染负荷中贡献最大的污染物
ＰＭ１０虽呈现下降趋势，但二氧化硫有所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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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香格里拉城区３ａ大气监测结果统计表 （ｍｇ／ｍ３）

ＳＯ２ ＮＯｘ ＰＭ１０
２００６年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２００７年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８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９年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１

１４　环境噪声
此外，作为重要的游客接待中心，交通与旅游

者所引起的噪声也会增加，本研究选择古城广场、

月光广场两个旅游者活动地点进行分析 （图 ３）。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个旅游者经常购物与娱乐活动

的地点，Ｌ１０、Ｌ５０、Ｌ９０三个等级的监测值都是升高
的趋势，特别２００８年以来较为明显，如月光广场
的 Ｌ１０由 ２００８年的 ４９０ｄＢ升高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５６０ｄＢ，Ｌ９０也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９ｄＢ升高至２０１１年
的４５０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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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云南藏区旅游地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
势，主要表现在：① 生活固体垃圾、废弃物急剧增
加；②旅游活动与生产生活的污水排放导致主要监测
河段与核心景区湖泊水质恶化；③ 重点区域空气污染
与噪声加剧；④部分景区土壤质量改变与侵蚀等。随
着香格里拉旅游业的兴起，香格里拉酒店业、基础设

施建设急剧增加，各种烟尘、噪声等污染扰民事件也

急剧增加。从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平均８次污染投诉提高到
２００９年的年均投诉３０起。
２　云南藏区旅游生态安全防控技术现状与问题
２１　云南藏区现有的生态安全防控技术

香格里拉县的固体垃圾、废弃物主要来自香格

里拉县城内的日常生活，这些固体垃圾、废弃物主

要通过香格里拉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理。香格

里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噶丹·松赞林寺以及哈

巴雪山等主要旅游景点的固体垃圾也主要送至该垃

圾场进行处理。根据对垃圾处理厂的实地调研得

知，该区垃圾处理主要采用分层自然填埋方式进行

处理。根据国家卫生厅的处理要求，在垃圾填埋场

底部或四周铺设１５ｍｍ厚的 ＨＤＰＥ防渗膜，再一
层一层地用土壤覆盖垃圾；在填埋区附近建有渗滤

液储存池，以便存储来源于降水和垃圾本身的内含

水形成的渗滤液。

针对生产、生活污水，香格里拉县建有中甸污水

处理厂。在香格里拉县内各景区污水主要来自厕所这

一公共设施，景区通过流动厕所或者一次性收集等方

法将景区内的污水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根据香

格里拉县中甸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介绍，该污水处理

厂主要采用 ＣＣＡＳ工艺进行污水处理，日处理量达
８３００～８４００ｍ３／ｄ，基本上进厂多少污水当天就能处理
完。处理后的污水经紫外线消毒可以达到国家二类水

质，符合国家标准，随后直接排入河流。

目前，由于香格里拉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噪

声污染问题显得较为微弱。据香格里拉县环保局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只有在主要的街道上安装有噪音

检测仪器，其他的还未涉及。

２２　云南藏区生态安全防控技术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整体生态安全防控技术较为薄弱

香格里拉对比较明显的生态环境因子进行了监

测与防治，但是并未有全面的对各种可能引起生态

环境问题的因子进行监测。这无疑是生态环境保护

的一大漏洞，该漏洞将会降低相关部门对香格里拉

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评估。错误的评估在香格里拉

旅游进一步的开发过程中将会引起一些阻碍旅游顺

畅发展的障碍。香格里拉除主要存在生活污水、固

体垃圾、废弃物、噪声污染、土壤侵蚀这些主要的

环境问题外，还存在一些较为轻微的生态环境问题。

例如：生活废气、能源使用、自然灾害等，但是并

未有或者有但很简单的针对这些因子的监测与防治。

从整体上来说香格里拉的生态安全防控技术显

得较为薄弱。不全面的监控技术体系，或者监测简

单并未有进一步的质量分析这些都将会引起潜在的

生态不安全因子的发展。

２２２　生态安全防控技术受限于资金支撑
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限制或影响香格里拉的生

态安全防控技术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资金不足。目前香格里拉在生态安全防控技术方

面做得较好的是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前者是由荷

兰政府资助建立，后者是在需求压力下进行扩建

的。垃圾处理厂的工程师表示 “在整体的运作上

由于受控于资金限制，很多项目不能按照预期的计

划完成，库区随时存在溃堤的风险。”

在已有的生态安全监测中，大部分只是进行简

单的观测，有的甚至是很长时间才监测一次，并且

监测后没有对监测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针对这

种现象，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由于资金不足、

设备不足无法完成。

３　云南藏区旅游生态安全防控建议
３１　加强公共管理机制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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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

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

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广大领域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重点在于将公共行政视为一门职业，

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这一职业的实践者。公共管理的

主体由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 （非营利组织）组

成，以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社会公共事务

的具体内容分为公共资源和公共项目、社会问题等。

３２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旅游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

它涵盖旅游的开发活动、食、住、行、游、购、娱

等要素和旅游业区的工业、农业等各类社会活动，

包含着生态旅游，并按照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

的原则，在各产业内部和各产业之间形成多产业

链、多闭合循环路径，实现区域的废物零排放和资

源效率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与环境、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体现了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１２］。

３３　加大资金投入强度
环境监测防治设备通常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仪器

设备，购买这些设备价钱比较昂贵，很多旅游地根

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些费用，一直出现心有余而力

不足的现象。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态建设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单靠社会力

量是远远不足的，必须主要靠政府的投入。香格里

拉是 “世界的香格里拉”，它具有潜在旅游文化价

值，且香格里拉是云南省的生态保护重区，也是生

态环境问题最为敏感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从长远

利益考虑，立足生态、环保、经济角度，加大香格

里拉地区的生态安全防控技术的资金投入，建设一

个生态环境好、景色优美、经济发展的香格里拉。

以示范项目的实施为契机，利用国家政策导向，为

香格里拉县寻求多渠道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资金。

３４　狠抓政策落实力度
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作

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各地、各部门都会想方设

法向上级要政策，争取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以更

好地解决某些实际问题，取得成效，推动发展。要

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谋发展，而谋求发展就得把要来

的政策付诸实施，逐一落实到位，让政策的效应得

以充分发挥。香格里拉政府应抓住 “桥头堡战略”

这个机遇，将生态保护方面的政策积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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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是随
之而来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国ＧＤＰ在全世界占１０％，但
是能耗占２０％，碳排放占到全世界的２５％，由此可
见，我们的碳减排压力非常艰巨。今后１０ａ是中国
实现经济和产业转型的阶段。建立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是助推中国经济向低碳转型的大好时机。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会议就决定，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作
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这表明

碳交易市场建设已经进入政府工作程序。

１　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政策
我国一向是注重经济和环境发展并重的国家。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就严格制定了我国的碳减排目标 “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
年下降４０％～４５％”。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随后
颁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主要政策汇总见表１。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

的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的

通知，意味着国内自愿减排市场跨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查指南中明确

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查机构备案的具

体要求，审定和核查工作的原则、程序及要求和报

告格式。同时明确划分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１６大专业领域。并且明确了可使用的六种温室气
体：二氧化碳 （ＣＯ２）、甲烷 （ＣＨ４）、氧化亚氮
（Ｎ２Ｏ）、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全氟化碳 （ＰＦＣｓ）

和六氟化硫 （ＳＦ６）。
表１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主要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政策内容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

～４５％。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 ［２０１１］

２６０１号），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其中明确一项主要目标为：今后５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１７％ 。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

［２０１２］１６６８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 《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的通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方法学 （第一批）备案的函 （发改办气候

［２０１３］５５０号），首先选择公布了 ５２个方

法学［１］。

　　注：统计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３０日。

２　７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发展现状
研究显示，中国７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在２０１４

年将继ＥＵＥＴＳ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各交易试点
中，以广东省的交易体系最大。据估计，至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地区碳市场将覆盖７亿ｔ碳排放，而澳
大利亚、美国加州、欧洲的碳市场则分别覆盖

３８２亿ｔ、１６５ｔ及２１亿 ｔ碳排放［２］。目前７省市
碳排放交易权试点工作正在密集推进，具体情况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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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７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总

试点省市
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发布情况

碳排放交易试点企

业名单的公布情况

企业配额

分配情况
其他

北京市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发布 未公布 未公布 ／

天津市 ２０１３年２月 发布 未公布 ／

上海市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发布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公布第一批总共１９７家试点企业名单，
试点范围包括上海市行政区域内钢铁、石化、化

工、有色、电力等工业行业，年碳排放量２万ｔ及
以上 （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重点排放企

业，以及航空、港口、商业、宾馆、金融等非工业

行业年碳排放量１万ｔ及以上的重点排放企业。

未公布 ／

重庆市 未发布 未公布 未公布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 ４月
印发了 《重庆市碳排放交易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计划及任务分工》的通知

广东省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发布

２０１３年２月公布了首批纳入碳排放信息报告制度
的重点企业名单，包括报告企业３１０家，交易企
业２３９家，其中涵盖的行业只包括水泥、钢铁、
电力、石化４个行业，水泥行业企业最多，报告
企业达到１４７家，交易企业达到１１３家。

未公布

水泥、钢铁、电力、石化这４个行业
计划为先行推行的第一阶段碳排放交

易，再逐步在第二阶段扩展到陶瓷、

纺织、有色、塑料、造纸等十多个工

业行业，控排企业范围为年碳排放量

２万ｔ及以上企业。

湖北省 ２０１３年２月发布 未公布 未公布 ／

深圳市 未发布

２０１２年９月和１１月，公布了第一批１１７家以及第
二批３００家参与碳排放核查企业名单。
目前，深圳市通过几轮碳排放核查，最终选定６００
多家企业纳入碳排放交易

未公布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出台并正式实施，由深
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深圳经

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

　　注：统计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３０日。

３　对国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发展的建议
根据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现状，

结合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长远的计划，并借鉴国

际以往的先进经验，提出了以下一些发展建议，以

促进 “十三五”期间建立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市场，更好地为达成指定的减排目标服务。

３１　完善基本法律法规
按照本文第二段的汇总，我国在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部署没有上升

到法律的层面，缺乏制度性、程序性和长期规范

性。在现有法律方面，并没有一部法律直接将应对

气候变化作为立法的主要目的。缺乏实施应对气候

变化的方案、政策，难以保障气候融资以实现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所以建议国

家加紧研究颁布明确碳排放权有偿取得和排放交易

的法律，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证管理、

排放权配额分配、拍卖和排放交易等法规，逐步规

范碳市场的交易行为。

３２　设立统一的监管部门，完善碳市场体系建设
在２０１２年初我国启动了北京、天津、上海、

广州等７个地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在
“十三五”期间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碳市场。但是根

据目前各试点省市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各个试点

省市的发展步调差异性较大，而且各个试点省市信

息的透明度也不够。

为了统筹规范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发展，建议设

立国家级碳交易监管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监

督管理全国碳交易市场，指导各地方相关负责部

门，加强碳交易的支撑体系建设，并设立地方级碳

交易监管部门，形成完善的碳市场总体结构。

３３　围绕宗旨：建立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市场

　　 现阶段是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市场发展的初级
阶段，可以说各省市都在摸索中。在摸索的同时，

建议各试点省市还是要围绕我们最终的宗旨，以建

立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为前提，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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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阶段，在国家级碳交易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充分

考虑未来各市场的联结问题，以便今后在政策标

准、交易制度、具体程序方面能够逐步达到全国统

一，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达成指定减排目标服务。

３４　借鉴国际碳市场经验
积极学习国际碳市场发展的经验并与国际接

轨。例如在制定国内市场机制时，交易单位应符合

国际标准与规则，并采纳国际认可的统一的测量、

报告、核查标准，与不同碳市场和市场机制接轨，

引进第三方审定和核证机构，指定第三方核查机

构，设立减排量统计、监测、考核直至交易标准和

制度等，为规范交易和惩罚机制提供完善的数据支

撑，为日后连接国际碳市场奠定基础。并且应当维

持碳市场的高透明度，采取措施防止重复计算减排

量，使中国的碳排放权和减排工作获得国际社会

承认。

４　结论
综上所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正在我

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在这个机制的发展中，我们

要不断总结经验，并参考其他类型的交易机制、学

习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完善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机制，相信不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崭新的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市场，为达成指定的减排目标服务，

实现最终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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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益县花山煤化工园区防护林建设探究

胡加寿

（沾益县环境监测站，云南 沾益 ６５５３３１）

摘　要：介绍了花山煤化工园区基本情况，从花山特殊的生态功能区，防护林建设产生的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防护林建设改变当地小气候，发挥多功能防护作用等方面阐述了建设沾益县花山煤

化工园区防护林的必要性，并对其防护林的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煤化工园区；防护林；必要性；建议；沾益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２４－０４

　　 沾益县盘江镇随着社会、经济、人口、城镇
规模的发展，存在着很多不容回避的环境问题，特

别是在花山煤化工园区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

是工业企业逐步增多，花山片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状况严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二是区域森林生态功能衰退，水源涵养功能变

差，林分质量降低，水土流失严重；三是集镇建设

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配套，功能不完善，导

致区域总体发展水平低；四是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和

自然景观破坏严重，地质灾害时有发生。这些环境

问题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局部地区环境污染

严重的现状有所缓解，但总体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仍然处于下降趋势。特别是作为珠江源头第一县的

煤化工园，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保护和维持

好花山煤化工园区的生态环境，对实现花山煤化工

园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维护花山煤化工园区及

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对珠江源所在区域的经济

社会乃至整个珠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

意义。同时，建立花山煤化工园区防护林体系是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迫切要求和沾益县建设山水园

林城市的客观需要，也是珠江源头及整个珠江流域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１　花山煤化工园区基本情况及现状
花山煤化工园区位于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地

处珠江源头区。曲靖市是云南省的主要产煤区，花

山煤化工园区现有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云维集

团沾化分公司、曲靖大维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云

南大为制氨有限公司、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云

南大为装备制造公司等国家、省属重点企业，根据

省委、省政府关于化工行业整合要求，上述各公司

于２００４年整合为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
司现有资产总额１０１亿元，现有的主要产品规模
为：合成氨２６万ｔ、尿素３０万ｔ、纯碱１８万ｔ、氯
化氨１８万ｔ、复合肥１５万 ｔ、电石８万 ｔ、聚乙烯
醇３万ｔ、水泥５０万ｔ、焦碳１０５万ｔ、甲醇８万ｔ。
近期新增的装置有：５０万 ｔ／ａ合成氨、２００万 ｔ／ａ
焦化、２０万 ｔ／ａ甲醇。现有员工８０００余人，２００７
年销售收入４２亿元，２００８年计划实现销售收入７２
亿元，利润５亿元。新的云维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花
山煤化工园区的龙头企业，致力于煤化工事业发

展，将沿着煤焦化、煤气化及碳一化工、乙炔化

工、生物能源四条产业链，持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形成总体平衡、横向成群、纵向成链、循环增

效、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２　防护林建设的必要性
２１　特殊生态功能要求

花山煤化工园区位于珠江源头，珠江是我国第

三大河流，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流经滇、

黔、桂、粤、港、澳等六省 （区），流域面积

４５３７万ｋｍ２，居全国第二位。珠江源地区作为珠
江源流域的上游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肩负

着重要的生态功能。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整个流域４５３７万 ｋｍ２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该区在保持珠江源流域生态平衡、减轻自然灾

害、确保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花山煤化工园区由于历史原因，企业与集镇、

居民区交叉分布，污染纠纷、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隐患。近年来，花山煤化工园

区各污染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和改善珠江源

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保障珠江流域生态安全、保障

辖区环境安全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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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恶化的趋势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加之基础设

施建设不完善，重大风险源环境污染隐患依然

存在。

鉴于花山煤化工园特殊的生态功能要求，也为

提高花山片区生态环境质量，维持好珠江源头乃至

整个珠江流域良好的生态功能，建立花山煤化工园

区防护林具有重大意义。

２２　防护林的建设将产生可观的生态效益
花山煤化工园区防护林工程的实施，初步估算

将新增森林面积３５１３３ｈｍ２，其中花山片区退耕还
林地２６６６７ｈｍ２、宜林地封山育林８４６７ｈｍ２，森林
覆盖率提高０１个百分点。通过森林保护措施的落
实，促进自然生态的恢复，林分质量得到一定提

高，林种结构更趋合理，森林生态功能明显增强。

通过建设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将使珠江源

地区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防护林将维护花山煤化工

园区周边花山水库、南盘江、松林集镇、方城集

镇、花山集镇、园区周边居民、园区内部员工、工

农业、交通等的生态安全，能有效减轻环境污染危

害，使生态状况步入良性循环，区内居住环境、生

产环境明显改善。

生态效益量化按森林生态替代值计算：

①涵养水源效益：１ｈｍ２ 森林可增加蓄水
３７５ｍ３，以１ｍ３０２元计算，其替代价值为 ２６４
万元。

②保土效益：１ｈｍ２森林每年保土６０ｔ，按固土
工程每１ｔ１元计算，其替代价值为２１１万元。

③保肥效益：１ｈｍ２森林每减少土壤中氮、磷、
钾流失折合化肥１２６ｔ，以１ｔ８００元计算，其替代
值为３５４１４万元。

④供给氧气、净化环境效益：１ｈｍ２森林日释
放氧气 ７３５ｋｇ，吸收二氧化碳 １００５ｋｇ，工程实施
后，将新增日释放氧气 ２５８２３ｔ，吸收二氧化碳
３５３０９ｔ，还能吸收多种有害气体和灰尘，使环境
质量得到改善。

２３　防护林的建设对当地产生的经济效益
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的经济效益更多地

体现在间接经济效益方面。通过实施防护林工程建

设，努力发展生态工业，能使生产效益明显增加，

综合发展实力增强。

沾益县通过实施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工

程，计划申请国家补助７８０万元，通过实施项目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了全县的经济实力。通过实

施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工程，全县新增森林

面积３５１３３ｈｍ２，按７５００元／ｈｍ２的单价计，可产
生林价为２６３５万元直接经济效益。
２４　防护林的建设对当地产生社会效益

防护林产生社会效益的内涵就是对当地的社会

环境的影响及产生的宏观社会效益，对当地实现社

会发展目标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程度。

而社会是由个体和不同的群众组成，因此对一定区

域而言，防护林对不同群众和个体的效益就是社会

效益，花山煤化工园区防护林建设对当地产生的社

会效益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实施花山煤化工园区

防护林工程，将增强全县人民爱惜资源、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的意识，人民的文化素质会相应提高，使

森林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

珠江源头第一县山川更加秀美，同时能促进工业、

农业的协调发展，并加快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步伐，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二是花山煤

化工园区防护林工程的建设对园区所在地乃至珠江

流域的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对珠江流域生态环境的

改善与维护意义重大。三是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增

加农民收入。实施防护林工程，国家实行一系列优

惠政策，退耕户从中得到实惠，还能提供７３万个
季节性工日的劳动就业机会，这将有利于农民收入

的增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作用的发挥。

２５　防护林建设有利于改变当地小气候
防护林对区域性气候影响不大，但是对小范围

能有防风效应、调节气温、增加空气湿度和蒸

发量。

防风效应：当低层气流在行进中遇到林带时，

由于受到林带的阻挡作用，一部分气流从林带的间

隙通过，另一部分气流被迫抬升从林带上方通过，

故在林缘处风速较林带前有所减弱；而穿过林带的

气流受到树干、树枝碰撞磨损作用以及枝条对机械

能的损耗，使林带内的风速大大减弱，一般可使风

速平均降低２０％ ～３０％，因而在防护林一定区域
内会使风廓线发生变化，具有良好的防风效益。

调节气温：防护林对气温影响表现出季节变化

规律，而且对气温的影响比较复杂，受很多因子如

天气类型、林带结构、风速大小和下垫面状况的影

响。据有关资料显示，林带可降低林后一段距离内

的空气温度，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一部分通过热传

导传到地下，另一部分通过长波辐射使近地层空气

增温，然后通过湍流交换输送到上层大气中。由于

林带减弱了湍流作用，使得林内部及林后一段距离

内的空气温度变化不大。但在炎热的夏季正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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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对林带后方产生有效的庇荫，导致林带间和林

带后的小区域有明显的降温效应。

增加空气湿度和蒸发：防护林带在一定范围内

具有提高空气相对湿度的作用。由于林带的防风效

应，林带内和林带后风速明显减弱，气流交换缓

慢，土壤及地被植物蒸发的水汽不易扩散，致使林

带内以及林带后一定范围内的空气相对湿度维持在

较高的水平，林带内和林带后的增湿效应均较明

显。而且由于湍流交换作用减弱、风速减小，林内

蒸发量可平均降低１４％左右。
通过防护林改变了小范围的小气候，利用其特

性，可有效地改变工业园区内污染物的排放规律，

也可吸附部分污染物，从而减轻对工业园区周围居

民环境和其它环境的影响。

２６　防护林发挥多功能防护作用
防护林经过合理的布局和遵循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可发挥改善水质、卫生防护、农田道路防护和

改善环境等多功能防护作用。

防护林对水质的改善功能主要体现在水流经过

林带时，林冠层、林冠下的枯枝落叶和土壤层对其

中各种微生物及污染物物理化学物质的过滤、吸收

和净化，以及对地表水的改善作用。国外有研究表

明，污水穿过４０ｍ左右的林带，水中细菌含量可
减少一半。

防护林的卫生防护功能，采取因害设防的理

念，在化工集中区根据风向及化工企业的污染强

度，经过调查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强度、上下风

向、风速大小等因素，按照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计算的结果并适当考虑环境风险所得的环境

防护距离，作为化工区与生活区的控制间距，防护

林宽带在此间距内进行合理的布置，合理选择种植

结构。通过该防护林带有效阻隔、疏导、吸收工业

区内产生的苯、甲苯、二甲苯、硫化氢、氨、氯化

物等有毒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吸附飘尘，缓解

污染。

花山煤化工园区处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由

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园区侧面有３２０国道通过，
园区附近有大量的农田。因此，合理进行规划后，

防护林还能兼顾农田道路防护功能。

３　对防护林建设的建议
（１）做好前期规划管理工作
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工程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沾益乃至整

个珠江流域未来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项目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和沾益县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待批准后应成立由县政府、环保

局、林业局、农业局、水务局、国土局、城建局等

职能部门负责建立的健全管理机构，实施组织领导

和协调管理。各部门要统一认识，明确责任，统筹

可研，分步实施，并应根据规划确定的工作任务及

重点，制定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工程建设奖

惩办法：由政府拨出专款，奖励花山煤化工园区重

点防护林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得好的部门和个人。还

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黑板报、标语等形式，

将国家、省、市党委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广泛向

群众宣传，为工程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２）解决好布局、规模和园区发展的问题
一方面随着沾益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迅速增长，防护林的规划中应

确立防护林的宽度。防护林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

面广，工作量大，社会性、政策性强。为确保防护

林保护工程的实施，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法

律法规、政策措施，保证合理的林业资源开发与利

用，在规划林业用地上，要慎重考虑建设林地的征

占问题，避免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促进防护林的

建设和保护工作与经济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防护林体系建设中应该解决统筹规

划问题，努力构建点、线、面协调的生态体系。结

合花山镇建设和环境整治，更好地注重生态系统和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大力推出以乡土树种为主的乔

灌木树种，最大限度地扩大森林面积，着力构建多

树种、多层次、高效益的防护林带。根据花山区域

地形、立地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确定防护林

建设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程建设同

步推进；推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加强人工造林、补

植造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加强林分的抚育管理

措施，着力提高防护林和区域林业资源质量。并加

强科学研究，注重物种多样性在防护林体系建设中

的应用，进一步开发优良的乡土植物，从单一层次

的乔木纯林逐渐往多树种多层次的混交林方向发

展，以发挥更好的防护效果。

（３）结合实际，因害设防，合理选择树种
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在确保生态效益优先的

前提下，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把防护林建设与

发展农村后续产业结合起来，适当选择一定的生态

兼用型树种和少量经济林树种。结合因害设防的原

则选用生长抗性强、抗化工废气及毒气、抑尘、杀

菌、减噪等功能好的乡土树种。科学选择适宜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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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又对有毒有害气体吸附性较好的树种。

主要选择如下：

抗乙烯树种：夹竹桃、凤尾兰、雪松、龙柏、

女贞、五针松、罗汉松、桔、菊花。

抗二氧化硫树种：罗汉松、龙柏、桧柏、侧

柏、夹竹桃、大叶黄杨、山茶花、海桐、女贞、樟

树、苏铁、广玉兰、杨梅、黄杨、椿、朴树、无花

果、桑树、刺槐、板栗、桃树。

抗氯化氢树种：龙柏、大叶黄杨、茶花、

紫藤。

抗二氧化氮树种：龙柏、大叶黄杨、夹竹桃、

桑树、石榴、垂柳、泡桐。

抗苯树种：桑树、女贞、无花果、月季。

抗烟气树种：侧柏、臭椿、银杏、落叶松、山

茶、柳树、梧桐、椿树、滇杨。

在这些树种选择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林带结构

设计，平面布置上根据现场情况，结合原有道路、

排水系统、居民区等分割林带单元，以大乔木、小

乔木、灌木、以及地被形成复合林带，以不同树木

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防护林。

４　结语
花山煤化工园区重点防护林工程建设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紧紧围绕

重点地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统一可研，分期实

施，以恢复植被、集中治理工业污染、集中整治园

区环境为工作重点。防护林带建设是园区和居民区

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环境质量，保证

居住环境安全、健康的基础保障。花山煤化工园区

重点防护林工程建设工程的实施，根据园区污染源

的特点合理进行布局，选择树种及林带结构，形成

良好的防护效果，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将使区内

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污染自净能力增强，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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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污染减排、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深圳市经济增长与水污染物减排

彭胜巍，王　越，彭　溢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１）

摘　要：通过对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及主要行业
水污染物排放特征，最终结合深圳市 “十二五”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提出全市总量控制和污染减排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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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环境污染是当前城市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
的环境问题，不仅受到城市居民的普遍关注，也是

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宜居程度的重要指标。

污染减排是近些年国际上使用较为普遍的环境管理

措施，通过限制和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改善流

域和区域环境质量的目的，在污染治理及环境改善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２］。我国从 “十一五”开

始，开展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既是实现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

口和重要抓手，也是消除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

量、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３～７］。近年来，深圳

市大力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监管减排，在保

持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确保化学需氧量和氨

氮两项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

１　社会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状况
“十一五”期间，深圳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全市常住人口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８４６４３万人增加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３５７９万人［８］，上升了 ２２４％，全市
生产总值 （ＧＤＰ）由２００６年的５８１３５６亿元增加
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 ９５１０９１亿元［８］，上升了 ６３６％。
通过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在保持人口和经济

快速增长的同时，深圳市两项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

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全市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从 ２００６ 年 的 ５３０４９５６ｔ减 少 到 ２０１０ 年 的
３４８２７９９ｔ，累计减排 １８２２１５７ｔ［９］，较 ２００６年下
降了 ３４３％，氨氮 （ＮＨ３ －Ｎ）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７２６９０５ｔ减少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５８２６７６ｔ，累计减排
１４４２２９ｔ［９］，较 ２００６年下降了 １９８％，如图 １

所示。

２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随着污染减排工作的开展，深圳市经济增长

方式和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近年来，深圳

市以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企业迅速发展，生物能、新能源、互联网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证券、基

金、创投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区域金融中

心地位进一步巩固。深圳市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三产比重由２００６年的０１２∶５２６４∶４７２４优化调
整为２０１０年的 ００６∶４７５６∶５２３８［８］，如表 １所
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日益萎缩，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是深圳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且第

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后工业化趋势明显，现代

产业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３　２０１０年主要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２０１０年深圳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依

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

属制品业、饮料制造业等 １０个行业，完成产值
５８６０９８亿元［８］，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６１６％，其
对应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１１６６２８９ｔ，占全市工业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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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７３５％，其中除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外的９个行业仅贡
献了全市工业ＧＤＰ的１２６％，却排放了５１７％的工
业化学需氧量，其排放强度为０１９～３７６ｋｇ／万元，
是深圳市ＣＯＤ减排的重点行业；氨氮排放量最大的
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饮料制造业等１０

个行业，完成产值６２８８７０亿元［８］，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６６１％，其对应的氨氮排放量为１３３２７２ｔ，
占全市工业氨氮排放总量的８３６％，其中除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外的９个行业
仅贡献了全市工业ＧＤＰ的１７０％，却排放了５０７％
的工业氨氮，其排放强度为００１～０３２ｋｇ／万元，是
深圳市氨氮减排的重点行业。

表１　深圳市三次产业占本市生产总值的比重

名称 类别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生产总值
产值／亿元 ５８１３５６ ６８０１５７ ７７８６７９ ８２０１３２ ９５１０９１

比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第一产业
增加值／亿元 ６９７ ６９４ ８２９ ６６９ ５７０

比重／％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６

第二产业
增加值／亿元 ３０６００９ ３４１６５７ ３８６０４７ ３８２７０８ ４５２３３８

比重／％ ５２６４ ５０２３ ４９５８ ４６６６ ４７５６

第三产业
增加值／亿元 ２７４６５１ ３３７８０６ ３９１８０３ ４３６７５５ ４９８１８１

比重／％ ４７２４ ４９６７ ５０３２ ５３２５ ５２３８

表２　深圳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重点行业

排序 行业类别
工业产值

／万元

对全市工业

ＧＤＰ的贡献／％

ＣＯＤ排放

量／ｔ

对全市工业ＣＯＤ

排放量的贡献／％

排放强度

／（ｋｇ／万元）

１ 金属制品业 ３６５９７３９ ３８ ２８５９２ １８０ ０７８
２ 饮料制造业 ５６０９９１ ０６ １３５９６ ８６ ２４２
３ 纺织业 ２４８４９４ ０３ ９３４８ ５９ ３７６

４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９９７１７６ １０ ７６８５ ４８ ０７７
５ 食品制造业 ３３７６１２ ０４ ５７４９ ３６ １７０

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４４７９４７ ２６ ４６３４ ２９ ０１９
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６９６４９ ０８ ４４８８ ２８ ０５８
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６１６２９ ２２ ４３０４ ２７ ０２１

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８５３７８１ ０９ ３６４８ ２３ ０４３

小计 １１９３７０１７ １２６ ８２０４３ ５１７ －

１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４６６７２７８５ ４９１ ３４５８６ ２１８ ００７

合计 １１９３７０１７ ６１６ １１６６２９ ７３５

表３　深圳市氨氮排放重点行业

排序 行业类别
工业产值

／万元

对全市工业

ＧＤＰ的贡献／％

氨氮排

放量／ｔ

对全市工业氨氮排

放量的贡献／％

排放强度

／（ｋｇ／万元）

１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６９７２５ １８ ３１２４ １９６ ０１９
２ 饮料制造业 ５６０９９１ ０６ １５８３ ９９ ０２８
３ 纺织业 ２４８４９４ ０３ ７９９ ５０ ０３２
４ 金属制品业 ３６５９７３９ ３８ ５８３ ３７ ００２
５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９９７１７６ １０ ４５３ ２８ ００５
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４４７９４７ ２６ ４３７ ２７ ００２
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６１６２９ ２２ ４３６ ２７ ００２
８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３３４６４７１ ３５ ３６２ ２３ ００１
９ 塑料制品业 １２２２００２ １３ ３１０ １９ ００３

小计 １６２１４１７３ １７０ ８０８７ ５０７ －

１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４６６７２７８５ ４９１ ５２４０ ３２９ ００１

合计 ６２８８６９５７ ６６１ １３３２７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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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深圳市经济增长与水污染物减排　彭胜巍



４　总量控制与污染减排
根据 《深圳市人口发展 “十二五”规划》［１０］和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１１］，到２０１５年深圳市总人口将达到１１００万人，
ＧＤＰ将达到１５万亿元，即人口和ＧＤＰ的年均增长
分别达到１２％和９５％，人口、经济的飞速发展将进
一步导致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量的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国家和广东省下达深圳市的 “十二五”污

染减排目标为，到２０１５年，全市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排放量应分别较２０１０年减排２３１％和２３９％。深圳
面临的环境压力与减排形势极其严峻，加强污染减排

工作已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环境

问题。针对深圳市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状况，应采取

以下措施推动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减排工作。

（１）实施总量控制制度，制定建设项目主要
污染物总量前置审核相关管理办法，提高环保准入

门槛，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量。把取得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把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保试运

行和验收的必要条件。

（２）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落后产能淘
汰力度。强制淘汰污染严重企业和落后生产能力、

工艺、设备与产品，着力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使

深圳市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

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

高级化发展。

（３）推进工业企业实施水污染深度治理，严
格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对超标超总量排放企业实施

强制性清洁生产。鼓励企业资源开展清洁生产，鼓

励生产规模加大的企业增加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污

染治理技术，重点做好废水排放量较大企业的深度

治理工程。

（４）突出流域治理，加快污水治理设施配套
管网建设。新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

必须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运营，重点加

强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建设，推进雨污

分流和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避免出现 “重厂轻管”

的现象，切实提高污水处理量和进水浓度，确保污

水治理设施较好地发挥减排效益。

（５）大力推进再生水回用，提高水资源的综
合利用能力。利用中水开辟第二水源，不仅可以缓

解淡水资源短缺，同时也是协调城市水资源与水环

境的根本出路。应结合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在

有条件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或改造中水系统，不断拓

展中水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量，有效实现污水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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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９

基于 ＴＭ影像的弥勒县植被覆盖变化率研究
曾　浩，王金亮，牛　怡，温世万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是目前用以表征植被覆盖、生长状况的一个简单、有效的度量参
数。本文以弥勒县１９９２年４月及２００６年６月的两景不同时期的 ＴＭ影像数据为基础，提取 ＮＤＶＩ植被指
数并进行优化处理，做出植被覆盖的基本分类，并将所得数字图像在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上进行面积统计，最后通
过统计变化数据得到弥勒县的植被覆盖变化情况。

关键词：ＴＭ影像；ＮＤＶＩ；植被覆盖；变化率；弥勒县
中图分类号：Ｘ８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３１－０４

　　植被覆盖度指的是植物群落总体或者个体的地
上部分的垂直投影面积与样方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它反映植被的茂密程度。植被覆盖状况在生态系统

中很大程度地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某一区域中的第

一性生产力、环境承载力、水土流失强度等生态系

统的状态与功能［１］。因此通过获取植被覆盖度能

快速、准确地掌握区域内的植被覆盖情况及其变化

情况。本文以云南省弥勒县为例，通过 ＮＤＶＩ植被
指数模型对植被覆盖变化进行分析，以便能更好地

了解该区域的植被覆盖特点及其变化特征，为改善

环境，发展生产提供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地理位置

弥勒县地处云南省中部偏南，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北端；位于东经 １０３°０４″～１０３°４９″，北纬
２３°５０″～２４°３９″，北依昆明，南接开远，东邻文山，
西接玉溪。

１２　气候特点
弥勒县地处亚热带接近北回归线。主要农业区

光热条件好，多年平均气温１７３℃，年日照时数
２１７６４ｈ。年均降雨量 ９９ｍｍ。境内东西多山，中
部低凹，地势北高南低，在群山环抱中，形成狭长

的平坝及丘陵地带，山脉、河流趋向多由北向南。

西部石山碎布，间有成林的乔木、灌木；东部山岭

表层多为风化土壤，广为草丛，灌木和乔木林覆

盖；山岭之间有谷地，耕地多散布于谷地和平坝

中。最高海拔２３１５ｍ，最低海拔８７０ｍ。
１３　自然经济概述

弥勒县资源丰富，煤炭储藏量就达１０亿多 ｔ。

全县大中小型水库百余座，水能蕴藏量 ５４５万
ｋＷ，可开发能量４２１５万ｋＷ，光照充足、有效积
温期长；霜雪日短，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

宜各种动植物生长，是云南省烟、糖的主要产区。

２　数据处理和分类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采用的主要数据是１９９２年４月及２００６年６月
的ＴＭ数据 （该区域最新共享数据为２００６年）（兴
趣区的遥感图像数据平均云量 ＜５％），以及国际
科学数据平台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ｍｉｒｒｏｒｃｓｄｂｃｎ）下载
的３０ｍ分辨率的ＤＥＭ数据）。
２２　数据处理及研究方法

本次主要使用的软件平台是 ｅｎｖｉ４８、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首先，根据３０ｍＤＥＭ，选取地面控制点完成对
遥感影像的几何校正，并借用 ｅｎｖｉ平台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工具完成快速大气矫正。其次，提取制作ＮＤＶＩ图，
在最后面积统计时又将数据转换为３０ｍ３０ｍ分辨
率的栅格数据，方便计算。技术路线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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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影像数据裁剪
在ＥＮＶＩ中利用弥勒县的行政区界线 ｅｖｆ文件

对影像进行掩膜裁剪，裁剪后获得的图像如图 ２
所示。

２４　归一化植被指数
归一化植被指数是反映土地覆盖植被状况的一

种遥感指标，是反映植被生长状况及植被覆盖度的

一种广泛应用的指示因子［２］。

ＮＤＶＩ＝ＴＭ４－ＴＭ３ＴＭ４＋ＴＭ３
对于ＴＭ影像，ＴＭ４为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

ＴＭ３为红波段的反射率。ＮＤＶＩ的取值范围为 ［－
１，１］，负值表示地面覆盖为云、水、雪等，对可

见光高反射；０值表示有岩石或裸土等４波段和３
波段值近似相等；正值表示有植被覆盖，且数值越

大说明植被活动性越强烈，在植被处于中、低覆盖

度时，ＮＤＶＩ随覆盖度的增加而迅速增大，当到达
一定覆盖度后增长缓慢［３］。提取得到的 ＮＤＶＩ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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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５　植被盖度分级与统计

得到的ＴＭ影像 ＮＤＶＩ值域理论上应在 ［－１，
１］，实验过程中发现某些值超出了这一范围，在
ｂａｓｉｃｔｏｏｌｓ进行波段运算，将 ＜－１的值赋值为 －
１，＞１的值赋值为 １，对 ＮＤＶＩ进行修正，公
式为：

Ｂ１＜１
Ｂ１＞（－１）
根据修正后的 ＮＤＶＩ值分布情况及前人大量的

研究成果分级［４］，在－１到０之间地物类型基本为
水域、建筑群、戈壁等无植被的地区。之后 ＮＤＶＩ
值越高，植被活动越强，植被覆盖度越高。分级如

表１。
表１　像元值与植被覆盖等级对应表

级别 ＮＤＶＩ值 植被覆盖度 土地利用类型 覆盖等级

Ｉ ０７０～１ ６０％以上 密灌木地、密林地、灌木林地等 优等覆盖

ＩＩ ０５１～０７０ ３０％～６０％ 优良耕地、潜在退化土地、草地等 良等覆盖

ＩＩＩ ０４１～０５１ １５％～３０％ 中低产草地、沙地、滩水地等 中等覆盖

ＩＶ ０～０４１ ５％～１５％ 稀林地、零星植被等 差等覆盖

Ｖ －１～０ ５％以下 水域、建筑用地 劣等覆盖

２６　ＮＤＶＩ差值的计算及其覆盖度的转换
将获得的不同年份 ＮＤＶＩ导入 ＥＮＶＩ软件，计

算ＮＤＶＩ差值［５］。

ＮＤＶＩ差值＝ＮＤＶＩ２－ＮＤＶＩ１。即后一年的值减
去前一年的值。其中 ｂ０赋值为后一年的 ＮＤＶＩ灰
度值，ｂ１赋值为前一年的ＮＤＶＩ灰度值。如此得到
的是不同时相的ＮＤＶＩ变化值，参照前人的分类方
法［６］，结合本研究区的值域变化，将 ＮＤＶＩ差值分
为５个等级 （见表２）。

表２　ＮＤＶＩ差值分级表

ＮＤＶＩ差值
最小值～

－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０５

０５～

最大值

分级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植被变化情况 较差 差 好 较好 极好

经统计得到了ＮＤＶＩ差值面积汇总表 （见表３）
及ＮＤＶＩ差值分类图 （见图３），其中最小值为 －
１８９，最大值为 １５４，平均变化值为 －０４９。值
越大，说明植被覆盖变化越强烈［７］。均值的下降

说明县域内的植被覆盖变化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是不
断下降的。分析认为差值在 －０１～０１的波动属
于正常的自然现象，这部分达到全县 ＮＤＶＩ变化率
的７６１８％。考虑到这十几年来经济的发展使得城
镇建设用地规模增大，在第 Ｖ级劣等植被覆盖面
积变化率占到了约１４％。

表３　弥勒县植被覆盖变化面积汇总表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合计

面积／ｋｍ２ ３９０４６ ９０３１９ １１３４５２ ９５６９７ ５４５８２ ３９３１００

比例／％ ９９３ ２２９８ ２８８６ ２４３４ １３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３　不同时相各覆盖等级的面积变化
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中导入ＮＤＶＩ数字图像，转化为矢

量数据，将数据分类后进行统计，结果见表４。
表４　植被覆盖分级面积汇总表

分级
　　 　１９９２年　　　 　　　２００６年　　　

面积／ｋｍ２ 比例／％ 面积／ｋｍ２ 比例／％

变化

情况

Ｉ ２４５２２ ６２４ ４０７１６ １０３６ １６１９４

ＩＩ ３７４１８ ９５１ ２８９８６ ７３７ －８４３２

ＩＩＩ ３４３６３ ８７５ ２４７３１ ６２９ －９６３８

ＩＶ １２７３５９ ３２４０ １０７６３２ ２７３８ －１９７２７

Ｖ １６９４３５ ４３１０ １９１０３８ ４８６０ ２１６０３

合计 ３９３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３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　结论
以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６年的ＴＭ影像为主要数据源，

利用遥感和ＧＩＳ软件获取了不同时相的 ＮＤＶＩ差值
分级图，植被覆盖分级图，各类植被面积的增减情

况等数据，从结果可以看出，弥勒县近十几年随着

经济建设的发展，环境保护意识也逐渐增强，Ｖ级
的建筑面积与 Ｉ级的优等植被覆盖面积均大幅提
高，但是县域内的自然植被环境情况却是总体降

低。这一情况在 ＮＤＶＩ差值数据中也得到了体现。
通过两种方法得到的数据对弥勒县的植被覆盖情况

描述都是一致的，侧面证明了 ＮＤＶＩ差值表现植被
覆盖变化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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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福州市２０１１年数据为基准，对生态市建设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加大生态
创建推进力度，到２０１５年，福州市生态市建设１９项指标均可达到生态市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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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市是协调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持续健康
发展，各个领域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地市级

行政区域，是地方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最终目

标［１］。生态市的主要特点是在一个市域范围内，

在遵循经济增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生态规

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增长方式

集约化、产业体系生态化［２］。生态市表现为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

利用；倡导良好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生态

保护意识强，既要保证经济发展，也要关注环境保

护、社会进步，从而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

一，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腾飞与环

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

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３］。

１　福州市概况
福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温暖湿

润、雨 量 充 沛。山 海 资 源 丰 富，山 地 面 积

３８７８８ｋｍ２，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３２４％。海岸线
曲折，海洋面积 １０５７３ｋｍ２，大陆海岸线 ９２０ｋｍ，
乡级以上海岛岸线３９０ｋｍ２，海岸线约占福建省的
１／３，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等是全国少有的深
水港湾。地表径流丰富，全市水资源量６６６４９亿
ｍ３，人均水资源高达１２５万ｍ３，地热资源是福州
的一大特色。物产丰富，素有 “福海宝地”之誉，

非金属矿产中寿山石闻名遐迩。生物资源种类繁

多，省级生态公益林面积３２４万 ｈｍ２。福州市是
一座具有２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国家文化名城，现辖５

区２市５县，全市常住总人口约６８７万人。２０１１年
全市生产总值 ３７３６３８亿元，财政总收入 ５０６亿
元。近年来，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４］。

２　福州生态市建设总体目标
到２０１５年，全市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发展格局，主要污

染物排放控制在省下达的指标内，环保基础设施完

善，环境质量状况优越，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

增强，人民群众富裕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全市

８０％的县 （市、区）建成国家级生态县 （市、

区），生态市建设各项考核指标均达到国家生态市

的创建标准。

３　生态市建设指标体系分析
３１　基本条件可达性

根据 《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修订稿）》［５］和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６］，

创建国家生态市应符合５项基本条件，其中比较困
难的是第５项条件：要求完成８０％的国家级生态
县 （市、区）、８０％的国家级生态乡镇和８０％的市
级以上生态村创建，中心城市和县级市获得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称号。福州市从２０１０年起加大生态市
创建步伐，市政府颁布了 《关于开展福州市 “生

态市、生态县 （市）、生态乡镇、生态村”建设的

实施方案》，制定了 《福州市级生态村申报与管理

规定》，明确了总体目标、总体安排、建设重点以

及保障措施，对促进县 （市）区开展生态系列创

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永泰县、晋安区、马尾区、福清市、长

乐市已完成省级生态县 （市）区创建并获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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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生态县 （市）区创建完成率达到５５５％；完
成６９个国家级、１２４个省级生态乡镇创建，完成
率分别达到５５％和９１２％；创建１６９４个市级以上
生态村，完成率为８０８％；福州市在２０１２年顺利
通过了环境保护部专家组现场复核和华东督查中心

后督查。今后几年，要进一步加快生态细胞创建进

度，确保在２０１５年前完成８０％的生态细胞创建任
务；福清市、长乐市应举全市之力，积极开展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各项工作，力争在２０１４年完
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考核验收。

３２　建设指标的可达性
国家生态市建设考核指标共１９项，其中有１５

项约束性指标，４项参考性指标。对照考核标准，
１５项约束性指标分析中，福州市有９项已基本达
标，有６项尚未达标。
３２１　已达标的约束性指标

基础条件较好、已经达标的约束性指标有 ９
项，分别为 “农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 ＧＤＰ能
耗”、“森林覆盖率”、“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

例”、“空气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率／工业用水重复率”、“城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主
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已达标指标中，随着全

市经济持续增大和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大，部分指

标还需要持续保持。

３２２　难度较小的约束性指标
难度较小指标是指虽然与目标有一定距离，但

通过努力比较容易达到，主要有２项指标，分别为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和 “城镇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３２２１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国家生态市创建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要求为

１００％。２０１１年，福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为９８９％。原厝饮用水水源地 （闽江北港，西

北区水厂水源地）、义序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闽江

南港）、马尾水厂白眉水库水源地三个水源地水质

监测中达标率为１００％；鳌峰洲饮用水水源地 （闽

江北港，东南区水厂水源地）、城门水厂饮用水水

源地 （闽江南港）氨氮、粪大肠菌群指标偶有超

标；马尾水厂闽江备用水源地位于闽江下游马江

段，受潮汐影响较严重，水质相对较差。通过加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监管，预计到２０１５年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可达到１００％。
３２２２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国家生态市创建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要求为

１１ｍ２／人，２０１１年福州市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１０８ｍ２／人。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 “一环

八楔、两带一网、十一山三十一园”的绿化系统

结构，依托福州山水格局，形成以点带线，以线连

面对 “点—线—面”结合的完善绿化系统；通过

进一步加大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保障城市园林绿地

的发展和养护，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城镇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可达到考核要求。

３２３　难度较大的约束性指标
难度较大的约束性指标是指目前距离国家生态

市指标考核要求差距较大，规划期内须加大建设力

度才可能达标的指标。主要有 ４项，分别为 “单

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企业通过验收的比例”、“水环境质量／近海海
域水环境质量”、“环境保护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
３２３１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

国家生态市创建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要求为

≤２０ｍ３／万元。２０１１年，福州市单位工业增加值新
鲜水耗为２６７２ｍ３／万元，距离标准值有较大的差
距。市政府要加大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制定节水政

策、实施差别水价、加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等措

施，降低工业新鲜水耗。

３２３２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验收
的比例

国家生态市创建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要求为

１００％。２０１１年福州市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
业通过验收的比例为５０％。要进一步加快清洁生
产审核步伐，公布 “双超双有”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名录，限期督促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和验收，使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验收

的比例达到国家要求标准。

３２３３　水环境质量／近海海域水环境质量
国家生态市考核值为达到功能区标准。２０１１

年陆域水环境质量可达到功能区标准，但近岸海域

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为４４４％。陆源污染物排放、
海水过度养殖等是造成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的主要

原因。沿海县 （市）要加强对临海工业区管理，

加强陆源污染物排海控制，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海总

量，推行海水生态养殖模式，实现近岸海域水环境

功能区达标。

３２３４　环境保护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
国家生态市创建标准中，该指标的规定要求为

≥３５％。２０１１年，福州市环境保护投资占ＧＤＰ的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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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为２６％。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实施福州市生态
市建设规划确定的重点内容和重点项目，同时也要

多渠道筹集生态市建设资金，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资金投入，改善人居环境品质。

表１　福州国家生态市建设指标体系及规划目标

类别 序号 指标
指标

标准值

基准年值

（２０１１年）
规划目标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指标说明

经
济
发
展

１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元／人） ≥８０００ ８５００ 达标 达标 约束性

２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 ≥４０ ４５５ ≥４８ ≥５０ 参考性

３ 单位ＧＤＰ能耗／（ｔ标煤／万元） ≤０９ ０６５５ 完成省下达任务 完成省下达任务 约束性

４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农业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ｍ３／万元）
≤２０ ２６７２ ≥２６ ≥２０ 约束性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５５ 约束性

５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验收的比例／％ １００ ５０ ≥９５ １００ 约束性

环
境
保
护

６ 森林覆盖率／％ ≥４０ ５４９ ≥５５３ ≥５５５ 约束性

７ 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约束性

８ 空气环境质量

９
水环境质量

近海水域水环境质量

达到功能

区标准

达标 达标 达标 约束性

达标 达标 达标 约束性

４４４％ ４４４％ 达标 约束性

１０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 （ＳＯ２）排放强度／（ｋｇ／万元 （ＧＤＰ））

＜４０ ２９２ ＜５０ ＜４０ 约束性

＜５０ ２４８ ＜５４ ＜５０ 约束性

１１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９８９ ≥９９ ≥１００ 约束性

１２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８５ ８６６ ≥８５ ≥８５
工业用水重复率／％ ≥８０ ８７ ≥８０ ≥８０ 约束性

１３ 噪声环境质量
达到功能

区标准
达标 达标 达标 约束性

１４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９０
≥９０

且无危险

废物排放

９８
９４

≥９８
≥９４

≥９８
≥９４

约束性

１５ 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ｍ２ ≥１１ １０６ ≥１１ ≥１１ 约束性

１６ 环境保护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 ≥３５ ２６ ≥３０ ≥３５ 约束性

社
会
进
步

１７ 城市化水平／％ ≥５５ ６２ ≥６３５ ≥６７５ 参考性

１８ 采暖地区集中供热普及率／％ ≥６５ — — — 参考性

１９ 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 ＞９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参考性

４　生态市建设对策建议
４１　加强组织管理，建立生态市建设的行政推进
机制

成立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生态市建

设的决策、实施、监督、协调工作，及时解决生态

市建设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各级政府要把

生态创建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加强生态创建领

导，加大创建指导力度，形成 “党委政府领导、人

大监督、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

创建工作格局。建立健全生态创建体制机制，制定

生态创建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将生态县 （市、区）、

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任务列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并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的

重要内容。加强对目标责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和考核，严格实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一岗双责”

暂行规定，确保生态市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

４２　遵循法律法规，健全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规范
建立健全适合福州市情的生态环境保护、农村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流域综

合管理、湿地保护等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强化环境

保护和生态建设执法监督管理，严格整治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的行为，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规范执法部门和执法

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确保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

４３　探索机制创新，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的多元化
投入机制

建立生态创建专项奖励资金，专门用于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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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列创建奖励经费，建立健全创建奖励机制，

对在生态创建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奖励。畅通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渠道，建立多元

化的投融资机制，按照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的原则，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广泛

吸纳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外商投资建设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鼓励社会资金转向生态环境建设领域。

４４　加快科技创新，形成生态市建设的科技支撑
体系

建立为生态市建设服务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

体系，开展污染监控、生态重建、清洁生产和资源

循环利用等重点产业和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鼓励

绿色食品、绿色工业产品、生物饲料、生物农药和

环保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快环保科研成果、绿色生

产技术和循环经济技术的推广应用。优先发展科技

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和产品。积

极吸收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参

与生态市建设的科技创新，加强产学研的紧密结

合，提高生态市建设的科技支撑。建立全市的科技

信息处理、信息传递网络，健全生态市建设的科技

信息库、科技服务信息库，并逐步实现网络化、社

会化和产业化。

４５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生态市建设的公众参与
体系

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理念的宣传教育，将生态

市建设纳入干部教育和培训计划，作为学校国情、

社情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新闻媒体，采取各

种宣传手段，增强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和维权意识，使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理念，自觉增强建设生态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继续推行和完善环境信息和生

态市建设信息公开化制度，促进各种社会团体、媒

体、研究机构、社区居民参与到决策、管理之中。

深入开展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活动，完善环境质

量日报和环境质量公示公告制度，真正把建设生态

市的决策，转化为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自觉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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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广西生态补偿机制对策探析

陈　洋，李　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８）

摘　要：广西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仍存在相关法制不健全，现行财税政策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技术支
持、良性的投融资机制，以及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等方面问题。从加强宣传和提高意识，建立和完善生态补

偿法律法规，完善税收收费制度、投融资机制以及管理体制，并努力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政绩考

核制度，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试点工作等方面探索构建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的措施与对策。

关键词：生态补偿；问题；基本框架；对策；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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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对承担着生态保护任务的地
区给予利益补偿的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

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

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

区的利益补偿［１］。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生态环境

价值往往不被考虑，形成 “环境无价、资源低价、

商品高价”的观念，导致环境利益背后经济利益

分配关系的扭曲。从环境经济学角度看，生态补偿

机制是一种将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正外部性和

负外部性内化的机制。许多专家认为，生态补偿是

解决开发建设和生态保护矛盾的主要出路。在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

定》以及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都明确提出，要

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了建立促进生态保护和

建设的长效机制，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 “按照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

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２］；广西党委、政府

也提出了建设生态广西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

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经济指标是难点和重点，他们

肩负着建设和保护的双重担子，必须建立起有效的

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加快他们的发展。而由生态补偿

机制把生态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通过价格体现出

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利，实现利用资

源创造经济价值的利益再分配，也体现了市场经济

中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促

进广西生态安全，是全自治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更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

径。由于涉及生态安全的要素多、生态补偿的利益

相关方复杂、生态补偿载体多样、生态补偿范围确

定难度大等实际问题，使得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

个案分析，包括生态补偿范围、生态补偿标准、补

偿方式等有关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均未形成成

熟的思路和方法［３］。本文拟在分析广西生态补偿

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构建广西生态

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及对策。

１　广西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１　相关的法制不健全

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亟待建立。现

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没有涉及生态补偿的条款，

无法遵循共同的原则和法律法规来指导和约束各利

益方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实现共同发展。

１２　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
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

策，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

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１３　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
一是产权界定不清，造成环境贡献者与环境受

益者利益的 “非对称性”。如何界定生态环境产权，

以明确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成为制约生态

补偿机制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因素。尽管

目前中央确立了 “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

谁污染谁治理”的补偿原则，但涉及到具体补偿行

为时，难以确定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受益者。二是

生态补偿量化技术难度高。生态补偿要素不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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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投入，还涉及到对其稀缺性

的评估，其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例如，目前广西每

年每亩公益林的直接经济价值约７５元，商品林地的
平均租金在５０～６０元左右。在实施公益林规划后，
纳入公益林保护的林农只能享受每年每亩１０多元的
补偿资金，大量森林因禁伐导致农民收入锐减，农

民更无法将林地用于商品林的营造和其它用途［４］。

在生态环境资源损耗尚未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

情况下，以现有的技术水平，还拿不出能客观评价生

态环境资源损失和受益的标准。

１４　缺乏良性的投融资机制
补偿资金的筹措和运作缺乏相应体制和政策支

持。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各地区政府之间部分财政

收入的重新再分配过程。国内外生态补偿通行的做

法是财政转移支付，而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分灶

吃饭，以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补偿方

式比较单一，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这种完全由

中央政府买单的方式显然与 “受益者付费”的原

则不协调。但环境和生态问题常常是跨区域性的，

即使确定了补偿的标准和额度，由于财政体制的限

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金的筹集、调配、运作和统

一管理，实施难度较大。

１５　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尤其是缺少跨省、跨地

市、跨流域、跨部门的协调体制，无法解决跨省、

跨地市之间，上下游和行业之间生态环境补偿问题。

例如，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一直是免费 “生态午

餐”，每年 “压咸补淡”的放水季节，也正逢广西

的旱季，这与保障本地工业用水、农业灌溉之间难

免产生矛盾［４］。目前，基本上是采取 “搭车收费”

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如水

利部门收取水资源费、环保部门收取排污费、国土

资源部门收取资源费，部门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存在多头管理，不能形成合力。其他相关行业和部

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也得不到补助，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相关单位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１６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政绩考核制度尚未
建立

区域环境变化对相邻地区经济和社会财富增长

的影响和作用得不到清晰的揭示和表达，区际生态

补偿机制缺乏依托主体。

２　构建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
２１　明晰界定资源产权，确定补偿的主体和被补
偿对象

建议在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不变的

前提下，尽可能地分散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管理

权，将因生态治理过程中发生的补偿直接分配给自

然资源经营者和管理者，并且强化社会经济主体的

环境产权意识，把环境资源视为环境资源资产，逐

步将其划入资产领域进行有效调整，给予自然资源

物权的享有者相应的产权的确定与保护，赋予权利

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建

立环境产权的作用和流转机制［５］。生态补偿机制

的公共主体是政府及各类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于

生态经济的公共性，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该生态补

偿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坚持 “受益者或破坏者支

付，保护者或受害者被偿”的原则；以政府为主

导，积极发挥市场作用的原则确定补偿的主体和被

补偿对象。

２２　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应该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对生态效益

的需求间寻求平衡点。其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

依靠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主要是依据生态

保护者的投入、生态受益者的获利、生态破坏的恢

复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根据原则，补偿

标准的下限应为生态系统类型转换的机会成本；补

偿标准的上限应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生态

效益补偿的标准界于上限与下限之间［２］。从目前

来看，根据机会成本来确定补偿标准的可操作性较

强。但是，从公平性来讲，根据生态服务价值来确

定补偿标准更合理。因此，建议政府在近期根据机

会成本来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同时加强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价值化研究扶持力度，逐步向根据生态

服务订立补偿标准的方向过渡。

２３　确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１）生态补偿费与生态补偿税。一方面依生

态环境法所得的罚款、没收所得，另一方面来源于

生态环境税收［５］。

（２）各级财政生态专项补偿。由各级政府在
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补偿生态环境利益

外溢问题。今后要逐步建立全区财政补偿与各地

区、各部门财政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机制。

（３）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基金。加大全区在生
态重要保护和建设地区的投资力度。具体途径可从

国民经济中按现行生态环境损失提取所需比例，也

可在涉及地区环境损失的大型项目中提取一定比例

的生态补偿费，还可由区环保部门牵头成立 “生

态环境建设补偿基金”，以及号召有关企业、组织

和个人捐赠［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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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态补偿保险金制度。适时征收生态安
全保险金，每一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需要缴纳

一定比例的保险金［７］。如矿区开采实行复垦抵押

金制度，未能完成复垦计划的其押金将被用于资助

第三方进行复垦。

（５）优惠信贷。小额贷款是以低息贷款的形
式向有利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活动提供一定的启动资

金，鼓励当地人从事该行为和活动。

（６）交易体系。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资源
配额交易市场以及责任保险市场等是科斯定理在实

践中的主要应用。这种方法在国外应用较为充分，

广西也可以参考。

（７）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将部分生态环境
价值市场化，采取生态环境产权交易补偿，例如在

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补偿基金［５］。

３　构建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
３１　加强宣传，提高意识［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生态补偿

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使公

众积极主动参与到生态补偿中去［６］。针对人们生

态价值的模糊认识，要加大宣传力度，向全社会灌

输环境有价的理念，大力提倡 “污染者付费、利

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全面提高

领导层、企业和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增强生态功

能区居民和领导的维权意识，增强受益地区干部和

群众进行生态补偿的自觉性。在全社会形成生态环

境不免费的观念，从而为建立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奠定浓厚的舆论基础。

３２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生态补偿的

法律地位，明确有关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资

金筹集、调配、运作和管理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依

法制定相关环境保护规划和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明

确各地区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规范各类与生

态有关的行为，建立资源共享、生态共保、经济共

赢的管理机制。要制定专项自然生态保护法，对自

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建设投

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

定和协调。要通过立法确立生态税的统一征收、管

理制度，规范使用范围。对于重点污染企业和行

业，应立法规定企业提交年度环境报告，由有关部

门审计并提交环境审计报告，两者均应在可能受污

染的地区向公众公布，建立起年度环境报告制度与

环境审计制度［９］。

３３　完善有利于生态补偿的税收收费制度
一是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逐步扩

大排污收费的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收缴

力度；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破坏保证金 （或抵押金）

制度，把排污收费纳入财政的预算管理范围，并逐

渐实现环境收费向环境税收的转变。二是开征新的

环境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

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增加水资源

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将现行资源税

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

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开发要逐步提高税率；

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发挥消费税

在环境保护方面 “寓禁于征”的调节作用。三是

实行税收差异优惠政策。扶持引导环保和生态产业

的发展，如降低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和清洁生

产、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等税收的税率以及其所需

设备和仪器的进口关税，在一定的期限内免交全部

或部分税收。

３４　完善生态补偿投融资机制
建立以政府主导、全社会支持、市场化运作的

投融资体制。一是要建立 “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模

式。要尽快出台财力补助政策、生态建设补助政策、

生态保护补助政策和生态环境治理补助政策等，抓

紧出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生态补偿若

干政策措施的指导意见》，并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

态功能区倾斜。二是要按照 “谁投资、谁受益”的

原则，尽快出台 《生态补偿条例》，明确生态补偿

对象、补偿标准及补偿责任主体，支持鼓励社会资

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利用

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

的贷款或赠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三是

要培育资源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积

极探索资源使 （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

补偿模式。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

加快建立水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

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

逐步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

３５　完善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
生态补偿实际上是区域协调，不同部门、阶层

利益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需要综合协调。应加强

区域之间、部门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生态补偿工

作。应尽快制订出台跨省流域调水的市场补偿政

策，增加中央财政对珠江上游省区的财政转移支

付，设立生态补偿公益基金，组织和协调建立流域

上下游之间的对口帮扶制度，将珠江流域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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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水源林区群众全部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和粮食补助范围，制定实行水权交易政策等［４］。

建议可借鉴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生态补偿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６］，在广

西建立生态补偿委员会，地方层面也可以参照建立

类似的协调组织。成员可包括相关专家、各利益方

相关人员、上级政府人员，也可吸纳部分社会人士

等。它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协商补偿方式和途径、确

定补偿额度及负责监督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和处理

突发事件，确保补偿的顺利进行和公平公正。

３６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政绩考核制度
为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保障，最关键的就是

干部的政绩考核和 ＧＤＰ的指标问题。要加快国民
经济绿色核算体系建设，将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部

分打入国民经济成本，将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

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

元产值 “三废”排放总量等指标引入现有的统计

指标体系，以全面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要改

变传统过分注重经济增长指标的政绩考核办法。把

环境指标列入公务员的政绩考核范围，全面考核干

部政绩。使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性得到显现。

３７　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试点工作
建议将生态补偿问题列入全区重点科研计划，

围绕对生态补偿的范畴、标准、补偿方式、资金来

源、管理等问题，组织进一步的科技攻关。在开展

理论研究的同时，以贫困和生态脆弱区为重点，针

对群众反映突出、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和需要实行抢

救性保护的区域，如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

区、受野生动物危害人类难以生存地区开展补偿试

点；提出各类生态补偿问题的优先次序及其实施步

骤，抓紧研究制定比较完整的的生态补偿政策，并

在实践中把生态建设与扶贫异地开发、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４　结论
环境有价，环境亦无价。生态补偿机制决不是

花了钱就可以随便污染环境的机制。为污染掏出的

“真金白银”并不能真正抵消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污染容易，治理难，环境破坏的长远影响可以

是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对世人

的警醒，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生态

补偿机制，对促进广西生态安全，大力推进生态广

西建设意义重大。然而，要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

效的生态补偿机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还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研究，解决与之相关的许

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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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针对城市社区生态建设的相关范围、内容、方法和技术，进行
社区生态建设公众认知调查。结果表明，＞９０％受访者认同城市社区需要进行生态建设与改造，主要内容
应涉及完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整治及绿地建设等；有高达９１２％的公众认为公众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社
区生态建设；但对于参与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生态环境行政决策、生态建设立法和宣传等方面主动性不

强；通过研究结果可清晰地看出公众对城市社区生态建设的需求及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下阶段城市社区

生态建设应关注的重点内容，以便更好地促进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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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生态
能力建设问题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实施

城市生态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通

常被认为是三个关键的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城

市生态能力建设一般是从政府角度来进行生态环境

的规划和保护，很少考虑个人和企业在城市生态建

设中的作用，而实际上，生态城市发展战略实施的

一个重要原则是公众参与［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

逐渐彰显，这些都为公众参与城市生态建设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公众的生态意

识还是权利意识仍然淡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环

境建设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作为与每个公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环境，是公众实践生态公民

权利和义务的前线，公众对社区生态建设意识的培

养和提升，不仅是加快社区生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更是发展生态文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

节。国内外相关研究者对城市社区生态规划和设计

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涉及社区生

态评价指标体系、社区生态环境规划与设计、社区

生态设计技术、社区生态管理等方面［２～５］。总体而

言，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社区生态化发展，在推动

整个城市生态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而且同

时也意识到了公众认知对于研究的重要影响，但是

现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社区生态能力建设领域的公众

认知情况研究和定量化的分析。因此，本次研究采

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针对社区生态能力建设

的相关内容、方法和技术，进行社区生态建设公众

认知调查，通过具体数据项的分析，从城市生态建

设的受众—公众的角度研究探索城市社区生态能力

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关键方法，以便更好地促

进公众参与城市社区的生态能力建设，促进城市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采集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调查

对象包括在校大学生、高校教师、城市社区居民，

问卷从社区生态建设 “知”、“意”、“行”三方面

设计问卷，涉及公众对社区生态状况的评价、生态

建设内容及基本知识的认知、参与生态建设的情况

和意愿等内容。调查问卷共设计了１５个问题要求
被调查者回答，为了便于分析统计，调查问卷的提

问以封闭式问题为主，也就是在每个问题后面给出

若干个选择答案，被调查者只能在这些备选答案中

选择自己的答案。本文随机抽取了昆明市３个高校
和主要城区的３０个社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的方
法为观察、走访和发放调查问卷三种方法相结合。

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６８份。数据的
采集及处理运用了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等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部分公众认同社区生态环境亟需改善

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社区生态环境质量 “很

满意”的只有４５％， “较满意”的９４％， “一
—３４—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般”的２５６％，５１３％的公众对社区的生态环境
质量不满意，９２％很不满意。公众认为当前社区
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不理想，认同社区需进行生态

建设和改造。

２２　大气环境质量是公众最关注的社区生态环境
问题

在对社区环境质量调查中认为影响最大的社区

环境因素涉及大气环境 （５４４％）和水环境
（２７８％），大多数公众对水质质量满意度高于空
气质量；公众开始关注城市声环境 （１２％）对自
身生活质量的影响，但对电磁 （４７％）及光污染
（１１％）等带来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２３　公众认为社区生态环境质量不良的主要原因
是城市建设管理和公众缺乏保护意识

被调查者认为社区生态环境质量不良的原因排

序分别是城市开发建设管理无序 （４１２％）、公众
缺乏保护意识 （３４６％）、人口和消费增长过快
（１０７％）、缺乏生态建设投资和技术 （７９％）、
社区规划不合理 （５６％），公众依然认为社区生
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生态环

境问题的重视不够，而人口和消费快速增长、生态

建设投资和技术、社区规划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

要原因。

２４　公众获得生态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媒体，社区
生态建设的知识普及和宣传需进一步加强

社区生态建设需要每个社区成员的参与，并不

断对社区成员的生态知识进行普及和宣传，提高其

生态文明素养，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者获得生态

知识的主要途径分别是电视 （５８１％）、报纸
（１９７％）、 网 络 （１７１％）、 教 育 和 培 训

（４１％）、社区宣传栏 （０６％）和其他 （０４％）
等，说明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媒体的宣传

力度加大有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培训和社区的宣

传所占比重均较低，说明社区对宣传生态建设相关

知识的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在对社区的走访调查中

也反映出了这一现象，在作为调查对象社区中，张

贴或设置宣传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标识的社区仅占

１０％，曾经组织过关于社区生态保护宣传活动的社
区约占１３３％。在所有被调查的社区中，没有一
个社区曾经组织过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的培训活

动。从以上调查结果可知，社区生态建设的知识普

及和宣传需进一步加强。

２５　公众对社区生态建设的内容有一定了解，但
缺乏对社区生态建设体系的综合认识

调查从生态承载力 （水电使用、人均居住、

人均绿地）、生态环境 （大气环境、声环境、水环

境、生物多样性、绿化和景观）、生态建筑 （污水

处理、节能节水、绿色能源、生活空间）、基础设

施 （交通设施及规划、公共设施、公共空间、社

区服务与管理、信息共享与管理）和生态文化

（居民生态意识、邻里和谐程度、生态安全宣传）

等几个生态建设的方向选取几项指标，调查居民对

社区生态环境建设的了解程度，调查显示：８０％以
上的公众认为社区生态建设领域包括社区水环境、

大气环境、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及噪音污染等，６０％
以上的公众认为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严重缺乏及对社

区内外部交通不满意，４０％以上的公众关注节能节
水及景观绿化，２０％以上的公众关注生态意识和社
区管理。公众对于生态建筑、基础设施和生态文化

了解不多，缺乏对建筑、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的综合认识。

２６　公众对于社区的生态建设表现出较高的参与
热情，但在某些行为方面缺乏主动性

调查显示：有高达 ９１２％的公众认为公众有
责任和义务参与社区生态建设，愿意参与的社区生

态建设行为分别为节水节电 （８９７％），绿色消费
（５７９％），参与生态环境监督执法 （１１８％），参
与生态环境行政决策 （９６％），参加社区生态建
设专题讲座、培训班及研讨会 （６８％），参与生
态建设立法 （４９％），环保社会组织 （２６％）和
社区自治组织 （１９％）。参与过的社区生态建设
行为分别为使用节水马桶 （５７７％）、使用绿色能
源 （３９５％）、使用环保购物袋 （３７６％）、污水
再利用 （３１６％）、绿色出行 （２７８％）、垃圾分
类回收 （２５％）、参与监督和制止社区生态环境破
坏行为 （９２％）、参与社区绿化 （７７％）、参加
社区生态建设相关宣传 （３４％）。说明目前公众
对于社区生态建设有着比较高的参与热情，但仍处

于从属的地位，对于参与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生态

环境行政决策、生态建设立法和宣传等方面主动性

不强，有强烈的对政府 “依赖”心理和他人 “依

赖”心理，这个现象说明对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和需要而言，人们一方面呼唤文明和改善生活环

境，他们作为良好生活环境的享受者和环境公害直

接、无辜的承受者，对居住环境状况最关心、最了

解，参与社区生态建设的热忱也相对最高。而另一

方面在某些行为方式上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冷漠，

这也表明对公众参与社区生态建设缺乏相关的制度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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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所付出的努力及消耗的时间与成本得不到社

会的认可和回报［７］，无恰当的表达生态意愿的途

径，致使城市居民在参与社区生态建设过程中缺乏

足够的动力。

３　讨论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

城市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生态城市的建设

和发展要求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

生活方式进行系统变革。社区是区域性社会，作为

城市的子系统，对提升我国城市片区生态保障和更

新水平，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生态建设具有重要作

用。由于社区生态建设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每个居民既是社区生态环境改善的受益

者，能成为推动和监督社区生态建设的根本动力，

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基于个人的公民义务和社会责

任，也是促进城市社区生态改善的重要社会资源和

力量。调查也反映出了一些公众参与社区生态建设

的问题：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态建设的关注度逐

步提高，特别是对媒体报道较多的水问题和大气污

染的认知度较高，但对生态建设体系中的生态建筑

和基础设施，特别是生态文化的建设内容不太了

解；社区生态知识和生态建设的信息传递途径过于

单一，最直接有效的社区层面的信息传递缺乏；人

们对公众参与能推动社区生态建设表现出很大的信

心和热情，这无疑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在改善居住环

境生态质量中承担的责任和可以发挥作用的重大觉

悟。但调查也反映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生态建设的

程度不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愿望没有得到积

极引导和恰当疏通，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和支持，政

府习惯把城市生态建设问题作为自己的职责范围，

但政府又受到资源和条件的限制，无力解决城市生

态建设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中，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十分重

视公众在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的作用，良好的公众参

与机制既能有效维护公众的正当权益，又能充分发

挥每一个居民的力量，使社区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改

善的坚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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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基层环境执法后督察机制建设的思考

刘勇生１，姬胜军２

（１．湖州市环境保护局，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１００；２．环境保护部华东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介绍了我国基层环保部门执法后督察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基层执法；环境后督察；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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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行政执法作为履行环境管理职责最基础、
最基本的支撑力量，不仅具有环境法和行政法的双

重特点，而且涉及环境管理的整个过程，是提升环

境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作为

环境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对违反国家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作出的环境

行政处罚、行政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的行政管理措施。在当前建设 “美丽中

国”的背景下，环境行政法后督察制度作为环保

主管部门对环境行政法执行情况监督管理的行政措

施，应成为提高基层环保部门环境执法效能，保障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落实到位的重要手段。

１　我国基层环境执法后督察成效明显
环境执法后督察将环境违法行为的整改纳入监

管视线，保证整改措施的落实，是提高环境执法效

能、确保环境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命令执行到位的

重要工作。随着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观

念的转变，对环境管理、环境执法的要求逐渐提

高，尤其是雾霾、沙尘、地下水污染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的出现，使得我国的环境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环境执法后督察作为对环境行政执法后

的监督检查，是检验环境管理工作是否有效的重要

标准之一。目前，我国各级环保部门都出台了贯彻

落实 《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的相关规定，

并纳入日常工作之中，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１１　督办了久拖不决的违法案件
基层环保部门以环境后督察为契机，突破地方

政府的干扰，对长期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和屡查屡犯

的重点违法案件进行后督察，解决了一批损害群众

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不仅确保

了后督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有效改变了基层环

保部门在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中执行效果不佳、整改

落实不力的尴尬局面。

１２　提升了基层环境执法能力
基层环保部门在执行上级部门后督察工作中，

进一步规范了后督察执法工作的内容、程序及后续

监管。根据企业不同违法程度，逐一进行分类，列

出执行时间节点，建立档案台帐，切实保障环境行

政处罚和处理决定得到彻底执行。并且以后督察为

突破口，啃掉几个 “硬骨头”，规范整治了一批污

染企业，有效防止污染反弹。

１３　形成了基层环境执法合力
环境执法后督察通过协调地方职能部门联合执

法的形式，不断加大督促环境违法企业履行环境行

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命令及整改措施的执法合力，确

保案件彻底查处、整改及时到位。同时，基层环保

部门在执行后督察过程中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取

得了强力支持，形成了政府牵头、多部门联合执法

的强大合力，切实提高了执法的力度和强度。

２　基层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基层环保执法部门是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

直接执行者和最终实施者，执行的是否到位直接影

响环保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直接关系到环保

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２１　思想认识不深刻
部分基层环境执法人员执法随意性大，工作时

间松散，工作理念淡薄，认为执法就是罚款。面对

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新要求和多种涉及环保执法的

民生问题，已然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环境执法工作

的需要，对繁重的日常监管工作处于忙于应付的工

作状态。加之基层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掌握不

精通、不透彻、不及时，执行不规范、不到位，因

此，对于上级环保部门针对本区域内的后督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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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存在思想上的轻视和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对已

经处罚过的企业没有必要督察到底，应该把更多的

精力和时间花在监管新的环境隐患和案件上；更有

基层人员认为既然已经立案或结案，何必再进行后

续督察，对企业的整改工作不重视，不关注，只侧

重结案率和罚款额度，而不关心企业是否整改执行

到位，认为后督察有多此一举之嫌。

２２　执行过程不彻底
一些基层环保监察人员在开展环境后督察工作

中存在虎头蛇尾问题，有些措施的执行甚至停留于

纸上。对于上级部门后督察的要求，有的只是到企

业现场走走过场或临时通知企业配合，对企业弄虚

作假的行为不闻不问，有的碍于当地政府或企业的

人情，往往敷衍了事。特别是对一些限期治理企业

后督查力度不大，造成了限期治理企业不按期完成

治理任务，限期治理成了 “无期限”治理，许多

环境违法行为不能从根源上彻底纠正；后督察的执

行不到位，也给企业造成了一罚不再罚或一罚就了

的错误认识，给今后的执法监察工作造成了阻力。

此外，对环境信访案件的跟进不力，认为只要符合

工作程序即可，没有真正从源头解决问题，在某种

程度上造成了重复信访增多。环境后督察在执行中

的折扣现象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工作顺利开

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２３　执法效果不给力
鉴于环保部门工作权限的限制，部分 “执法

怪圈”仍然存在，在现有法律法规及机制体制下

一时难打破。对少部分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

“牛皮糖”企业，仅仅适用行政处罚手段难以达到

实际监管或纠正效果，同时由于行政成本过高又难

以做好事事尽罚或尽处，使得这部分企业有隙可

钻；个体经营户及家庭作坊确实存在轻微环境违法

行为或影响周边群众的情况，自身又无大量资金投

入进行污染防治，仅以行政处罚难以达到违法行为

纠正或消除环境影响的目的，采取取缔关闭又涉及

到业主生存就业及社会稳定问题；还有企业因土地

等问题无法取得环保审批手续，行政处罚后还是难

以取得环保审批，同时又难以结案，如若视而不见

或听之任之，则存在一定的环境安全隐患或环境污

染，使得执法人员 “无从下手”。这些企业严重影

响了基层环境督察人员执行后督察工作的效率。

３　完善基层环境执法后督察机制的建议
如何使基层环境执法后督察工作高效、到位进

而彻底根除环境违法行为已成为基层环境执法工作

急需解决的问题，应从执法人员能力、工作机制延

伸、法律法规健全、社会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进行

完善。

３１　提升执法人员 “亮剑”水平

一项工作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实施者和执行

者有正确的工作理念并共同完成。上级环保部门后

督察工作人员或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对后督察工作的

理解不一，上级环保部门开展后督察的目的就是要

确保法律的落实，而基层执法人员则认为有小题大

做之意。这就需要为环境基层执法人员提供更多的

学习培训机会，树立正确的理念，提升执法能力和

水平。因此，要加强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工作理念的

教育，把正确的工作理念应用到日常工作中，做到

执法规范、程序完备。应根据当下时代形势和要

求，针对不同地域、不同专业背景和不同工作能力

的基层环境监察人员进行培训，明确环境后督察作

为环境执法的重要作用和核心地位，不折不扣地执

行好、完成好。

３２　增强责任企业 “主角”意识

企业作为环境执法部门的监管对象，是环境监

察工作中的主体，应该强化企业主的环保意识，将

后督察的程序、内容、措施告知企业，充分发挥企

业在执法中的协助作用，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后督

察工作最终还是由环保部门督促企业完成，应该树

立一批具有较强环保意识的企业作为典型加以宣

传，这样不仅可以顺利完成工作还可以从根源消除

环境隐患，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带动辐射作用，在

当地企业中营造良好的保护环境氛围。

３３　强化职能部门 “联手”合作

环境后督察工作的完成不仅仅要依靠环保部

门，特别是面对不肯配合整改的企业若采取强制措

施则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如电力部门负责限电、工

商部门负责执照限制、金融部门负责贷款限制等。

随着环境后督察工作向基层延伸，应在基层环保部

门设立专人负责联系协调多部门工作，做到分工明

确、相互通报，定期组织联合执法后督察行动，针

对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彻底的督促和改进，不留隐

患，不留死角。同时，借助各部门的权力对企业进

行多手段的督促，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有助于对违

法企业产生震慑力，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企业整改

到位。

３４　发动社会公众 “围观”监督

环保工作仅仅依靠环保部门推动很难取得彻底

改善，广泛发动公众参与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

—７４—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对我国基层环境执法后督察机制建设的思考　刘勇生



途径。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社会公众借助网络、

１２３６９环保热线等载体已积极有效参与并推进环境
保护工作。但是针对环境后督察工作，公众参与度

和进展度较为缓慢，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监督，

形成个人发展同生态环境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公众

参与环境后督察机制和平台十分急迫。建立环境后

督察执法信息进展跟踪平台，及时将企业的环境行

政处罚执行情况、环境行政命令的执行情况及其他

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情况向社会公示，引导公众积

极参与监督，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

系。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力量，弥

补环保部门监管工作缺失，引导公众自觉履行参与

公共管理的义务，使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工作进行

得更加透明、公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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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现状及对策建议

王兴龙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８）

摘　要：结合昆明市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的现状，着重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

关键词：环境监测；应急能力；现状；对策；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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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昆明市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突发
环境事件时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同一般的环境

污染，其特点为：①爆发的突然性，它无固定的排
污方式，突然发生，来势凶狠，在很短时间内往往

难以控制，防不胜防；②危害性，瞬时性的一次大
量排污，其破坏性极大，会打乱一定区域内人群正

常生活和生产秩序，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社会财

富的巨大损失；③长期性，遗留下来需要花大量投
资、长期整治和恢复的难题。如何提高对突发环境

事件处理处置的应对能力；监测如何为管理服务；

如何建立一支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的应急监测队伍，是监测部门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

方向。

１　典型突发环境事件回顾
１１　阳宗海水质砷污染环境事件

阳宗海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属淡水湖，

地处澄江、呈贡、宜良三县之间。２００８年 ６月，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在例行监测中发现阳宗海砷浓

度超标，水质受到严重污染。通过排查，确认砷污

染的主要来源是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公司。该公

司在生产中使用含砷较高的锌精矿，未建设规范的

废水收集、循环系统及废渣堆场，致使含砷废水长

期渗漏污染阳宗海。其违法行为导致阳宗海６亿多
ｍ３水体水质恶化为劣 Ｖ类，饮用、养殖等功能丧
失，周边上万居民饮水中断。经法院审理，判决为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锦业工贸有限公司三名高层

管理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此事件中，政府相关部

门的２６人被纪检问责，其中两名厅级干部、９名
处级干部、１５名一般干部。玉溪市政府向社会做
出公开道歉。

１２　昆明市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
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

限公司在废水收集池防渗措施不完善、“三同时”

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就开始养殖生猪和种猪，养殖

废水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导致嵩明县杨林镇

一饮用的龙潭水发黑发臭。经环境监测部门、疾控

防疫部门取样分析，氨氮、粪大肠菌等指标超标，

龙潭水丧失饮用功能，当地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２０１１年１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一案件
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被告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

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停止污染行为，向

社会赔偿及支付相关费用共计４３０多万。这是昆明
市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

１３　昆明 “牛奶河”污染事件

昆明东海矿业公司、昆明东川通宇选矿厂、昆

明兆鑫矿业公司等５家企业私设暗管，环保配套设
施未完善就私自投入生产等违法行为，致使未经处

理的尾矿废水排入小江，导致小江污染，形成

“牛奶河”。监测部门对小江水质进行了连续多日

的监测，为取证提供了依据。东川区政府管理部门

因监管不到位，５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处理。涉嫌
排污企业被罚款，８名负责人被批捕。
１４　突发环境事件反思

环境污染事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给人民群众

的财产带来损失，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居民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可谓教训深刻、代价巨大，值得

党、政部门和肇事企业反思。在环境污染事件的监

测中，也暴露出应急能力的一些问题。监测为管理

服务，是环保工作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政府处

理、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科学的依据。加强环境

应急监测能力的建设，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有效防范和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

—９４—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　昆明市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现状
２１　初步建立了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明确了应急
监测工作在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昆明市应急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成立了昆明市环境应急指挥部，主管环保工

作的副市长任总指挥长，市环保局长任副总指挥，

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市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工

作；设立了市环境应急办公室，负责全市突发环境

事件防范与应急的日常工作；组建了３０多人的应
急监测分队，明确了应急监测的职责：“事故发生

时，进行污染现场及影响区域的应急监测、污染影

响调查和跟踪。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污染变化趋势，

为市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和专业队伍开展现场泄漏污

染物的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对现场处置提出意见。

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事故的发

展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向社会发布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生物物种安全信息以及防护措施。在发生

恐怖袭击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时，对大气、

水源等方面进行污染情况调查”。同时应急监测分

队制定了应急监测工作管理办法，建立了应急值班

备勤制度。

２２　制定了应急预案，应急监测工作有章可循
根据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省厅

的相关文件，结合昆明市实际，修订和完善了

《昆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保证了应急预案

的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实现了应急预案修订

常态化。五区八县一市、三个开发区、重点排污企

业也制定了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评

审进行了报备。市、县 （区）、企业三级环境应急

预案体系的形成，建成了 “全面覆盖、动态管理、

高效实用”的应急预案体系，使应急监测工作有

章可循。应急监测工作更加规范、科学，确保了在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响应及时、行动到位、结果

准确、建议实用。

２３　环境应急能力得到加强，应急监测实力得到
提升

昆明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系统列为昆明市

应急体系建设 “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此

系统是基于网络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 ＧＩＳ，进行计
算机网络环境下重要风险源、危险品的管理和突发

事件应急响应的预案管理，同时实现突发事件相关

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查询、检索统计和专题制

图。此系统的建成，将大大提升突发环境事件的处

置能力。

近来年，在省、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环

境应急监测能力得到了提升。市监测中心配备了

ＴＹ２０００—Ｂ型便携式多气体检测仪，ＺＺＷ—ⅡＫＢＣ
多参数水质现场速测仪，ＭＨ１０００便携式重金属测
定仪，Ｄｅｌｔａｔｏｘ生物毒性检测仪，傅立叶变换分析
仪，自给式空气呼吸、轻便式化学防护服，环境应

急监测车等，区、县站也配备了部分应急监测设备

和防护装备。环境应急监测能力总体上得到了

提升。

其次，环境空气、水质自动监测网络基本建

成，建有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站１１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１９个，对湖库及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入滇
河道水质状况、全市空气质量等进行实时监控。污

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目前已接入污水处理厂 １６家、
排污企业５４家，共接入在线监控设施１４０套 （其

中水监测６２套、气监测７８套），实时掌控企业污
染因子的排放情况。

２４　环境应急监测培训全面开展
昆明市多次派人参加国家环保部组织的突发环

境应急监测培训，并在单位进行再培训。安排专业

人员对所有应急设备、仪器进行管理，不定期地举

办应急仪器实操培训。积极参加市里的综合演练，

组织区市、县监测站开展大规模的应急演练，提高

应急队伍的素质和应急能力。

２５　存在问题
２５１　环境风险防范及预测预警能力有待加强

未建立环境风险源评估及分级制度，重大环境

风险源的分布情况、分类情况不是完全清楚，对环

境事件无法做到主动预防。环境监测能力不能满足

预测、预报的需要，源强分析、污染扩散等评估能

力较差。无法及时、准确确定风险源的性质、发展

趋势及影响范围，无法提供科学有效的预测预警

信息。

２５２　专业技术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昆明市没有设立专职的环境应急管理机

构，机构不健全、编制缺乏、人员较少、兼职等问

题很突出。全市２００余名监测人员尚未参照公务员
法进行管理，工资偏低，主观上对例行监测之外的

工作有抵触，应急监测存在人到心不到、出工不出

力的现象。应急监测基本是兼职，无法保证突发环

境事件时人员的到位，遇事时临时抓夫，谁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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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另外，受资金等问题的影响，缺乏系统培训和

锻炼，应急监测方面的经验不足，加之兼职人员较

多，对监测规范不熟，不了解应急监测程序，不知

道带什么仪器，带了又不能熟练操作，有时赤手空

拳赶赴现场，勇气可佳 ，但于事无补。这些因素

使得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水平低下，不能更好地为管

理服务。

２５３　例行监测任务过重，应急监测难以保障
“十一五”期间环境监测工作量迅猛增长，是

“十五”期间的２５倍，但监测人员仅增加了００６
倍。环境监测人员编制普遍不足，大多数监测站仍

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核定的编制水平，再加上
监测人员被拉用、挤占等问题，导致监测人员更加

紧缺，要完成例行监测任务都很艰难。这种情况

下，应急监测工作难于保障，监测质量受到质疑。

２５４　环境应急监测经费不足，装备不全，分布
不均衡

受监测经费等多种因素影响，环境应急装备水

平普遍较低，交通、通讯、快速检测仪器配备不

全，办公场所拥挤，应急监测用房无法保障。五区

八县一市中２个监测站无应急监测设备，其余的配
置了部分仪器设备，但不全，不能完整地对水、

气、渣、放射源等开展应急监测工作。三个开发区

无应急监测设备。突发环境事件 “分级响应、就

近监测、快速反应”的指导思想和监测原则无法

执行，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监测结果，影响了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研判。

２５５　部分企业环保意识淡薄，预案演练得不到
落实，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

企业是以生产、营销、获利为主，环保设施的

投入、运转、维护需要很大资金，很少或不会带来

经济效益，投入就加大了企业的成本。部分企业未

建环保设施，或建了环保设施但用来做摆设，管理

部门来人了就开，管理部门的人走了就停，或是夜

间、双休日环保设备停用，污染物直排，造成环境

的严重污染，有的形成突发环境事件。其次，企业

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而且通过了评审、

报备。但部分企业备案后，就将预案束之高搁或锁

进抽屉，预案的宣传、学习得不到落实，修编就更

谈不上。每个预案都规定了每年进行１～２次的演
练，可很少有几家企业做到，也无人对其演练进行

监督、评价，预案的实用性缺乏检验。这些客观现

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再次，大多数企业缺乏基本

应急监测能力，不能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及时、有

效的监控，会延误管理部门的决策。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建立环境质量考核机制，确保环境应急监测
能力建设

改善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地方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是法律赋予的

职责。对未完成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未考虑环境影

响造成决策失误、处理不当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有

明显的环境不作为等情形，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行

为，依法追究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行政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环境质量考核机制才能真正落实到

位。环境监测是政府掌握环境质量变化的眼睛，监

测结果是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依据。因此，环境监

测能力建设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之一。保

持监测机构的独立性，保证环境监测经费，保障人

员和仪器设备能满足环境质量及应急监测的需要是

很有必要的。只有建立环境质量考核机制，党、政

部门才会高度重视环境质量问题，才会重视环保工

作，才会在人、权、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应急监

测能力建设才有希望。

３２　完善环境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应急监测能力
建设

应进一步强化应急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环境应

急管理体系，明确各机构的职能，制定建设计划，

促进应急监测能力的建设。应急监测的能力建设包

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方面。硬件主要包括：交

通工具、通讯、试剂药品、防护设备、监测仪器、

办公场地等；软件主要包括：应急监测管理办法、

人员培训、技术支持、信息支持、应急预案、预警

系统、经费保障等。目前，硬件、软件与 《全国

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相比较，差距

较大。必须摸清家底，挖掘潜力，完善管理制度，

利用现有的仪器设备积极参与应急监测，为管理部

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同时，应制定应急监测能力建

设计划，力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努力改善监测

人员的福利待遇，加强环境应急指挥、通讯、监测

设备、防护装备、办公用房、人员培训等基础能力

建设，全面提升环境应急装备水平，逐步提高应急

监测的整体能力。

３３　建立应急监测网络，提升应急监测联动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具有突发性，应当建立 “分级

响应、就近监测、快速反应”的指导思想和监测

原则。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当地政府启动应急预

案，监测部门快速出动，必要时调动异地监测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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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人员参加应急监测，也可与水利、防化等部

门、社会监测机构、企业监测站等合作，发挥各自

的优势。形成市、区 （县）、企业应急监测网，提

升应急监测的联动，提高应急工作效率，更好地为

管理服务。

３４　发挥自动监测网络、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
应急工作中的作用

自动监测网络对湖库及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入滇河道水质状况、全市空气质量等进行实时监

测。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对重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在其监控区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

可充分利用自动监测的优势，快捷、高效地为管理

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３５　建立科学、实用、有效的应急预案，加强预
案的演练

按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要

求，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增强预案的科学、实

用、有效性。建立健全预案的评审、备案制度，明

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评审、备案要求，加强

预案演练的监督，将其纳入到环保工作的考核中。

根据预案的要求，每年进行不低于 ２次的应急演
练。演练可采取综合与专项的方式，环保系统内部

的联合演练、环保部门与其它政府部门的联合演

练、环保部门与企业的联合演练，形式可以多样

化，可以沙盘推演，也可实战演练。通过演练提高

应急监测队伍处理处置污染事故的素质和能力，积

累应急监测的经验，使应急监测人员熟练掌握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的工作流程，熟练运用各种仪器

设备，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装备。通过演练，发现预

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评估、补充和修订，进一步

提升预案的科学、实用、有效性。演练必须留下图

片、影像等资料，可用于宣传、评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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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水环境演变与藻类监控技术发展分析

余　冬，李发荣，王江涛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８）

摘　要：就滇池水环境的演变，藻生物量发展变化导致原有的监测技术难以满足环境监测的需要进行
分析。采用水面快速蓝藻生物量监测和卫星遥感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大大提高了对滇池蓝藻水华

发生、发展、暴发、分布以及变化的预警监测能力。

关键词：水环境；演变；藻类；监测；技术；发展；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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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池对昆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宜人气候的形
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滇池流域是云南省人口最集

中，土地开发强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流域

的经济动向对昆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去的４０年间，滇池水体水质由Ⅱ ～Ⅲ类逐步演
变为现在的劣Ⅴ类水体。湖泊水体中氮、磷严重超
标，富营养化程度相当严重。滇池藻类逐渐呈现单

一化的态势，且微囊藻优势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

成为滇池成灾的藻类。滇池水环境的演变，藻生物

量发展变化导致原有的监测技术已难以满足环境监

测的需要，采用水面快速蓝藻生物量监测和卫星遥

感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可大大提高对滇池

蓝藻水华发生、发展、暴发、分布、范围以及变化

的预警监测能力。

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为滇池湖体。滇池湖泊南北长，约

４０ｋｍ，东 西 窄，最 宽 处 １２ｋｍ。湖 泊 水 面 积
２９８ｋｍ２，湖容１３亿 ｍ３。滇池水质监测共有１０个
常规监测点位 （断桥，草海中心，晖湾中，罗家

营，观音山东、中、西，白鱼口，滇池南，海口

西），为了有效监控滇池蓝藻分布、变化、发展，

在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在滇池北部一带增加了

北岸、蓝色庄园、晖湾西和富善监测点位。监测频

率１、２、３、１０、１１及１２月每月监测１次，４至９
月，每周监测１次，卫星遥感同步监测。监测指标
为ｐＨ、水温、氮、磷、溶解氧、透明度、叶绿素、
藻生物量、高锰酸盐指数。水质监测方法按照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藻生物量采用 ＤＳ５多
参数检测仪，遥感采用环境小卫星和风云１＃气象
卫星数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滇池水环境演变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滇池水体氮磷的浓度为
００６４ｍｇ／Ｌ和００４５ｍｇ／Ｌ，滇池水体水质为Ⅱ ～Ⅲ
类，湖泊清澈见底，是昆明市重要饮用水源地。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初水体氮磷的浓度为 ０１４８ｍｇ／Ｌ和
００８８ｍｇ／Ｌ；之后近 ３０年来，昆明市经济增长方
式粗放，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水环境恶化趋势加

剧，水资源短缺现象严重，湖泊水体中氮、磷严重

超标，富营养化程度相当严重，水体变为劣Ⅴ类。
到２０１０年滇池水体氮磷的浓度为 ２６２ｍｇ／Ｌ和
０２０ｍｇ／Ｌ。过去４０年滇池湖泊水体氮磷分别上升
了１６７倍和３４倍。

随着滇池水质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２００５年
以前，每年４—１０月，由于高温和日照加长，滇池
蓝藻繁殖迅速，特别在４—７月出现蓝藻暴发高峰
期。而近几年已发展到周年性蓝藻暴发状况。特别

最近几年是云南６０年来未遇的干旱年，滇池水位
较往年严重下降，湖容减少１／５，气温升高，特别
有利于蓝藻的繁殖、暴发。

２２　近１０年滇池总体水质状况
根据 《云南省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 （复

审）》 （２００１０６），滇池草海的水环境功能为非接
触景观娱乐用水，水环境功能类别为Ⅳ类水。滇池
外海的水环境功能为一般鱼类保护区，水环境功能

类别为Ⅲ类水。分别以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Ⅳ、Ⅲ类水标准对滇池草海和外海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１］的水质进行评价。

滇池草海：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水质类别均为劣Ⅴ
类，均未达到其Ⅳ类水的水环境功能保护目标，主
要超标项目为：ＮＨ３－Ｎ、ＴＮ、ＴＰ、ＢＯＤ５、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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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Ｍｎ等；叶绿素 ａ平均浓度为００６４～０１９１ｍｇ／
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７６１～８２４，属重度富营
养化状态。

滇池外海：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水质类别均为劣Ⅴ
类，均未达到其Ⅲ类水的水环境功能保护目标，主
要超标项目为：ＴＮ、ＴＰ、ＢＯＤ５、ＣＯＤＭｎ等；叶绿
素ａ平均浓度为００４３～００７２ｍｇ／Ｌ；综合营养状
态指数为７６０８～６７６，属中度富营养化状态。
２３　滇池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２３１　草海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模型 （模型略）分析

预测滇池营养物质的变化趋势，揭示氮磷等浓度的

演变规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草海主要水质指标的年变化
趋势为：总磷和总氮呈下降趋势但不显著；化学需

氧量、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呈显著下降趋势；叶绿素

ａ呈下降趋势，但不显著。
２３２　外海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外海主要水质指标的年变化
趋势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叶绿素 ａ、化学需氧
量呈显著上升趋势；总氮、总磷呈上升趋势，但不

显著；高锰酸盐指数上升不显著。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草海主要水质指标秩相关检验结果统计表

指标 总磷 总氮 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 叶绿素α 营养状态指数

Ｒｓ －０２８６ －０２３１ －０９２３ ０２８７ －０２６６ －０５２５

ｗｐ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变化趋势结论 下降不显著 下降不显著 下降显著 上升不显著 下降不显著 下降显著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滇池外海水质指标秩相关检验结果统计表

指标 总磷 总氮 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 叶绿素α 营养状态指数

Ｒｓ ０３０５ ０３５０ ０６５７ ０１８２ ０４６７ ０８３２

ｗｐ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变化趋势结论 上升中等显著 上升中等显著 上升显著 上升不显著 上升显著 上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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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滇池浮游植物变化趋势分析
浮游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它是

水生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础。由于浮游

植物对生活环境条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而，种

类组成和分布都受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这种影响

在滇池内、外湖均有明显的反映。从表３可看出，
滇池中藻类植物种类组成在人为经济活动干扰下，

发生了明显变化，如轮藻、金藻植物门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期就已完全绝迹。随着滇池有机污染及
富营养化加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湖中种类显著
减少，现在滇池的藻类以绿、硅、兰三个门中的一

些种为优势，其中又以蓝藻植物门中的微囊藻属、

束丝藻属、颤藻属以及绿藻植物门中衣藻属为优势

的属种。类藻植物的属种虽有所减少，但数量在整

个藻类数量中所占比例却增大数倍，最终在湖面上

形成成片的水华［２］。

表３　滇池藻类植物种类变化表

　 １９５６－１９６３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属 种 属 种 属 种

绿藻门 ４６ ９４ ３２ ９０ ３１ ７３

硅藻门 ２２ ３６ １５ ４８ １３ ２２

蓝藻门 １５ ２６ １９ ４５ １２ １７

裸藻门 ５ １３ ４ １１ ３ ８

轮藻门 ４ ７ 消失 消失

甲藻门 ４ ５ ４ ７ ２ ３

黄藻门 ２ ３ １ １ 消失

金藻门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隐藻门 无 １ １ ２ ２

对滇池水体浮游植物种类、群落、生物量及其

优势种群进行监测和分析［３］，结果显示，２００３年
前滇池藻类呈现多样性的良性态势，随着滇池富营

养化的加剧，滇池藻类逐渐呈现单一化的态势，且

微囊藻优势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成为滇池成灾的

藻类。滇池藻生物量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几百万发
展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４２万个／Ｌ（千万级），再到２００９
年的１２０５９万个／Ｌ（亿级），２０１１年又逐步下降到
千万级 （５３４７万个／Ｌ）的 （图 ５）。藻的种类从
２０００年的４门１１属变化到２０１１年的６门３４属，
藻的种类在增多，但滇池藻类优势种群还是微

囊藻。

２５　滇池藻类原有监测技术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立生

物监测研究室，开始对滇池水生态系统进行监测研

究。对水体中的浮游植物种类和藻细胞数量主要采

用经典显微镜人工计数的方法进行观测，对浮游植

物中的叶绿素分析则采用抽滤、冷冻、破碎、萃

取、比色的方法，对水体生物的初级生产力的观测

采用黑白瓶法进行。

根据滇池湖泊的形态和大小，在滇池的草海和

外海布局了１０个监测点位，按照枯、丰、平的季
节常年对滇池的浮游生物进行监测研究。进入到

２００８年，浮游植物的监测发展到每月监测 １次；
２００９年根据国家总站的要求，从４月１日—８月３１
日—９月３０日，启动每周监测１次湖泊蓝藻及相
关指标，且监测点位增到１４个。
２６　滇池蓝藻暴发的现代监测技术

滇池面积３００ｋｍ２，近几年滇池蓝藻水华暴发
时面积可达几十 ｋｍ２，有时占到滇池的２／３以上，
且蓝藻水华分布区域随着气象条件和水文条件的变

化而变化。地面的监测技术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

要。为了及时快捷掌握滇池蓝藻的发生、发展、暴

发以及时空分布范围、面积状况，于２００９年开始
采用水面蓝藻生物量监测技术和卫星遥感监测技术

相结合以及ＧＩＳ系统，通过天地观测来监测滇池蓝
藻暴发情况。

水面：利用水质多参数蓝藻监测仪器［４］快速

定量测定滇池水体中不同区域蓝藻生物量，并人工

监测相关水质指标。

天空：应用卫星遥感监测观测。利用多源卫星

技术，根据蓝藻水华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光谱

特性，生成多通道蓝藻水华监测图像，采用 ＮＤＶＩ
提取蓝藻水华信息，估算蓝藻水华面积。

辅助观测：综合滇池温度、风向、风速、降

水、水文、水质等指标，对蓝藻发展及变化趋势进

行辅助诊断。

目前通过采用水面蓝藻生物量监测技术 （ＡＣ
ＧＩＳ）［５］和卫星遥感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技术方法［６］，

形成可视化的滇池湖泊蓝藻分布图 （图６～图９）。
大大提高了对滇池蓝藻水华发生、发展、暴发、分

布、范围以及变化的预警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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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１）过去的４０年间，滇池水体水质由Ⅱ ～Ⅲ

类逐步演变为现在的劣Ⅴ类水体。湖泊水体中氮、
磷严重超标，富营养化程度相当严重。４０年来滇
池湖泊水体氮磷分别上升了１６７倍和３４倍。

（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草海主要水质指标氮、
磷、化学需氧量、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的年变化呈下

降趋势；外海主要水质指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叶

绿素ａ、化学需氧量呈上升趋势。
（３）滇池藻类逐渐呈现单一化的态势，且微

囊藻优势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成为滇池成灾的藻

类。滇池藻生物量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几百万发展
到２００９年的 １２０５９万个／Ｌ（亿级）。藻的种类从
２０００年的４门１１属变化到２０１１年的６门３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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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的种类在增多，但滇池藻类优势种群还是微

囊藻。

（４）目前通过采用水面蓝藻生物量监测技术
（ＡＣＧＩＳ）和卫星遥感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技术方法，
形成可视化的滇池湖泊蓝藻分布图。大大提高了对

滇池蓝藻水华发生、发展、暴发、分布、范围以及

变化的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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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运粮河下游水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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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新运粮河作为一条重要的入滇河流，其水质直接影响滇池的生态健康与环境安全。本文采用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研究各理化因子对其水质的影响，在２０１１年８月底到１０月底，
对其具有代表性的河段进行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新运粮河下游河段全年水质均为劣Ⅴ类，是所有滇池入
湖河流中污染较严重的河流，其各河段 （监测点）污染程度不同，越往下游水污染越严重；各理化指标

对其污染贡献不同，ＳＳ、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对新运粮河的污染贡献率分别为３６％、３０％、１２％、１１％，
ＳＳ、ＣＯＤＣｒ、ＴＮ、ＢＯＤ５为其主控污染因子。

关键词：新运粮河；水质；污染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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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河流污染问题日
益严重。河流水质不仅受降水、大气沉降等自然因

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工业城市废水、农田地表径流

等人文因素的影响［１］。入湖河流是湖泊的主要水

量来源，也是污染物进入湖泊的主要通道，大部分

点源与面源污染物通过入湖河流进入湖泊［２］。控制

入湖河流污染，是治理湖泊污染的重要途径［３］。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新运粮河是一条重要的滇池入湖河流，是昆明

市主城区西部最长的防洪、排涝河道，主河道全长

２１ｋｍ，含１５条主要支流，全段无沿河截污管，各
种入河排污口３２３个，其接纳的工业废水量约占整
个滇池流域的４１２８％，对滇池的污染贡献最大。
其河流流量小，流速较小 （有的河段基本不流

动），流经不同河段的水污染程度不同。由于河流

两岸不断注入大量污染物，同时在河道整治过程中

忽视了河道整体的生态治理和修复，河段水质不断

恶化［４］，且越到下游水质越差，水体发黑、发臭，

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

研究选取下游至入湖口的工业商住混合区河

段，该河段属于缓流、滞流型水体，水位落差小，

水流缓慢，长期处于黑臭状态，水中基本没有水生

植物，并且水体严重缺氧，部分水面不断冒泡

（厌氧细菌代谢所至）。

１２　采样与分析方法
１２１　采样点

根据新运粮河河流的水文及径流区的特征

（该流域属于工业商住混合区），选取的５个采样
点为秋苑二期 （１＃）、云安会都 （２＃、３＃，２＃在３＃
的上段）、石材城 （４＃）、河口 （５＃）等下游河段
进行两个月的调查、采样及水质分析，样品的采集

及保存按照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体系进行［５］。

１２２　分析方法
调查因子的分析方法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分析

方法［６］进行，见表 １。河流水质按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评价。采样时当场测定溶

解氧 （ＤＯ）及其透明度 （ＳＤ），回实验室１２ｈ内
测定其他理化指标。总磷 （ＴＰ）、总氮 （ＴＮ）、氨
氮 （ＮＨ３－Ｎ）、硝氮 （ＮＯ３－Ｎ）、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悬浮物 （ＳＳ）。

表１　水质主要指标分析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重铬酸钾法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稀释接种法

氨氮 （ＮＨ３－Ｎ） 纳氏试剂光度法

总氮 （ＴＮ） 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

总磷 （ＴＰ） 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悬浮物 （ＳＳ） 重量法

由于监测河段水体污染严重，总氮 （ＴＮ）含
量很高，所以采用 ２０１０年 ６月开始修改后的总氮
测定方法［７］。先取适量水样加入螺口消解管内，

加碱性过硫酸钾氧化，氧化后水样用酚二磺酸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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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态氮含量，最后换算成水样中 ＴＮ浓度。该方法
能更准确地测得水中ＴＮ的浓度。数据分析采用单

因子水质标识法［８］来探讨主要污染物及其污染程

度。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件和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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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各采样点 ＴＰ、ＴＮ、ＳＳ、ＢＯＤ５含量均有明显

变化，且变化趋势相似 （图１），最大值均出现在
石材城 （４＃），ＴＰ最大值为１７７９ｍｇ／Ｌ，ＴＮ最大
值为 ２４６４６ｍｇ／Ｌ，ＳＳ最 大 值 为 ２３３３１ｍｇ／Ｌ。
ＢＯＤ５最大值为６１４０ｍｇ／Ｌ。ＮＨ３－Ｎ、ＣＯＤＣｒ均在
入海 口 达 到 最 大 值，分 别 为 １７３７３ｍｇ／Ｌ及
２１３３１ｍｇ／Ｌ，ＤＯ、ＮＯ３－Ｎ的最大值出现在云安
会都 （３＃），ＤＯ 为 ５６ｍｇ／Ｌ、ＮＯ３ －Ｎ 为
２７５１ｍｇ／Ｌ。与此同时，从图１中可以看出，５个
监测点的水污染趋势为：４＃＞５＃＞３＃＞２＃＞１＃。由
于４＃与５＃的距离较近，其各个指标的数值非常接
近，表明新运粮河几乎没有自净能力，污染物直接

进入滇池，其对滇池的污染贡献极大。

２０１１年 ８月３１日—１０月３１日，每星期对各
采样点进行监测，由于这期间降雨量逐渐减少，大

多数指标值减小，在４月或６月出现最大值，之后
逐渐降低，ＢＯＤ５、ＳＳ、ＮＨ３－Ｎ、ＮＯ３－Ｎ均随着
雨季的结束而呈现下降的趋势。９月５日和９月１３
日监测的数据中部分河段出现峰值，源于雨后采

样，河岸上的污染物被雨水冲刷到河里。

悬浮物 （ＳＳ）是新运粮河下段最显著的特征，
除１＃（秋苑二期）的透明度 （ＳＤ）为 ３２ｃｍ外，
其他河段均又黑又臭。

溶解氧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监测河段由

于河水污染严重，透明度低 （ＳＤ≤４０ｃｍ），溶解氧
在００７～５６０ｍｇ／Ｌ波动，水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受到严重破坏。有机物污染严重的河流，水中硝

化细菌等好氧微生物进行代谢反应消耗水中氧气，

其耗氧速率大于水体复氧速率，导致水中的溶解氧

含量下降，甚至消耗殆尽而出现无氧状态，有机物

也主要以厌氧降解和缺氧降解的方式进行［９］。细

菌厌氧分解产生氨、硫化氢、挥发性有机酸等恶臭

物质，以及铁、锰的硫化物等黑色物质，是河水发

黑、发臭的原因之一。雨季期间流入河流的雨水含

丰富的氧气，使好氧微生物代谢加强。从图２可知
下雨时，水体ＤＯ值升高，有利于水质改善。

从图２可知新运粮河石材城 （４＃）河段污染
最严重，７个水样的平均值高达 ７２０８ｍｇ／Ｌ，
ＣＯＤＣｒ为６９００ｍｇ／Ｌ，这是由于该河段环境条件所
致，因此，出于对河流健康的需要，应该对该段河

道进行必要的整治。

新运粮河流域废水的排放量为１１２１万 ｔ／ａ，
从２００９年水质监测数据来看，ＣＯＤＣｒ２３０１３ｔ／ａ、

ＴＮ２５２９ｔ／ａ，、ＴＰ３５７ｔ／ａ、氨氮 １７０４ｔ／ａ，其中
ＣＯＤＣｒ、ＴＮ为主控污染因子，污染贡献率为
８２４４％［１０］。王华光等［１１］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４月的研
究结果表明 ＣＯＤＣｒ、ＴＮ仍为其主控污染因子，本
文研究得出 ＳＳ、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污染贡献率分
别为 ３６％、３０％、１２％、１１％。ＳＳ、ＣＯＤＣｒ、ＴＮ、
ＢＯＤ５为其主要影响因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加重
了滇池的污染负荷。结合近年来新运粮河与老运粮

河的水质情况看 （如表２），新运粮河水质类别为
劣Ⅴ类，其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ＢＯＤ５、ＣＯＤ，
与此次的监测结果相近，而悬浮物则由于下游河道

上空的粉尘颗粒物沉降所致，本次监测到的各理化

因子对新运粮河的污染贡献率见图３。
表２　河流水质

项目

测点

水质

类别

综合污

染指数
主要污染指标及超标倍数

新河

（新运粮河）
劣Ⅴ ３８９

氨氮 （１８３）、ＢＯＤ５（１４７）、ＣＯＤ
（７６）、总磷（６６）、高锰酸盐指数（１３）

老运粮河 劣Ⅴ １４５
氨氮（６）、ＣＯＤ（１６）、ＢＯＤ５（２３）、总
磷（４９）、高锰酸盐指数（０１７）

３　结论
（１）新运粮河下游河段全年水质均为劣Ⅴ类，

是所有滇池入湖河流中污染严重的河流之一，其各

河段 （监测点）污染程度不同。越往下游水污染

越严重，即：４＃＞５＃＞３＃＞２＃＞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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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理化指标对其的污染贡献不同，ＳＳ、
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ＴＮ对新运粮河的污染贡献率分别
为 ３６％、３０％、１２％、１１％。ＳＳ、ＣＯＤＣｒ、ＴＮ、
ＢＯＤ５为其主控污染因子
４　展望

研究新运粮河水质变化情况时，若有长期的水

质监测数据和污染物来源的详细调查，将能更准确

地把握河流水质的变化趋势。同时，表征河流水质

的指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再者，在研究社

会经济统计指标及土地利用覆盖与水质关系时，如

能掌握主要河流小流域范围和特征资料将能更好地

细化各河流小流域内的各影响因子与水质的关系。

本文的关系是宏观上的，局部应该有所差异，需进

一步研究。

近年来随着滇池流域治理投资的增加，上游污

染源截污工作的加强，污染严重的工业全部迁出该

流域，生活污水直接向河道排放的量也减少，上游

污染负荷降低。然而，针对新运粮河应该重点采取

环河截污、环河生态、河道治理、底泥疏浚等工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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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宗海砷浓度与浮游植物的变化分析

徐永梅

（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８）

摘　要：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阳宗海砷浓度和藻类数量、种类变化数据的研究，分析砷浓度对藻类
的影响。

关键词：砷；藻类；变化；研究；阳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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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宗海为小江西支断裂控制形成的高原断陷
淡水湖泊。面积３１９ｋｍ２，平均水深约２０ｍ，总蓄
水量６０４亿ｍ３。兼有生活饮用、农业灌溉、工业
生产、旅游景观等多种功能。

阳宗海是云南 “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其水

质优良，但生态环境脆弱。阳宗海在前期的旅游开

发中，由于保护认识不到位，管理薄弱，盲目发

展，使水体受到污染，水质一度从Ⅱ类降为Ⅳ类。
“九五”末期，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保护

措施，加大了执法力度，才使阳宗海水质得到改

善，恢复到Ⅱ类水平。但自２００８年开始，阳宗海
遭受砷污染，２００８年 ６月砷浓度均值达到
００５５ｍｇ／Ｌ，超过Ⅱ类水００５ｍｇ／Ｌ的标准；２００８
年８月砷浓度均值达到 ０１０６ｍｇ／Ｌ，超过Ⅴ类水
０１０ｍｇ／Ｌ的标准；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达到迄今为止的
最高值０１２８ｍｇ／Ｌ，随后开始缓慢下降。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砷浓度值为００６７ｍｇ／Ｌ，水质仍然超过Ⅴ类。

　　阳宗海砷污染已经有４年多，水体中的藻类是
否会因为砷污染而发生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课题组对５年来砷浓度的变化和湖体中藻类数
量、种属、优势种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得到砷对

藻类影响的初步结论。

１　分析方法、仪器及点位布设
１１　方法和仪器

砷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的要求，采用原子荧光法，仪器为ＡＦＳ
－８３０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藻类分析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

分析方法》第四版，浮游生物的测定进行采样、

分析、计数。

１２　点位布设
在阳宗海南、中、北布设３个采样点位进行分析，

砷每月分析１次，藻类枯、丰、平水期各监测２次。
２　监测结果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阳宗海水体中砷浓度监测结果表 （ｍｇ／Ｌ）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阳
宗
海
北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４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６

阳
宗
海
中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７
２００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９
２０１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７

阳
宗
海
南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７
２０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８
２０１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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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阳宗海水体中浮游植物监测结果

采样点位 采样日期 门／属 优势种
个体数／

（万细胞／Ｌ）
采样点位 采样日期 门／属 优势种

个体数／

（万细胞／Ｌ）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７－３－６ ３／５ 卵囊藻８４１％ ７２５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９－３－２ ３／７ 微囊藻４６５％ ５１６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７－３－６ ４／７ 卵囊藻６０８％ １３４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９－３－２ ４／９ 微囊藻７１３％ ６６２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７－３－６ ３／６ 卵囊藻５４３％ ４７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９－３－２ ４／６ 微囊藻７６２％ ７２４

月平均 ２００７－３－６ ８４５ 月平均 ２００９－３－２ ６３４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７－７－３ ４／１０ 脆杆藻２３４％ ３８４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９－７－１ ５／８ 微囊藻７６２％ １３２２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７－７－３ ４／１１ 脆杆藻３９０％ ３１５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９－７－１ ５／１０ 微囊藻８６９％ １０５７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７－７－３ ３／１０ 脆杆藻３１３％ ２８８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９－７－１ ５／８ 微囊藻８０７％ ３２７１

月平均 ２００７－７－３ ３２９ 月平均 ２００９－７－１ １８８３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７－１１－３ ３／８ 微囊藻３８５％ ０３１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４／９ 席藻８３９％ １８９３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７－１１－３ ３／９ 并联藻４０３％ ０４９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４／１１ 席藻６９０％ ２２３２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７－１１－３ ３／８ 并联藻３６９％ ０４２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５／１０ 席藻６７１％ ３６４５

月平均 ２００７－１１－３ ０４１ 月平均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２５９０

２００７年平均 ４０５ ２００９年平均 １２３５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８－３－５ ３／５ 卵囊藻８４１％ ２４６ 阳宗海北 ２０１１－３－１ ５／８ 席藻９２３％ ５９２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８－３－５ ４／７ 卵囊藻６０８％ ４６６ 阳宗海中 ２０１１－３－１ ４／１０ 席藻８９９％ ３３７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８－３－５ ３／６ 卵囊藻５４３％ ２０８ 阳宗海南 ２０１１－３－１ ４／９ 席藻９４３％ ６３２

月平均 ２００８－３－５ ３０７ 月平均 ２０１１－３－１ ５２０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８－７－１ ４／１０ 脆杆藻２３４％ ７４７ 阳宗海北 ２０１１－５－３ ５／９ 席藻９１４％ ３６８０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８－７－１ ４／１１ 脆杆藻３９０％ ３２２ 阳宗海中 ２０１１－５－３ ４／９ 席藻７９９％ ２５４０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８－７－１ ３／１０ 脆杆藻３１３％ １５８ 阳宗海南 ２０１１－５－３ ５／８ 席藻８６７％ １８００

月平均 ２００８－７－１ １８５ 月平均 ２０１１－５－３ ８０２０

阳宗海北 ２００８－１１－５ ３／８ 微囊藻３８５％ １６３６ 阳宗海北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５／７ 席藻９２０％ ２９００

阳宗海中 ２００８－１１－５ ３／９ 并联藻４０３％ １７４８ 阳宗海中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４／９ 席藻８４２％ ２７２０

阳宗海南 ２００８－１１－５ ３／８ 并联藻３６９％ １０４４ 阳宗海南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４／７ 席藻９２５％ ３９１０

月平均 ２００８－１１－５ １４７４ 月平均 ２０１１－１１－１ ３１７７

２００８年平均 ６５６ ２０１１年平均 ３９０５

　　注：２０１０年由于特殊原因，没有浮游植物监测数据。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总氮、总磷和叶绿素Ａ监测结果 （ｍｇ／Ｌ）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阳
宗
海
北

Ｔ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ＴＮ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５２ ０５４

叶绿素Ａ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阳
宗
海
中

ＴＰ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９

ＴＮ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５９

叶绿素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阳
宗
海
南

Ｔ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ＴＮ ０４９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５６

叶绿素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阳
宗
海
平
均

ＴＰ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ＴＮ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５１ ０５６

叶绿素Ａ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３　数据分析
对近５年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２００７年

阳宗海还没有遭受砷污染，以及２００８年阳宗海砷

污染初期时，阳宗海的浮游植物优势种呈现多样性

的特征，包括有卵囊藻、脆杆藻、并联藻、微囊

藻，优势种所占比例为２３４％ ～８４１％；２００９年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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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３季度的浮游植物优势种就只有微囊藻一种，卵
囊藻、脆杆藻、并联藻从优势种中消失了。虽然藻

类的门、属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除了微囊藻外，其

余藻类数量大幅下降，微囊藻所占比例为４６５％
～８６９％，２００９年 ７月份更是达到 ７６２％ ～
８６９％，优势种呈现明显的单一化。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优势种变为席藻，所占比例为 ６７１％ ～８３９％。
虽然没有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但是２０１１年全年的数据

和２００９年有着非常好的连续性，优势种全年均为
席藻，所占比例为 ７９９％ ～９４３％，单一化更加
明显，优势种高度集中。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富营
养化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总磷略有下降，总氮

和叶绿素Ａ略有升高。
从数据来看，阳宗海水体在总磷、总氮和叶绿

素Ａ这些富营养数据没有明显变化，而遭受砷污
染后，浮游植物优势种从多样化变为单一化，而且

种群比例高度集中。这一变化和砷应有较大联系。

４　结论
一直以来，对于湖泊浮游植物，主要研究与富

营养指标之间的关系，也确实发现了浮游植物与富

营养指标之间的很多联系。但是阳宗海由于遭受砷

污染这一特殊性，而同期富营养指标没有明显变

化，浮游植物却发生明显的种群和数量的突变，表

明砷的污染确实对浮游植物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将

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从监测数据无法分析出为

什么砷会导致浮游植物的突变，也无法研究浮游植

物变化的全过程，因此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Ａｒｓｅ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ａｋｅＹａｎｇｚｏｎｇ

ＸＵＹｏｎｇｍｅｉ
（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２２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ｇｉｖ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ｓｅ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ｌｇａｅｉｎＬａｋｅＹａｎｇｚｏ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ａｒｓｅ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ｋ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ｓｅｎｉｃ；ａｌｇａ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ｋｅＹａｎｇｚ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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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３

“十二五”辽河流域沈阳段污染治理对策初探

韩　苏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１）

摘　要：在研究分析 “十二五”期间辽河流域沈阳段污染治理工作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总结了目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辽河流域；污染治理；对策；沈阳段

中图分类号：Ｘ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６５－０３

　　 辽河流域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 ４
省，流域面积为２１９６×１０４ｋｍ２，是我国七大流域
之一［１］。辽河流域地处辽宁省的轴线位置，９０％
以上的流域面积分布在辽宁省境内，涉及沈阳、鞍

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营口、盘锦、锦

州、阜新和朝阳１１个省辖市，２８个市县［２～３］，是

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辽宁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辽河被誉为沈阳的

“母亲河”，长期的高强度区域开发导致流域内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与水资源严重不足，不仅威胁着辽

河的生态安全，更制约了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又好又

快发展。解决辽河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切

实改善辽河水环境质量已成为 “十二五”时期实

现沈阳市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前提。

１　 “十一五”期间辽河流域治理工作回顾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在辽河干流及八家子

河、长河、左小河等支流河，浑河干流及细河、蒲

河、白塔堡河等支流河规划建设了２４座城镇污水
处理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５７５万ｔ／ｄ，城市污水
处理率达到 ７５％，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率，郊区、
县的政府所在地污水率均达到１００％；全面推进重
点污染源治理，对流域沿线重点污染企业实施污染

治理，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糠醛生产企业和化

工、制药、食品等行业的重点污染企业进行关停整

顿；持续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对影响饮用水源安全

的３２家企业实施了搬迁，取缔了８１家饮用水源周
边的违法企业，消除饮用水污染潜在威胁，确保了

沈阳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在１００％；全面开
展流域生态及景观建设，河流生态建设和修复、水

陆生态廊道与生态屏障建设全面展开，地表水环境

质量稳步好转。辽河沈阳段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２０１０年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
标准［４］。

２　 “十二五”期间辽河流域治理工作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辽宁省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

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将稳步

推进，流域治理政策、法规、资金支撑以及机构管

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国务院将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两型社会转变的

重要着力点，将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作为两型

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重点

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积极参与水环境保护，为辽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５］。与此

同时，“十二五”期间，随着沈阳市工业化、城镇

化的高速发展，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总量

必将大幅增加，水污染因素也必然日趋复杂化和多

样化，高速的经济发展势必带来更大的生态环境压

力。由此可以预见，在 “十二五”期间沈阳市辽

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还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

挑战。

３　辽河流域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河流生态用水严重缺乏

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１３０４８亿 ｍ３，人均水资
源量７１２ｍ３。按照联合国 “人均水资源量 ＜５００ｍ３

为极度缺水”的规定，流域内的西辽河、浑河和

太子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辽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率

已超过 ７０％，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 ４０％的警戒
线［６］。为保证城市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水，辽

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沿用长期挤占生态用水的

模式，加之植被覆盖率低，河道自然蒸发率高，造

成河流生态流量严重不足，甚至出现断流，降低了

河流的环境承载力。不少河流常年处于断流状态，

—５６—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甚至演变成了城市排污沟。

３２　水污染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自 “九五”末期开始，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

辽河流域水污染得到初步控制，水质状况和生态环

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由于辽河属季节性河流，河道

径流量对水质影响较大，丰水期、平水期水质相对

较好，枯水期水质污染相对严重。辽河流域沿线分

布着大量的工业企业和居民，近年来，辽河流域工

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虽然略有下降趋势，

但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污染和城镇化带来的人口

激增对环境的压力仍然较重，加上遗留的环境污染

问题突出，历史欠债较重，其环境发展趋势令人担

忧。而随着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的较大

发展，农业非点源污染呈现上升趋势，将成为辽河

水环境根本改善的又一个制约因素。

３３　现行管理手段不能有效支持水环境保护
目前流域的水资源开发、管理和治水等工作尚

未协调统一，流域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制约了流

域管理的实施。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不够，依法监督

尚需强化。流域治理资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市场

机制和政府投入机制还不健全，基础设施和重点项

目建设过度依赖于政府，致使部分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建设严重滞后，一些已建污水处理厂运行率

不高，污染物难以大幅度削减，污水处理厂作用没

有真正发挥出来。

４　 “十二五”期间辽河流域沈阳段治理对策

４１　提高用水效率，积极推进污水资源化使用
针对一些耗水量大的行业和重点企业，制定切

实可行的节水规划，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力度，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与水

资源的协调发展［７］。积极推广污水回用等非传统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规划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的

同时，开展污水的深度处理，对景观用水、绿化用

水、路面冲洗等市政用水，优先采用处理后达到用

水标准的再生水。开展中水回用试点工作，选择一

批居民小区、医院、宾馆和学校，建设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提高污水的回用率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４２　加强污染源头治理，优先控制主要污染区域
因地制宜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保

证排入辽河及支流河的城镇污水全部得到处理。针

对白塔堡河、满堂河等重点支流河，开展排污口专

项整治行动，坚决封堵非法排污口，有效遏制污水

偷排现象。实施沿线污染源集中整治行动，对超标

排放的污染源限期治理，对在规定期限内仍不能实

现达标排放的重污染源依法进行关停和搬迁。开展

重点河流达标行动，对水质易反弹的重点支流河进

行摸底调查，逐条河流制定达标工作实施方案，切

实改善重点支流河水环境质量。实施非点源污染防

治，确保屠宰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养殖场排放废水

实现达标排放。加大饮用水源地保护力度，划定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保护区，清查取缔水源保护

区内的污染源和建设项目，消除饮用水污染潜在

威胁。

４３　推进生态景观化建设，大力实施水系环境综
合整治

对辽河部分河段的河道进行清淤、拓宽，修筑

生态蓄水工程，形成 １００～３００ｍ宽的主河道，增
加河流流量，保证河流最小生态需水量。在河流中

放养水生动物，发展水生植物，修复河流水生态环

境。科学开发建设河滩地，辽河保护区内以自然封

育治理为主，在滩地种植乔木、灌木及其他陆生、

水生植物或野生花卉，实施滩地种植结构调整，推

广种植牧草等经济作物。在河流沿岸种草、植树、

造林，进行生态景观、人文景观和休闲娱乐健身设

施建设，建设辽河绿色及生态景观廊道。

４４　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升流域环境管
理水平

建立健全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将辽河流域污

染治理与政绩考核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省、市、县

三级政府管理并逐级签订责任状。实施行政区域断

面水质目标考核，建立和严格执行控制单元水质超

标赔偿机制、责任追究制度。制定和完善流域水资

源保护规划、水环境污染防治规划、生态保护规划

等规章制度，通过法律和政府手段，理顺水污染防

治和水资源保护的关系，使两者协调统一，相互促

进。拓宽融资渠道，建立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切实落实流域治

污项目建设资金，既要确保地方各级政府将治理建

设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又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对

水环境治理投入的积极性，积极吸引各类社会资金

参与建设［８］。

参考文献：

［１］孟伟，张伟，郑丙辉．辽河流域生态分区研究 ［Ｊ］．环境科

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６）：９１１－９１８．

［２］苏丹，王治江，王彤，等．辽河流域工业废水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单元差异分析 ［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１９（２）：

２７５－２８０．

［３］姜曼，王彤，夏广锋，等．辽宁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评价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９（１２）：７３７８－７３８０，７４４９．

［４］沈阳市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 ［Ｒ］．２０１１．

—６６—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Ｒ］．２０１２．

［６］白玉新，王鑫东，尚贞东，等．辽宁省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对

策 ［Ｊ］．水利发展研究，２０１２，（７）：４６．

［７］钱易，张杰，李圭白．东北地区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７．

［８］辽河保护区治理与保护 “十二五”总体规划 ［Ｒ］．２０１１．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ｅｌｆ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ＮＳｕ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１１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ｉｎ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ｗａｓｆａ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ｌｆｔｈ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６—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十二五”辽河流域沈阳段污染治理对策初探　韩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６
作者简介：赵祖军 （１９７６－），男，云南昆明人，工程师，硕

士，主要从事环境监测分析工作。

澜沧江上游云南江段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

赵祖军，李妍丽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根据澜沧江上游江段水质监测数据，并依据国家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客观分析了澜沧江上游流域水质污染现状、主要污染物和主要污染源。同时，提出了对澜沧江上
游流域污染情况的防治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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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澜沧江—湄公河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三，东
南亚第一长河，有 “东南亚文明的摇篮”之

称［１～３］，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出境后称湄公河。

在云南段，沿途支流主要有黑惠江、流沙河、?

江、漾濞江和南碧河等。上游河道坡陡险峻，流域

形状由北向南呈狭长带状，流域内地形复杂，由于

地址板块的强烈碰撞和挤压，岩浆活动频繁，矿产

资源丰富，为世界级成矿带。

近年来，由于澜沧江上游江段沿岸选矿以及有

色金属冶炼企业的增多，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排放，导致澜沧江主要支流水质污染极为严重。对

澜沧江水质的监测和防污治污工作迫在眉睫，但目

前对于澜沧江上游水质和污染情况鲜有报道。本文

主要对澜沧江上游江段 （云南段）主要断面进行

了采样监测，对水体污染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同

时提出了一些防治对策和措施。望有助于抑制澜沧

江上游水质恶化趋势。

１　流域水体环境质量现状
澜沧江上游水系发达，上游水环境质量情况将

直接影响澜沧江中下游的水质状况，进而影响人们

的生产生活。根据澜沧江上游的特征及沿江流域的

排污状况，在澜沧江上游流域枯水期和丰水期分别

监测了盐井、云岭、巴迪、中路、旧州、营盘街、

永春河和通甸河８个断面。采用国家标准 《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的 ＩＩ类标
准进行评价。

参与评价的项目为水温、ｐＨ、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总磷、总氮、氨氮、氟化物、氰化物、

砷、汞、铜、铅、锌、镉、六价铬、挥发酚、硫化

物、ＢＯＤ５和粪大肠菌共２０个项目。
综合评估２０个监测项目，结果显示，澜沧江

上游水域水质较好。监测断面盐井、云岭、巴迪、

中路、营盘街和旧州６个断面属于 ＩＩ类水质。永
春河和通甸河大部分指标处于地表水 ＩＩ类水质，
但是由于上游沿岸县市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大量

排入，造成各个污染物质的浓度均很高。超标情况

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永春河和通甸河水质监测超标数据 （ｍｇ／Ｌ）

项目
　　　　永春河　　　　 　　　　通甸河　　　　

枯水期 丰水期 枯水期 丰水期

ＣＯＤＭｎ ２５５（０） ２４５（０） ４９５（１２４） ２９３（０）

ＮＨ３－Ｎ ０８７（１７４） ０８１（１６２） ０３３（０） ０３４（０）

ＴＮ ０８９（１７８） ０９７（１９４） １２６（２５２）１１７（２３４）

铅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１２） ０１１（１１）

锌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０） １７５（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７）

粪大肠菌 ５４００（２７） １６０００（８） ９４００（４７） ７９０（０）

　　注：（）内容表示超标倍数。

从表１可以看出，永春河和通甸河均有超标的
污染物；特别是通甸河的铅由于沿岸大量的选矿、

冶炼厂生产废水不达标排放，造成铅污染物已经超

过ＩＶ类标准，达到Ｖ类标准。超标污染物质主要为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铅、锌和粪大肠菌。

２　澜沧江上游流域主要污染源
２１　工业污染源调查与分析

经过调查统计，澜沧江上游流域内，所有工矿

企业污染源工业废水排放量为２，４２４，４００ｔ／ａ。主要
的污染物质为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铅 （Ｐｂ）、镉
（Ｃｄ）、六价铬 （Ｃｒ６＋）和砷 （Ａｓ）。详细数据见
表２。

—８６—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表２　澜沧江上游流域工业污染排放量汇总 （ｔ／ａ）

项目
废水总量

／（万ｔ／ａ）
ＣＯＤ量 Ｐｂ量 Ｃｄ量 Ｃｒ６＋量 Ａｓ量

兰坪县 ７４９４ ４７４６８６ １８５９８ ００７５８ ００１７１ ０１３０６
云龙县 １６７５０ — １４５０５ ０８７１０ — ０５８００
德钦县 — — — — — —

维西县 — — — — — —

近年来，澜沧江上游流域沿岸工矿企业增多，

加之各工矿企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较低，导致

流域内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大增加，再加上工业废

水的达标排放标准远远高于地表水标准，所以，即

使工业废水绝大部分能够达标排放，对于自然河道

来说，废水中污染物的浓度仍然很高。澜沧江上游

云南江段主要排污企业有２０多家，且这些企业有色
金属冶炼和选矿企业居多。这些工矿企业不仅耗水

多，而且废水排放量大，造成污染物浓度高，而限

于投资和技术、设备和管理的不足和落后，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废水的处理率不达标，

还有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江造成?

江水质的大面积污染。?江是澜沧江的重要支流，

?江 “枯、平、丰”三期水质监测及评价结果表

明，铅、镉严重超标，综合评价为劣Ｖ类，属于严
重的重金属毒物污染，间接对澜沧江水体造成污染。

２２　农业面源污染调查与分析
澜沧江上游江段流域沿岸多为荒山丘陵，山高

谷深。由于近几年来农业发展迅速，农田中大量施

用的化肥中含丰富氮、磷物质。调查结果表明，排

入澜沧江上游江段的农业废水排放量总计为 ３３，
０７８，５００ｔ／ａ，其主要污染物是固态氮、溶解态氮、
总磷和可溶性磷，如表３所示。

表３　澜沧江上游流域农业污染排放量汇总　　　 （ｍｇ／Ｌ）

项目
农业污水排

放总量／（ｔ／ａ）

主要污染物及浓度范围

固态氮 溶解态氮 总磷 可溶性磷

云龙县 １８８６１０００
兰坪县 ５７３２０００
维西县 ７６６５４００
德钦县 ８２０１００

４８７９ １４３ ２０８ ００２

由于澜沧江上游沿岸不利的地形，加之近年来大

量植被的破坏以及不当的农业生产措施，导致大量高

浓度的固态氮、溶解态氮、总磷和可溶性磷等污染物

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水土流失、地表径流、农

田排水和地下渗漏等，进入澜沧江水体。根据表３可
知，澜沧江上游流域农业污水固态氮排放量为

１６１３９０ｔ／ａ，溶解态氮排放量为４７３０２ｔ／ａ，总磷排
放量为６８８０ｔ／ａ，可溶性磷排放量为０６６ｔ／ａ。

２３　城乡生活污染源调查分析
据初步统计，排入澜沧江上游江段的生活废水

排放量为２４９４７５０４ｔ／ａ，主要污染物质为ＣＯＤ、总
氮 （ＴＮ）和生化需氧量 （ＢＯＤ５）。
表４　澜沧江上游流域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汇总　　 （ｍｇ／Ｌ）

项目
生活污水排

放总量 （ｔ／ａ）

主要污染物及浓度范围

ＣＯＤＣｒ ＴＮ ＢＯＤ５

云龙县 ９５８３１２５

兰坪县 ８１０３９２３

维西县 ５６９９４２６

德钦县 １５６１０３０

总计 ２４９４７５０４

１７０～２１０ １５～１８ １００～１３０

澜沧江上游江段沿岸云南境内人口约为１４０万
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村生活污水是主要污染

源，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仅占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

８８４％。生活污水 ＣＯＤ浓度按 ２１０００ｍｇ／Ｌ，ＴＮ
１８００ｍｇ／Ｌ，ＢＯＤ５１３０００ｍｇ／Ｌ计，则澜沧江上游江
段沿岸生活污水ＣＯＤ年排放量为５２３８９８ｔ／ａ，ＴＮ年
排放量为４４９０６ｔ／ａ，ＢＯＤ５年排放量为３２４３１８ｔ／ａ。

结合调查结果分析，排往澜沧江上游江段内的

ＣＯＤ、ＢＯＤ５、Ｐｂ、Ｃｄ、Ｃｒ
６＋、Ａｓ、Ｐ和 Ｎ总量分别

为 ５２８６４４ｔ／ａ、３２４３１８ｔ／ａ、３１３ｔ／ａ、０９５ｔ／ａ、
００１７ｔ／ａ、０７１ｔ／ａ、６９４６ｔ／ａ和２５３５９８ｔ／ａ。ＣＯＤ
和ＢＯＤ５以城乡生活污水排放为主，占总排放量的
９９１０％；氮、磷的排放主要以农业污染水为主；重
金属铅、镉、六价铬和砷排放量以工业污水为主。

以澜沧江最枯流量 （２７７０ｍ３／ｓ）进行环境容
量计算，澜沧江上游江段 ＣＯＤ、ＢＯＤ５、Ｐ、Ｎ、
Ａｓ、Ｃｄ、Ｃｒ６＋和Ｐｂ的水环境容量分别为１５６３６６０
ｔ／ａ、１４６７３００ ｔ／ａ、４３８００ ｔ／ａ、６１３２０ ｔ／ａ、
３４４５６ｔ／ａ、３９４２ｔ／ａ、４１９７５ｔ／ａ和 ４３８０ｔ／ａ。
上述主要污染物质中，氮的水环境容量仅占排放量

的２４１８％。其余物质虽然没有超过澜沧江上游江
段的水环境容量，但是由于澜沧江上游江段支流

（永春河、通甸河、?江）污染严重，如若不防患

于未然，长此以往，澜沧江水质将受到严重污染。

３　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
由于澜沧江是一条跨流域的国际性河流，所以

其水污染问题是一项比较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结合流域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条件，进行

综合治理［４］。

３１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澜沧江上游江段污染主要由几条重点支流的污

染所致，要使澜沧江上游江段干流水质改善，必须

要加强对澜沧江上游江段重点支流的治理，做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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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治污工作。遵从源头抓起、支流治理的原则，

抓好支流的污染治理和水质控制，以支流水质的改

善带动干流水质的改善。因此，要重点抓好通甸

河、?江、永春河和阿东河的治理。

３２　工业污染源排放的控制
水污染综合整治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废水，做好

工业污染源的控制排放，是保证澜沧江上游江段沿

岸生态功能恢复的关键。从现有主要工矿企业排污

调查结果可知，工业废水处理的突出关键问题是污

水处理设备、设施不完善，有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应该加强治理设施建设，加强废水、废渣的

回收处理，减少排污量，可以有效降低锌、铅、

镉、砷和六价铬等重金属物质的浓度，基本解决工

业废水对澜沧江上游江段主要支流的污染。同时，

对澜沧江上游江段沿岸的企业加强管理，严格限制

发展高耗水和高污染的工业，关停或并转一部分低

效益、高污染的企业，推广先进的生产工艺，推行

清洁生产，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５］。另外，

加强排污许可证制度和各工矿企业排污达标排放，

各功能区严格按纳污能力要求限制排污。

３３　城乡生活污染源控制
城市污水是造成水资源污染的重要原因。目前，

澜沧江上游江段沿岸城市修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

较低且城市管网污水收集率低，有相当一部分城市污

水未经污水处理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仅影

响水功能区的有效利用，也影响澜沧江干流的水质。

因此，为保护水资源，应加大城市废水的处理力度，

提高污水回收利用率。农业对河道的污染主要是过量

使用化肥和农药，为控制澜沧江上游江段沿岸农业面

源污染，应改善化肥的施用方法和施肥结构，多施有

机肥，合理施用氮、磷、钾肥，科学合理地施用

化肥。

３４　生态恢复与保护
澜沧江上游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

中的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６］。水污染

的综合治理需要纳入到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修复规

划，在治理水污染的同时，要考虑流域内土壤、植

被、水生生物等自然因素以及人类活动对整个水环

境的影响。由于森林砍伐和大规模农业开发引起的

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了澜沧江上游生态系统的破

坏。为了恢复植被，要采取封山育林措施。据资料

显示，澜沧江上游江段有轻微水土流失现象，要防

微杜渐，尽可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提高植被覆盖

率，改善环境质量。

３５　加大环保宣传和投入
澜沧江上游江段地处我国西南偏远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沿岸各地防污能力差，环保观念不

强，专项治污资金短缺。所以要向沿岸群众以及工

矿企业大力宣传环保工作，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减

少生产、生活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鼓励群众

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其次，改变过去 “发展优先、

环保靠后”的观念，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提高沿岸工矿企业的污染防治

水平，减少对澜沧江支流水体的污染，实现以点带

面治污的目标和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本次调查研究的现场采样工作由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谢

海涛工程师等协助完成，调研资料由澜沧江上游县环保局提供，

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１］宋强，周启鹏．澜沧江 －湄公河开发现状 ［Ｊ］．国际资料信
息，２００４，（１０）：２５．

［２］刘恒，刘九夫．澜沧江流域 （云南段）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及趋势分析 ［Ｊ］．水科学进展，１９９８，（９）：７０．
［３］陈茜，孔晓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基础资料汇编 ［Ｍ］．昆

明：云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彭殿宝，周孝德．渭河流域 （陕西段）水体现状及水污染综

合治理研究 ［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１３１．
［５］孙长江，王磊．大凌河流域水资源现状分析与可持续利用对

策 ［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２００７，（５）：４８．
［６］杨淑梅，刘厚风．龙王河流域 （莒南段）水污染现状及综合

治理对策 ［Ｊ］．山东科学，２００４，（１７）：４０－４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ＺＨＡＯＺｕｊｕｎ，ＬＩＹａｎ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Ｙｕｎｎ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ｐｐｅｒＬａｎｃ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０７—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３
作者简介：毛竹 （１９７６－），女，贵州人，工程师，学士，主

要从事环境监测研究。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二氧化硫变化趋势、
影响因素和防控措施

毛　竹，王　浩
（贵州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摘　要：根据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二氧化硫监测数据，评价和分析了这期间贵阳市二氧化硫水平和
变化趋势，与季度变化、气象、降水 ｐＨ的关系；结果显示二氧化硫监测值逐年降低，污染状况明显改
善，逐渐达到国家二级环境空气标准要求。提出二氧化硫防控措施。

关键词：二氧化硫；变化；趋势；影响因素；防控措施；贵阳

中图分类号：Ｘ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７１－０４

　　 二氧化硫是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
以及生物能源在燃烧过程中排出的有害无机气态污

染物，无色，具有刺激性气味，是一种分布广、危

害大的主要大气污染物［１］，是国家环境标准严格

控制的项目。二氧化硫随空气进入人体，作用于呼

吸道粘膜，也可以进入体液中，引发加重呼吸系统

各类疾病。二氧化硫与漂浮的尘埃协同作用后，比

单独危害更大：飘尘、气溶胶微粒把二氧化硫带到

肺部，毒性增加３～４倍。二氧化硫对植物也有危
害［２］。二氧化硫之所以成为重要污染物，原因在

于它参与了硫酸烟雾和酸雨的形成［３］。目前困扰

城市化的环境问题 ＰＭ２５中大多数的 ＳＯ
２－
４ 是通过

二氧化硫氧化而形成的［４］。

贵阳市是贵州省会城市，是西南的经济、文

化、政治中心之一。贵阳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二氧
化硫污染严重，二氧化硫年均值最大超标６７倍，
位居全国１０２个重点城市之首［５］。严重制约当地居

民生产、生活水平。同期二氧化硫引起的酸雨污染

发展迅猛，全国酸雨主要发生在贵阳、重庆等地

区［６］。１９９８年国家环保部划定了酸雨控制区和二
氧化硫污染控制区范围，贵阳市污染严重属于两控

区管辖范围［７］。

１　贵阳市二氧化硫污染特征分析
１１　评价标准

评价数据均来自贵阳市环境监测站历年监测结

果。根据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１９９６），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为三级，环境空气质

量功能区分三类，贵阳市属于二类区即城镇规划中

确定的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一

般工业区和农村地区。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二级标准为
００６ｍｇ／ｍ３，三极标准为０１０ｍｇ／ｍ３。
１２　评价办法

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８］评价。

二氧化硫污染指数Ｉｉ＝Ｃｉ／Ｃｏｉ
式中：Ｃｉ—二氧化硫的质量浓度值 （实测或统

计），ｍｇ／ｍ３；
Ｃｏｉ—二氧化硫国家二级标准００６ｍｇ／ｍ３。

１３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二氧化硫年均值和污染指数变
化分析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二氧化硫年均值和污染
指数变化见图１。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二氧化硫污染严重，未达到国
家三级标准，平均超标倍数５５７倍，最大超标倍
数在１９９２年，达到６９倍。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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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二氧化硫未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平均超标倍数２０９倍。２０００年贵阳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首次达到三级标准０１ｍｇ／ｍ３。最大超标
倍数在１９９７年，达到１６倍，其中２００６年与１９９７
年二氧化硫降幅达到５８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７年二氧化硫年均值

００５７ｍｇ／ｍ３，为２０年来贵阳二氧化硫最低年均
值，首次达到二级标准。

二氧化硫污染指数范围为 ７９１～０９５，最高
值在１９９２年，最低值在２０１０年，呈现前高后低的
趋势；介于８～５的有６年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介于３
～１的有 １１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介于 １～０
的有３年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４　二氧化硫污染季节变化趋势

１９９１年—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二氧化硫季度均值变
化情况见图２。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是二氧化硫高污染期，全年 ４
个季节均值都远远超过国家二类标准。工业污染占

主导，冬季、秋季是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冬季气温

偏低，大规模的集中采暖，小型家庭燃煤型取暖，

逆温层低，不易扩散［３］等原因造成冬季二氧化硫

偏高，夏季二氧化硫最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二氧化硫整体趋于降低，工业
污染影响降低，春季、冬季是污染最严重的时期。

根据表１贵阳多年月均气象要素中贵阳的全年气
温，第一季度气温最低，其次是第四季度。气温低

导致民用取暖型污染占重要地位。

１５　气候、气象因素对二氧化硫的影响［９］

贵阳地处黔中山地丘陵中部，总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岗阜起伏，地貌属于山地、丘陵为主的地

区。贵阳常年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菲德尔

环流圈，年平均气温１５３℃，７月下旬温度最高为
２４℃，１月上旬温度最低４６℃。
１５１　降水对二氧化硫的影响［１０］

贵阳降水充沛，年均降水量１１２９ｍｍ。大量的
降水会裹挟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将其溶入降水中，

降低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但同时也导致了降

水ｐＨ降低。第四季度二氧化硫污染重是受到本地
降水量最少的影响，第二季度降水量在５００ｍｍ左
右，约占全年的４４％。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降水
量基本持平，介于第一和第四季度之间。

１５２　风向对贵阳二氧化硫的影响［１１］

贵阳的风向冬季受北方西伯利亚－蒙古高压南
下影响，以北东 （ＮＥ）、北北东 （ＮＮＥ）、东北东
（ＥＮＥ）等风向为多。夏季主要是东南太平洋月吸
纳印度洋暖湿气团，风向是南南西 （ＳＳＷ）、南
（Ｓ）、南南东 （ＳＷ）、东北东 （ＥＮＥ）、北东
（ＮＥ）等风向。贵阳在冬、春、秋三个季节最多风
向是偏北 （ＮＥ、ＮＮＥ）。

二氧化硫浓度与风速成反比，风速越小越不利

于二氧化硫的输送和扩散［３］。贵阳年均风速２ｍ／ｓ，
风速不大［１２］。对污染物的扩散不及时，造成区域

性严重二氧化硫污染。贵阳市区北部早期建设了一

批二氧化硫排放量大的企业，他们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期间对贵阳的二氧化硫贡献大。在贵阳二氧化硫

高污染时期，风向风速不是决定性因素。

１５３　相对湿度对二氧化硫的影响
空气相对湿度反映该地区空气干燥或湿润程

度。二氧化硫在空气中转化成三氧化硫，再与水结

合成硫酸分子，再形成硫酸气溶胶。根据表１，贵
阳多年１２个月的相对湿度均值变化不大，为７４％

～７８％，全年平均湿度７７％。贵阳属于较高湿度
地区，常年空气中水汽饱和度大，利于二氧化硫向

气溶胶转化。这也是早期酸雨频发的原因之一。同

时在高湿度地区二氧化硫在空气中的转化，催化氧

化占重要部分［１０，１３］。

１５４　光照对二氧化硫的影响［１０，１３］

二氧化硫向硫酸和硫酸盐转化中，二氧化硫转

化为三氧化硫是关键一步。在夜间，无光，二氧化

硫与氧气的的反应慢；在白天光照下，光激发了二

氧化硫向三氧化硫转化。贵阳地区全年光照均值

１３２５ｈ，水平整体偏低。７月日照数最多，１８８ｈ；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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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照数最少，５７ｈ。贵阳地区二氧化硫的转化受
到低光照水平的抑制。

表１　贵阳多年月均气侯要素［１２］

月份 温度／℃ 相对湿度／％ 日照小时／ｈ

１ ４９ ７９ ５７

２ ６５ ７７ ５８

３ １０９ ７５ １００

４ １６４ ７４ １２７

５ １９７ ７８ １２８

６ ２１９ ７７ １２５

７ ２４４ ７８ １８８

８ ２１４ ７７ １８３

９ １９９ ７７ １１４

１０ １６２ ７８ ９６

１１ １１３ ７８ ８３

１２ ７３ ７７ ６６

１６　二氧化硫与降水ｐＨ年度变化趋势［１４］

降水ｐＨ＜５６时为酸雨，酸雨即大气酸沉降，
主要是人类生产活动排放二氧化硫和 ＮＯｘ造成。
贵阳地区的雨主要是硫酸型［１４］。降水 ｐＨ的变化
趋势与二氧化硫相吻合。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降水 ｐＨ、二氧化硫污染严重，
都未达到国家标准。最小降水 ｐＨ在１９９１年，达
到 ４４３；１９９６年降水 ｐＨ 首次超过 ５６，达
到５６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降水ｐＨ基本超过５６，由１９９７

年的５６９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９６，ｐＨ值逐年增加，
首次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降水 ｐＨ值逐年增加，由 ２００７
年的６２６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８４，逐年增加，ｐＨ
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酸雨对贵阳地

区的危害得到改善，贵阳地区摘掉酸雨区的帽子。

２　贵阳市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二氧化硫来源分析
贵阳市二氧化硫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工

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贵阳煤的含硫量一般在

４％，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燃煤量成正比［６］。在前期

工业污染占主要地位，经过多年治理工业污染二氧

化硫排放量逐年降低，二氧化硫污染得到有效控

制。根据贵阳市环境状况公报公布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
二氧化硫排放量，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从３１万ｔ削减到１７１万ｔ，削减了４５％。
２１　工业污染源

工业排放量从２００２年的２１万 ｔ削减到８４万
ｔ，削减了６０％。贵阳在早期建设了一批生产工艺
落后、设备陈旧、高能耗企业，包含电力、冶炼、

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工等企业均是二氧化硫的主要

来源［１５］。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贵阳市加强了

煤烟污染控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控制。对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企业进行重大调整，进行 “退

二进三，退市转郊”政策，对一些重大污染企业

实行了关、停、并、转、迁；推进燃煤供热专职清

洁能源改造工程，将１～４蒸ｔ燃煤锅炉全部取缔。
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９９％。
２２　生活污染源

主要是居民、服务行业由于餐饮、取暖等生活

需要，燃烧矿物燃料排放的烟气造成低空大气污

染。民用炉灶和小型锅炉数量多、分布广、燃烧条

件差、烟气就近排放，造成局部地区大气环境影响

大，且污染控制技术难度大。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削减幅度低于工业源，２０１０年比 ２００２年削
减１３％。

表２　贵阳市二氧化硫排放量［１６］ （万ｔ）

年份 排放量 工业源 生活源

２００２ ３１ ２１ １０

２００３ ３０４ ２０６ ９８

２００４ ３１９ ２２５ ９４

２００５ ３１４ ２２０ ９４

２００６ １９８ １０７ ９０

２００７ １６８ ７９ ８９

２００８ １７３ ８５ ８８

２００９ １７９ ８４ ９５

２０１０ １７１ ８４ ８７

３　污染控制措施
（１）改变燃料结构，选择低硫煤。采用低硫

燃料是减轻二氧化硫污染的有效途径［１７］。提高燃

煤效率，大力发展燃料煤无烟记录数，治理煤烟污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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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采用二氧化硫净化技术，集中供热减少污染，

推广固硫型煤，改进燃烧设备提高除尘、去硫效

率，重点治理火电厂的二氧化硫，关闭高能耗、高

污染的小火电组，实行烟气脱硫，采用净煤

技术［１８］。

（２）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工业区，综合考虑
气候、地形地貌特点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工业污染

大户由于历史原因建在城市主导风向上风向，由于

城市发展迅速，有的甚至紧邻市区或生活区。工业

布局不合理，要逐步调整。布局结构由分散到集

中、建立生态工业园区。

（３）调整地区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着
力推进发展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高能耗向低消

耗、低污染、低能耗转化［１９］。

（４）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布局，实施能
源改造、清洁能源建设工程。提高能源效率，取缔

４５～６５蒸ｔ燃气锅炉。发展清洁能源，如水电、
燃气等，加快城市清洁燃气的使用。

（５）加强环境管理和执法，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加强二氧化硫污染的防

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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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ｌｆｕｒ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Ｇｕｉ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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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隆阳区城区尘污染发展趋势分析

杨鸿亮１，李　羚２

（１．保山市环境监测站，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２．保山学院，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

摘　要：目前影响保山市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是ＰＭ１０和降尘。用一维灰色系统分析
法分析ＰＭ１０和降尘污染的发展趋势，分别建立 ＰＭ１０和降尘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两个时间段
的预测模式ＧＭ （１，１）１和 ＧＭ （１，１）２。不论是ＰＭ１０还是降尘，都呈递增趋势，且ＧＭ （１，１）２的预测
值和年增加量都远大于ＧＭ （１，１）１。ＧＭ （１，１）１与ＧＭ （１，１）２的行为轨迹相差很大，表明 ＰＭ１０和降
尘的变化机制不稳定，污染日趋加重。应从源头控制尘的产生，并加强相关管理，遏制尘污染快速上升趋

势，稳定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关键词：尘污染；发展趋势；分析；保山；隆阳区

中图分类号：Ｘ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７５－０５

　　 隆阳区是保山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城区面积 ２１６ｋｍ２，城市道路总长达 １１１２７ｋｍ，
人口近３０万，各种机动车辆近 ８万辆。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尘污染现象随处可见，环

境的清洁卫生和空气质量都受到了不良的影响。不

仅降低了居民生活的舒适度，也对人体健康产生了

一定的损害。本文对保山市隆阳区城区尘污染发展

趋势进行分析，以掌握其变化规律，为隆阳区城区

的建设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１　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分析
目前隆阳区城区大气监测的主要项目为 ＳＯ２、

ＮＯ２、ＰＭ１０和降尘等。评价标准为国家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见表１）。降尘采用
云南省推荐标准：８ｔ／（ｋｍ２·月）。
表１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ｍｇ／Ｎｍ３）

污染物

名称

浓度限值

取值时间 一级标准（Ｉ）二级标准（ＩＩ）三级标准（ＩＩＩ）

ＳＯ２

年平均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０
日平均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２５
１小时平均 ０１５ ０５０ ０７０

ＮＯ２

年平均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８
日平均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１２
１小时平均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２４

ＴＳＰ
年平均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３０
日平均 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５０

ＰＭ１０
年平均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５

日平均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２５

对照标准，２０１２年隆阳区城区 ＳＯ２日均浓度
范围０００１～００６９ｍｇ／ｍ３，年日均浓度００２０ｍｇ／
ｍ３，均未超过二级标准限值；ＮＯ２日均浓度范围
０００１～００３８ｍｇ／ｍ３，年日均浓度 ００１７ｍｇ／ｍ３，
均未超过一级标准限值；ＰＭ１０日均浓度范围００１０
～０１２３ｍｇ／ｍ３，年日均浓度００５５ｍｇ／ｍ３，均未
超过二级标准限值；降尘月均浓度范围５５～１４９
ｔ／（ｋｍ２·月），年月均值９１ｔ／（ｋｍ２·月），不但
月均浓度有超过８ｔ／（ｋｍ２·月）标准的情况，而
且年月均值已超标。

由２０１２年各项目的年平均值监测数据和 《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的二级标
准、云南省推荐的降尘标准，可计算出环境空气污

染物污染负荷系数，详见表２。
表２　隆阳区城区２０１２年环境空气污染物污染负荷系数

ＳＯ２ ＮＯ２ ＰＭ１０ 降尘

污染负荷系数／％ １４９２ ９５２ ２４６３ ５０９３

污染物排序 ３ ４ ２ １

由表２可知，污染负荷系数最大的是降尘，其
次是ＰＭ１０，说明影响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的
主要污染物是降尘和 ＰＭ１０。无论降尘还是 ＰＭ１０都
是尘污染指标，因此可以说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为

明显的尘污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
平均浓度见表３，由污染物年平均浓度作变化趋
势图见图１～图４。由图可看出，近五年隆阳区城
区 ＳＯ２、ＮＯ２浓度稳中有降，ＰＭ１０和降尘浓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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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降尘在 ２０１２年增加得
特别快。

表３　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二氧化硫／（ｍｇ／ｍ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二氧化氮／（ｍｇ／ｍ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ＰＭ１０／（ｍｇ／ｍ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降尘／（ｔ／ｋｍ２·月） ４３１ ３９５ ５４７ ５２８ ９１０

２　隆阳区城区尘污染发展趋势分析
２１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一维灰色系统分析法进行分析［１］。

该方法是先建立ＧＭ （１，１）预测模型，然后通过
模型预测系统某行为特征量的发展变化，进而对系

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ＧＭ （１，１）的建模步骤为：
（１）收集原始数据列：ｘ（０）＝ （ｘ（０） （１），

ｘ（０） （２），…，ｘ（０） （ｎ））；

（２）对ｘ（０）作累加生成 （即 ＡＧＯｘ（０）），得累

加生成数据列：ｘ（１） （ｔ） ＝∑
ｔ

ｔ＝１
ｘ（０） （ｔ），ｔ＝１，２，

…，ｎ；
（３）构建矩阵Ｂ，ＹＮ：

Ｂ＝

－１２ ［Ｘ
（１） （１） ＋Ｘ（１） （２）］ １

－１２ ［Ｘ
（１） （２） ＋Ｘ（１） （３）］ １



－１２ ［Ｘ
（１） （ｔ－１） ＋Ｘ（１） （ｔ）］















１

（１）

ＹＮ＝

Ｘ（０） （２）

Ｘ（０） （３）


Ｘ（０） （ｎ









）

（２）

（４）计算发展系数ａ，灰作用量ｂ：
［ａ，ｂ］Ｔ＝［ＢＴＢ］－１ＢＴＹＮ （３）
（５）将求得的ａ，ｂ值代入响应函数式：

ｘ^（１） （ｔ） ＝［ｘ（０） （１） －ｂａ］ｅ
－ａ（ｔ－１）＋ｂａ （４）

得预测累加值 ｘ^（１） （ｔ）。
（６）经累减还原后得时间响应预测数学模式：
ｘ^（０） （ｔ） ＝^ｘ（１） （ｔ） －^ｘ（１） （ｔ－１） （５）
式 （４）中，灰作用量 ｂ的值反映系统内行为

模式的变化，发展系数ａ则反映发展的趋势。若 ａ
为正值，则表示系统的发展趋势是递减，ａ值越
大，递减的速率越快；若ａ为负值，则表示系统的
发展趋势是递增， ｜ａ｜值越大，递增速率越快。
发展系数ａ与递增率或递减率Ｑ之间的关系为：

Ｑ＝１－ｅａ （６）
对于某个系统所给定的一个数列，可按不同时

间段取出子数列，每个子数列都可以建立一个 ＧＭ
（１，１）模型。若各模型的行为轨迹相近，则表明
系统运行机制比较平稳。根据不同时间段的预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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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分析系统的稳定性，评估系统的发展趋势，

预测行为特征量的发展变化。

２２　ＰＭ１０污染趋势分析
用近五年即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隆阳区城区 ＰＭ１０的

年平均浓度值 （见表３），建立不同时间段的预测
数学模式，发展系数ａ与灰作用量ｂ见表４。

表４　不同时段ＰＭ１０预测数学模式的发展系数与灰作用量

年份 发展系数 灰作用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ａ１＝－９００×１０－８ ｂ１＝００５０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ａ２＝－００４８４ ｂ２＝００４５８

由表４中的数据可看出，发展系数ａ虽均为负
值，但 ａ１的绝对值很小，趋于零，说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ＰＭ１０浓度趋于平稳。而 ｜ａ１｜远 ＜｜ａ２｜，
说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ＰＭ１０浓度增加的幅度较大。

由表４中的 ａ，ｂ值，可得不同时段的预测模
式，详见表５。

表５　不同时段ＰＭ１０的预测模式

年份 预测模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ｘ^（１） （ｔ） ＝５６３×１０５ｅ９００×１０－８（ｔ－１）－５６３×１０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ｘ^（１）２ （ｔ） ＝０９９７ｅ００４８４（ｔ－１）－０９４６

要了解 ＰＭ１０浓度变化机制的稳定性，需知道
不同时段预测模式的行为轨迹。因此，分别求 ＧＭ
（１，１）１和 ＧＭ （１，１）２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预测
值，见表６。并作行为轨迹图５。

表６　不同时段ＰＭ１０预测模式的行为轨迹 （ｍｇ／ｍ３）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ＧＭ （１，１）１的行为轨迹 ｘ^（０）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ＧＭ （１，１）２的行为轨迹 ｘ^（０）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ｘ^（０）１ 与 ｘ^（０）２ 的相对误差／％ １０５ １５０ １９０ ２２７ ２２６

　　由图 ５可直观地看出，ＧＭ （１，１）１与 ＧＭ
（１，１）２的行为轨迹相差较大。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各年预测值的相对误差都较大，见表 ６，说明
ＰＭ１０浓度的变化机制不稳定。两个模式的递增
率分别为：

Ｑ１＝１－ｅ
ａ１＝１－ｅ－９００×１０－８＝９×１０－６％

Ｑ２＝１－ｅ
ａ２＝１－ｅ－００４８４＝４７％

Ｑ１很小，接近于零，表示 ＧＭ （１，１）１的年
增加率趋于零，ＰＭ１０浓度基本保持不变。Ｑ２＞Ｑ１，
且Ｑ２的数值不算小，表示 ＧＭ （１，１）２的年增加
率较大，若按此轨迹运行，２０１４年 ＰＭ１０浓度将超
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的二
级标准。因此，需查找原因，防止 ＰＭ１０浓度以每
年４７％的速度递增，使其回到 ＧＭ （１，１）１的行

为轨迹上来。

２３　降尘污染趋势分析
同样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隆阳区城区降尘的年平

均浓度值 （见表３），建立不同时间段的预测数学
模式，发展系数ａ与灰作用量ｂ见表７。

表７　不同时段降尘预测数学模式的发展系数与灰作用量

年份 发展系数 灰作用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ａ１＝－０１２９ ｂ１＝３４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ａ２＝－０３０３ ｂ２＝２８０

发展系数 ａ均为负值，说明降尘的量呈递增
态势。

由ａ，ｂ值，可得不同时段降尘的预测模式，
详见表８。

表８　不同时段降尘的预测模式

年份 预测模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ｘ^（１）１ （ｔ） ＝３１１７ｅ０１２９（ｔ－１）－２６８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ｘ^（１）２ （ｔ） ＝１３１９ｅ０３０３（ｔ－１）－９２４

要了解降尘变化机制的稳定性，需知道不同时

段预测模式的行为轨迹。因此，分别求 ＧＭ （１，
１）１和 ＧＭ （１，１）２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预测值，
见表９。并作行为轨迹图６。

由图 ６可看出，降尘的 ＧＭ （１，１）１与 Ｇ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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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两个模式的行为轨迹相差非常大。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各年预测值的相对误差最小为 ３７６％，
大的达到６８８％，见表９，说明降尘的变化机制极

不稳定。两个模式的递增率分别为：

Ｑ１＝１－ｅ
ａ１＝１－ｅ－０１２９＝１２１％

Ｑ２＝１－ｅ
ａ２＝１－ｅ－０３０３＝２６１％

表９　不同时段降尘预测模式的行为轨迹 （ｔ／ｋｍ２·月）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ＧＭ （１，１）１的行为轨迹 ｘ^（０）１ ７２３ ８２３ ９３６ １０６５ １２１２

ＧＭ （１，１）２的行为轨迹 ｘ^（０）２ １１５９ １５６９ ２１２４ ２８７５ ３８９３

ｘ^（０）１ 与 ｘ^（０）２ 的相对误差／％ ３７６ ４７５ ５５９ ６３０ ６８８

　　 Ｑ１、Ｑ２的数值都比较大，说明降尘的年增加
量都很大，而且Ｑ２是 Ｑ１的２１５倍，说明降尘的
污染日趋严重，按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今后隆阳区

城区的降尘将远远超出８ｔ／（ｋｍ２·月）的标准。

３　结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ＰＭ１０和降尘的年平均浓度值各

构成一个数列，从这两个数列中各取出两个时间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子数列，建
立预测模式。由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监测数据建立起来
的预测模式 ＧＭ （１，１）２与由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监测
数据建立起来的预测模式ＧＭ （１，１）１比较，不论
是ＰＭ１０还是降尘，ＧＭ （１，１）２的预测值和年增加
量都远大于ＧＭ （１，１）１，表明ＰＭ１０和降尘的变化
机制是不稳定的。ＧＭ （１，１）１表现出的尘污染增
加趋势较为平缓，ＧＭ （１，１）２表现出的尘污染增
加趋势较为猛烈。

导致尘污染日趋严重的因素是自然灾害 （地

震、火灾等）、人类活动 （如城市建设、汽车流量

等）和异常气象条件等。回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
在隆阳区城区周围均未发生过地震、火灾等自然灾

害，故使得ＰＭ１０和降尘污染逐年递增的原因是人
类活动和异常气象条件。而使得ＰＭ１０和降尘的ＧＭ

（１，１）２行为轨迹呈预测值大。根据调查，呈快速
递增态势的原因除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连续干旱外，
更主要的是城市建设工地和车辆的大量增加以及环

境监管不到位等。

在质量优良的环境空气中生活是全体市民的愿

望，保证环境质量优良是政府的责任。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的措施是人们共知的常识，关键是必须认真

落实相关措施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据以上分

析，现就改善隆阳区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提出如下

建议：

首先应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尘的来源。就隆阳

区城区环境空气尘污染的情况看，城市建设施工是

罪魁祸首。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从运输材料泼

洒、道路损坏到工地施工，无不产生大量灰土和扬

尘。使得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灰土，在车辆行驶和有

风条件下处处尘土飞扬，从而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的

下降。因此，城市建设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施工环境

保护措施是控制和减少尘的来源的关键。

其次，应根据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加强对城市建

设施工工地及其运输车辆的管理。对不严格执行施

工环境保护措施的施工单位实施从重经济处罚和勒

令停止施工并辅以在旱季和降雨量稀少的季节对城

市道路进行洒水降尘等措施，遏制 ＰＭ１０和降尘快
速递增的势头，使隆阳区城区的尘污染得到有效的

控制。

第三，加强城市绿化，减少城市裸土地表面

积。充分利用绿色屏障作用抑制尘污染，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

参考文献：

［１］王治祯，柏景方．灰色系统及模糊数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Ｍ］．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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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法治理室内空气污染的可行性探讨

霍亚颀，王　敏，李阳阳
（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介绍了我国室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特点，探讨了微生物法在室内空气污染治理上的
可行性，分析了微生物法的实际应用所需要突破的技术问题。

关键词：室内空气污染物；微生物处理；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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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我国在环保领域研究的不断推进，
室内空气污染逐渐被提出并开始引起人们重视。据

中国标准化协会调查显示：６０％的疾病是由室内空
气污染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程度高出室外５～１０
倍，而人们每天大约有８０％ ～９０％的时间是在室
内度过的。［１］因此室内空气的质量将对人们的健康

产生重大的影响。

１　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目前的治理方法
１１　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广泛，主要可分为以下三

类：人类活动 （诸如抽烟、聚会等）；建筑及装饰

材料的化学物质外放；室外空气污染。由此所带来

的污染物种类繁多，目前仅是气态化学污染物就已

检测出２００余种［１］。本文将重点介绍由苯、甲醛所

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及其利用微生物处理的可行性

分析。苯、甲醛目前被界定为对人类健康影响最大

的室内污染物之一，它们主要是由于建筑和装修材

料中化学物质外放造成的。

１２　现有的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办法
目前我国在室内空气污染上并没有较为有效地

处理方法，主要以预防为主。如对室内装修材料及

建筑材料中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氨、可溶

性铅、镉、铬、汞和砷等有害物质的含量进行明确

限定。其次通过室内通风，使得室内污染物得到稀

释，减少对人们的危害。但据调查显示，有机污染

物的存在周期十分长，如：甲醛的释放时间就可长

达３～１５ａ［２］。故仅通过室内通风无法进行有效去
除。再次可通过物理、化学吸附的方法来对室内空

气污染物进行去除，其中活性炭是最常用的吸附

剂。活性炭虽然具有成本低廉，无毒无副作用的优

点，但是见效较慢，另外吸附达到饱和便不再具有

吸附能力，必须要更换过滤材料，否则其所吸附的

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会随时释放出来［３］。因此这

种方法在长期处理室内空气污染时缺陷较大。同这

些传统的室内空气污染治理技术相比，微生物法以

其对废气极高的处理效率、较低的投资及运行费

用、易于管理等优点，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２　微生物治理室内空气污染苯、甲醛的原理特点
及可行性

２１　微生物治理空气污染的原理及特点
在国际上，利用生化法处理废气的机理尚未有

统一的理论。但在世界上公认影响较大的是荷兰学

者Ｏｔｔｅｎｇｒａｆ［４］依据传统的双膜理论所提出的生物膜
理论，其认为生化法处理废气通常经历以下 ３个
过程。

（１）首先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与水接触，并
溶解于水中，完成由气膜扩散进入液膜的过程。

（２）有机污染物组分溶解于液膜后，在浓度
差的推动下进一步扩散到生物膜，被微生物所

吸附。

（３）微生物利用有机物进行分解代谢和合成
代谢，生成的代谢产物一部分进入液相，一部分合

成细胞物质或细胞代谢能源，另外，生成的气体如

ＣＯ２等则析出进入空气
［５］。

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在上述过程中不断减少，

进而得到净化。由于微生物种类繁多，代谢途径多

样，因此几乎能够转化所有有机污染物和一些无机

污染物，潜力巨大。

利用微生物治理废气具有以下优点：

（１）对低浓度的有机废气具有很高的降解效
率，如程足芬［６］等人经实验证实在低浓度甲醛范

围内，生物膜填料塔的净化效率极高，基本上能够

接近１００％。
—０８—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２）相对于物理、化学技术处理废气，利用
微生物处理废气的投资及运行费用低；

（３）安全性好、无二次污染、易于管理；
（４）具有较好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净化反应

速度快；

（５）菌种资源的获取相对容易且具有可再
生性。

２２　利用微生物治理室内苯、甲醛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利用微生物处理废气主要应用于工业，并

且关键技术已经成熟。在工业上主要的微生物处理

设备分为三种，依次是生物过滤床、生物洗涤床以

及生物滴滤床。三者在处理苯、甲醛等污染物的过

程中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但在适宜的条件下均具有

较高的去除效率。在国外 Ｓｍｉｔｈ［７］等采用生物过滤
床对甲苯废气进行处理，处理效率达７７％，而持
续时间可达２００ｄ。而我国李国文［７］等选取柱状活

性炭为滤料，以甲苯为有机废气代表物，采用生物

过滤床处理。试验表明，在温度 ２０～２８℃，气体
流量０１２５～０１５ｍ３／ｈ，空塔气速０１７～３１５ｃｍ／
ｓ，停留时间３０～８０ｓ，相对湿度４０％ ～６０％，喷
淋液ｐＨ＝７０～８０的条件下，生物过滤床对甲苯
有较强降解能力，在甲苯浓度低于２０００ｍｇ／ｍ３时，
降解效率均＞９５％。

同时，微生物对甲醛的降解能力也十分可观，

伏尔加河顿河木材综合加工厂采用生物滤池法净化

甲醛废气的研究结果表明［８］，当气体废弃物中甲醛

的平均浓度为２２８２ｍｇ／ｍ３，甲醛的平均去净化率为
８２７％ 。Ｌｕｋｎａｎ［８］等人采用预先驯化好的活性污泥
对甲醛气体进行净化，当入口甲醛浓度 ＜５６ｍｇ／ｍ３

时，甲醛的净化效率可达到９５％～９９％ 。
由此可看出，在工业上利用微生物降解苯、甲

醛等污染物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且处理效率非常

高。而室内空气污染相对于工业废气具有以下

特点：

（１）污染物浓度较低，多以微量和痕量的形式
存在；

（２）所需设备功率、尺寸小；
（３）室内不允许产生二次污染、污染物含量更

为复杂；

（４）室内污染物的含量随时间发生较大变化，
不利于设备稳定运行。

通过上述比对发现，虽然室内空气污染与工业

废气污染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设备的

正常运作，但是这些差异主要来自物理方面，即设

备功率、尺寸、运行环境等的差异。在原理方面两

者基本保持一致，从微生物处理废气的特点来看，

利用微生物处理室内空气污染甚至要优于对工业废

气的处理。室内废气的低浓度、温和及较为稳定的

处理环境都为微生物处理室内空气污染创造了有利

的条件。

目前有关专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

利用微生物处理室内空气污染的可行性。

齐瑞颖［８］等人采用海藻酸钙凝胶小球包埋恶

臭假单胞菌与填料结合的方式制成生物过滤器。以

此来对微生物处理室内空气中的甲醛情况进行探

究。实验通过控制液体喷淋量、入口空气甲醛浓度

和空气流量等不同工况，对生物过滤器的甲醛去除

效率和微生物的生化去除量进行分析。得出在空气

流量 １５Ｌ／ｍｉｎ，入口甲醛浓度 ０８ｍｇ／ｍ３，液体喷
淋量 ３４ｍｌ／ｈ的实验条件下，微生物对甲醛的去除
效率可达 ８６％ ～９１％，生化去除量约为 １６２～
１７５ｍｇ／ｄ。在循环流量约 ２５Ｌ／ｍｉｎ的条件下，实
验用生物过滤器可在９ｈ内将实验舱内甲醛浓度超
出国家标准 １０倍的空气净化到室内要求限以内。
同时赵以轩［９］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室内的温度条

件对微生物的净化效率影响并不大，当气温在

３０℃左右时系统的净化性能最好，平均效率高于
９０％。当温度升高或降低后，净化效率略有下降，
但基本可保持在 ７５％～８０％的可接受范围内。

据目前最新资料显示，某些植物对甲醛和苯也

具有较好的吸收能力，如在密闭箱测试中，常春藤

１０ｄ的甲醛去除率达到６０４４％，超过采用活性碳
的去除率 （５７５０％）［１０］。我国科学家赵玉峰［１１］教

授通过实验证明，绿色植物对室内有害物质的净化

性能主要基于根部，因为植物根部和土壤会繁殖很

多微生物，它们将污染物吸收，并转化为自身需要

的养分，使植物自身更好地生长。这进一步证实了

微生物在室内空气净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３　将微生物处理废气应用至室内需要突破的几个
技术性问题

３１　设备研发
目前现有的处理设施尺寸较大，不适宜在室内

等小空间内使用，因此需要保证在处理效率不变的

情况下尽可能地缩小其尺寸，同时研发自动控制系

统，布水、布气系统，以使微生物处理废气设施能

够自动化、标准化。

３２　微生物的选择
在原有菌种的基础上通过营造与室内环境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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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生长条件，筛选出能高效降解各种有害气体的

优势菌种，从而缩短反应启动时间，加快生物反应

进程，缩小产品尺寸，提高处理效率。

３３　微生物的控制
在利用微生物处理室内废气的过程中，选用对

人类无害或危害性小的微生物并严格控制其生存活

动范围，以免造成室内微生物污染。

３４　微生物产物的处理
微生物在处理废气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弃

物，如自身代谢的产物 （酸、碱、有机沉淀等）

以及由于微生物死亡和空气中的粉尘所产生的废弃

物，如不进行有效处理，将会对设备造成堵塞及腐

蚀，影响设备的正常运作。

３５　微生物群落分布的研究
在处理废水的活性污泥中，生物群落的分布从

表到里依次为好氧菌层、兼性好氧菌层和厌氧菌

层，这使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的净化作用得以全面

发挥，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因此，在处理室内空气

污染的设备中，使微生物能够如此分布将会对设备

效率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４　结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将生物

技术应用于有机废气净化且取得良好效果以来，用

生物技术来净化和处理废气已成为热点研究课题。

在工业上，国外已广泛利用生物过滤技术来处理低

浓度、高流量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臭味气体。由

于其具有较好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净化反应速度

快、气体停留时间短、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使得利

用微生物处理室内空气污染存在着广阔的前景，相

信在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利用微生物净化室内

空气将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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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植物对郊区污水中氨氮净化效果的研究

李宝华，邢玉亮，陈　静，程　辉，张　茜，于俊萍
（郑州大学 水利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采用实验模拟潜流式人工湿地的方法，通过测定污水中的氨氮指标，研究芦苇、香蒲对污水
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单种芦苇、单种香蒲及芦苇香蒲交叉种植对氨氮的去除率分别为 ８４４５％、
７２７７％、７２１０％。

关键词：人工湿地；湿地植物；氨氮；净化效果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３－０２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发展经济最
具活力的地带，却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环节，

水处理设施不能及时跟上城市发展的进程，郊区中

小河流便成为未处理污水直接受纳体。由于中小河

流数目庞杂、河道狭窄，大多成为环保部门水质监

测的盲点，因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中小河流的污

染不仅影响郊区人们的生活品质，还将直接危及大

型水系生态。人工湿地作为一种新兴的污水净化技

术，由于其净化效果好、能耗低、运行费用低、维

护简单等优点，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１］。本研究

的目的是以人工湿地处理郊区污水中的氨氮为例，

提出人工湿地改善郊区中小河流水质的初步设想。

１　试验概况
１１　植物材料

试验采用的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和香蒲
（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是２种常见的用于生态修复的湿
地植物。其中，芦苇、香蒲均取自郑州黄河国家湿

地公园育苗基地。

１２　试验模型的建立
本试验采用有机玻璃板胶合制成４个潜流式人

工湿地实验池模型，编号为 １号、２号、３号、４
号。实验池为长８０ｃｍ、宽５０ｃｍ、高６０ｃｍ的长方
体模型。装置的底层填装１０ｃｍ厚的鹅卵石 （粒径

３０～５０ｍｍ），中间层填装１０ｃｍ厚的砾石 （粒径１０
～２０ｍｍ），上层铺 １５ｃｍ厚的砂 （粒径 ０～５ｍｍ）
作为基质。距基质５ｃｍ处，距实验池底部４０、３５
和５ｃｍ处分别设标线、进出水管管口，人工湿地
实验池模型结构见图１。
１３　试验方法

人为选择生长健壮，株型大小和生物量接近的

植株移栽到实验池。１号种植芦苇，２号种植香蒲，
３号交叉种植芦苇和香蒲，４号实验池做空白对照，
其中１、２、３号的种植密度均为４０株／ｍ２。在清水
中培养１４ｄ，使植物适应新环境，保证其生长条件
与生长状况基本一致。排尽清水。将污水注入储水

槽，缓慢调节进水阀使４个实验池水面刚好与标线
平行，保持负荷稳定，封闭排水管。

１４　进水水源与水质表征值
试验用水取自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郊的西

连河，一次性取水，水质表征值见表１。
表１　试验用水

温度／℃ ｐＨ ＣＯＤ／（ｍｇ／Ｌ） ＮＨ＋４ －Ｎ／（ｍｇ／Ｌ）

２０～２５ ７０～７５ ３８～８２ ２９２～３５０

１５　采样及测定方法
试验采样位置分别位于进水管口和出水管口，

平均每天采一次样，每份样品分别做 ３份平行实
验。氨氮测定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采用格鲁

布斯 （Ｇｒｕｂｂｓ）法检验进水氨氮测量值的一致性，
剔除测量值中的离群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在污水中的生长情况

大部分植株在试验期间一直生长旺盛，每株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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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长出新叶，植物根系生长良好，尤其以香蒲最

为突出，地下根系异常发达。芦苇长势欠佳，老叶

出现叶片变黄的症状。植物生存状况间接反映了植

物的耐污力。在新的生存条件下，芦苇、香蒲仍能

不同程度地生存繁衍。除了植物的表观特征，评价

植株的健康状况也可用植物的相对生长率

（ＲＧＲ）。本试验时间较短 （１２ｄ），可忽略根系生
物量增长，但在实验池３中香蒲长势与池２香蒲没
有明显差异，但池３中芦苇出现萎靡、叶黄的程度
远大于池１芦苇，相对生长率低于池１芦苇。
２２　人工湿地对氨氮的处理效果

植物系统中的氨氮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降解：①
植物直接吸收合成自身所需物质；①基质中氧浓度
高的区域，如根系处，氨氮被好养硝化细菌硝化；

③基质中氧浓度较低的区域，则主要被反硝化成氮
气释放。而在空白对照中，氨氮主要通过微生物的

硝化和反硝化作用去除。

图１显示在保持进水量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出
水的氨氮含量远小于进水中氨氮的含量，氨氮被大

幅度地削减。湿地系统对氨氮的去除效果显著。由

表２可知，实验池１、２、３的植物系统对氨氮的去
除率均显著高于无植物系统池４（Ｐ＜００５）。植物
存在的系统中，对污水中氨氮的去除率可达７２％

以上，芦苇处理效果最好，这与金晖等［２］研究一

致。池３交叉种植芦苇香蒲系统出水的氨氮值高于
池１单种芦苇和池２单种香蒲的植物系统，这可能
与交叉种植的密度、搭配方式有关，还可能是由于

芦苇香蒲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异生相克造成的。

表２　人工湿地氨氮处理效率

编号
进水平均浓度

／（ｍｇ／Ｌ）
出水平均浓度

／（ｍｇ／Ｌ）
去除效率／％

１号池

２号池

３号池

４号池

３２５４

０５０６ ８４４５

０８８６ ７２７７

０９０８ ７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６２８１

３　结论
（１）种植植物的实验池对氨氮的降解作用明

显好于没有种植植物的对照装置，植物的３种种植
方式都有去除氨氮的作用，芦苇的去除效率最高。

（２）植物的耐污能力体现在环境变化时所表
现出来的抗性［３］。在实验期间，植物有枯死的现

象，但到实验结束时，植物都能很好地继续生长。

这说明这些水生植物都有一定的耐污能力。

（３）该实验为短期的小试实验，旨在观察不
同的植物对污染物去除能力。在研究人工湿地处理

郊区中小河流污水的实际运行效果时，还需重点考

虑植物生长周期、组合方式、经济价值及其景观效

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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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钠吸收磷化氢尾气的实验研究

丁祖高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为处理次磷酸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化氢尾气，利用次氯酸钠氧化性对其进行吸收，将其转
化为次磷酸钠，提高磷资源的回收利用率，降低对环境空气的影响。通过实验研究，分析影响其吸收效果

的因子，重点研究了有效氯浓度和ｐＨ值对吸收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当载气流速为２０ｍｌ／ｍｉｎ，吸
收温度为室温 （２０℃左右）时，以ｐＨ＝９，浓度分别为０７５％、７％的次氯酸钠溶液作为一、二级吸收管
的吸收液，吸收效果较好，次磷酸钠得率较高。

关键词：磷化氢；次氯酸钠；吸收；次磷酸钠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５－０４

　　 研究表明，在次磷酸钠的工业生产过程中，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均会产生磷化氢。磷化氢是有毒

气体，易对人体产生危害，因此次磷酸钠的生产过

程中必须考虑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前人总结出不少处理方法，在降低磷

化氢危害的同时，也为工业生产创造了不错的经济

效益［１］。考虑到磷化氢为还原性气体，而次氯酸

钠具备强氧化性，可较好地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将磷

化氢转化为次磷酸钠，进而提升次磷酸钠的转化

率，降低磷化氢对大气环境以及人体健康的影响。

本实验采用泥磷制取次磷酸钠，尾气成分除含大量

磷化氢外，还含有其他复杂成分，结合实际情况，

以载气流速、吸收温度、吸收剂 ｐＨ值和有效氯浓
度为因子，研究其对吸收效果的影响。

１　实验仪器、原料及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

本实验所用仪器装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反应仪器及装置

名称 型号 规格

电热套 数显式 １０００ｍｌ

搅拌器 电动式 —

烧瓶 自制，四口 １０００ｍｌ

流量计 ＬＺＢ－２ 最大６０ｍｌ／ｍｉｎ

１２　实验原料
本实验所用原料基本情况如表２所示。

１３　实验方法
以泥磷为原料，辅以水和氢氧化钠，在加热至

设定温度的情况下，不断搅拌使之完全混合反应，

反应液经除杂、过滤、结晶等工序得到次磷酸钠晶

体。反应过程中产生大量气体，主要成分为磷化

氢，属易燃有毒气体，经缓冲、洗气除杂、吸收和

吸附等工序后排放。其中洗气液采用浓磷酸，大量

杂质残留在洗气瓶中；吸收液采用次氯酸钠溶液，

根据吸收效果需要，采用分级吸收方式；吸附剂采

用改性后的活性炭，主要目的是防止实验过程因磷

化氢浓度波动较大造成环境污染和实验安全事故。

表２　实验试剂

名称 级别 产地

泥磷 — 云南省昆阳磷肥厂

氢氧化钠 分析纯 天津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次氯酸钠 分析纯 天津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普氮 Ｎ２≥９９５％ 昆明梅赛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由于高浓度次氯酸钠溶液稳定性较差，遇光、高

温等易分解，在实验过程中效果较差，因此本实验最

终将高浓度次氯酸钠溶液稀释一定倍数后使用，以尽

量降低因次氯酸钠分解而对实验结果造成的误差。

本实验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载气流速

根据实验室多次试验，载气流速过高或过低均

不利于提高吸收效果。氮气流速过低，动力不足，

反应气体不易进入后续装置，导致反应器压力过

大，易造成爆瓶事故，且因处理时间延长，后端实

验试剂有效组分大量挥发，吸收氧化效果较差。氮

气流速过高，降低反应器反应温度，使得泥磷与氢

氧化钠反应不完全，磷化氢释放量减少，且由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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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大，气体与洗气液、吸收液接触时间减少，反

应过程不完全，吸收效果也较差，而载气流速过

大，易使反应末端因压力降低造成液体倒流、前端

压力过大易造成漏气等实验现象。

　　 因此通过多次试验，最终将适宜的氮气载气
速度设定在２０ｍｌ／ｍｉｎ左右。
２２　吸收温度

由于次氯酸钠稳定性较差，遇到强光、高温、

强酸等均易分解，因此最终将适宜的吸收温度定为

室温［２］ （２０℃左右）。
２３　有效氯浓度

由于次氯酸钠易分解，有效氯成为衡量次氯酸

钠氧化性能的主要指标。有效氯不同于质量分数，

它表征的是次氯酸钠溶液的氧化能力相当于多少氯

的氧化能力，即一定量的次氯酸钠溶液在反应完全

时，氧化能力相当于多少质量的氯气的氧化能力［２］。

另据相关研究表明［３］：有效氯的质量分数低于８％
时，次氯酸钠的分解速度明显减慢。因此本实验选

用的次氯酸钠溶液中有效氯浓度均＜８％。
２４　ｐＨ值和有效氯浓度组合
２４１　不同有效氯浓度不同ｐＨ条件

由于次氯酸钠不稳定，ｐＨ值对其有效氯含量
影响较大，酸性条件下分解较快，碱性条件下相对

稳定，因此本实验最终选取 ｐＨ值分别为 ９（弱
碱）和１３（强碱）的条件下进行对比试验。对于
有效氯浓度，本实验分别选取不同的浓度进行对比

分析，如前所述，由于有效氯质量分数在低于８％

时，其稳定性相对较强，因此本实验最终选取的有

效氯浓度分别为 ０７５％、１％、３％、５％、７％，
合计五个水平。

在ｐＨ值分别选取９和１３，有效氯浓度分别选取
０７５％、１％、３％、５％、７％的情况下，对次氯酸钠
吸收磷化氢尾气的多个组合实验效果进行重点研究。

研究结果的表征以不同浓度、不同 ｐＨ条件下
磷化氢的瞬时吸收率为重点，定时检测磷化氢进出

口浓度，计算出瞬时磷化氢吸收率，研究结果如图

２～图６所示。磷化氢瞬间吸收率［２］由下式得出：

磷化氢吸收率＝吸收前磷化氢浓度－吸收后磷化氢浓度
吸收前磷化氢浓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有效氯浓度、不同 ｐＨ
值实验条件下，实验一开始的磷化氢吸收率均较

高，这与同期磷化氢进口浓度较高有关系，随着反

应时间的不断延长，吸收效率不断降低，最终以降

低到 １０％为实验结束。而从整体吸收效果来看，
ｐＨ值为９的弱碱条件下，磷化氢的吸收效果整体
好于同期强碱条件下，吸收效果较好的持续时间较

长。在弱碱条件下，浓度较低的吸收液中磷化氢与

次氯酸钠的反应速度较快，但这种快速反应的过程

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浓度较高的吸收液中二者反应

速度相对较慢，但反应时间持续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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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弱碱条件
吸收液次氯酸钠溶液的 ｐＨ为９时，不同有效

氯浓度情况下磷化氢被吸收的效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弱碱条件下不同有效氯浓度次氯酸钠溶液吸收效果

有效氯

浓度／％
每１００ｍｌ吸收液中
次磷酸钠含量／（ｍｇ）

磷化氢转

化率／％

０７５ １０６０ ３８７５

１ １００３４ ３６６８

３ ９６０９ ３５１２

５ ９１９３ ３３６０

７ ８７８６ ３２１１

从图２～图６以及表３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
ｐＨ为９的条件下，有效氯浓度较低的吸收液对磷
化氢的吸收氧化效果更好，从反应速度来看，也快

于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但这种高速反应的过程

持续时间不长，为保持这种反应过程，需要不断补

充新鲜的次氯酸钠溶液。且由于吸收环境为弱碱

性，随着反应的不断进行，氢氧根离子不断被消

耗，造成弱碱性环境被破坏，为不影响吸收效率，

需要补充氢氧化钠溶液维持ｐＨ值的稳定性。
２４３　强碱条件

吸收液次氯酸钠溶液的 ｐＨ为１３时，不同有
效氯浓度情况下磷化氢被吸收的效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强碱条件下不同有效氯浓度次氯酸钠溶液吸收效果

有效氯

浓度／％
每１００ｍｌ吸收液中
次磷酸钠含量／（ｍｇ）

磷化氢

转化率／％

０７５ ４９６５ １８１５

１ ５３０６ １９３９

３ ５７３５ ２０９６

５ ６２０２ ２２６７

７ ７２０３ ２６３３

从表４的实验结果看，ｐＨ为１３的条件下，实
验效果与ｐＨ为９的截然不同，有效氯浓度较高的
吸收液对磷化氢的吸收氧化效果反而更好，磷化氢

的转化率与有效氯浓度成正比关系。但从转化效率

来看，ｐＨ为１３的条件下，转化率明显低于 ｐＨ为
９时的实验结果。结合图２～图６所示的瞬时吸收
效果来看，有效氯浓度较低的吸收液吸收效果在反

应初期高于弱碱条件下，但持续时间较短，吸收容

量较低；有效氯浓度较高的吸收液吸收效果变化情

况与弱碱条件基本一致，但吸收容量降低了１０％
～２０％。
结合实验结果推断：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

是在强碱条件下，吸收液次氯酸钠在反应初期能够

产生一定量的氧原子，对加快反应速度有利，而随

着反应的不断进行，氧原子不断被消耗，且在强碱

条件下无法补充，导致反应速度降低，最终致使吸

收液的整体吸收容量下降。

３　实验结论
（１）当氮气的流速控制在２０ｍｌ／ｍｉｎ，吸收液

的吸收温度控制在室温 （２０℃左右）时，次氯酸
钠对磷化氢的吸收效果较好。

（２）在ｐＨ为９的条件下，次氯酸钠溶液对磷
化氢的吸收效果较好。

（３）吸收液次氯酸钠有效氯浓度为０７５％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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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反应速度较快，但持久性不长；有效氯浓度为

７％时，前期反应速度较慢，但持久性较长。
综上所述，在氮气载气流速 ２０ｍｌ／ｍｉｎ、吸收

温度２０℃左右时，将吸收液 ｐＨ值控制在９左右，
选用有效氯浓度分别为０７５％、７％的次氯酸钠溶
液作为一、二级吸收管的吸收液，可取得较好的吸

收效果。

４　建议
（１）受实验条件的限制，磷化氢气体的浓度

波动较大，下一步应设计合理规模的储气罐，调节

磷化氢浓度，进一步降低实验误差。

（２）实验过程中采用浓磷酸作为吸收实验前
的洗气除杂试剂，除去的杂质经过滤后暂时水封保

存，下一步应对杂质成分进行分析，确定后期处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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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磷复肥企业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技术

王丽琼

（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三环分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１３）

摘　要：磷复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性废水量大，处理费用高；处理后的废水回用难度大，需要外排等
问题。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三环分公司针对此问题，形成了大型磷复肥企业生产生活废水资源

化、分级、梯级利用技术，实现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关键词：磷复肥；废水；污染物；资源化；梯级利用

中图分类号：Ｘ７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９－０６

１　背景
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三环分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是一个综合性大型磷复肥生产企

业，现拥有年产１８５万ｔ硫酸、８０万ｔ磷酸、４０万
ｔ重钙、３０万ｔ磷酸一铵、２０万ｔ磷酸二铵、１０万
ｔ精制磷酸、３５万ｔ氟硅酸钠的生产能力。
２００５年以前，公司尚未实施生产废水零外排

技术，生产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螳螂川。如

２００４年，公司经处理达标后的外排生产废水量为
３１０万ｔ，排放的废水中含磷酸盐１１２６８ｋｇ，氟化物
７０３１ｋｇ，悬浮物１９０２８６ｋｇ，化学耗氧量１６６８５０ｋｇ，
这些物质的排放对纳污水体螳螂川的水质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水资源短

缺的现象日益加剧。２００５年初，公司为了将外排
废水变为可用水，立项对外排水回用进行研究开

发。２００６年元月，项目投运，公司经过处理后的
废水实现了回收利用。

２００７年，为了减少螳螂川沿岸的氟硅酸钠加
工企业外排水对螳螂川水体的污染，公司新建３５
万ｔ／ａ氟硅酸钠生产装置，随着该装置的建成投
运，公司结束了氟硅酸外销和外委加工的历史。

３５万ｔ／ａ氟硅酸钠生产装置是利用云南盐化股份
有限公司的卤水 （ＮａＣｌ含量为２５％）作为生产原
料，生产废水中因含大量的氯离子而不能回用，废

水经处理后外排。

建厂以来，云磷生活区的生活污水一直是未经收

集处理直接外排。２００９年９月，昆明市政府下发了
“昆明市人民政府 ‘一湖两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排入螳螂川的废水执行 《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一
级Ａ标。２０１０年５月，公司对云磷生活污水的处理回
用项目进行了立项，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投用。

为了节约水资源，降低废水处理费用，自

２００５年以来，公司对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技术进
行了长期研究、开发，取得了生产废水直接回用、

生活废水回用于磷肥生产、区域内部分雨水回收利

用的成绩。在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污染事件频

发的严峻形势下，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技术具有

较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２　废水来源、数量及特性
公司为大型磷复肥企业，生产装置较多，各装

置排放的废水成分不同。经过对公司各生产装置废

水排放点进行系统地分析、测量，摸清了公司的废

水来源、数量及特性，具体情况见表１。
３　废水零外排的难点分析
３１　废水处理难点分析

由表１可以看出，公司生产、生活废水有１２
个来源点，各种来源点的废水成分差异较大。废水

量共４０８ｍ３／ｈ，要将这些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其
难度有三：一是公司现有的两套污水处理装置设计

处理能力共２２９ｍ３／ｈ，处理能力不足，还需建设处
理能力为２００ｍ３／ｈ的污水处理装置。二是废水成
分差异大，混合处理净化效果较差，单独分开处理

需新建去除不同污染物的污水处理装置，不仅投资

大、占地面积大，而且需要的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多，与公司提倡的减员增效不相符。其三，按公司

实际的污水处理费用１２元／ｍ３计，污水处理费用
约３９１６８万元／ａ，这么高的污水处理费用，企业
难以承受。由于上述原因，要将各装置的废水收集

处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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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公司生产、生活废水统计表

序号 废水来源 数量／（ｍ３／ｈ） 废水特性

１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 ８０ 酸度高，氟化物平均浓度６５９７ｍｇ／Ｌ，氯离子平均浓度１１３５７１ｍｇ／Ｌ，含胶体颗粒
２ 脱盐水阳离子树脂再生废水 １５ 含盐酸ｗ（ＨＣｌ）０６％
３ 脱盐水阴离子树脂再生废水 ８ 含氢氧化钠的质量分数１％
４ 硫酸装置余热锅炉排放污水 １５ ｐＨ＝１０～１２
５ 硫酸装置循环水冷却系统排放污水 ７９ 含盐分

６ 硫磺喷淋水 ２ ｐＨ＝３～４
７ 尾吸工序地坪冲洗水 １ ｐＨ＝３～４
８ 硫酸厂厂区生活水 ３ 主要为洗澡水

９ 磷酸萃取真空泵密封水 ２０ ｐＨ＝６～７
１０ 磷酸浓缩轴流泵密封水 ４０ 氟化物平均浓度６２７ｍｇ／Ｌ，总磷８５６ｍｇ／Ｌ
１１ 磷酸浊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放水 ８５ 氟化物平均浓度２６８５ｍｇ／Ｌ，总磷１５６８ｍｇ／Ｌ
１２ 云磷社区生活废水 ６０ 含油垢、ＢＯＤ、ＣＯＤ、细菌，还含有氮、磷等富营养化的物质
１３ 合计 ４０８

３２　氟硅酸钠装置废水回用难点分析
公司环境监测站２００８年对经 “三级中和二级

混凝沉降”传统工艺处理后的氟硅酸钠装置废水

进行了７２次监测，其水质情况见表２。
表２　３５万ｔ／ａ氟硅酸钠生产装置废水处理达标情况统计

（ｍｇ／Ｌ）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最高浓度 最低浓度 平均浓度

１ 氟化物 ２３９６ ４８９ １２４２

３ 悬浮物 ８６８０ ３２０ ２１２９

４ 氯离子 ２２０９３１５ １７６１９５ ９３５０５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氟硅酸钠装置的废水氯离子
平均浓度高达９３５０５７ｍｇ／Ｌ，氯离子在酸性环境中
对不锈钢设备的腐蚀较为严重。公司通过在污水处

理装置进口的酸性废水收集池挂片实验，证实公司

的含氯离子的酸性废水对不锈钢设备的腐蚀很严

重，设备的腐蚀速率随着氯离子浓度、废水酸度的

升高而加快，其腐蚀机理为：在酸性ＮａＣｌ溶液中，
不锈钢材料极易发生应力腐蚀开裂，随着氢离子浓

度的增大，材料的应力腐蚀敏感性增强；在应力作

用下，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被撕裂，露出的新鲜金

属与腐蚀溶液发生反应而引起不锈钢材料的腐蚀，

反复腐蚀形成了应力腐蚀裂痕，由于含氯离子的酸

性溶液的渗入，裂纹两侧的表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点

蚀坑，点蚀坑严重降低了不锈钢材料本身的力学性

能，当裂痕扩展到一定程度后，材料发生断裂。目

前国内外还没有去除工业废水中氯离子的成熟

技术。

３５万 ｔ／ａ氟硅酸钠装置自 ２００７年 ４月投产
后，由于废水中含大量氯离子而无法回用，不得不

经处理后外排。

３３　脱盐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回用难点
树脂再生过程中回收利用酸性、碱性废水需要

解决两个技术难点：首先是废水中的氯离子对回用

的影响；其次是酸性水产生量平均１５ｍ３／ｈ，碱性
水产生量平均８ｍ３／ｈ，水量较大。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公司进行了装置性试验，用

Ｈ２ＳＯ４溶液取代ＨＣｌ溶液再生阳离子树脂，然后将
树脂再生酸性废水和碱性废水中和处理后送２０万
ｔ／ａ年硫酸装置循环水系统作为补充水。由于废水
中含ＳＯ２－４ 、Ｃａ

２＋、Ｍｇ２＋等离子，对循环水水质有
明显影响。２０１０年５月检查２０万 ｔ／ａ硫酸装置凉
水时发现塔填料有堵塞。由此得出，硫酸装置无法

回用树脂再生废水。

３４　处理后的废水回用对生产用水系统的影响
由于公司的生产废水含大量的酸性物质，废水

处理用石灰作为中和剂，经处理后的废水钙离子含

量较高，硬度最高时达２２７８０１ｍｇ／Ｌ（ＣａＣＯ３计），
回用废水进入公司的供水系统后，废水中的钙离子

直接影响余热锅炉用脱盐水水质，废水的回用对公

司生产用水系统存在较大的隐患。

３５　云磷生活区生活污水的回用难点
云磷小区位于厂区北方，生活区居住人口

约１３万人，生活区有农贸市场、餐馆、商店
等配套设施，生活污水排放量呈间歇式变化，

即在下班时出现用水高峰时排水量大，经测试，

生活污水的平均排水量约 ６０ｍ３／ｈ。２０１０年公
司环境监测站对生活污水取样分析 ２４次，污染
物含量见表３。

表３　处理前的生活废水水质 （ｍｇ／Ｌ）

项目
ｐＨ／
无量纲

Ｐ ＣＯＤ ＳＳ ＮＨ３－Ｎ

最高 ８００ ３７１ ２４９０８ ２０５０ ４０２１
最低 ７４１ ０１３ ３９１３ ２２ １２６２
平均  １９５ １３０１８ １６０ ２４６６

污染物排放量／（ｔ／ａ）  １０２ ６８４２ ８４１０ １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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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污染负荷重、成分复杂，主要有油垢、

表面活性剂、生物有机泥、ＢＯＤ、ＣＯＤ、细菌等，还
含有氮、磷等富营养化物质，会散发出恶臭气味。

生活区生活废水处理回用难点：①生活废水难
收集。废水汇集沟年久失修，沟中垃圾成堆、淤泥

沉积，排水不畅，雨季沟中污水漫出，垃圾、悬浮

物随污水溢到旁边的农田和公路上，收集困难。②
生活污水的收集极易造成生活水源污染。生活污水

汇集点距离南、北两个生活用水取水站的距离不到

１０ｍ，极易造成生活水源污染。③生活污水难以直
接回用至生产装置。由于生活污水中含油垢、表面

活性剂、生物有机泥、ＢＯＤ、ＣＯＤ、细菌等污染物
质，若不经处理直接回用至生产供水系统，不仅会

污染生产供水系统的生产用水，还会产生恶臭气

味，影响各套生产装置的正常运行。④生活废水处
理装置建设地点选择困难。生活污水汇集点紧靠村

民生活区，若在污水汇集点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会影响周

围的环境空气，影响村民的正常生产。

４　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技术
针对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存在的技术难点，公

司经过系统的分析研究，在未投资新建污水处理装

置的情况下，采取了废水分级回用技术、资源化技

术、废水梯级利用技术、生活废水跨行业回用技

术，最终实现了污水处理费用降低、生产生活废水

零外排的成绩。

４１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资源化技术
影响氟硅酸钠废水回收的主要因素是废水中的氯

离子。公司采取改变生产原料、从源头杜绝氯离子进

入生产系统、生产废水直接回用的资源化技术。

４１１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资源化技术原理
氟硅酸钠生产原来使用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的含氯化钠的卤水作为原料。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使用固
体Ｎａ２ＳＯ４替代ＮａＣｌ后，将氟硅酸钠生产废水直接
作为萃取磷酸装置过滤系统三洗水的补充水。

氟硅酸钠废水加入到磷酸装置过滤系统后，有两

个作用：一是作为洗水使用，由于含稀硫酸，能进一

步洗涤出磷石膏中的水溶磷，提高磷的回收率；二是

通过三次逆流洗涤后，洗水最终进入到混酸器，与硫

酸混合后进入萃取槽，回收了母液中的硫酸。

磷酸萃取过程是硫酸和磷矿浆通过混合搅拌进

行化学反应的过程。由于氟硅酸钠废水中含有

Ｈ＋、ＳＯ２－４ ，在进入萃取槽后，增加了 Ｈ
＋、ＳＯ２－４

浓度，降低了硫酸消耗。萃取反应过程为：

Ｃａ５Ｆ（ＰＯ４）３＋５Ｈ２ＳＯ４＋ｍＨ２Ｏ ３Ｈ３ＰＯ４＋

５ＣａＳＯ４·
ｍ
５Ｈ２Ｏ＋ＨＦ

４１２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回用优化了磷酸生产
工艺

用硫酸分解磷矿浆，反应得到磷酸和二水硫酸

钙结晶的混合料浆，采用真空过滤的方法进行液固

分离，分别得到稀磷酸和磷石膏。并对磷石膏进行

三次逆流洗涤，充分回收磷酸。

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硫酸是一个主要的消耗指

标，其指标直接影响湿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通过回

收氟硅酸钠母液中的Ｈ＋、ＳＯ２－４ ，可以减少硫酸消
耗，优化磷酸生产工艺，可降低磷酸生产成本。

４１３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回用后的二洗水、三洗
水成分分析

２０１０年２月，公司对回用氟硅酸钠生产废水
的磷酸萃取 ＩＩ系列过滤三洗水、二洗水的成分进
行测试分析，统计数据见表４。

表４　磷酸过滤二洗水、三洗水的成分分析统计 （ｍｇ／Ｌ）

日期
　 ＳＯ２－４ 平均　 　 Ｎａ２Ｏ平均 　 Ｈ２ＳｉＦ６质量分数／％

二洗水 三洗水 二洗水 三洗水 二洗水 三洗水

１２日 １８９９３７１４１１１３ ０２ ０２３ １１ ０３６
１５日 ２７０８１６１７９５４０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７７ ０４４
２０日 ２５０３６８１７９２９３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８４ ０４９
２１日 ３１１３６７１７３７６１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８７ ０４７
２２日 ３６４７６０２９４１２９ ０３４ ０４４ １０６ ０７３

从测试数据可以看出：

（１）三洗水中的 ＳＯ２－４ 浓度均低于二洗水的
ＳＯ２－４ 浓度，说明氟硅酸钠废水用作洗涤液不仅能
洗涤出磷石膏中的 ＳＯ２－４ 离子，也能回收氟硅酸钠
废水中的ＳＯ２－４ 离子，返入萃取槽中参与反应。

（２）三洗水中 Ｎａ２Ｏ含量略高于二洗水中
Ｎａ２Ｏ含量，说明过滤系统能将部分悬浮的氟硅酸
钠颗粒过滤在磷石膏滤饼表面，降低了返回萃取槽

的Ｎａ２Ｏ含量。
（３）三洗水中 Ｈ２ＳｉＦ６的浓度明显低于二洗水

中Ｈ２ＳｉＦ６浓度，说明除了将氟硅酸钠母废水中的
Ｈ２ＳｉＦ６带入系统外，同时也洗涤出磷石膏中夹带
的Ｈ２ＳｉＦ６，可降低磷石膏中的氟含量。
４１４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回用效果分析

（１）氟硅酸钠废水作为磷酸萃取过滤三洗水，能
有效回收废水中的Ｈ＋、ＳＯ２－４ 离子，降低硫酸消耗。

（２）部分Ｎａ２Ｏ会被磷石膏带走，减少由于磷
酸中Ｎａ２Ｏ含量高对设备管道结垢的影响。

（３）氟硅酸钠生产废水可以用于萃取磷酸装
置，由此可节省氟硅酸钠废水的处理费用。

４２　脱盐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资源化技术
４２１　脱盐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传统处理
方法

硫酸生产脱盐水制备使用的阴、阳离子交换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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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失效后，恢复功能所需的再生剂分别为ＮａＯＨ溶
液和 ＨＣｌ溶液，树脂再生过程中产生的含 ＨＣｌ的
酸性废水和含ＮａＯＨ的碱性废水采用的传统处理方
法是直接中和处理后排放。这种处理方法的缺点是

废水中的酸、碱不但无法回收利用，处理后的废水

因含氯离子而只能直接外排。

４２２　脱盐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资源化技术
（１）废水资源化技术
用Ｈ２ＳＯ４溶液取代 ＨＣｌ溶液再生阳离子树脂

后，酸性废水、碱性废水的水质成分能满足回用要

求，其水质成分分别见表５、表６。
表５　酸性废水水质成分

时间
ＳＯ２－４ ／
（μｇ／Ｌ）

氟／
（μｇ／Ｌ）

Ｈ＋／
（ｍｍｏｌ／Ｌ）

悬浮物

（ＦＴＵ）
Ｎａ２Ｏ／
（ｍｍｏｌ／Ｌ）

Ｃｌ－／
（ｍｇ／Ｌ）

密度／
（ｇ／Ｌ）

２０１１－８－３ ３５９５１６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１４３０ ０４４ ５６６ １０２７

表６　碱性废水水质成分

时间
Ｎａ＋／
（ｍｇ／Ｌ）

ＳｉＯ２／
（μｇ／Ｌ）

硬度／
（ｍｍｏｌ／Ｌ）

Ｃｌ－／
（ｍｇ／Ｌ）

铁（Ｆｅ２Ｏ３）／
（ｍｇ／Ｌ）

２０１１－８－３ １２０７０ １７４０００ ０１８ ９６４０８ ３２

通过对公司范围内的装置所用生产原料、工

艺、技术指标进行逐一分析、比较、筛选，确认氟

硅酸钠装置最有条件回收利用含 ＮａＯＨ的碱性废
水，磷酸萃取装置过滤工序最有条件回收利用含硫

酸的酸性废水。

４２３　脱盐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回用效果
分析

废水回用两个多月以来，没有发现对氟硅酸钠

生产、磷酸过滤工序的控制指标及产品指标产生不

良影响。相反地，由于回收了溶液中的钠离子和硫

酸，既可降低氟硅酸钠生产所用原料硫酸钠的消耗

和磷酸萃取工序的硫酸消耗，又减少了碱性水、酸

性水的处理工序。

４３　处理后的废水分级回用技术
由于经中和处理后的废水硬度较高，直接回用到

公司的供水系统，对脱盐水的处理影响较大。公司采

用了废水分级回用技术：将两个高位水池连通管切

断，分功能使用：１＃高位水池专用于贮存滇池原水，
主要作为锅炉脱盐水的原水储池；２＃高位水池贮存滇
池水和处理后的回用废水，作为生产装置的工艺给

水；１＃、２＃高位水池须分级利用，１＃高位水池的水能
补充到２＃高位水池作为生产用水，而２＃高位水池的水
绝不能进入１＃高位水池。通过废水的分级回用技术，
消除了废水回用对公司供水系统的影响。

４４　废水的梯级利用技术
４４１　硫酸装置酸性废水的梯级利用技术

硫酸装置区域内未回收的酸性废水有尾吸工序

产生的地坪冲洗水和硫磺喷淋产生的废水。

废水梯级利用技术路线：酸度较低的尾吸工序

产生的地坪冲洗水、硫磺喷淋产生的酸性水，回用

至干燥、吸收循环槽作为补充水进行梯级利用。

４４２　硫酸装置锅炉排污水、循环水冷却系统排
污水、洗澡水的梯级利用技术

硫酸装置锅炉排污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属

清净下水，洗澡水量约３ｍ３／ｈ，量少，这些废水由
于含盐类及钙、镁离子，不能回用到硫酸装置，只

能在公司区域内筛选适合使用这些废水的装置。

经过分析、筛选，选择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的

１４万ｔ／ａ磷矿石风扫磨装置、７０万ｔ／ａ磷矿湿磨装
置、三环中化美盛化肥有限公司６０万 ｔ／ａ磷酸二
铵装置等３套装置来使用硫酸装置锅炉排污水、循
环冷却系统排污水、洗澡水。这３套装置的用水主
要为设备冷却水、矿浆生产用水、废气洗涤用水、

地坪冲洗水，而硫酸装置排放的清净下水水质满足

这些装置的用水需求。装置的排水及用水水量统计

见表７。
表７　排水及用水水量统计表 （ｍ３／ｈ）

序号 排水装置 排水量 用水装置 用水量

１ 硫酸循环冷却水系统 ７９ 磷矿石风扫磨装置 ２５
２ 硫酸锅炉排污水 １５ 磷矿湿磨装置 ５１
３ 硫酸排放的洗澡水 ３ 三环中化美盛 １６
合计 ９７ ９２

从表７可知，排水装置的排水量能满足用水装
置的使用水量。

公司新建收集水池和供水水泵，将收集后的废

水利用原有供水管网送到用水装置进行梯级利用。

４４３　磷酸生产废水的梯级利用技术
磷酸生产产生的污水主要有：萃取闪蒸冷却器

真空泵密封水；磷酸浓缩轴流泵密封水。

磷酸装置用水节点较多，主要为：磷酸装置浊

循环水系统补充水量约１５０ｍ３／ｈ；清净循环水系统
补充工艺水约３０ｍ３／ｈ；磷酸浓缩装置氟吸收系统
补充工艺水４５ｍ３／ｈ；磷酸萃取装置废气洗涤补充
工艺用水约４０ｍ３／ｈ。

磷酸废水梯级利用的技术路线如下：

（１）磷酸萃取闪蒸冷却器真空泵密封排水作
为清净循环水系统的补充水。

（２）磷酸浓缩轴流泵密封排水作为磷酸生产
浊循环水系统的补充水。

（３）磷酸生产浊循环水中含有平均浓度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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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５ｍｇ／Ｌ的氟化物，氟化物在循环水的冷却过程
中极易挥发到大气环境中，氟化物的挥发量与氟化

物的浓度成正比例关系。为降低浊循环水系统的氟

化物，采取如下废水梯级利用技术措施：补充清净

水，置换部分浊循环水，将置换出的浊循环水回用

至磷酸浓缩装置、磷酸萃取装置作为氟吸收系统的

补充水。

４５　生活污水跨行业回收利用技术
２０１０年５月，公司实施了经过优化后的 《云

磷小区生活污水回收处理方案》，首先对生活区的

排水沟进行整治，清除沟内的垃圾和淤泥，对排污

沟扩容、混凝土浇灌，确保雨季时污水不外流。其

次，为了使污水收集不影响生活水源，在污水汇集

点新建污水收集池，对污水收集池进行防腐、防渗

处理，提高污水收集池的防渗等级，杜绝污水收集

池的泄漏和渗漏。第三，针对生活污水中污染物的

种类和含量，将已闲置的氟硅酸钠污水处理装置进

行适当改造后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实

现跨行业回用到生产供水系统。这样不仅解决直接

回用生活污水对生产环境、生产装置和生产供水系

统的影响，还解决了在污水汇集点建设污水处理装

置的难题。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改造完成并
投入试运行，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水质见表８。

表８　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水质分析 （ｍｇ／Ｌ）

项目
ｐＨ／

无量纲
ｐ ＣＯＤ ＳＳ ＮＨ３－Ｎ 执行标准

取样分析次数 ２３ ２３ １９ ２０ ２３

最高 ９２６ ２８３１６８５６ １９２ ３４４

最低 ７４７ ０１６ １９５６ ６ １２３８

达标率／％ ９６０ ４３５ ３１６ ２５０ ０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中

的一级Ａ标准

从分析数据可以看出，经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不

能完全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中的一级 Ａ标准，不能向螳螂川
排放。公司将这部分水回用到生产上作为工艺用水

（除锅炉脱盐水的原水外）。

表９　废水回用产生效益统计

序号 废水零外排技术名称
回用产生的效益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ａ）

１
氟硅酸钠生产废水资源

化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５７６万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２３０４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氟化物 ４８ｔ／ａ 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６９１２
悬浮物 ５５３ｔ／ａ 减少硫酸消耗成本 ５６０
氯离子 ７９４６４２ｔ／ａ 节约排污费 １６４

２
脱盐水阴、阳离子树脂

再生废水资源化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１７７万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７０８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化学耗氧量 ４８ｔ／ａ 减少硫酸消耗成本 １１５
氯离子 １２６８ｔ／ａ 减少硫酸钠消耗成本 ３１９５
悬浮物 ２４７８ｔ／ａ 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２５
  节约排污费 ０７７

３
硫酸装置余热锅炉排放

污水梯级利用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７７６万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３１０４

４
硫酸装置酸性废水的梯

级利用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２４万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０９６
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２８８

５
磷酸生产废水的梯级利

用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５１．４８万ｔ／ａ 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６１７７６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氟化物 １１９７ｔ／ａ 节约排污费 ７２４
总磷 １５８５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２０５９２
悬浮物 ６４４３ｔ／ａ  

６
云磷社区生活废水跨行

业回用技术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５２５６万ｔ／ａ 节约取水费用 ２１０２４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总磷 １０２ｔ／ａ
化学耗氧量 ６８４２ｔ／ａ
悬浮物 ８４１ｔ／ａ
氨氮 １２９６ｔ／ａ

节约排污费 １２３

７ 合计

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滇池水取水量 ２５９３４万ｔ／ａ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总磷 １６８７ｔ／ａ
氟化物 １６７７ｔ／ａ

化学耗氧量 ７３２２ｔ／ａ
悬浮物 ２２８６１ｔ／ａ
氨氮 １２９６ｔ／ａ
氯离子 ７９５９１ｔ／ａ

产生经济效益 ２０９１９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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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收利用生活废水至今已有近３ａ时间了，
未发现影响生产装置和产品指标的情况。

５　生产生活废水零外排技术效益分析
公司全面实施生产生活废水回用技术后，减少

废水排放量２５９３４万ｔ／ａ，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分
别为：总磷１６８７ｔ／ａ，氟化物１６７７ｔ／ａ，化学需氧
量 ７３２２ｔ／ａ，悬浮物 ２２８６１ｔ／ａ，氨氮 １２９６ｔ／ａ，
氯离子７９５９１ｔ／ａ；减少了滇池取水量 ２５９３４万
ｔ／ａ，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效益；节约取水费用、生
产成本费用、排污费用共计２０９１９０万元／ａ，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废水零外排技术产生的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见表９。
６　结束语

公司采用了废水资源化、分级、梯级利用、生

活废水跨行业回用技术后，取得了生产生活废水零

外排的成效。但面对云南多年干旱、水资源短缺严

重的形势，回收外排废气中的热量和水分，综合利

用热能、减少生产水用量是公司的下一个研究目

标。我们将结合实际废气排放情况，开发外排废气

热量、水分回用技术，最终达到消除排气筒冒白烟

的现象，减少热能排放，保护水资源和大气环境资

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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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伴生铜矿选矿与湿法

冶炼中废水零排放探讨

苏跃龙

（云龙县环境监测站，云南 云龙 ６７２７００）

摘　要：选择了一个实体企业，经过对其不同废水的性质进行分析，分别选取工艺技术成熟的化学中
和沉淀法、ＰＦＳ（聚硫酸铁）混凝沉降法和 ＭＢＲ膜处理法对该企业的废水进行处理实验，确保经处理后
废水能满足不同生产环节用水水质的要求，并在该企业进行了生产性探讨实验，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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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矿是有色金属矿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有色金
属矿常以多金属矿伴生为主，在自然界中很少有单

一的矿种存在，对多金属伴生矿的开发利用是国家

鼓励建设的项目。多金属伴生矿的开发利用带来的

突出环境问题是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与其他有

机化合物的污染不同。不少有机化合物可以通过自

然界本身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净化，使有害性

降低或解除。而重金属污染具有富集性，很难在环

境中降解。如随废水排出的重金属，即使浓度小，

也可在藻类和底泥中积累，被鱼和贝类体表吸附，

产生食物链浓缩，从而造成公害。水体中金属有利

或有害不仅取决于金属的种类、理化性质，而且还

取决于金属的浓度及存在的价态和形态，即使有益

的金属元素浓度超过某一数值也会有剧烈的毒性，

使动植物中毒，甚至死亡。金属有机化合物 （如

有机汞、有机铅、有机砷、有机锡等）比相应的

金属无机化合物毒性要强得多；可溶态的金属又比

颗粒态金属的毒性要大；六价铬比三价铬毒性要大

等等。重金属污染目前已相当严重，其对环境和生

物的危害极大，同时易通过食物链富集，已经引起

了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目前在选矿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方面的研究已

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有传统的化学沉淀法、氧化还

原法、混凝沉降法［１］、吸附法生物法和膜处理法

等，经处理后的废水回用或达标排放。但处理后的

水质达不到各生产环节用水水质的要求和处理成本

高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导致设施停运或不正

常运行、达标排放含重金属污染水的富集造成的环

境重金属污染风险。要真正杜绝排放含重金属污染

物的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就得让企业实现零排放。

本文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体企业来研究多金属

伴生矿在采选冶中实现废水零排放的可能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

多功能搅拌装置；直读分析测试仪；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笔式高精度酸度计；分析天平；ＵＶ
－６１００ＰＣＳ分光光度计；ＭＢＲ膜等。
１２　主要药剂

聚合硫酸铁 （ＰＦＳ），工业级；硫酸，分析纯；
硫化钠，工业级。

１３　实验方法
（１）混凝沉降实验：取１０００ｍｌ选厂废水在多

功能搅拌器上进行混凝试验，加入 ＰＦＳ混凝剂，
以１００ｒ／ｍｉｎ搅拌 ５ｍｉｎ，静置 ３０ｍｉｎ，取上层沉清
液测其ＳＳ、ＣＯＤＣｒ值和重金属离子含量。

（２）膜处理实验：取经选矿废水混凝沉降后
的上层沉清液 ５０００ｍｌ，采取外压式用 ＭＢＲ膜处
理，取膜处理后废水测其ＳＳ、ＣＯＤＣｒ值和重金属离
子含量；５０００ｍｌ生活废水，静置３０ｍｉｎ，取上层澄
清液，经缺氧和外压式用 ＭＢＲ膜处理，取处理后
的废水测其 ＳＳ、ＣＯＤＣｒ、ＮＨ３－Ｎ、ＢＯＤ５、ｐＨ和
ＴＰ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废水成分

矿山废水主要有矿井涌水和剥采区雨季的地表

径流，化学成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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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矿山废水成分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Ｃｕ Ｐｂ Ｚｎ Ｃｄ Ａｇ
５５ １７８ ０８９ ０５１ － －

电积铜生产区堆浸场的雨水直接进入电积铜车

间的封闭循环系统不外排，废水主要来源于洗板和

地板冲洗水以及道路区雨水，化学成分见表２。
表２　电积铜车间废水成分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ＳＳ ＣＯＤ Ｚｎ Ｃｄ Ｐｂ Ｃｕ
４５ ６７ １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３６ ２２３

选矿区废水主要是选矿废水、地板冲洗水和道

路区雨水，化学成分见表３。
表３　选矿废水成分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ＳＳ ＣＯＤ Ｚｎ Ｃｄ Ｐｂ Ｃｕ
１１２８ ８５６ １５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６ １６４

生活区废水主要是沐浴、洗衣、卫生间、食堂

和道路区雨水，化学成分见表４。
表４　生活废水成分 （ｍｇ／Ｌ）

ｐＨ／

无量纲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ＳＳ ＮＨ３－Ｎ

粪大肠菌群／

（个／Ｌ）

７３１ ３３０ １６５ ８５ ３４ ３５００

化验废水主要是分析过程中产生废液和器皿洗

涤水，化学成分见表５。
表５　化验废水成分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ＳＳ ＣＯＤ Ｚｎ Ｃｄ Ｐｂ Ｃｕ
７５ １５６ 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６ １８４

２２　混凝沉降实验结果
经混凝沉降的选矿废水可用于湿料磨的磨矿用

水，结果见表６。
表６　选矿废水用ＰＦＳ处理结果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Ｃｕ Ｐｂ Ｚｎ Ｃｄ ＳＳ ＣＯＤＣｒ
１１０２ ０９４ ０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１５６ ８５

２３　选矿废水混凝沉降后膜处理结果
经处理后的选矿废水年均可达到工业用水质标

准，可用于选矿车间任何环节用水，结果见表７。
表７　选矿废水用ＰＦＳ混凝沉降和膜处理后的水质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Ｃｕ Ｐｂ Ｚｎ Ｃｄ ＳＳ ＣＯＤＣｒ

１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４５ １７５

２４　生活废水处理结果
经膜处理后生活废水达 ＧＢ／Ｔ１９９２３—２００５工

业用水水质标准要求，可用于选矿和阴积铜生产用

水，结果见表８。

表８　生活废水处理结果 （ｍｇ／Ｌ）

ｐＨ／无量纲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ＳＳ ＮＨ３－Ｎ粪大肠菌群／（个／Ｌ）

７４２ ５０ ８４ ２５ １５ １６００

２５　废水循环结果
银铜矿地理坐标Ｅ９９°２０′３６″，Ｎ２６°１０′２６″，位于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境内。已探明的以铜铅

为主的多金属矿石储量为５８３２万ｔ，其中金属量：Ａｇ
５６００ｔ、Ｃｕ６９０４００ｔ、Ｐｂ１０１００８ｔ、Ｚｎ５４００ｔ，设计服务年
限３０ａ。该企业现在拥有年产３０００ｔＣｕ的阴积铜生产
线和处理３０００ｔ原矿的选矿生产线，矿山开采为剥采
硐采的方式，有６００名员工。该企业的废水由采矿区
的雨水和矿井涌水、电积厂的冲洗和地面雨水、选矿

废水和地面雨水、化验室废水和生活废水等组成。

根据实验的结果，首先在银铜矿实施了雨污分

流工程，以减小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负荷。再依据

各生产环节中不同用水水质的要求，采取不同的处

理措施确保不影响回收率和产品质量。尾矿废水采

取用ＰＦＳ混凝和尾矿库沉淀后直接回用和用 ＭＢＲ
膜处理技术处理后在选矿车间回用；矿山涌水和雨

水收集沉淀后用于矿山洒水降尘和进入湿料磨进行

回用；化验室和电积铜车间冲洗水收集中和后在选

矿车间回用；生活废水收集后经 ＭＢＲ膜处理系统
处理用于电积铜车间的补充用水和绿化用水，最终

实现了所有废水的零排放。

３　结论
（１）实验和具体实践的结果表明，在多金属

矿采选和湿法提炼中对废水进行分类收集，性质不

同的废水采取不同的处理工艺，根据用水量和水质

要求来建废水处理设施的规模和处理深度是降低处

理成本实现废水零排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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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应用结果，ＰＦＳ的用量与 ｐＨ值的变
化对重金属和有机药剂的去除率都有影响，ＰＦＳ用
量在４０ｍｇ／Ｌ左右［２］，ｐＨ值在１１左右，重金属和
有机药剂的去除效果最佳。

（３）废水处理应选择工艺成熟、处理成本
低的先进工艺或成套设备。该研究选用的膜处

理和 ＰＦＳ混凝沉降处理等都是比较成熟的工艺，
处理１ｍ３水成本约为人民币 ０３５元左右。在缺
水地区或水费较高地区能为企业带来较好的

效益。

（４）证明多金属伴生铜矿在开采提炼过程
中，只要严格按 “三同时”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在运行中加强管理，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是可

以把重金属污染降低到区域流域环境可以接受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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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省级划分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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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临沧市入河排污口监测成果，评价分析临沧市省级划分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的分布及超
标情况，计算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等超标污染负荷，分析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水质的影响，提出对入河

排污口的监督管理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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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临沧市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导致水资源
开发利用、水资源短缺与水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水

环境受到污染，对传统的农业用水、养殖业用水都产

生严重的影响，部分地区因为水污染对用水产生影响

而出现水事纠纷。通过监测分析，超标工业废污水的

排放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实施入河排污口

监督管理，是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促进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对入河排污口核实、监测、

评价是计算水功能区纳污能力、限制和削减入河排污

总量、实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工

作，对解决水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１　水功能区划分
临沧市地处西南山区，河流属于怒江水系、澜

沧江水系，主要河流有南汀河、南捧河、永康河、

小黑江、罗闸河、勐勐河、南滚河及澜沧江。根据

云南省水利厅发布的 《云南省水功能区划》（２００４
年），临沧市省级划分一级水功能区 １５个，其中
保护区４个，保留区８个，开发利用区３个；开发
利用区划分二级水功能区３个［１］。临沧市省级划分

水功能区详见表１。
表１　临沧市省级划分水功能区

分区 水功能区名 水系 河流 河段 起 止 河长／ｋｍ

一级区

永康河永德保留区 怒江 永康河 全河 源头 孟波罗河口 ６５９
南汀河源头水保护区 怒江 南汀河 临沧段 源头 博尚水库坝址 ７６
南汀河临沧开发利用区 怒江 南汀河 临沧段 博尚水库坝址 大文水文站 ３２６
南汀河临沧－耿马保留区 怒江 南汀河 临沧－耿马段 大文水文站 出境口 ２３２７
南捧河镇康－耿马保留区 怒江 南捧河 全河 源头 入南汀河 １３７
南滚河沧源保护区 怒江 南滚河 全河 源头 出境口 ６２１
澜沧江兰坪－景洪保留区 澜沧江 澜沧江 兰坪－景洪段 兰坪兔峨 景洪曼栋厂 ６４５１
罗闸河昌宁－云县保留区 澜沧江 顺甸河 昌宁－云县段 昌宁红木寨 云县水磨 ９９９
罗闸河云县开发利用区 澜沧江 罗闸河 云县段 云县水磨 云县丫口村 ６８
罗闸河云县保留区 澜沧江 罗闸河 云县段 云县丫口村 入澜沧江 ４１４
小黑江源头水保护区 澜沧江 小黑江 耿马段 源头 耿马煤厂 ２３４
小黑江耿马－双江保留区 澜沧江 小黑江 耿马－双江段 耿马煤厂 入澜沧江 １４７０
勐勐河源头水保护区 澜沧江 勐勐河 临沧－双江段 源头 甸头水文站 ５３０
勐勐河双江开发利用区 澜沧江 勐勐河 双江段 甸头水文站 南宋 １６０
勐勐河双江保留区 澜沧江 勐勐河 双江段 南宋 入小黑江口 １２０

二级区

南汀河临沧农业工业用水区 怒江 南汀河 临沧段 博尚水库坝址 大文水文站 ３２６

罗闸河云县农业工业用水区 澜沧江 罗闸河 云县段 云县水磨 云县丫口村 ６８

勐勐河双江农业工业用水区 澜沧江 勐勐河 双江段 甸头水文站 南宋 １６０

２　入河排污口分布
２１　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分布

根据临沧市水利普查数据，监测规模以上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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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排污口３７个，其中保留区２５个，占入河排污口
数的６７６％；开发利用区１１个，占入河排污口数
的２９７％；保护区１个。
２２　河流入河排污口分布

所监测的３７个入河排污口，分布于７条主要
河流 （含支流）上，排污口最多的是南汀河，排

污口数为１０个，占入河排污口数的２７０％；其次
是南捧河，入河排污口数 ７个，占 １８９％；小黑
江、勐勐河入河排污口均 ５个，各占 １３５％；罗
闸河、永康河入河排污口 ４个，各占 １０８％；最
少的为澜沧江，入河排污口数２个。
３　入河排污口评价
３１　评价标准及方法

采用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中的一级标准限值，对排污口的污染物进行评价；

评价方法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即有一项监测值超过

标准限值的排污口即为超标排污口。

３２　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评价
通过对３７个入河排污口的评价，达标排污口

９个，仅占监测入河排污口的２４４％；超标排污口
有２８个，超标率为 ７５６％，超标排放污水量为
３４８５７万ｔ／ａ，占总排放污水量的４０６％。主要超
标项目有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氨氮，其中ＣＯＤＣｒ超标的
排污口有２０个，ＢＯＤ５超标的排污口有２２个，氨
氮超标的排污口有１３个；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氨氮同
时超标的排污口有１２个。在２８个超标排污口中，
开发利用区１１个，保留区１６个，保护区１个，二
级水功能区１１个。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评价详见
表２。

表２　临沧市省级划分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评价

一级水

功能区

监测排污

口数／个

超标排污

口数／个

超标率

／％

单项超标排污口个数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氨氮

超标污水量

／（万ｔ／ａ）

开发利用区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９ １０ ７ １３９３２

保留区 ２５ １６ ６４ １０ １１ ５ ２０８６２

保护区 １ １ １００ １ １ １ ６３１

合计 ３７ ２８ ７６ ２０ ２２ １３ ３４８５７

３３　河流入河排污口评价
超标排污口最多的河流是南汀河，超标排污口

７个，占超标排污口总数的 ２５０％；其次是小黑
江，超标排污口 ５个，占超标排污口总数的
１７９％；罗闸河、永康河、南捧河、勐勐河超标排
污口均为４个，各占１４３％；河流入河排污口评
价详见表３。

表３　临沧市主要河流 （含支流）入河排污口评价

河流
监测排污

口数／个

超标排污

口数／个

超标率

／％

单项超标排污口个数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氨氮

超标污水量

／（万ｔ／ａ）

南汀河 １０ ７ ７０ ５ ５ ５ ９８３９

罗闸河 ４ ４ １００ ２ ４ ２ ６５９９

永康河 ４ ４ １００ ３ ３ １ ３４８３

南捧河 ７ ４ ５７ ２ ２ １ ６７７５

小黑江 ５ ５ １００ ４ ５ ２ ３０９９

勐勐河 ５ ４ ８０ ４ ３ ２ ５０６２

澜沧江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３７ ２８ ７６ ２０ ２２ １３ ３４８５７

４　入河排污口等标污染负荷
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排污

口的污染程度。等标污染负荷计算公式：

Ｐｉ＝Ｑｉ×
Ｃｉ
Ｃｏｉ

式中：Ｐｉ为某污染物的等标污染负荷 （ｔ／ａ），
Ｑｉ为含某污染物的废污水量 （ｔ／ａ），Ｃｉ为某污染
物的实测浓度 （ｍｇ／Ｌ），Ｃｏｉ为某污染物的标准限
值 （ＣＯＤＣｒ１００ｍｇ／Ｌ、ＢＯＤ５３０ｍｇ／Ｌ、氨氮 １５ｍｇ／
Ｌ）。

通过计算，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等标污染负荷

为４０１１９６ｔ／ａ，其中开发利用区２４８２１７ｔ／ａ，保
留区１５１９９１ｔ／ａ，保护区９８８ｔ／ａ；主要污染物等
标污染负荷ＣＯＤＣｒ、ＢＯＤ５、氨氮分别为３３２４０６ｔ／
ａ、３１０２ｔ／ａ、４０１１９６ｔ／ａ。通过等标污染符合计
算分析，入河排污口是水功能区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的主要污染源；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等标污染负荷

详见表４。

表４　临沧市省级划分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等标污染负荷

水功能区
排污口

个数／个

废污水入河

量／（万ｔ／ａ）

　　　　主要污染物入河量／（ｔ／ａ）　　　　　 　　　　　等标污染负荷／（ｔ／ａ）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氨氮 合计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氨氮 合计

开发利用区 １１ １３９３２ ４６０７２ １４６０２ ２６３０ ６３３０４ １９９８２７ ４３８３１ ４５５９ ２４８２１７

保留区 ２５ ７１８３４ ３６４６７ ９９４１ １８６５ ４８２７２ １３２０８５ １８８１６ １０９１ １５１９９１

保护区 １ ６３１ １７７ １１９８ １９０ ３１５ ４９４ ４５５ ３８ ９８８

合计 ３７ ８５８２８ ８２７１５ ２４６６２ ４５１４ １１１８９１ ３３２４０６ ６３１０２ ５６８８ ４０１１９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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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水质影响分析
影响水功能区水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本底

值、水量、点源污染、面源污染、水体自净能力

等［２］。对水功能区和排污口的监测资料分析后得

知，入河排污口污染物负荷量对水功能区水质有着

重要的影响。污染负荷量大，水量小，自净能力弱

的河流，其污染也较为严重。

根据常年监测成果，南汀河、永康河、小黑

江、勐勐河多年平均水质为Ⅲ～Ⅳ类，南捧河多年
平均水质为Ⅳ类，罗闸河多年平均水质为Ⅱ ～Ⅲ
类，澜沧江多年平均水质为Ⅱ类。罗闸河、澜沧江
多年平均水质达水功能区要求。对于水量小、污染

物排放比较严重的河流，要想达到水功能区划的要

求，必须对排入水功能区的污染物总量进行削减和

控制。主要河流污染负荷与多年平均水质类别见

表５。

表５　临沧市主要河流污染负荷与多年平均水质类别

河流
废污水入河量

／（万ｔ／ａ）

　　　　主要污染物入河量／（ｔ／ａ）　　　　 　　　　　等标污染负荷／（ｔ／ａ）　　　　

氨氮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合计 氨氮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合计
水质类别

南汀河 １４９９２ ８９９ ７１６１ ４２５９ １２３２０ ５３９ ５１２９ ６０４７ １１７１４ Ⅲ～Ⅳ

永康河 ３４８３ ２５９ ７９９６ ２１６０ １０４１６ １１２ １５９８６ ３８８９ １９９８７ Ⅲ～Ⅳ

南捧河 ５０２８９ ２９９ １５８４３ ４４０８ ２０５５０ ８５ ３５８５６ ９２５２ ４５１９４ Ⅳ

罗闸河 ６５９９ １３９８ ３３９９０ ８９３２ ４４３２０ ３２５６ ２８８８３１ ６６４８９ ３５８５７７ Ⅱ～Ⅲ

小黑江 ３０９９ ８６８ ７１５５ １４６４ ９４８６ １００４ １０２３９ １４２８ １２６７０ Ⅲ～Ⅳ

勐勐河 ６７６５ ７８８ １０３６１ ３３３４ １４４８４ ８２９ ２１４７２ ７４１１ ２９７１１ Ⅲ～Ⅳ

澜沧江 ６０１ ０２８ ２０８ １０５ ３１６ ０００ ２２ １８ ４０ Ⅱ

合计 ８５８２８ ４５１４ ８２７１５ ２４６６２ １１１８９１ ２１９２６９ ３５５８２２ ６８６９８２ １２６２０７３

６　入河排污管理措施及建议
（１）加强入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监测、设

置论证。全面贯彻落实水利部 《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办法》，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入河排污

口进行统一登记和管理；在水功能区内设置入河排

污口，应进行排污口论证报告的编制，分析入河排

污口对水功能区、水生态环境和第三者权益的影

响；加强对现有排污口的监测工作，定期对入河排

污口的排污量、污染物排放浓度进行监测，为入河

排污口的有效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２）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相互合作
的工作机制。实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是保护水资

源、改善水环境、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

施，应与水功能区的监督和管理、水域纳污能力和

限制排污总量的核定密切配合，与取水许可制度、

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制度密切配合，逐步完善入河

排污管理体系和机制，从污染源头保护水资源

环境。

（３）严格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浓度控
制。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是实施水污染控制的两种

主要途径。按照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案，

对水功能区内的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污总量控制，实

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禁止无证和超总量排污，逐步

削减污染物排放量，达到水功能区划要求，改善水

环境质量。但是仅实行总量控制而不对污染源排放

浓度作出规定，又会导致高浓度集中排放而引起突

发性污染事故或局部生态系统的破坏。因此建议对

全市入河排污口采用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的

水污染控制方法。

（４）加强对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受多方面因
素制约，目前临沧市水功能区水质监测站网密度不

达标，有些水功能区尚处于检测空白区。因此应进

一步加强水质站网建设，建立自动、动态水质监测

系统，及时准确掌握全市水功能区水质状态，为水

污染治理、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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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市地表水水质评价与防治策略

刘正朋

（新泰市环境保护局，山东 新泰 ２７１２００）

摘　要：新泰市地表水环境承载着城区供水、容纳排污、农田灌溉，其由柴汶河流域、金斗山水库、
光明水库、东周水库水组成；依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监测数据，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单因子类别法评价了
柴汶河流域以及三个水源地的水质；水质评价内容包括：污染物浓度平均值、水污染因子分担率、污染指

数、水库富营养化程度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地表水环境防治策略。

关键词：地表水；水质评价；防治策略；新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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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汶河新泰段及其支流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中的Ⅴ类标准，但是新汶矿业集团等重
点污染源分布于柴汶河流域，企事业单位的排污超

过了河流的净化能力，某些企业违法设置排污口，

导致了柴汶河水质在某些时段不达标。新泰金斗水

库、光明水库承担着为青云城区和新汶城区供水，

东周水库为备用水源，水源地水质执行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中的ＩＩＩ类标准；但是水源地附近某些库区村
庄未实施搬迁，部分违法违规建设的企业和养殖场

偷排污水。通过动态地评价地表水水质的变化趋

势，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决策、群众宜居等

提供重要的参考。

１　柴汶河新泰段功能区水质评价
河流水质评价通过计算污染分担率确定评价指

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及污染分担率来计算和评价

各水域 （或河流）间的污染程度大小和污染年际

变化 （污染指数计算，采用第Ⅲ类标准值）［１～２］。
断面水污染综合指数表达式 （１）与污染分担率表
达式 （２）如下［３～４］：

Ｐｊ＝∑
ｎ

ｉ＝１
Ｐｉｊ　Ｐｉｊ＝

Ｃｉｊ
Ｃｉｏ

（１）；

Ｋｉ＝
Ｐｉｊ
Ｐｊ
１００％ （２）；

式中：Ｐｊ－ｊ断面 （河流）水污染综合指数；

Ｐｉｊ－ｊ断面 （河流）ｉ项污染物的污染指数；Ｃｉｊ－ｊ
断面 （河流）ｉ项污染物的年平均值；Ｃｉｏ－ｉ项污
染物评价标准值；ｎ－参与评价污染物项数；Ｋｉ－

污染分担率；Ｋｉ－ｊ项因子的污染分担率。
为了准确监控地表水水质变化，新泰市环境监

测站在柴汶河新泰段设置了６个功能区断面监测点
位，其中沙坡大桥、平阳河入汶处、西周河入汶

处、谷里大桥、南宋大桥为泰安市环保局监控点，

翟良桥为新泰市环保局监控点，执行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中的Ⅴ类标准；采用公式 （１）与 （２）计算
了最近四年６个断面浓度年均值、污染指数、分担
率、总污染指数，见表１。

沙坡大桥位于新泰市备用水源地东周水库的上

游，断面水质较清洁，被监测的污染物浓度相对较

低，污染物分担率居前四位的分别是 ＣＯＤ、ＢＯＤ、
氟化物、ｐＨ，总污染指数为１６６。

柴汶河两岸分布着大量的化工、建材、机械、

热电等排污行业，监测断面受企业排污影响较严

重，污染物排放的速率、浓度、排放量超过了水体

的自净能力，污染物浓度较高；污染物分担率居前

四位的分别是 ＣＯＤ、高锰酸盐指数、氨氮、ＢＯＤ；
与沙坡大桥点位相比，其他５个断面污染指数分别
增长到３６左右。整体而言，新泰市地表水功能区
水质达到 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的Ⅴ类标准，最近四年
地表水水质趋于稳定，污染物的浓度与类别变化

不大。

２　柴汶河新泰段非功能区水质评价
新泰市环境监测站在柴汶河流域非水环境

功能区设置了岙阳河入汶处、光明河入汶处、

迈莱河入汶处 ３个监测点位，可以有效地监控
全市非水环境功能区地表水水质的变化；与功

能区相比，非功能区的污染因子与权重有较大

区别，污染物分担率居前四位的分别是 ＢＯＤ、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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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污染物浓度和
总污染指数也相对较低，最近 ４年地表水污染

物浓度、分担率、总污染指数变化不大，总污

染指数大约为２００左右，见表２。

表１　６个断面监测结果均值、污染指数、分担率、总污染指数

监测断面 类别 ＣＯＤ 氨氮 ｐＨ 总磷 ＢＯＤ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氟化物

粪大肠

菌群

高锰酸

盐指数
溶解氧

沙坡大桥

浓度平均值 １５９８ ０２１ ７４１ ００２ ２９０ — ０３８ ９２５０ ２９３ ９２４

污染指数 ０３９９４ ０１０３１ ０２０３８ ００４６９ ０２８９５ —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９５２ ０１６５０

分担率／％ ２４１３ ６２３ １２３１ ２８３ １７４９ — １５１０ ０１４ １１７９ ９９７

总污染指数 １６６

平阳河

入汶处

浓度平均值 ２８８５ ０９７ ７５４ ０１５ ４４２ ０１３ ０４６ ５６０００ ７６７ ８９６

污染指数 ０７２１３ ０４８６３ ０２７１３ ０３８１３ ０４４１５ ０４２８３ ０３０３３ ００１４０ ０５１１５ ０１１２５

分担率／％ １９６５ １３２５ ７３９ １０３８ １２０３ １１６７ ８２６ ０３８ １３９３ ３０６

总污染指数 ３６７

西周河

入汶处

浓度平均值 ３２７８ １１４ ７３９ ００７ ５１３ ０１１ ０４９ ８１４７５ １０５７ ８９２

污染指数 ０８１９４ ０５６８８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７９４ ０５１２８ ０３５３３ ０３２８３ ００２０４ ０７０４３ ００２０８

分担率／％ ２２１２ １５３６ ５３０ ４８４ １３８４ ９５４ ８８７ ０５５ １９０２ ０５６

总污染指数 ３７０

谷里大桥

浓度平均值 ３２６０ １１１ ７４２ ０１５ ４３４ ０１０ ０４７ ７２６８８ ９３２ ９１８

污染指数 ０８１５０ ０５５５０ ０２０８８ ０３８３８ ０４３３５ ０３３９２ ０３１５０ ００１８２ ０６２１５ ００１５６

分担率／％ ２１９９ １４９８ ５６３ １０３６ １１７０ ９１５ ８５０ ０４９ １６７７ ０４２

总污染指数 ３７１

南宋大桥

浓度平均值 ３０３０ １０１ ７４３ ０１２ ４４５ ０１０ ０４７ ８６３００ ９０１ ８９２

污染指数 ０７５７５ ０５０５０ ０２１５０ ０３１１９ ０４４４８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１５０ ００２１６ ０６００８ ００２１６

分担率／％ ２１４８ １４３２ ６１０ ８８４ １２６１ ９４５ ８９３ ０６１ １７０４ ０６１

总污染指数 ３５３

翟良桥

浓度平均值 ３０９０ １０９ ７４５ ０１３ ４７９ ０１０ ０４７ ７８６１７ ９５７ ８８９

污染指数 ０７７２５ ０５４３８ ０２２５０ ０３１４４ ０４７８５ ０３４２５ ０３１００ ００１９７ ０６３７７ ００２５１

分担率／％ ２１０５ １４８２ ６１３ ８５７ １３０４ ９３３ ８４５ ０５４ １７３８ ０６８

总污染指数 ３６７

执行标准 ４０ ２ ６～９ ０４ １０ ０３ １５ ４００００ １５ ＞２

表２　非功能区３个断面４年监测结果浓度均值、污染指数、分担率、总污染指数

监测点位 年度 ＣＯＤ 氨氮 ｐＨ 总磷 ＢＯＤ 硫化物 氟化物
粪大肠

菌群

高锰酸

盐指数
溶解氧

岙阳河

入汶处

浓度平均值 １６５５ ０２８ ７４７ ００８ ５１７ ００１ ０３７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７ １０４３

污染指数 ０４１３８ ０１４０９ ０２３６３ ０２０３８ ０５１７０ ００４４２ ０２４９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２０４５ ０１９２４

分担率／％ １８７６ ６３９ １０７１ ９２４ ２３４４ ２００ １１３０ ０１６ ９２７ ８７２

总污染指数 ２２１

光明河

入汶处

浓度平均值 １５２０ ０２５ ７３８ ００３ ４９５ ０００ ０５２ ９２５０ ３０２ １０３０

污染指数 ０３８００ ０１２３０ ０１８７５ ００８３８ ０４９４８ ００１３３ ０３４６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２０１３ ０１７３６

分担率／％ １８９４ ６１３ ９３５ ４１７ ２４６６ ０６６ １７２８ ０１２ １００４ ８６５

总污染指数 ２０１

迈莱河

入汶处

浓度平均值 １５００ ０２４ ７３０ ００３ ４９６ ００３ ０４２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５ １０３５

污染指数 ０３７５０ ０１２２１ ０１４８８ ００８６３ ０４９５８ ００９５０ ０２８２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２０３３ ０１８０７

分担率／％ １８８２ ６１３ ７４７ ４３３ ２４８９ ４７７ １４１９ ０１３ １０２１ ９０７

总污染指数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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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与富营养化分析
新泰城区主要水源地为金斗水库、光明水库、

东周水库，其中东周水库为山东省环保厅监控点

位，其他两个为市环保局监控点位。新泰市环境监

测站委托北京市理化中心每年对水源地水质进行１
次１０９项水质分析，检出项目纳入日常例行监测；
水源地水质的评价采用单因子类别法判定，水质若

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则该水源地为１００％超标。依
据最近４年新泰市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报告，新泰
市环境监测站所检测的３１个项目中检测出１４个项
目，所有检测项目均未超标，新泰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Ⅲ类水质标准要求［５］。采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监测数据评价了３个水源地水质的富营养化程度；
评价方法依据 《湖泊 （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

及分级技术规定》，评标指标：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
总磷 （ＴＰ）、总氮 （ＴＮ）、透明度 （ＳＤ）、高锰酸

盐指数 （ＣＯＤＭｎ）。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 （３）［６～７］：

ＴＬＩ（∑） ＝∑
ｍ

ｊ＝１
Ｗｊ·ＴＬＩ（ｊ） （３）

式中：ＴＥＩ（∑）—综合营养状态指数；Ｗｊ—
第ｊ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ＴＬＩ（ｊ）—
代表第ｊ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以ｃｈｌａ作为基准参数，则第ｊ种参数的归一化
的相关权重Ｗｊ计算公式 （４）：

Ｗｊ＝
ｒ２ｉｊ

∑
ｍ

ｊ＝１
ｒ２ｉｊ

（４）

式中：ｒｉｊ—第ｊ种参数与基准参数 ｃｈｌａ的相关
系数；ｍ—评价参数的个数。

湖泊 （水库）的 ｃｈｌａ与其它参数之间的相关
关系ｒｉｊ及ｒ

２
ｉｊ见表３；式中：叶绿素ａ单位为ｍｇ／ｍ

３，

透明度单位为ｍ，其它指标单位均为ｍｇ／Ｌ。

表３　营养状态计算公式、湖泊 （水库）部分参数与ｃｈｌａ的相关关系ｒｉｊ及ｒ２ｉｊ值

参数项目 Ｃｈｌａ／（ｍｇ／ｍ３） ＴＰ／（ｍｇ／Ｌ） ＴＮ／（ｍｇ／Ｌ） ＳＤ／ｍ ＣＯＤＭｎ／（ｍｇ／Ｌ）

ｒｉｊ １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８３

ｒ２ｉｊ １ ０７０５６ ０６７２４ ０６８８９ ０６８８９

营养状态计算公式
ＴＬＩ（ｃｈｌ） ＝１０
（２５＋１０８６ｌｎｃｈｌ）

ＴＬＩ（ＴＰ） ＝１０
（９４３６＋１６２４ｌｎＴＰ）

ＴＬＩ（ＴＮ） ＝１０
（５４５３＋１６９４ｌｎＴＮ）

ＴＬＩ（ＳＤ） ＝１０
（５１１８－１９４ｌｎＳＤ）

ＴＬＩ（ＣＯＤＭｎ） ＝１０
（０１０９＋２６６１ｌｎＣＯＤ）

　　依据表４中各评价指标参数，计算了东周水
库、金斗水库、光明水库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分

别是１５６０、１６６１、１７０５，属于贫营养状态，见
表５。

表４　评价指标参数

断面项目
Ｃｈｌａ／
（ｍｇ／ｍ３）

ＴＰ／
（ｍｇ／Ｌ）

ＴＮ／
（ｍｇ／Ｌ）

ＳＤ／
ｍ

ＣＯＤＭｎ／
（ｍｇ／Ｌ）

东周水库 ４７４７５ ００２２５ ０８８１２５ １３１ ３１５５

金斗水库 ５４０ ００３ ０９１ １３８ ２９６

光明水库 ５４８ ００３ ０８９ １３７ ３２５

表５　新泰三个水源地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断面项目
ＴＬＩ
（ｃｈｌ）

ＴＬＩ
（ＴＰ）

ＴＬＩ
（ＴＮ）

ＴＬＩ
（ＳＤ）

ＴＬＩ
（ＣＯＤＭｎ）

ＴＬＩ
（∑）

营养状

态等级

东周水库 １１１６ ７３２ １１４３ －１０１５ ６７０ １５６０贫营养

金斗水库 １１５３ ８３７ １１５６ －９９３ ６６２ １６６１贫营养

光明水库 １１５８ ８３７ １１４７ －９９６ ７１７ １７０５贫营养

４　地表水环境污染防治策略
新泰水环境水质整体上均达到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的相应标准，但是柴汶河水量季节变

化大，水体自净能力差，部分企业污水排放不达

标；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急剧增加、化肥滥用等

农业农村污染源大量出现，柴汶河流域水环境的水

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了促进地表水水质持

续改善，实现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双赢

的局面，应严格落实相应措施：

（１）强化监管重实效：根据地表水环境水质评
价，狠抓重点污染物排放治理；加大对企业环境执

法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建立

排污动态控制制度，确保排污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转。

（２）调整结构重根本：优化产业布局，鼓励重
点排污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为

经济发展置换水环境容量；严格环境准入制度，认

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制度。

（３）夯实能力重基础：加快推进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尽快建成覆盖全市的乡镇污水处理厂，完善

城乡污水收集管网；提高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

水平，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４）部门联动重机制：提高水环境容量，积极
与水利等部门合作，加强水库闸坝管理，协调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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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提高河流枯水季节自净能力；构建污染物

浓度超标预警、水质污染应急机制，保障水环境水

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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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东郊垃圾填埋场渗滤水水质污染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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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昆明东郊垃圾填埋场渗滤水水样进行采集分析，探讨了垃圾渗滤水水质污染现状及其
污染特性。结果表明，渗滤水原液及经初步处理后水池水质电导率、溶解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量、全

磷量、氟离子、氯离子均超标 （Ⅴ类）严重；ｐＨ值、浊度与叶绿素３项指标有不同程度偏高。垃圾渗滤
水含盐量高、还原性物质多、水质表观差。渗滤水经最终处理后有多项水质指标得到明显改善，但有些指

标 （如氟离子、氯离子、氨氮量）仍然较高，未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经综合评价分析，垃圾渗滤水原
液、经初步处理后的渗滤水及最终处理后的渗滤水，其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均远大于３０，属重度污染水
平，而当地水库的水质在清洁水平范畴，未受垃圾渗滤水污染。

关键词：垃圾填埋场；渗滤水；水质污染；综合污染指数；评析；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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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人口的增加，人们社
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产生和增长速度

都发展迅速［１］。生活垃圾不但污染环境，破坏城

市的景观，而且还传播流行性疾病，甚至直接威胁

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因此，如何解决城市垃圾的问

题已迫在眉睫，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应遵循 “无

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２］。城市生活垃

圾既是一种潜在的资源，但若处理不当，它无疑也

是严重的环境污染源，其关键环节是对垃圾渗滤水

的恰当处理。垃圾渗滤水中化学需氧量浓度高、氨

氮浓度高，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垃圾填埋场对环

境的影响主要是对周围土壤的影响及垃圾渗滤水对

地表水、地下水的潜在污染问题，所以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就是垃圾渗滤水污染的控制与垃圾填埋场

土壤的治理。由于垃圾渗滤水含有大量的氨氮、重

金属、无机盐及有机污染物，而且浓度很高、成分

复杂，已经成为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潜在污染源，如

果垃圾渗滤水得不到妥善处理，会穿透地表及地下

土层，对周边地下水体造成严重污染［３］。据德国

ＬＡＮＧ报道，距离填埋场４ｋｍ下游的地表水，水
质出现恶化；美国曾对１８５０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监
测，发现约有一半填埋场对其周围水体产生污染；

中国兰州东盆地雁滩水源地，就因垃圾渗滤液的污

染而废弃，西盆地马滩水源地部分水井报废［４］。

因此，本研究选择城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水的污染问

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１　样品采集与测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昆明市东郊垃圾填埋场位于昆明市官渡区阿

拉乡白水塘村，距昆明市城区 １８ｋｍ，是昆明市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投资建设的一座规范的垃圾卫

生填埋场，２００４年５月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后，划
归官渡区城市管理局管理。自２００１年５月 ｌ日投
入运行以来，按照设计确定用回喷处理工艺进行

垃圾渗滤液的处置，但是雨季期间回喷难以进

行，导致出现渗滤液收集池积满外溢的紧急情

况［５］。目前处理垃圾渗滤液的方法是将垃圾填埋

场产生的垃圾渗滤液收集到一个处于低位的蓄水

池中，用石灰等经过简单的消毒后，将垃圾渗滤

液抽到傍边山坡上预先挖好的大蓄水池中，依靠

自然挥发作用和土壤的渗滤作用处理垃圾渗滤

液。现在昆明东郊垃圾填埋场已经封场，但其渗

滤水仍受到继续监视和处理。

１２　样品采集
昆明市东郊垃圾堆场渗滤水处理厂共设有４个

水池，分别为渗滤水原液池 （Ⅰ区）、一级未过滤
水池 （Ⅱ区）、二级未过滤水池 （Ⅲ区）、处理后
渗滤水水池 （Ⅳ区） （图１），并把当地水库作为
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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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每个水池中随机采集４瓶水样，同时
在当地水库采集 ３瓶水样作为对照。贴好标签，
带回实验室，放在阴凉处，待测。但是，渗滤

水中 ｐＨ值、电导率、浊度、叶绿素、溶解氧
（ＤＯ）５个水质指标是利用 ＹＳＩ多参数水质仪现
场测定的。

１３　实验室测试分析
在实验室对水样及时进行测试处理。利用离子

色谱法测定水样中氟离子 （Ｆ－）、氯离子 （Ｃｌ－）、
硝酸根离子 （ＮＯ－３，以 Ｎ计）、硫酸根离子
（ＳＯ２－４ ）；利用微波消解化学容量法测定水样中化

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利用纳氏试剂比色法测定水
样中氨态氮 （ＮＨ３－Ｎ）；利用钼锑抗光度比色法
测定水样中总磷 （ＴＰ－Ｐ）［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渗滤水 ｐＨ值、电导率、浊度与叶绿素的
分析

在５个采样区域现场测定了水质 ｐＨ值、电导
率、浊度与叶绿素等指标，这些物理指标所表征的

意义各有不同。水体中正常的 ｐＨ值范围一般为６
～９，否则偏酸或偏碱，即酸污染或碱污染；电导
率是水体矿化度指标之一，也与水中无机酸、碱、

盐的量有一定关系，天然水的电导率多在 ５０～
５００μｓ／ｃｍ，矿化水可达 ５００～０００μｓ／ｃｍ，含酸、
碱、盐的废水往往超过１００００μｓ／ｃｍ［７］；浊度与叶
绿素指标是水体的表观特性，如遇洪水的地表径流

则浊度值较高，可达５００或１０００ＮＴＵ以上，轻者
亦为 １００～５００ＮＴＵ，一般较洁净的地面水多在
２０ＮＴＵ以下；而洁净透明的地面水通常叶绿素含
量极低，但受污染的水体或水中生长大量水草、有

大量浮游动植物的水体，其叶绿素含量较高。研究

区域这４项指标见表１。

表１　渗滤水ｐＨ值、电导率、浊度与叶绿素含量

采样区域 ｐＨ值 ｐＨ值均值
电导率／
（μｓ／ｃｍ）

电导率均值／
（μｓ／ｃｍ）

浊度／
ＮＴＵ

浊度均值／
ＮＴＵ

叶绿素／
（μｇ／Ｌ）

叶绿素均值／
（μｇ／Ｌ）

Ⅰ

８４４
８４５
８４６
８４６

８４５

１８８３７
１８９３３
１９０２９
１９１２２

１８９８０

８１１
８６８
９１３
９４３

８８４

６５９
７２０
７５９
７８１

７３０

Ⅱ

９１８
９１５
９１３
９１３

９１５

９５６６
９６３４
９７０６
９７６９

９６６９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４５６

Ⅲ

８７６
８７８
８８０
８８１

８７９

６６９６
６６９７
６６９８
６６９９

６６９８

１４８１
１４８１
１４９９
１４９９

１４９０

２６８８
２６２４
２６０７
２６００

２６３０

Ⅳ

８８０
８７９
８７８
８７８

８７９

１８７８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４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

１６
１１
０９
０７

１１

１０
１２
０９
０５

０９

Ⅴ

８８５

８７５

８８０

８８０

２９６

３４１

２８５

３０７

８１

１０４

１７７

１２１

４３０

５３１

８０３

５８８

　　由表１可见，垃圾渗滤水原液 （Ⅰ区）以及暂时
贮存经初步处理的渗滤水 （Ⅱ区、Ⅲ区），这４项水

质指标均较差，尤其电导率这一指标，原液中电导

率超过了 １８０００μｓ／ｃｍ，经初步处理后电导率在

—６０１—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第３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１００００μｓ／ｃｍ以下，经最终处理后电导率在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μｓ／ｃｍ，仍然较高。其余３项指标表明渗滤水也
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当地水库的水质正常，从这４
项指标来看，水库的水质未受垃圾渗滤水的影响。

２２　渗滤水溶解氧量 （ＤＯ）与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的分析

当水体受到有机物质、无机还原性物质污染

时，溶解氧量 （ＤＯ）很低，大多在 ２～３ｍｇ／Ｌ以
下，许多鱼类无法生存；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是
水质综合性指标，受还原性物质含量高低的影响，

还原性物质污染越严重，化学需氧量就越高，一般

排放单位的污水三级标准限值 ＜５００ｍｇ／Ｌ。昆明东
郊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水的溶解氧量 （ＤＯ）与化
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见表２。

表２　渗滤水ＤＯ与ＣＯＤＣｒ的均值、组间差异及相关性分析表

采样区域
　　　　　　　　溶解氧量 （ＤＯ）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　　　 　 ＤＯ与ＣＯＤＣｒ的相关性 　

均值／（ｍｇ／Ｌ） Ｆ值 Ｓｉｇ． 均值／（ｍｇ／Ｌ） Ｆ值 Ｓｉｇ． 泊松相关系数 Ｓｉｇ．

Ⅰ ０８７

Ⅱ １３４

Ⅲ １６５

Ⅳ ５５２

Ⅴ ６２７

１８１２２９４２ ００００

２７８５
２１０５
３０８２

５０
１３

２６８０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６ ００００

Ⅳ类水 ≥３ ≤３０

Ⅴ类水 ≥２ ≤４０

　　表 ２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 ＤＯ与
ＣＯＤＣｒ的平均值和地表水标准限值的对比状况；二
是不同区域的水样各指标的差异状况；三是ＤＯ与
ＣＯＤＣｒ的相关性分析。从表２可以看出，渗滤水原
液及初步处理的暂贮液 ＤＯ很小，ＣＯＤＣｒ则很高，
说明还原性物质多、水质差。经最终处理后的水

质，化学需氧量还高于地表水Ⅴ类［７］标准，但溶

解氧量已大幅度提高，接近当地水库的水质。经

ＳＰＳＳ软件［８］分析，各采样区域间ＤＯ与ＣＯＤＣｒ的差
异性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因相伴概率 （Ｓｉｇ）为
００００，远小于００５显著性水平。ＤＯ与 ＣＯＤＣｒ二
者间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泊松相关系数为－
０９４６，相伴概率 （Ｓｉｇ）为００００。
２３　渗滤水氮磷量的分析

氨氮量、总磷量是两个重要的水质污染指标，

在我国地表水水质标准限值中均列入，故测定了垃

圾填埋场渗滤水中氨态氮量和总磷量，５个采样区
域的平均值变化状况见图２。

由图２渗滤水氨氮量、总磷量的变化趋势可以
看出，Ⅰ区 （即垃圾渗滤水原液）氨氮量、总磷

量污染都是最为严重的，其次是Ⅱ区、Ⅲ区，平均
含量都远高于地表水Ⅴ类 （可用于农田灌溉用水）

标准［７］。而经最终处理后的渗滤水 （Ⅳ区），水质
大为改善，但氨态氮量仍处于较高水平。从图中也

可以看出，当地水库水氨态氮、总磷量很低，不超

过Ⅳ类水标准，水质较好。通过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处
理，即对５个采样区域水中氨氮量、总磷量进行多
重比较，结果见表３。Ⅰ区水中氨氮量、总磷量与
其余４区都有显著性差异，因相伴概率 （Ｓｉｇ）为
００００，远小于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对于氮态氮来
说，Ⅱ区水样仍显著高于Ⅲ区、Ⅳ区、Ⅴ区水样；
但对于总磷量来说，Ⅱ区后各采样区水质均无显著
性差异。由于Ⅳ区、Ⅴ区水中氨氮量和总磷量非常
接近，甚至Ⅳ区水中总磷量比Ⅴ区还低，说明渗滤
水处理效果非常不错。

２４　渗滤水主要阴离子含量分析
对东郊垃圾填埋场不同采样区域的水样，主要

测定４种阴离子，即 Ｆ－、Ｃｌ－、ＮＯ－３ －Ｎ、ＳＯ
２－
４ ，

在水质标准中，氟离子 （Ｆ－）有较严格的限值标
准，其次为硝酸根离子 （ＮＯ－３ －Ｎ），其余２种阴
离子的限值较宽。各水样４种阴离子含量见表４。

由表４可见，处理前后的 Ｆ－均严重超过地表
水Ⅴ类标准，应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经最终处理的
水样Ｆ－含量比处理前要高得多，可能与处理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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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二次污染有关，要查明原因，解决好这一问题。

对于一般排污单位，污水排放 Ｆ－三级标准限值是
２０ｍｇ／Ｌ，故Ⅱ区、Ⅲ区符合排放要求。水质中Ｃｌ－

虽然不是需要特别管控的阴离子，但浓度还是不能

太高，在研究区域中，垃圾渗滤水原液、初步处理

的渗滤水均超标严重，是地表水Ⅴ类标准的１５～

２３倍，而经最终处理的渗滤水仍然超标２５倍以
上，应该进一步降低渗滤水中氯离子 （Ｃｌ－）含
量。至于垃圾渗滤水原液 ＮＯ－３ －Ｎ的含量刚刚超
过地表水Ⅴ类标准，经处理后在标准限值以下，而
垃圾渗滤水的ＳＯ２－４ 含量没有超过标准限值，可不
作为处理的对象。

表３　垃圾堆场不同采样区域渗滤水中氨氮量与总磷量的多重比较及方差分析

ＮＨ３－Ｎ 区域 （Ｉ） 区域 （Ｊ） 均值差异性 （Ｉ－Ｊ） 相伴概率／Ｓｉｇ． ＴＰ－Ｐ 均值差异性 （Ｉ－Ｊ） 相伴概率／Ｓｉｇ．
ＬＳＤ Ⅰ Ⅱ ６５０１２５０ ００００ ＬＳＤ ０５６８０００ ０００６

Ⅲ ７３０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９５００ ０００３

Ⅲ ７３３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７５００ ００００

Ⅴ ７６８０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０２５０ ０００３

Ⅱ Ⅲ ８０３２５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１５００ ０６８９

Ⅳ ８３６７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３４９５００ ００６６

Ⅴ １１７９４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２２５０ ０５２８

Ⅲ Ⅳ ０３３５００ ０９１２ ０２７８０００ ０１３４

Ⅴ ３７６１６７ ０２６２ ００５０７５０ ０７９２

Ⅳ Ⅴ ３４２６６７ ０３０５ －０２２７２５０ ０２４９

各层次方差分析结果 （ＮＨ３－Ｎ）Ｆ＝２３３０６３ Ｓｉｇ＝００００ （ＴＰ－Ｐ）Ｆ＝７５２５ Ｓｉｇ＝０００２

　　Ｔｈｅ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表４　不同采样区域水样中４种阴离子含量 （ｍｇ／Ｌ）

采样区域 Ｆ－含量
Ｆ－含量
均值

Ｃｌ－含量
Ｃｌ－含量
均值

ＮＯ－３ 含量
（以Ｎ计）

ＮＯ－３ 含量
（以Ｎ计）均值

ＳＯ２－４ 含量

（以ＳＯ２－４ 计）

ＳＯ２－４ 含量

（以ＳＯ２－４ 计）均值

Ⅰ

１７０５

２３５８

２２５３

２１６３

２１２０

５７６４６０

５６５６４８

５９７０５１

５９９７７０

５８４７３２

２７２９

２４７１

２４７２

２４６５

２５３４

７７４８

７８３６

７８３１

９０７７

８１２３

Ⅱ

５５６

５７１

６００

７２８

６１４

３２４９５４

３６５４１０

３８８４３８

３８８６９４

３６６８７４

２４１９

２３２６

２３５９

２９６５

２５１７

１００５６

９０４２

９７７８

９７０９

９６４６

Ⅲ

６６５

７０９

７７２

７８８

７３４

４３５２１３

４５５９１６

４８２１３４

４８２９４５

４６４０５２

１０５９

２５１０

２２２６

９９４

１６９７

６１９９

７９２９

６８７８

７７３２

７１８５

Ⅳ

１１２５０

１１３２５

１１１４６

１１３７８

１１２７５

６６４２４

６９６６１

６６７６２

６７８６４

６７６７８

４９７

６００

６７８

７３４

６２７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Ⅴ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３９

３２２３
３２４１
３２５０

３２３８

２９１
２９２
２９０

２９１

３５６３
３４９２
３５７７

３５４４

地面水Ⅴ类标准 ≤１５ ≤２５０ ≤２５ ≤２５０

２５　不同采样区域水质的评价
水质污染程度既取决于单项污染指标，又决定于

综合污染指标。本研究选取了６个关键的水质污染指

标，应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其计算过程为：

ＰＮ＝｛［（Ｐｉａ）
２＋（Ｐｉｍ）

２］／２｝１／２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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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Ｎ为综合污染指数；Ｐｉａ和 Ｐｉｍ分别是平
均单项污染指数和最大单项污染指数［９］。

综合污染指数共划分为５个污染等级：ＰＮ≤０７，
清洁；０７＜ＰＮ≤１０，尚清洁；１０＜ＰＮ≤２０，轻度
污染；２０＜ＰＮ≤３０，中度污染；ＰＮ＞３０，重度污
染。不同采样区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见表５。

表５　不同采样区域水质单项污染指数及综合污染指数表

采样

区域
ＣＯＤＣｒ ＮＨ３－Ｎ ＴＰ－Ｐ Ｆ－ Ｃｌ－ ＮＯ－３ －Ｎ

综合污

染指数

Ⅰ ６９６３ ３９１４ ２５３ １４１３ ２３３９ １０１ ５２３０

Ⅱ ５２６３ ６６４ １１０ ４０９ １４６７ １０１ ３８３９

Ⅲ ７７０５ ２６２ ０９３ ４８９ １８５６ ０６８ ５５８６

Ⅳ １２５ ２４５ ０２３ ７５１７ ２７１ ０２５ ５４０２

Ⅴ ０３３ ０７４ ０８０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６３

由表５可以看出，Ⅰ区～Ⅳ区的水质综合污染
指数均＞３０，属重度污染水平，只有Ⅴ区 （当地

水库）的水质在清洁水平，说明垃圾渗滤水的水

质污染还是相当严重的，即便是经最终处理的水样

也没有达到减轻污染的目的，其主要原因是氟离子

（Ｆ－）含量太高，其余水质指标已得到大幅度降
低。当地水库的水质在清洁水平范畴，未受垃圾渗

滤水的污染。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１）昆明东郊垃圾填埋场渗滤水原液及经初
步处理后水池水质电导率在 ６０００～１９０００μｓ／ｃｍ，
溶解氧量 （ＤＯ）很小，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Ｃｒ）很
高，ｐＨ值、浊度与叶绿素３项指标也有不同程度
的偏高，说明渗滤水含盐量高、还原性物质多、水

质差。经最终处理后的水质，仍未达到地表水Ⅴ类
标准 （农业灌溉用水）。各采样区域间 ＤＯ与
ＣＯＤＣｒ的差异性均达到显著性水平，ＤＯ与 ＣＯＤＣｒ二
者间有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２）垃圾渗滤水原液氮磷污染最为严重，其
次是经初步处理后水池水质氮磷污染仍然较严重，

平均含量都远高于地表水Ⅴ类。而经最终处理后的
渗滤水，水质氮磷量虽大为降低，但仍处于较高水

平。经统计分析，渗滤水原液氨氮量、总磷量与其

余４个采样区都有显著性差异，Ⅱ区水样氨态氮仍
显著高于Ⅲ～Ⅴ区水样；但Ⅱ区后各采样区水质总
磷量均无显著性差异，经最终处理后渗滤水的水质

总磷量在Ⅴ类水标准限值内，说明对垃圾渗滤水磷
的去除效果很好。

（３）处理前后的氟离子均严重超过地表水Ⅴ
类标准，且最终处理后的水样 Ｆ－含量比处理前要
高得多，可能与处理的试剂二次污染有关，Ⅱ区、

Ⅲ区符合污水排放氟离子三级标准限值。在研究区
域中，垃圾渗滤水原液、初步处理的渗滤水氯离子

均超标严重，是地表水Ⅴ类标准的１５～２３倍，而
经最终处理的渗滤水仍然超标２５倍以上。至于垃
圾渗滤水原液硝态氮的含量刚刚超过地表水Ⅴ类标
准，经处理后在标准限值以下。不同采样区垃圾渗

滤水的硫酸盐含量均没有超过标准限值。

（４）经综合评价分析，垃圾渗滤水Ⅰ ～Ⅳ区
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均远大于３０，属重度污染水
平，说明垃圾渗滤水的水质污染相当严重，即便是

经最终处理的水样也没有达到减轻污染的目的，其

主要原因是水质氟离子含量太高。当地水库的水质

在清洁水平范畴。

３２　讨论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人口密度势必

进一步相对集中，城镇生活垃圾量将会与日俱增，

生活垃圾的污染及其处理是世界性的难题。目前，

采用填埋场处理生活垃圾只是处理方式之一。这种

填埋处理方式，要占用大量土地，具有污染的垃圾

渗滤水是其主要缺点。对垃圾渗滤水的处理，要科

学、经济，且具有长期性，即便垃圾填埋场已填满

封存了，但垃圾渗滤水仍不断流出来，需长期地监

测处理。就昆明东郊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水而

言，多项水质指标均严重超标。若不作科学处理，

任其自流，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都是严重

的威胁。垃圾渗滤水经处理后，水质得到明显的改

善，如水中电导率、溶解氧量、化学需氧量、氮磷

水平、常规性阴离子等，其处理效果是明显的。但

是，对处理后水质的氟离子却大幅增加，超标严

重，应查明原因，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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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作者简介：邱波 （１９７８－），男，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环境保

护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兰州大学生态学硕士，已发表论文多篇。

老经济开发区的环评经验

邱　波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益阳沅江市经济开发区扩区环评为例，围绕老经济开发区固有问题以及扩区的制约因素展
开分析和评价，提出解决方案，找到发展和保护的平衡点。

关键词：工业园；扩区；环境影响评价；益阳

中图分类号：Ｘ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１－０３

　　２００６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

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０６〕３８号）提出加强中部
地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工

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工业项目向开发区集中。

２０１１年 《湖南省开发区调区和扩区暂行办法》（湘

政办发 〔２０１１〕１５号）和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产业经开区体系建设的意见》（湘政办发

（２０１１）２５号）的出台，为湖南省地区经开区建设
提供了指导意义。

老工业园的环评经验前人也有总结［１～２］，笔者

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根据益阳沅江市经济开发区

扩区环评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就老经济开发区扩

区环评的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同行有所

帮助。

１　老开发区现状
２００６年省政府批准沅江经开区规划面积为

５ｋｍ２ （其中东部１７ｋｍ２，到目前为止尚未开发利
用；西部３３ｋｍ２，已开发１７ｋｍ２）。

根据现状调查，目前经济开发区开发范围与

２００６年批准的沅江开发区范围发生一定变化，除
开批准的东部１７ｋｍ２区域未开发外，经开区原规
划批准面积外已经开发一部分，本次拟将其调入经

开区用地范围。在经开区西部园区南面约５ｋｍ处
的０９ｋｍ２规划为经开区———三眼塘镇赤塘区 （南

园），目前没有利用开发。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供水水源。给水采用由沅江市一、二水

厂供水，供水水源为地下水，导致城市地下水水位

下降，存在环保隐患。

（２）排水去向。沅江经开区现有污水直接排
放到城市市政排水系统，通过沅江市城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排入资江分河，然后进入万子湖。距离万

子湖只有２００ｍ。由于万子湖是南洞庭湖的一部分，
属于南洞庭湖湿地与水禽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属

于生态敏感区，水质执行标准为地表水 ＩＩ类标准，
因此经开区污水排放口有环境风险。

（３）与经开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符合性。
已经入园的２８家企业中只有１２家符合经开区调扩
区产业功能布局，入园企业总体布局分散、零乱，

没有按照行业集中布局；目前经开区部分用地类型

与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远期规
划部分不符，北面的工业用地在 《沅江市城市总

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远期规划中是居住用地。
３　调扩区变化情况

中心经开区东部调出１７ｋｍ２，将经开区西部
东北部原绿化用地调出，核减０７ｋｍ２。根据沅江
国土土地利用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再次核减
０１３ｋｍ２，西部园区实际面积仅有２１８ｋｍ２。根据
现状实际开发情况调查，至２０１２年开发面积已达
３７２ｋｍ２，其中园区内１２６ｋｍ２。而在园区外已开
发２４６ｋｍ２，早已大大超出园区控制范围。本次调
扩区对中心经开区进行调扩，中心经开区扩区到

６０９ｋｍ２，然后在中心经开区南面５ｋｍ新增三眼塘
镇赤塘经开区０９ｋｍ２，变成一区三园，沅江经开
区总用地面积达到６９９ｋｍ２。
４　项目的制约因素及解决办法
４１　制约因素

（１）石矶湖属于琼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
且已无环境容量。资江分河为季节性往复河流，７、
８月份往北流向沅江，其他月份往南流向资江，因

—１１１—

环境科学导刊　ｈｔｔｐ：／／ｈｊｋｘｄｋｙｉｅ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３，３２（５） ＣＮ５３－１２０５／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６５５



此中心经开区污水排入资江分河，距离北面南洞庭

湖自然保护区只有２０００ｍ，存在环境风险。
（２）经开区西面、北面、东面有自然保护区，

水体敏感，原有城市污水处理厂排口直接排入自然

保护区，选址不合理。经开区引入的企业中有食品

加工等水型污染为特征的企业，并且在规划中有食

品加工、纺织等水型污染的行业作为主导行业。

（３）已经入园的２８家企业中只有１１家符合经
开区调扩区产业功能布局，入园企业总体布局分

散、零乱，没有按照行业集中布局。

（４）沅江经济开发区位于沅江中心城区，根据
现场调查，目前沅江经济开发区内居民用地与工业

用地混杂，且调扩区范围周边的居民点较多。

（５）沅江经济开发区调扩区规划基本符合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中期过渡
规划，但与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３０）远期规划不符。
４２　解决方案
４２１　针对周边水体敏感问题

（１）中心经开区污水经中心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铺设专门的排水管网排入资江分河，

最后进入万子湖，不得排入石矶湖，处理规模控制

在２２万 ｍ３／ｄ。赤塘经开区污水经赤塘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通过专门的管道排入小黄家湖，经小

黄家湖、大黄家湖、资江分河、资江最终进入万子

湖，赤塘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控制在０４万 ｍ３／ｄ。
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一级Ｂ标准。
（２）在中心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未建

成之前，中心经开区维持现有企业现状，现有企业

污水仍排往沅江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待赤塘污水处

理厂和中心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建成后，中

心经开区西园枫杨路以南以及赤塘经开区才能新进

企业。

（３）经开区产业定位中食品行业和纺织行业
中属于水型污染物为主的企业在经开区规划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内枫杨路以南区域不得布置，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内亦不得南迁至枫杨路以南区域。

（４）加快沅江市城市管网建设，从而减少生
活污水直接排入资江分河等水体。

４２２　针对经开区以前企业入驻混杂问题
根据沅江市政府的承诺函，对中心经开区西园

枫杨路以北区域以及东园保持现状，不再引进新企

业，不再进行改扩建工程，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０年按

照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远期规
划初步搬迁或关停。

（１）中心经开区西园枫杨路以北和东园共２０
家企业

其中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沅江分公司、湖南

明星麻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德天染织有限公司、

沅江亿昌食品有限公司、沅江恒昌包装容器有限公

司、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沅江食品厂、湖南三

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沅江嘉顺利电子有限公司８
家与经开区产业定位和功能分区符合，在经开区规

划期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可以保留，但不得改建或扩建。
沅江熔火机械有限公司、湖南飞涛专用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沅江政华机械有限公司、沅江市子明

机械有限公司、沅江市华文机械有限公司、沅江市

经昌工贸有限公司、沅江市泰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７家企业不符合经开区功能分区，建议在经开区规
划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内可以保留，但应逐步搬
迁至枫杨路以南的相应功能分区内。

沅江博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首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沅江赛龙造纸化学品有限公司、沅

江市芝凤工程机械涂装有限公司、湖南大地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５家企业既不符合经开区产业定位，也
不符合经开区功能定位，环评认为应该在经开区规

划期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完成搬迁或关停。
（２）中心经开区西园枫杨路以南共８家企业
其中湖南中涛起重科技有限公司１家企业符合

经开区产业定位和功能分区以及城市总体规划远期

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予以保留。
浙江扬戈工程机械配套有限公司、湖南科至博

机械有限公司２家企业与经开区产业定位和功能分
区符合，在经开区规划期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可以保留，
但是与城市总体规划远期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不
符，环评建议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搬迁至城市总体规划
远期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中的工业用地中去。

扬帆服饰有限公司、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

湖南华世威电子有限公司３家企业不符合经开区功
能分区，环评建议调整到经开区相应产业功能分区

中去。

沅江金剑建材有限公司、沅江市通威饲料有限

公司２家企业既不符合经开区产业定位，也不符合
经开区功能定位，这２家企业环评认为应该在经开
区规划期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完成搬迁或关停。

（３）拟入园企业华兴玻璃、中联中科２家
中联重科拟入驻南园赤塘经开区，符合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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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定位和功能分区，符合经开区规划。

根据现场调查，经开区拟建项目华兴玻璃位于

中心经开区西园南面，位于电子、新材料产业定位

区域，与经开区产业定位和功能分区不符。因华兴

玻璃现未开工建设，环评建议该企业另选址进行建

设，其选址需符合沅江经开区规划与沅江城市总体

规划相关要求。

４２３　针对经开区规划与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

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远期规划不符的问题
（１）因中心园区枫杨路以北和东园目前实际

已经有较多企业在生产运行，考虑到经开区建设中

心园区枫杨路以北和东园短期内无法符合 《沅江

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的问题，沅江市
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将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专门就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做了一个中期
土地利用过渡规划，使得经开区规划符合城市总体

规划。

（２）沅江市政府出具承诺函，对中心经开区
西园枫杨路以北区域以及东园保持现状，不再引进

新企业，不再进行改扩建工程，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０

年按照 《沅江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远
期规划初步搬迁或关停。

５　结论
（１）洞庭湖区建设项目要大范围弄清区域水

系以及相关的自然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计算收纳水体的环境容量，确定合理的排

水去向。

（２）园区内现有企业要逐个进行产业定位和
功能分区等分析，按照一定时序进行关停、改造或

搬迁。

（３）当园区控制性详规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时
间上的不一致或部分不协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提

出分步实施城市总体规划或者调整园区控制性详规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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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我国在环评审批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受理、审查评估、批复等具体行政行为过程
中存在的廉政风险，提出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法律法规，规范审批程序，实现审批行为信息化、有痕

化、打造 “阳光审批”工程等审批廉政风险防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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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在建设项目环境污染防治的基

础性与全局性地位得以突现，特别是党的 “十八

大”胜利召开后，生态文明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环境影

响评价成为防治环境污染、把关产业发展、规划城

市布局、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力武器。政府部门对于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职能，更是控制污染源头的

“控制闸”、维护群众环境利益的 “杀手锏”、协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调节器”。

１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现状
１１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

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主要是通过受理

申请人材料，审查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和条件性，并

审查项目建设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和环保要求，然后

公示项目建设信息和环评信息，在通过公众调查

后，出具审批意见，分管领导审核后发出审批意

见，最后资料归档并发送到监管部门。

１２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研究现状
目前，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风险防控中，主

要围绕着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

究。汪劲［１］从我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

定出发，结合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对比，提

出从细化环评实施办法、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

提高公众参与力度；王超、曾玉香［２］在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方面提出了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参与对象、采用多种途径提高公众参

与面等方式优化现有的公众参与方式；林健枝［３］

对香港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及咨询工作进行详

细介绍，也为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提供借

鉴；此外，刘先树、李淑娟［４～５］等对公众参与人提

出要求，认为他们必须掌握科学的环境保护知识，

才会有主人翁的意识积极自觉地参与环境影响评

价，其意见也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１３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研究的不足
一直以来，对于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研究

仅停留在如何加强公共参与程度方面，但整个审批

程序，不仅公众参与才是唯一需要提升和改善的环

节。从环评审批机制与制度的建立，到环评审批人

员个人的素质，再到环评审批岗位权利的配置、权

利监督力度、信息公开程度等方面，均有机会为廉

政风险发生提供条件，成为腐败温床。因此，理顺

环评审批环节，深入分析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才

能更好地履行环评的职责，充分发挥公众参与作

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２　深圳市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廉政风险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是建设项目进入市场的第一

道环保 “关口”，是市场准入的重要门槛，同时也

是滋生腐败的高发领域。从环评编制、现场勘察、

项目审批、环保工程设计到竣工验收要经历相当长

的时间，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信息不透明，或职权

不清晰，或监管不到位，都将可能产生廉政风险。

２１　受理过程的廉政风险分析
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请人在市民中心行

政服务大厅环保审批窗口提交 《深圳市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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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审批申请表》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环

评审批相关主管部门正式受理该项目审批。但是，

可能出现人为情况，未按相关规定或程序审查材

料，或者故意刁难申请人导致申请不能顺利进行。

２２　审查过程的廉政风险分析
受理后的建设项目，在项目审查过程中，可能

发现不符合审查要求的情况或项目存在环境敏感问

题、存在环境隐患而隐瞒不报的；在公示项目时，

会存在对公众合理的反对意见不予采纳或隐瞒不报

等现象。这些有可能成为廉政风险产生点。

２３　批复过程的廉政风险分析
在出具审批意见时，可能存在遗漏或者忽视重

大环境问题，提出不符合审批原则、审批条件、技

术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审查意见；在领导审核时，可

能会出现提出不符合审批原则、审批条件、技术规

范和法律法规的修改意见；在发出审批意见时，可

能产生不按集体审议要求出具批复文件的情况；在

资料归档并发送监管部门时，可能发生归档管理过

程中档案的遗失情况。

３　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３１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法律法规建设

环评审批的法律法规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通

过深入查找现有环评审批制度存在的缺陷，着重从

审批管理的法律法规、行政许可程序等方面进行整

改落实，建立环评审批管理全过程的法律法规体

系，为环保工作走出 “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的困局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使环

评审批依法行政有强力的约束和保障。

３２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规范建设
通过严格规范环评审批程序，构建环评审批层

层负责制管理体系。为充分发挥民主决策、科学决

策、集体决策，防止由于审批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

导致项目审批不当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一般项目，

审批员签批意见后，报分管处长签批；对于重大项

目，分管处长签批后，还要报分管委主任进行签批。

３３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信息化、有痕化建设
一是建立项目建设信息数据库。实现相关报

告、监测数据、现场图片数据上报，历史系统管理

等各类数据保存，随时可以对审批工作进行监督检

查。二是建立项目地理信息系统。明确项目所处的

生态线、水源保护区、水、大气、声环境功能区等

信息，最大程度限制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三是

完善项目从审批到验收各环节及时监督和跟踪制

度。对各环节经办人和结果进行记录，归档相关报

告与文件，对于任务逾期、过期等事项生成预警任

务，提醒相关责任人；对任务进行督办，生成督办

任务到相关责任人，督促责任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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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实行环保信息政务公开制，打造 “阳光审

批”工程

（１）重点打造网上审批服务平台。建立网上
审批服务系统，企业通过该系统可以进行网上咨

询、申报、查看审批进展和结果。在申报时，企业

只需在网上填写和递交申请材料，其他审批环节如

初审、审核和领导批准均通过网上流转完成，做到

“一站式”办公和 “一条龙”服务，提高审批效

率，增强审批透明度。

（２）全面实施信息和政务公开。将环评审批
和验收所需材料、依据、条件、程序、细则、时

限、结果等信息在相关网站上进行公开，切实做到

环评审批和验收 “三公开”：办事程序时限一律公

开，准入审查条件一律公开，审批办理结果一律公

开。使得行政许可的全过程都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

进行，确保行政许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３）实行环评审批和验收全过程公众参与制。
在行政许可中逐步推行公众参与制，完善公众参与

机制，特别是环境影响重大项目的审批和验收过

程，除网上公示外，还应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专家、群众代表等开展听证会和座谈会，广泛听

取公众意见，确保建设项目从环评审批到验收的全

过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的环境利益，

让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时时刻刻处在广大公众的监督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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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０

加大云南省环评市场培育力度以

促进环评行业良性发展的建议

薛寒锋，孙宇红，杨美临

（云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

摘　要：“十二五”期间云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对环评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云南省环评从业人员
较少、环评机构内部体系建设不完善、环评市场运行机制体制不健全等现状严重地制约了环评行业的良性

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环评对经济良性发展的 “杀手锏”、“控制阀”、“调节器”作用，必须采取系统的

解决方案，加大市场培育力度，理顺环评市场中各利益方关系，建立健全环评市场监督机制，有效提高环

评质量，确保环评有效性和公正性，提升环评应对特定时期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的及时性和相应力度。

关键词：环评；市场；培育；问题；建议；云南

中图分类号：Ｘ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７－０４

　　自１９７９年我国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
环评行业在不断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同时，也承接

了越来越重的压力，成为博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重要一环，而环评行业的管理更是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前进。早在１９８６年６月原国家环境保护局颁
布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就指出，

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持有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证书，但最初的环评编制单位大多为高

等院校、环境保护科研单位、设计单位等，环评具

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行业特点，专项性和指

定性较强，技术优势无法交叉配合，不能有效刺激

环评的市场化需求，更不能形成市场经济下良性竞

争的监督管理模式。２００５年之后，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颁布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管理

办法》，推行了职业环评工程师制度，标志着环评

工作的市场化运作开始全面推进。但从目前环评行

业的社会反映来看，环评市场运作不规范、不健

全，环评的有效性受损、公正性偏离的问题还普遍

存在，如何立足科学发展观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入手，解决环评经营及监督管理与市场化运作的良

好结合，是提高环评质量和效率的根本途径。

１　云南省环评市场现状分析
目前云南省具有甲级资质的环评单位仅有 ２

家、乙级资质环评单位有３１家；具有报告书编制
资格的单位仅有１５家，且资质类别较为单一；多
数环评单位集中于昆明市，云南其他州市的环评单

位一般为地方环保局下属的环境科学研究所或环境

监测站，通常仅具备编制报告表的环评资质，无法

承担省级审批项目的环评文件编制。同时，云南省

仅有１９８人持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
有９２５人持有环评岗位证书，其中还有大量人员存
在证书挂靠现象。据初步统计，近年来由云南省环

保厅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约 ４００个／年，
全省环保系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有几千份，

现有环评从业者数量尚存在很大缺口。

此外，从环评单位的类型来看，云南省近一半

的环评单位还具有事业单位形式，存在或早或晚与

事业单位脱钩的问题，而很多州市唯一的环评单位

则为隶属于环保系统的环境保护研究所或环境监测

站。这些隶属于环保系统的环评单位的出现是现有

机制体制的产物，它们与环评审批部门之间往往存

在非单纯的 “运动员”和 “裁判员”的关系，这

种隶属关系的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某些天然优势通

常被其他环评单位所艳羡。单纯从市场运作条件来

说，这种天然优势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环评单位

在环评相关专业及人员的配备上较齐全、环保相关

信息掌握上及相关资料的获取上更便捷，即使不去

环评市场招标，一些建设单位也会自动找上门来委

托其进行环评。但一方面，这些单位具有为政府和

公众服务的职能，不会单纯将获取利润作为环评工

作的唯一目的，也不会过多为企业的利益考虑，是

可以站在环保部门角度客观环评的一支力量；另一

方面，在市场化的竞争中，这些单位的资金使用不

灵活，员工的积极性有时难以调动，并且很难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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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环评企业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环评

质量。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云南省环评市场不但存

在人员少、单位少的特点，一些能够帮环保部门

“啃骨头”的环评单位与环评审批部门又存在着隶

属关系；同时，许多具有编制省级审批权限环评文

件的环评单位由于单位性质和依托关系，在 “十

二五”期间均面临着从事业单位中脱钩的问题，

整个环评市场发展的未知因素还很多。

２　云南省环评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１　经济发展迫切要求与环评市场不健全的矛盾

２０１１年云南省有两大事件对确定云南省经济
发展定位及发展方向意义重大：一是２０１１年５月
６日国务院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

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１〕
１１号），其中提出的１６大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
云南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以及云南经济发展

的优势和特色；二是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

“四个翻番”（即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

总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２０１１年翻一番以
上）、“两个倍增”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在２０１１年基础上倍增）计划成为
“十二五”期间全省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基调。这种

经济发展的定位决定了 “十二五”期间环评工作

量将随之翻番，而从 “十一五”的发展基础看，

以固定资产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云南省

还很难得到改变，以 “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为第二产业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很难得到快

速扭转。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以环评从业人员少、

单位少的现状来应对经济快速增长对环评质量和效

率提出的更高要求，将成为云南省环评市场亟待解

决的首要问题。此外，在市场化运作中很多环评机

构存在内部体系建设不完善、专业分工细化不足、

人才队伍不稳定、行业负责人缺乏等问题，这些都

是市场化运作不完备的侧面反映。由此导致了环评

文件编制水平不高、评价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

环评工作进度严重滞后等一系列表征性的矛盾和问

题的涌现。

２２　 “客观、公开、公正”的环评原则与以盈利

为环评立足点之间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环评不乏被某些单

位视为一种缔结关系、创造财富的工具，而环评的

立足点由 “客观、公开、公正”的原则转为纯粹

的以盈利为目的行为，伴随而来的是恶性的低价竞

争、环评中间商的出现、借证及挂靠资质、项目转

包、超越资质范围承接项目、内部审核和管理不严

等多元化市场运作问题的涌现。有时候各种问题呈

现环环相扣的局面，严重地丧失了环评应有的原则

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这种立足点下所

编制的环评文件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价建设项目可

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其结果极大程度影响了技术评

估及行政审批效率及质量的提升。在实际工作中，

某些项目环评文件的技术评估历时三年，评审会开

了几次，而收到的环评文件还是要不断退回修改；

还有些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或已建成，环评单位不反

映实际情况，仍套搬项目工程可研内容，造成环评

中工程概况及工程分析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等问

题。这些现象的出现导致环评无法对宏观经济建设

起到科学决策支撑作用，也无法对微观环境起到监

督管理作用。此外，因环评质量问题导致技术评估

或行政审批时限相应延长，直接影响了审批部门的

限时办结及建设单位项目顺利开工，由此往往会带

来各方对于环评工作本身的不理解或对环评技术评

估单位及环评审批部门工作效率的质疑。

２３　现有环评监督体制与环评市场多元化表现模
式之间的矛盾

目前，建设单位多以招投标形式寻求合适的环

评单位，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操

作模式，但是环评招标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整个

环评工作的结束。在委托环评之后，若要环评单位

确保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质量，除了环评单位内

部的质量控制外，离不开第三方即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而就这种外部监管来说，环评法的

颁布不过１０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
理办法》的实施也仅为６年，对于很多环评市场
涌现的新现象及新问题，尚无法一一规范，例如对

于规划环评资质管理的相关办法尚属空白，对于环

评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低价竞争、环评中间商

等多元化表现形式也无从监督；同时，受机构人员

编制的限制和现有机制体制的限制，环评审批部门

很难对环评招投标之后的全过程实施监管，在环评

单位的年度考核中也缺乏公众意见作为参考等。

３　解决环评市场突出矛盾的建议
环评产业化、市场化的形成是具有外部激励条

件的，在时代赋予大的发展背景下，环评中各种问

题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其演变发展又呈现多

元化的特征，不具备完全定格的表现形式。因此，

在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必须要找准根源、识别途

径、理顺关系和脉络，通过有效的 “硬化内部条

件、强化外部监督”的措施，以达到标本兼治的

目的。

３１　以 “多交流、创平台”的措施，强大环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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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加大环评人员培育力度

针对云南省环评单位少、人员少、素质不高的

现状，我们提出采取 “多交流、创平台”的措施

加强人才选育和培养力度。环评单位可以与设置环

评相关专业的高校进行主动、积极、广泛的交流和

合作，有效吸引人才、考察纳新、充实环评队伍。

另外，加大环评的研讨和培训工作力度，通过联合

平台的搭建，增加国家、其他省份环评评估单位、

环评研究机构、环评单位的交流机会，增强对环评

从业者的培训力度，通过定期的交流和有主题的培

训，强化环评队伍素质、丰富环评经验。

３２　以 “广宣传、营氛围”的措施，增强环评意

识，营造环评市场化氛围

针对现有监管机构及机制体制单一化与环评在

市场化运作中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我们

提出要创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范化的市场运

作条件。首先，以媒体为突破口，加强义务宣传和

主动宣传力度，畅通环评渠道，解决建设单位不清

楚如何委托环评的瓶颈，将环评的委托模式变成大

众所知的常识，杜绝环评中间商与环评单位的暗箱

操作。其次，增强环评单位的责任意识，出台环评

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从制度上约束环评市场中不规

范的行为。再次，在环评资质延续、业务评定过程

中，采取群众共投、信息公示的形式，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将其以相应比重落实到最后的考量评

分中。

３３　以 “强联合、重监管”的措施，强化环评市

场监督体制建设

有效的第三方监督和监管是强化环评产业健康

发展、环评市场正常运转的核心所在。随着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环评的监督管理制度在实

施开展过程中应适应形势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

完善，这对于提高我国环评制度的有效性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在工作中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大的来自协调发

展和环保之间关系的任务和压力。以单一的行政主

管部门、力量和精力有限的管理人员、一成不变的

管理模式来应对整个环评市场化行为之下多元化的

矛盾和问题，可以说，这种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因

此，我们需要站在时代的前沿，用前瞻的目光解决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建立和联合各级环保部门

的力量，形成纵向联系的环评监管能力建设网；同

时，积极发挥各级评估机构的力量，发挥其在环评

管理中监督员、培训员、分析员的第一哨卡作用，

从而更有效地增强环评监管能力建设网的韧度及抗

腐、抗压能力，并有效营造强化管理的氛围，强化

环评监管的横向监督职能及效力。

４　结语
在云南桥头堡建设过程中， “省第九次党代

会”确定的 “四个翻番”、“两个倍增”的宏观经

济调控的主基调必将对环评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

九代会重点提出 “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

理念，并强调要 “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在此情形

下，为了有效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环境影响，维护生态安

全，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同时解决环评市

场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应加大市场培

育力度，加强环评监督管理，促进环评市场良性发

展，并且在监管和培育之间寻求制衡点，以避免无

导向的培育引起市场混乱，更要避免过度的监管替

代或干扰市场。这不仅是未来环评管理的新命题，

也是真正落实环评对经济发展的 “杀手锏”、 “控

制阀”、“调节器”作用，以确保经济发展 “量质

双提”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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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１２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ｋｅ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ｃｌａｉｍ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ＥＩ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Ｉ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ｓｗｅｌｌ．Ａｌｌｔｈｉ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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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集实用性、先进性、学术性及国内外环保信息于一体。主要栏目有：水污染治理、烟气

污染治理、固废处理、噪声治理、监测与评价、新型材料与设备、环保信息、经验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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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５
作者简介：杨素娜 （１９８４－），女，硕士，助理工程师，上海

嘉定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从事有机物分析。

气相色谱法、气质联用法测定土壤中多氯联苯

杨素娜，陆　华
（上海市嘉定区环境监测站，上海 ２０１８２２）

摘　要：采用快速溶剂萃取法提取土壤中的７组多氯联苯Ａｒｏｃｌｏｒｓ系列，经弗罗里硅土柱净化，用气
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 （ＧＣ／ＥＣＤ）和气质联用法 （ＧＣ／ＭＳ）进行测定。当取样量为 ２０ｇ时，ＧＣ／
ＥＣＤ法和ＧＣ／ＭＳ法的检出限分别为０２８～０８７μｇ／ｋｇ和０６２～１３５μｇ／ｋｇ。两种方法的基体加标回收率
在７９６％～１０３６％，相对标准偏差 ＜９０％。利用该方法分析 Ａｒｏｃｌｏｒ有证土壤标样，结果满意。ＧＣ／
ＥＣＤ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略优于ＧＣ／ＭＳ法，因此实际土壤样品Ａｒｏｃｌｏｒｓ分析中，建议以 ＧＣ／ＥＣＤ的定量
结果为准。

关键词：多氯联苯；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法；气质联用法；土壤
中图分类号：Ｘ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２１－０４

　　多氯联苯 （Ｐｏｌｙ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Ｂｉｐｈｅｎｙｌｓ，ＰＣＢｓ）
是联苯苯环上的氢原子被氯取代所形成的氯化物，

共有２０９种单体。Ａｒｏｃｌｏｒｓ是多组分 ＰＣＢｓ商业混
合物。ＰＣＢｓ具有高毒性，高致癌、致畸性，是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一批确定的持久有机污染物

质之一［１，２］。尽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禁止生产和使
用，但全球已生产出１３０万 ｔ多氯联苯，目前在海
水、河水、水底质、土壤、大气、水生生物、野生

动植物及人乳和脂肪中均发现其污染［３］，因此对

其加强监测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土壤中多氯联苯的测定尚未制订相应的国家标

准，常用的测定方法有气相色谱法 （ＥＣＤ检测器）
［４］和气质联用法 （ＧＣ／ＭＳ）［５］。然而，在实际土壤
样品分析中，当基体较为复杂时，有些干扰组分与

ＰＣＢｓ单体未能完全分离，此时单柱 ＥＣＤ检测器利
用相对保留时间定性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双柱

ＥＣＤ检测器虽然采用不同极性的色谱柱分离样品，
能提高定性的可靠性，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假阳性

判断。对于气质联用法，其利用特征碎片离子质荷

比的信息，定性功能比 ＥＣＤ强，定性结果更为可
靠。本文结合以上测定方法，以土壤中 ７组 Ａｒｏ
ｃｌｏｒｓ为分析对象，在ＥＰＡ８０８２Ａ［６］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采用快速溶剂提取法萃取，经弗罗里硅土柱净

化除去干扰物质，用气相色谱法 （ＥＣＤ检测器）
和气质联用法进行测定，方法操作简单，定性和定

量的结果更可靠、更准确。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和试剂

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Ｎ型气相色谱仪，包括电子捕获
检测器，ＨＰ－５毛细管色谱柱 （３０ｍ×０３２ｍｍ×
０２５μｍ）；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５９７５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ＤＢ－５ＭＳ毛细管色谱柱 （３０ｍ×０２５ｍｍ×
０２５μｍ）；ｏｎｅＰＳＥ加速溶剂提取仪；ＣａｌｉｐｅｒＴｕｒ
ｂｏＶａｐⅡ氮吹仪；弗罗里硅土小柱 （６ｍｌ，１ｇ，Ｓｉｌｉ
ｃｙｃｌｅ公司）。

标准 溶 液：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２１、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３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８、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５４、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十氯联苯标准溶液，溶于正己烷，浓
度均为 １０００ｍｇ／Ｌ，Ａｃｃ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公司。无水硫酸
钠，农残级，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使用前于３００℃
烘２ｈ。正己烷、二氯甲烷，色谱纯，Ｔｅｄｉａ公司。
１２　快速溶剂萃取

准确称取２０ｇ土壤样品和１ｇ铜粉，混合均匀，
转移至３３ｍｌ的萃取池中。在样品顶端铺上约２ｃｍ
厚的石英砂，在萃取池出口处垫上玻璃棉。萃取溶

剂为二氯甲烷，萃取条件为：炉温 １００℃，压力
８０ｂａｒ，静态提取时间１０ｍｉｎ，静态提取次数２次，
氮气吹扫２ｍｉｎ。

待萃取结束后，用干燥过的足量无水硫酸钠过

滤提取液，提取液经氮吹仪浓缩至约１０ｍｌ，向收
集瓶中加入１０ｍｌ正己烷，再次浓缩至１ｍｌ，此过
程重复三遍，溶剂转换为正己烷，备净化用。

１３　净化
若萃取液的色度较深，则需要经弗罗里硅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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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①柱活化：加入 ５ｍｌ正己烷，缓慢开启活
塞，当有数滴正己烷流出后，关闭活塞，使正己烷

浸润弗罗里硅土约５ｍｉｎ。缓慢打开活塞，当硅土
层顶端剩余约１ｍｍ正己烷时，关闭活塞。②上样：
将上述正己烷浓缩液转移至小柱上，控制流速约

１ｍｌ／ｍｉｎ，待液面降至距硅土层表面约１ｍｍ时，关
闭活塞。③洗脱：加入 ５ｍｌ丙酮／正己烷 （５／９５，
ｖ／ｖ），浸润１ｍｉｎ后缓慢打开活塞，控制流速约为
１ｍｌ／ｍｉｎ，收集全部洗脱液，经氮吹仪浓缩，转换
溶剂为正己烷，定容至１０ｍｌ备测。
１４　仪器条件

ＧＣ／ＥＣＤ条件：载气为氮气；进样口温度
２０５℃；不分流进样；进样量１μｌ；柱流量 １５ｍｌ／
ｍｉｎ；柱箱程序升温：１５０℃保持０５ｍｉｎ，以８℃／
ｍｉｎ升至 ２４０℃，再以 ３℃／ｍｉｎ升至 ２７０℃，保持
８ｍｉｎ；检测器温度为３２０℃。

ＧＣ／ＭＳ条件：载气为氦气；不分流进样；进
样量１μｌ；柱流量为１０ｍｌ／ｍｉｎ；柱箱升温程序同
ＧＣ／ＥＣＤ；电离方式为 ＥＩ；电离能量７０ｅＶ；离子
源温度 ２３０℃；接口温度 ２８０℃；四级杆温度
２８０℃；质量扫描范围３５～５００ａｍｕ；溶剂延迟４０
ｍｉｎ；选择离子扫描模式 （ＳＩＭ）。

ＳＩＭ扫描条件：Ｄｗｅｌｌ为５０ｍｓｅｃ。目标是使每
个峰通过１５～２５次循环。ＳＩＭ分组时，一般使用
低分辨率；但当选择离子差 ＜３时，使用高分辨
率。ＳＩＭ选择目标化合物的特定离子见表１。

表１　选择离子扫描条件

保留时间／ｍｉｎ 目标化合物 扫描离子

４０～５８ 一氯联苯 １８８　１９０　１５２

５８～６９ 二氯联苯 ２２２　２２４　１５２

６９～８８ 三氯联苯 ２５６　２５８　１８８　１８６

８８～１１９ 四、五氯联苯 ２９２　２２０　２９０　２５４　３２６

１１９～１３９ 六氯联苯 １８８　１９０　１５２

１３９～１８０ 七氯联苯 １８８　１９０　１５２

１８０～２９８ 十氯联苯 １８８　１９０　１５２

１５　标准曲线绘制
用正己烷配制浓度为０１ｍｇ／Ｌ、０２ｍｇ／Ｌ、０３

ｍｇ／Ｌ、０４ｍｇ／Ｌ、０５ｍｇ／Ｌ、０６ｍｇ／Ｌ的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的混合标准溶液系
列，按ＧＣ／ＥＣＤ条件分析，绘制标准曲线。配制
０２ｍｇ／Ｌ、０５ｍｇ／Ｌ、１０ ｍｇ／Ｌ、２０ ｍｇ／Ｌ、３０
ｍｇ／Ｌ、４０ｍｇ／Ｌ的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
联苯的混合标准溶液系列，按ＧＣ／ＭＳ条件分析，绘
制标准曲线。这两组标准曲线用来测试两台检测器

的线性响应和对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定量。
配制浓度为 ０４ｍｇ／Ｌ和 ２０ｍｇ／Ｌ的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２１、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３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８、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５４单点标准溶液，分别进行 ＧＣ／ＥＣＤ和
ＧＣ／ＭＳ分析，绘制单点曲线对上述Ａｒｏｃｌｏｒ定量。
２　结果与讨论

在 Ａｒｏｃｌｏｒｓ标准系列中，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和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基本包含了７组Ａｒｏｃｌｏｒ的所有多氯联苯单
体化合物，即实际分析中用于 Ａｒｏｃｌｏｒｓ系列定量的
特征峰均包含在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和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中，所
以本文以对这两种 Ａｒｏｃｌｏｒ的分析来代表７种 Ａｒｏ
ｃｌｏｒ分析的线性响应、回收率、精密度和准确度。
２１　定性分析

ＧＣ／ＥＣＤ 定 性： 根 据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２１、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３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２、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８、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５４、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标准谱图中各自不同的保
留时间范围以及每组 Ａｒｏｃｌｏｒ色谱峰的形状，来进
行样品的定性。０４ｍｇ／Ｌ的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的气相色谱图见图１。

ＧＣ／ＭＳ定性：根据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２１、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３２、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２、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４８、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２５４、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的标准质谱图和色谱峰保留
时间范围，进行定性。２０ｍｇ／Ｌ的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的 ＧＣ／ＭＳ选择离子扫描谱
图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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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双检测器 （（ＥＣＤ和 ＭＳ）法测定，
若其中一检测器有多氯联苯 Ａｒｏｃｌｏｒｓ检出，则需用
另一台检测器进行确定验证。被测样品经 ＧＣ－
ＥＣＤ和ＧＣ－ＭＳ定性分析，均检测有Ａｒｏｃｌｏｒ存在，
才判定该Ａｒｏｃｌｏｒ检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结果
的准确性。

２２　定量分析
经ＧＣ－ＥＣＤ和ＧＣ－ＭＳ确定所含Ａｒｏｃｌｏｒ类型

之后，根据该组Ａｒｏｃｌｏｒ所选的特征峰来进行定量。
图１和图 ２标出了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混合
标准溶液的５组特征峰。
２３　标准曲线和检出限

取样量为 ２０ｇ，萃取浓缩后的定容体积为

１０ｍｌ。配制浓度为００５ｍｇ／Ｌ和０１０ｍｇ／Ｌ的 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混合标准溶液，
分别在ＧＣ／ＥＣＤ和ＧＣ／ＭＳ上重复测定７次，利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化学工作站计算各组分的信噪比，以 ３倍
信噪比对应样品浓度作为方法检出限。表２为Ａｒｏ
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混合标准溶液在
ＧＣ／ＥＣＤ和ＧＣ／ＭＳ上的保留时间、回归方程、相
关系数和检出限。ＧＣ／ＥＣＤ方法和 ＧＣ／ＭＳ方法线
性良好，检出限分别为 ０２８～０８７μｇ／ｋｇ和 ０６２
～１３５μｇ／ｋｇ，均低于 ＨＪ３５０－２００７《展览会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暂行）［７］中多氯联苯的

最低检出限２５μｇ／ｋｇ，本方法完全能够满足土壤
质量评价的要求。

表２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选定特征峰保留时间、回归方程和检出限

仪器 物质名称 峰号 保留时间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μｇ／ｋｇ）

ＧＣ－ＥＣＤ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１ ７６９６ ｙ＝１１３７ｘ＋６０１５ ０９９９５ ０８７
２ ８２５９ ｙ＝３３７４ｘ＋２１０５ ０９９９５ ０２９
３ ９７１５ ｙ＝１０８４ｘ－５３５６ ０９９９４ ０７４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
４ １３４７１ ｙ＝２２５８ｘ－２３８９ ０９９９６ ０２８
５ １５３４４ ｙ＝２２４０ｘ－３５０９ ０９９９５ ０２９

十氯联苯 ２０９１１ ｙ＝５４３６ｘ－１２９４ ０９９９９ ０６５

ＧＣ－ＭＳ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１ ７６０６ ｙ＝６３９２ｘ－１０６６ ０９９９１ １３５
２ ８１９１ ｙ＝２１３３ｘ－８５９８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５
３ ９７０３ ｙ＝３７９０ｘ－２０１８ ０９９９１ ０９９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
４ １３５８５ ｙ＝６２５３ｘ－４０５３ ０９９９４ ０６２
５ １５５２２ ｙ＝４４７８ｘ－３３１８ ０９９９０ ０８５

十氯联苯 ２１３００ ｙ＝１７６９ｘ－１１９６０ ０９９９２ １０５

２４　准确度和精密度
在６份 ２０ｇ空白土样中分别加入 １０ｍｇ／Ｌ的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的混合标准溶
液系列 ５００μｌ，样品制备浓度为 ２５０μｇ／ｋｇ。然
后，进行样品全过程处理，分别在 ＧＣ／ＥＣＤ和
ＧＣ／ＭＳ上测定，来计算各特征峰的测定浓度、方
法的准确度 （以回收率表示）和精密度 （以相对

标准偏差表示），结果见表３。
由表 ３可知，在 ＧＣ／ＥＣＤ中，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和十氯联苯各特征峰的回收率为
８０８％ ～８５２％，相对标准偏差 ＜６％；ＧＣ／ＭＳ
中，各特征峰回收率为７９６％ ～１０３６％，相对标
准偏差＜９％。由此可见，这两种测定方法均能够
满足痕量有机物残留分析的要求。其中，ＧＣ／ＥＣＤ
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略优于 ＧＣ／ＭＳ。所以，在实际
土壤样品ＰＣＢｓ的分析中建议以 ＧＣ／ＥＣＤ的定量结
果为准。

表３　方法的回收率和精密度

仪器 物质名称 峰号
保留

时间

平均值

／（μｇ／Ｌ）
回收率

／％
ＲＳＤ
／％

ＧＣ－ＥＣＤ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１ ７６９６ ２０８ ８３２ ３２７
２ ８２５９ ２０３ ８１２ ３４９
３ ９７１５ ２１３ ８５２ ５９６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
４ １３４７１ ２０４ ８１６ ４１１
５ １５３４４ ２０２ ８０８ ２４５

十氯联苯 ２０９１１ ２０２ ８０８ ２７８

ＧＣ－ＭＳ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

１ ７６０６ ２１４ ８５６ ３７９
２ ８１９１ １９９ ７９６ ４４４
３ ９７０３ ２５９ １０３６ ７２２

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２６０
４ １３５８５ ２２０ ８８０ ６１０
５ １５５２２ ２０１ ８０４ ８７２

十氯联苯 ２１３００ ２１９ ８７６ ３４４

２５　土壤标样测定
分别 称 取 １０ｇＡｒｏｃｌｏｒ１０１６有 证 土 壤 标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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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Ｍ９２２－５０Ｇ）２份，按照样品分析全过程平行测
定２次。有证土壤标样浓度为：８３０±０６７０ｍｇ／ｋｇ。
ＧＣ－ＥＣＤ测定结果为７９２９ｍｇ／ｋｇ和７９４２ｍｇ／ｋｇ，
测定均值为７９３６ｍｇ／ｋｇ，回收率为９５６％；ＧＣ－
ＭＳ测定结果为７７９５ｍｇ／ｋｇ和７７２４ｍｇ／ｋｇ，测定均
值为７７６０ｍｇ／ｋｇ，回收率为９３５％。土壤标准样品
的分析结果与标准值较吻合。

３　结论
建立了快速溶剂萃取－弗罗里硅土柱净化－气

相色谱法 （ＥＣＤ检测器）和气质联用法测定土壤
中７组Ａｒｏｃｌｏｒｓ的方法。该方法操作简便、定量线
性良好、准确度高，精密度与加标回收率均符合痕

量分析的要求。ＧＣ／ＥＣＤ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略优于
ＧＣ／ＭＳ，因此实际分析中建议以 ＧＣ／ＥＣＤ定量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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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偏性试验在水质分析中的应用

张晓威，姚　建，李耀伟
（辽宁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营口分局，辽宁 营口 １１５０００）

摘　要：以对总磷进行精密度实验为例，介绍了辽宁省营口水环境中心开展质量控制工作情况。每天
分析１批，每次各２份，共分析６批，其中天然水样１０批。结果显示：Ｆ检验无显著性变异，总标准差均
小于被测浓度的５％，回收率检验合格，控制图中的数据全部落在控制限内，质控图分布合理。

关键词：精密度偏性试验；分光光度法；总磷；质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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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水环境监测中心营口分中心根据 《全

国水利系统水质监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考核 （比对

试验）工作方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的要求，
全面开展了质量控制精密度偏性分析试验、质量控

制图绘制的工作，以确保质量控制工作顺利进行。

现以对总磷进行精密度偏性试验为例，介绍该项工

作的开展情况。

１　仪器及试样
７２３０Ｇ可见分光光度计，电热蒸汽压力消毒

器，ＡＬＣ－１１０４型电子天平，实验室蒸馏水，
５０ｍｌ具塞 （磨口）刻度管。过硫酸钾、抗坏血酸、

钼酸铵、酒石酸锑钾和硫酸均为分析纯，所用水为

蒸馏水，试剂溶液均按方法的标准要求进行配制。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标准溶液的制备

磷标准贮备溶液：精密称取１１０℃干燥至恒重
的磷酸二氢钾 （ＫＨ２ＰＯ４）０２１９７±００００１ｇ，用
水溶解后转移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约８００ｍｌ
水，加５ｍｌ硫酸 （１＋１），继续加水至标线，混
匀，即得５００ｍｇ／Ｌ。

磷标准使用溶液：取１０ｍｌ磷标准贮备溶液于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标线，混匀，即得
２０ｍｇ／Ｌ。
２２　确定线性关系与测定范围

取 ７支 ５０ｍｌ具塞刻度管分别加入 ０００、
０５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ｌ磷酸
盐标准溶液，加水至 ２５ｍｌ，参照水质分析标准
ＧＢ１１８９３－８９中总磷的测定方法钼酸铵分光光度

法，测定曲线。标准曲线相关系数 ｒ＝０９９９９，标
准曲线 ｙ＝０００１＋１４７２ｘ，对标准曲线的截距进
行ｔ检验合格。
２３　溶液配制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水质分析方

法总磷》（ＧＢ１１８９３－８９），对以下６种溶液，每天
分析１批，每次各２份，共分析６批，其中天然水
样１０批，绘质控图。结果见表１。

空白溶液：取与配制溶液等同的蒸馏水。

０１Ｃ标准溶液：分析方法的测定上限的 ０１
倍，溶液浓度为 ００６ｍｇ／Ｌ。
０９Ｃ标准溶液：分析方法的测定上限的 ０９

倍，溶液浓度为０５４ｍｇ／Ｌ。
天然水样：天然水样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天然

水样。

加标天然水样：在２５００ｍｌ天然水样中加入浓
度为２００ｍｇ／Ｌ的磷标准溶液２５０ｍｌ。

统一标样：部中心统一发放的总磷标准样品

（编号１１０２０６），总磷保证值为０４１０ｍｇ／Ｌ（不确
定度±００２０）。

标准曲线绘制：常规分光法需要连续６批，精
密仪器分析项目需要连续１０批，任选一批标准曲
线列出。

３　试验结果评价分析
３１　相关公式

（１）空白批内标准偏差
ｘ—每批中单个测定值；Ｘ—每批总和；
ｍ—批数；ｎ—每批测定次数；
ｔｒ—自由度 ｆ＝ｍ（ｎ－１），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５时的ｔ值 （单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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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总磷精密度偏性试验测定结果

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标准曲线

标准曲线
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７８ ０２９５ ０５８９ ０８８４ 测定上限＝０６０ ｒ＝０９９９９

Ｃ 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６０ 回归方程ｙ＝０００１＋１４７２ｘ

空白

Ａ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截距检验：合格

Ａ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Ｘ Ｓ 备 注

Ｃ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Ｃ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１Ｃ
Ｃ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Ｃ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９Ｃ
Ｃ１ ０５４６ ０５４３ ０５３９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４ ０５３９

Ｃ２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４ ０５４１ ０５４３
０５４２ ０００２

天然水样
Ｃ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０

Ｃ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２

加标水样
Ｃ１ ０３５５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０

Ｃ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４７ ０３５１ ０３５０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４

加标液

０２ｍｇ／Ｌ

统一标样

（ｍ＝０４１０）

Ｃ１ ０４０７ ０４０８ ０４２３ ０４０３ ０４１８ ０４０８

Ｃ２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８ ０４１８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４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６ ＲＥ％＝０７３％

　　注：Ａ—吸光度；Ｃ—浓度值 ；μ—标样真值；分析方法：钼酸铵分光光度法ＧＢ１１８９３－８９；浓度单位：ｍｇ／Ｌ；分析时间：２０１１年７月。

ｍ＝６；ｎ＝２时，由ｔ表可查得ｔｒ＝１９４３。

（２）Ｐ％ ＝１／ｎ∑加标试样测定值－试样测定值
加标量

×１００
（３）批内变异、批间变异
式中：Ｘｉ—第 ｉ批的平均值；ｘｉｊ—单个测定

值；—总平均值。

（４）变异显著性检验中临界值由Ｆ表查得
当ｍ＝６，ｎ＝２时，自由度 ｆ间 ＝ｍ－１＝５；ｆ内

＝ｍ（ｎ－１） ＝６
Ｆ００５ （５，６） ＝４３９；Ｆ００１ （５，６） ＝８７５

３２　精密度偏性试验表
由表 ２做回收率检验：平均回收率 ９９８％，

即回收率检验合格。

表２　精密度偏性检验表

１．空白批内标准差及检测限 ２．加标回收率检验

项目 说明 结果 项目 说明 结果

空白批内标准差Ｓｗｂ ∑ｘ２－１／ｎ∑ｘ２
ｍ（ｎ－１槡 ）

００００８７ 平均回收率Ｐ ９９８％

零浓度标准差 槡２×Ｓｗｔ ０００１２

检测限 ２ｔｆ 槡×２×Ｓｗｂ ０００４７
回收率合格检验

当９５％＜Ｐ＜１０５％时；Ｐ合格　 （是）

当在此范围之外时；Ｐ不合格　 （否）
是

３分析批内批间变异，检验总标准差

项目 说明 ０１Ｃ ０９Ｃ 天然水样 加标水样 统一标样

批内变异 （ａ） ∑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ｊ－ｘｉ）２／［ｍ（ｎ－１）］ ３１６７Ｅ－６５５８Ｅ－６ ７７５Ｅ－６ ２０５Ｅ－５２２７５Ｅ－５

批间变异 （ｂ） ∑
ｍ

ｉ＝１
ｎｉ（ｘｉ－Ｘ）２／（ｍ－１） １１３Ｅ－０６３０８Ｅ－６ ２０８Ｅ－６ １４０Ｅ－５４８３Ｅ－０５

变异显著性检验 （Ｆ检验）
当ｂ／ａ＜Ｆ００５时；无显著性差异 （ＮＳ）
当Ｆ００５＜ｂ／ａ＜Ｆ００１时；显著性证据不足（）
当ｂ／ａ＞Ｆ００１时；有显著性差异 （）

ＮＳ ＮＳ ＮＳ ＮＳ ＮＳ

总变异 （ｆ） ａ＋（ｂ－ａ）／ｎ ２１５Ｅ－０６４３３Ｅ－６ ４９２Ｅ－６ １７３Ｅ－５３５５Ｅ－０５
总标准差 （Ｓｔ） 槡ｆ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５９６
指标检出限 （ｗ） 测得浓度的５％或检出限两者的最大值为ｗ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２０６

总标准差检验
当Ｓｔ＜ｗ时，总标准差合格 （是）

当Ｓｔ＞ｗ时，总标准差不合格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分析方法：钼酸铵分光光度法ＧＢ１１８９３－８９；浓度单位：ｍｇ／Ｌ；分析日期：２０１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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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批内标准差及检测限：空白检测结果为无
检出，结果合格。

Ｆ检验：通过对批内变异 ａ、批间变异 ｂ和 Ｆ
值进行计算可知，０１Ｃ、０９Ｃ、天然水样、加标
天然水样、统一标样经Ｆ检验，均无显著性变异。

总标准差检验：计算０１Ｃ、０９Ｃ、天然水样、
加标天然水样、统一标样的总变异ｆ、总标准差Ｓｔ，
经检验总标准差均小于被测浓度的５％，故总标准
差检验合格。

３３　质量控制图的绘制与分析
通过试验确定了本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均符

合要求，天然水样１０批，绘质控图。
控制图中的数据全部落在控制限内，落在 Ｘ

（平均） ±ｓ范围的点数为１６个，占总数的８０％，
分布合理，无连续７点偏在中心线一侧，无离群
值，符合质控图要求。此精密度试验的控制浓度为

０１５３ｍｇ／Ｌ，说明质控图分布合理。
４　结论

通过近一个多月的水样分析和数据整理，圆满

完成了本次偏性分析试验及质控图绘制工作。在工

作当中，分析人员在分析技术上得到了锻炼和提

高，这对于今后进一步搞好水质监测工作，为实施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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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作场所空气中产生的有毒物质氮氧化物的测定是用吸收液采集空气样品后送达实验室检
测，是采样与显色同时进行，方法的关键是采样前吸收液的配制与采样后样品的运输、保存及其测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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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方法有分光光度法、化
学发光法及恒电流库伦滴定法等。ＧＢＺ／Ｔ１６０２９
－２００４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无机含氮化合
物中指定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方法为盐酸萘

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１　原理
先用三氧化铬氧化管将一氧化氮氧化成二氧化

氮。二氧化氮经吸收，在水中形成亚硝酸盐，亚硝

酸与对氨基苯磺酸起重氮化反应，再与盐酸萘乙二

胺偶合，生成玫瑰红色偶氮染料，根据颜色深浅，

定量测定。

２　主要仪器及试材
２１　主要仪器

多孔玻板吸收管，大气采样器：流量范围０～１
Ｌ／ｍｉｎ，１０ｍｌ比色管，双球玻璃管，分光光度计等。
２２　试剂

所有试剂均需不含亚硝酸根的重蒸馏水配制。

Ｎ－ （１－萘基）乙二胺盐酸贮备液：称取
０５０ｇＮ－ （１－萘基）乙二胺盐酸 ［Ｃ１０Ｈ７ＮＨ
（ＣＨ２）２ＮＨ２．２ＨＣｌ］用水稀释至 ５００ｍｌ，贮于密
闭棕色瓶中冷藏。

显色液：称取 ５０ｇ对氨基苯磺酸 （ＮＨ２Ｃ６
Ｈ４ＳＯ３Ｈ）溶解于２００ｍｌ热水中，冷至室温后转移
至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５００ｍｌＮ－（１－萘基）
乙二胺盐酸贮备液和５０ｍｌ冰醋酸，用水稀释至标
线。贮于密闭的棕色瓶中，２５℃以下暗处存放。

吸收液：使用时将显色液和水按４＋１（Ｖ／Ｖ）
比例混合而成。

三氧化铬－砂子氧化管：将河砂漂洗干净、晒
干，２０～４０目筛取部分，用１＋２盐酸浸泡一夜，
用水洗至近中性，将砂子烘干。将三氧化铬及砂子

按质量比１∶２０混合，加入少量水调匀。在红外灯
下或烘箱里 １０５℃加热烘干。加热过程中应搅拌
几次。

亚硝酸钠标准贮备液：称取０１５００ｇ粒状亚硝
酸钠，预先在干燥器内放置 ２４ｈ，溶于水，移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此溶液的
ＮＯ－２ 质量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贮于棕色瓶中并存于
冰箱。临用前配制ＮＯ－２ 质量浓度为５μｇ／ｍｌ的使用
液。

２３　分析步骤
２３１　标准曲线绘制

用浓度为５μｇ／ｍｌ使用液按表１配成标准系列。
摇匀，避开直射阳光，放置 １５ｍｉｎ，用 １ｃｍ比色
皿，于波长５４０ｎｍ处，以水作参比，测定吸光度，
结果见表１。
２３２　样品测定

用测定标准系列的操作条件测定样品溶液的吸

光度Ａｉ和空白对照溶液的吸光度Ａ０，（Ａｉ－Ａ０）后
得样品含量ｍ（μｇ）。
３　质量控制

工作场所空气中产生的有毒物质氮氧化物必须

用吸收液采集空气样品后送达实验室检测，因氮氧

化物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是采样与显色同时

进行 ，所以方法的关键是采样前吸收液的配制与

采样后样品的测定。为了得到准确、可靠的监测数

据，一定要从样品的采集、保存、实验室分析等各

个环节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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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ＮＯｘ标准曲线测定结果

加标体积／ｍｌ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５０ ０７０
吸收原液／ｍｌ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水／ｍｌ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５０ ０３０

标准含量／μｇ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５０ ３５０
吸光度 （Ａｉ）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４ ０１９２ ０２９２ ０４６９ ０６４５

吸光度 （Ａｉ－Ａ０） 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１８８ ０２８８ ０４６５ ０６４１
吸光度 （Ａｉ）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９６ ０４７４ ０６６２

吸光度 （Ａｉ－Ａ０） 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３ ０２９１ ０４６９ ０６５７

第一条：截距ａ＝０００３，斜率ｂ＝０１８４，ｒ＝０９９９８

第二条：截距ａ＝０００５，斜率ｂ＝０１８７，ｒ＝０９９９８

平均截距ａ＝０００４，平均斜率ｂ＝０１８６标准曲线：ｙ＝ｂｘ＋ａ＝０１８６ｘ＋０００４

３１　吸收液
显色液最好使用前配制，虽然文献 ［１］注明

２５℃以下暗处存放可稳定１个月，文献 ［２］和文
献 ［３］注明２５℃以下暗处存放可稳定３个月，但
都不是绝对的。保存期限与吸收液的配制及保存有

关。如果配制过程中与空气接触时间短，并且保存

得当，保存期限会长些。无论是新配制的还是在保

存期内的吸收液，采样前一定要检查吸收液的吸光

度。检查方法：吸收液的吸光度应不超过 ０００５。
如不符合要求，应检查水、试剂纯度或显色剂的配

制时间和贮存方法，并弃之重配。吸收液必须无

色，如呈微红色可能有亚硝酸根的污染。日光照射

也能引起吸收液显色，所以吸收管在采样、运送和

存放过程中都应采取避光措施。

３２　三氧化铬－砂子氧化管的制备
制备好的三氧化铬－石英砂应是松散的，若沾

在一起，说明三氧化铬比例太大，可适当增加一些

石英砂重新制备。三氧化铬－石英砂氧化管适合在
空气相对湿度３０％～７０％时使用，空气相对湿度较
大时，因部分ＮＯ２被氧化管吸附，使ＮＯ２的回收率
下降，应勤换氧化管；相对湿度较小时，可使氧化

效率下降。所以，在氧化管装入氧化剂之后，要用

经过水面的潮湿空气通过氧化管，平衡１ｈ，然后放
入相对湿度为５０％左右的恒湿密闭容器中保存、备
用。氧化管有一定有效期，当氧化剂因吸湿板结或

部分变绿色 （三氧化二铬是绿色），应及时更换。

３３　采样前一定要做预实验
采样前应做标准曲线，文献 ［２］中规定标准

曲线斜率控制在０１８０～０１９５（吸光度，ｍｌ／μｇ），
截距控制在 ±０００３。文献 ［３］中规定标准曲线
截距范围为 ０００３＜︱ａ︳ ＜０００８。如不符合要
求，应检查吸收液、亚硝酸钠标准溶液，直到斜率

和截距达到要求。斜率反映方法的灵敏度，截距

评价校准曲线的准确度。要控制截距值，除要求

准确操作外，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应是经校正合格

的，比色管或比色皿的成套性，分光光度计透射

比的正确度和重复性等，均可直接影响测定数据

的精确度。

３４　采样
采样时，平行管的进气口必须尽量靠近，采样

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应一致。吸收液在使用过程

中应避免日光直接照射，日光照射可使吸收液显

色，要求用棕色瓶保存，采样时也尽量使用棕色采

样管；用普通采样管时，则须用黑布包住。在采样

过程中，如吸收液体积缩小较显著，应用水补充至

原来体积 （事先做好标线）。

３５　样品保存实验
用环境保护部标准样品研究所生产的标准样品

进行实验。

表２　同一样品不同保存条件下测定结果

样品

编号

样品保

存条件

样品放置

时间／ｄ
吸光度

（Ａｉ－Ａ０）
样品测定

浓度／（ｍｇ／Ｌ）

１＃
贮存于棕色瓶

密闭放置冰箱

于０～４℃保存

１ ００６１ ０３０６

２ ００５９ ０２９６

３ ００６１ ０３０６

４ ００５８ ０２９０

５ ００５９ ０２９６

２＃
贮存于棕色瓶

密闭常温 （１２
～２５℃）保存

１ ００６２ ０３１２

２ ００５８ ０２９０

３ ００５７ ０２８５

４ ００５４ ０２６９

５ ００４９ ０２３７

３＃
贮存于无色瓶

密闭常温 （１２
～２５℃）保存

１ ００５８ ０２９０

２ ００６４ ０３２３

３ ００７１ ０３６０

４ ００８８ ０４５２

５ ００９６ ０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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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１０ｍｌ标准样品 （ＧＳＢＺ５００３６－９５，编号：
２０６１３４） （样品浓度标准值：０３００±００１８（ｍｇ／
Ｌ）），于２５０ｍｌ，用纯水定容。取配制好的上述已
知样品溶液 １００ｍｌ，用吸收液 （４＋１）定容到
５００ｍｌ。分成 ３份，在不同保存条件下进行测定。
１＃贮存于棕色试剂瓶密闭于冰箱冷藏保存；２＃贮存
于棕色试剂瓶密闭于常温保存；３＃贮存于无色试剂
瓶密闭于常温保存，连续５ｄ测定３份样品的吸光
度，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实验结果可知：样品于０～４℃避光密
闭保存，至少可保存３ｄ；于２５℃以下避光密闭保
存，至少可保存２４ｈ；于２５℃以下未避光保存，最
多只能保存２４ｈ。因此，样品应尽快分析，如不能
及时分析，应避光及冷藏保存。样品的采集、运输

和保存过程中避免阳光照射。

４　结论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氮氧化物测定，要得到准

确、可靠的监测数据，一定要从样品的采集、保

存，实验室分析等各个环节加以控制。要保证采集

到合格的样品，除现场操作正确外，实验室要提供

有效的吸收液、氧化管；样品在运输过程中要密

闭、避光且冷藏保存；实验室在提供吸收液时要做

预实验保证所提供的吸收液吸光度达到要求，标准

曲线的斜率和截距要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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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住宅室内总挥发性有机物

（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研究
刘志强１，２

（１山西省环境监察大队，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２山西省环境应急中心，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在对装修住宅室内总挥发性有机物 （ＴＶＯＣ）浓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实验数据建立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基于该数学模型，以装修住宅室内ＴＶＯＣ浓度数据为实例进行了模型
验证，该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一致，最后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装修住宅；ＴＶＯＣ；模型；研究；验证
中图分类号：Ｘ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６５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３１－０３

　　近年来由装修住宅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日
益突出，引起了居民们的极大关注。总挥发性有机

物 （ＴＶＯＣ）是在既定的试验条件下，所测得装修
材料中或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量，是空气

中三种有机污染物 （多环芳烃、醛类化合物和挥

发性有机物）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一种。在常温下

以蒸汽的形式存在于空气中，具有致崎、致突变、

致癌的 “三致”毒性，刺激性及特殊的气味性，

会影响居民们的皮肤和黏膜，对人体健康产生急性

损害。装修住宅室内最主要的ＴＶＯＣ污染源主要来
源于各种涂料、黏合剂、各种人造材料等。在装修

住宅中，刨花板、胶合板、海绵床垫、沙发用海

绵、墙壁地面用的黏合剂、塑料地板、作为隔热材

料的预制板、一些化纤地毯及家用的多数化学品都

是 ＴＶＯＣ的释放源。尽管释放在室内的ＴＶＯＣ单个
浓度极低，但若干种挥发性有机物共同存在于室内

时，其联合作用以及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开展室内 ＴＶＯＣ的研究工作，对改善装
修住宅室内空气质量，保护人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１～３］。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板材中的涂料、油漆中的

可挥发性有机物的释放特征已经进行了比较广泛的

研究，通过数学的模拟方法对材料中ＴＶＯＣ的散发
过程进行了研究，已经建立的数学模型有几十种之

多。一阶模型为经验模型，由于实验室条件与装修

住宅实际房间的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其预测的准

确性值得探讨；ＶＢ模型由于没有考虑到 ＴＶＯＣ在
装修材料中的扩散，因此不适合使用于整个挥发过

程；数值模型考虑了装修涂料层内部，与实验结果

符合性良好，但是模型较为复杂；扩散模型是

ＴＶＯＣ最常用的模型，因为污染物的释放规律研究
的还不全面，预测模型也不够精确。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ＴＶＯＣ浓度的释放规律和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
就显得更有实际价值［４］。

本文在对影响装修住宅室内ＴＶＯＣ浓度的主要
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验数据建立

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基于该数学模型，以装修住
宅室内ＴＶＯＣ浓度数据为实例进行了模型验证。
１　装修住宅室内ＴＶＯＣ浓度的影响因素

有机溶剂主要包括醇、醛、直链烃、芳香烃、

酮等，这些都是在装修住宅过程中广泛应用于各种

溶剂型的材料，如板材胶粘剂、板材着色剂、墙壁

表面喷涂材料、油漆等，这样的 “湿”材料当中

有机溶剂含量通常都会超过２５％。在 “湿”材料

干燥过程中，这类有机溶剂会逐渐散发到住宅空气

中，并成为ＴＶＯＣ重要室内散发源［５］。

装修材料、装修程度、温度、湿度、通风量等

不同因素都会对室内 ＴＶＯＣ浓度产生影响。在装修
材料、装修程度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装修时间是影

响装修住宅室内空气 ＴＶＯＣ浓度的主要因素。
ＴＶＯＣ作为溶剂通常广泛应用于各种溶剂型材料
中，熔点要低于室温而且挥发速度较快。ＴＶＯＣ的
释放浓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装修住宅后 １
个月左右，ＴＶＯＣ的浓度出现明显下降。由此可以
看出，装修住宅装修完１个月左右是挥发性有机物
大量释放的时段。在装修住宅装修完第 ２、３个月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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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ＴＶＯＣ的浓度逐渐下降。装修竣工后半年时间
左右ＴＶＯＣ基本能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最高浓度，
但是因为ＴＶＯＣ的室内毒性较大，ＴＶＯＣ的污染仍
然引起人们极大地重视。装修住宅室内空气苯的浓

度还会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与污染物扩散体

积，即室内空间体积有关。在同一污染源的强度

下，还会受通风换气量的影响，通风换气量大时，

室内ＴＶＯＣ浓度就低。另外，ＴＶＯＣ的释放量还与
室内温度、湿度有关，温度和湿度也是影响室内

ＴＶＯＣ浓度的因素。
２　建立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与模型验证
２１　模型参数的选取

在进行监测之前，被监测房间门窗已关闭 １ｈ，
并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增加室内污染物的含量，这就

减少了温度、湿度、通风量和人为因素对室内

ＴＶＯＣ浓度产生的影响，室内温度、湿度及室内空
气换气率等因素对ＴＶＯＣ浓度产生影响的波动相对
较小。因此，在建模过程中可以忽略室内温度、湿

度、通风量等对ＴＶＯＣ浓度变化的影响。选取板材
总表面积 （１ｍ３房间使用的板材面积）、板材的等
级 （表示板材质量的好坏）、涂料总量 （１ｍ３房间
使用涂料量）、房间体积、装修竣工时间以及对应

的ＴＶＯＣ浓度等对ＴＶＯＣ浓度产生主要影响的环境
因子作为模型参数。

因为不同装修材料的 ＴＶＯＣ释放速率各不相
同，ＴＶＯＣ衰减速率也相差悬殊，在较短的时间段
内，可以把ＴＶＯＣ释放源看成是恒速释放源或指数
衰减释放源［６］。

２２　建立模型
在选取的建模参数中，将板材总表面积、涂料

总量作为影响ＴＶＯＣ浓度的主要因素，时间与板材
等级作为板材总表面积、涂料总量对ＴＶＯＣ浓度的
影响系数，建立预测模型如下：

ｆ（ｊ）＝［（ｍＧ１＋ｎ）Ｑ＋（Ｇ２ｈ＋ｌ）］ｅ
－ｇｔ

式中：Ｇ１—１ｍ
３ 使 用 板 材 的 总 表 面 积，

板材总表面积( )房间体积
，ｍ－１；

Ｇ２—１ｍ
３ 使用涂料的量，

涂料的使用量( )房间体积
，

ｋｇ／ｍ３；
Ｑ—所用板材的等级；
ｍ—板材总表面积一次修正系数；
ｎ—板材总面积零次修正系数；
ｈ—涂料用量一次修正系数；
ｌ—涂料用量零次修正系数；

ｇ—竣工时间修正系数；
ｍ，ｇ，ｈ＞０；
ｍ，ｎ，ｈ，ｌ，ｇ为待定系数。

２３　实验结果
选取新装修的有代表性的装修基本相同的住宅

采样，并选取 ＴＶＯＣ装修污染因子进行监测和分
析，ＴＶＯＣ监测按照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控制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５－２００１规定的方法进行［７］，

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平均，见表１。
表１　住宅装修后不同时间的ＴＶＯＣ浓度

时间／ｄ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５ ７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ＴＶＯＣ浓度／

（ｍｇ／ｍ３）

３５０ ２４６ １８０ １０５ ０９０ ０８２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７０

２８０ ２７３ １６５ １５２ ０８７ ０７７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７１

２５０ ２０８ １４０ ０９５ ０８４ ０９９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６９

２４　模型求解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数据拟合分析，ＴＶＯＣ浓度

ｆ（ｊ）与１ｍ３使用的板材的总表面积 Ｇ２的函数关
系如下式：

ｆ（ｊ） ＝ ［（００７２５Ｇ１ ＋ ２０３２） Ｑ ＋
（００５９９Ｇ２－１１１６）］ｅ

－０００２９ｔ

为了避免偶然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取与上述

住宅同批装修的装修基本相同的住宅，按照上述方

法监测竣工后各天各时段ＴＶＯＣ的实测浓度，实验
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２５　模型验证
选取新装修的住宅采样，选取ＴＶＯＣ装修污染

因子进行监测和分析，并利用上述模型进行了理论

浓度的计算，详见表２。
表２　住宅装修后不同时间的ＴＶＯＣ理论浓度与浓度误差表

时间／ｄ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理论浓度／

（ｍｇ／ｍ３）

浓度误差／％

０７６７ ０７４４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２

６９１ ０８１ ４５０ ３０５

０３９ ０５４ １７７ １６６

－ ３２３ １７７ ４４３

　　注：－表示不合理的实测浓度对应的误差。

由误差分析可知，ＴＶＯＣ预测模型能较好地预
测其浓度，理论浓度与实测浓度基本一致。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ＴＶＯＣ浓度的预测模型为：
〔ｆ（ｊ） ＝ ［（００７２５Ｇ１ ＋２０３２） Ｑ ＋

（００５９９Ｇ２－１１１６）］ｅ
－０００２９ｔ〕

式中：Ｇ１—１ｍ
３ 使 用 板 材 的 总 表 面 积，

板材总表面积( )房间体积
，ｍ－１；

Ｇ２—１ｍ
３ 使用涂料的量，

涂料的使用量( )房间体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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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ｍ３；
Ｑ—所用板材的等级；
ｔ—装修竣工时间。

２６　模型应用
该模型可以计算出装修住宅入住的最早时间。

计算过程为：将ＴＶＯＣ浓度以国家标准０５０ｍｇ／ｍ３

代入该模型，将装修板材、涂料等用量也代入其

中，就得出装修住宅最早入住的时间。ＴＶＯＣ衰减
期较长，其浓度达到国家标准入住浓度需较长时

间，中等装修半年后就能入住，该模型计算出的入

住时间与实际监测模型得出的入住时间基本吻合。

与甲醛、苯浓度模型不同的是，ＴＶＯＣ浓度预
测模型选取的多个影响参数不能孤立地分开。单独

计算某种参数的用量时，因为室内空气污染物中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一污染物的

含量都会低于其允许限值，不会造成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但室内混合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却会对人体健

康有明显的危害，一种因素很可能与其它的因素相

互作用，并能够改变它们的危害强度，这有可能使

这些因素协同起来导致一个显著的环境毒理效

应［２１］。因此不能够由预设的时间计算出板材或涂

料的最大用量。

３　结论与讨论
（１）本论文分析了影响装修住宅室内 ＴＶＯＣ

浓度的主要因素，建立了ＴＶＯＣ浓度预测模型，并
根据实验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求解，最后进行了模型

验证，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以保证它的实用性。

（２）目前人们都已经认识到装修室内 ＴＶＯＣ
浓度及其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重要性。仅靠自然衰

减，ＴＶＯＣ的衰减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在装修住宅
时应尽量使用 ＴＶＯＣ含量较少的绿色环保型材料，
装修程度选择简单实用型，同时装修住宅竣工后放

置一段时间再入住。

（３）ＴＶＯＣ中甲苯和二甲苯并没有一个恒定的
比例，只有在确定有涂料引起空气中 ＴＶＯＣ不合
格的装修工程中，甲苯和二甲苯所占的比例才成为

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值［８］。所以在空气中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较多的情况下，需要对ＴＶＯＣ中的甲苯
和二甲苯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为有效控制装修住

宅中造成的室内ＴＶＯＣ污染提供技术依据。
（４）《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ＧＢ５０３２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６版）公布实施以来，室内
空气中 ＴＶＯＣ的测定方法简化了操作的步骤，降
低了系统的误差。但采样的体积、采样管的充分活

化、程序的升温设置和热解析的时间都会影响

ＴＶＯＣ浓度监测的准确性［９］。因此，需要提高监测

技术，探索各种因素对ＴＶＯＣ的污染物监测浓度变
化产生的影响，为装修后住宅的污染防治工作提供

有效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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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ｌＶＢＡ和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对
道路噪声自动监测数据统计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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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青岛市噪声自动监测现状，针对自动噪声数据量大，噪声监测系统统计软件存在部分
瑕疵的问题，利用ＥｘｃｅｌＶＢＡ编程和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查询功能对道路自动噪声数据进行处理，实现了对自
动噪声数据的快速筛选、审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及数据审核质量，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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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噪声自动监测概况
国外发达国家开展城市噪声战略研究管理和噪

声控制预测已有２０多年的历史，全天候连续实时
测试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欧美及韩

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澳门及台

湾等地［１］。

２００７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承担了国家课题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与应用研究”，正式启动了我

国噪声自动监测的相关研究［２］。目前，十多个城

市作为试点使用噪声自动监测系统［３］。

２　青岛市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青岛市于２０１２年布设３个子站，开展噪声自动

监测工作。其中金口花园子站位于居民住宅小区，属

１类区；远洋广场子站位于商业区，属２类区；汽车
东站子站位于崂山区深圳路，为道路噪声自动监

测站。

子站监测系统由珠海高凌公司开发，由噪声监

测子站、噪声监测数据管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

通讯网络和专用噪声处理软件组成，各子站２４ｈ连
续监测，每分钟获取１个噪声数据。功能区噪声自
动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声级 Ｌｅｑ，最大声级 Ｌｍａｘ，
最小声级 Ｌｍｉｎ，累积百分声级 Ｌ５、Ｌ１０、Ｌ５０、Ｌ９０、
Ｌ９５，标准差ＳＤ，道路噪声自动监测除上述项目外
还监测单发噪声 Ｌｅ，长车、大车、中型车、轻型
车、微型车车流量，平均车长，平均车速。

该系统实现了监测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传

输和汇总，同时对环境噪声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和评

价，建立环境噪声信息数据库，为治理环境噪声和

改善声环境质量提供技术依据，大大提高了信息的

时效性［４］。但是该软件还存在部分瑕疵，导出的

道路噪声分钟值、车流量为两个单独的 Ｅｘｃｅｌ表
格，在分析机动车对道路噪声值的影响时，需要将

上述两个表格整合为一个表格。由于收到的数据记

录条数不一致，数据量巨大，仅靠人工操作耗费时

间过长且容易出现差错。

３　数据处理
３１　道路噪声自动监测数据导出格式

从青岛市监测情况来看，道路噪声自动监测系

统每天获取噪声分钟监测数据条数在１４００条以上，
车流量数据条数获取量较低，在１３００条左右。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４日获取的记录条数为例，１０ｍｉｎ内收
到１０条噪声值数据，车流量数据仅收到８条。统
计表分别见表１、表２。
３２　噪声值与车流量Ｅｘｃｅｌ表数据整合

运用ＥｘｃｅｌＶＢＡ编程对导出噪声分钟值和车流
量时间一致的记录条数进行快速筛选，整合一星期

１万余条数据仅需几分钟时间，在减少差错的同时
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ＥｘｃｅｌＶＢＡ程序代码如下：
Ｓｕｂｃａｒ（）
ＤｉｍｂｏｌＦｏｕｎｄＡｓＢｏｏｌｅａｎ‘定义开关量
ｃ１＝ＭｅＵｓｅｄＲａｎｇｅ．Ｒｏｗｓ．Ｃｏｕｎｔ‘将ｃ１１赋

值为Ｅｘｃｅｌ表中已用的行数
Ｆｏｒｉ＝２Ｔｏｃ１‘对Ｅｘｃｅｌ表中每一行进行循环

校验

ｂｏｌＦｏｕｎｄ＝Ｆａｌｓｅ
Ｆｏｒｋ＝ｉＴｏ２Ｓｔｅ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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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Ｆｏｒｍａｔ（Ｃｅｌｌｓ（ｉ，１），＂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
ｎｎ＂）＝Ｆｏｒｍａｔ（Ｃｅｌｌｓ（ｋ，１３），＂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ｎｎ＂）Ｔｈｅｎ‘ｉ代表道路噪声分钟数据统计监测
时间，ｋ代表道路噪声车流量统计监测时间，判断
二者是否相同

ｂｏｌＦｏｕｎｄ＝Ｔｒｕｅ
ＥｘｉｔＦｏｒ
ＥｌｓｅＩｆＦｏｒｍａｔ（Ｃｅｌｌｓ（ｉ，１），＂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ｎｎ＂）＞Ｆｏｒｍａｔ（Ｃｅｌｌｓ（ｋ，１３），＂ｙｙｙｙ－ｍｍ

－ｄｄｈｈ：ｎｎ＂）ＡｎｄＣｅｌｌｓ（ｋ，１３） ＜＞＂＂Ｔｈｅｎ
‘判断ｉ是否大于ｋ

ＥｘｉｔＦｏｒ
ＥｎｄＩｆ
Ｎｅｘｔ
ＩｆｂｏｌＦｏｕｎｄ＝ＦａｌｓｅＴｈｅｎＣｅｌｌｓ（ｉ，１）＝＂＂
Ｎｅｘｔ
ＥｎｄＳｕｂ

表１　自动监测道路噪声分钟值统计表 （ｄＢ（Ａ））

时间 Ｌｅｑ Ｌｍａｘ Ｌｍｉｎ Ｌ５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９５ ＳＤ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１：００ ６７６ ７３０ ６３１ ６９７ ６９３ ６７３ ６５３ ６４７ １７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２：００ ６８９ ７９９ ５９４ ７２７ ７１２ ６７５ ６２７ ６１２ ３３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３：００ ６７７ ７４４ ５８２ ７２５ ７１９ ６６５ ６２２ ６０３ ３４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４：００ ６７３ ７３９ ５４８ ７２４ ７１９ ６４５ ５７１ ５６２ ５２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５：００ ６９４ ７４５ ５９６ ７２５ ７１８ ６９１ ６１６ ６０８ ３４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６：００ ６６４ ７２７ ５７５ ７１５ ７０７ ６４０ ５９７ ５８９ ４０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７：００ ６８５ ７９３ ５９７ ７０４ ７００ ６８７ ６２４ ６０９ ３１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８：００ ６５４ ７１９ ５７１ ７０３ ６８５ ６４５ ５８７ ５８１ ３８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９：００ ６８９ ７５０ ６３９ ７１９ ７０９ ６８６ ６５１ ６４７ ２３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１０：００ ６６４ ７４３ ５８１ ６９１ ６８４ ６６４ ６００ ５９５ ３１

表２　自动监测道路噪声车流量、平均车速统计表

时间
车流量

／（ｖｅｈ）
平均车速

／（ｋｍ／ｈ）
长车流量

／（ｖｅｈ）
大车流量

／（ｖｅｈ）
中型车流量

／（ｖｅｈ）
轻型车流量

／（ｖｅｈ）
微型车流量

／（ｖｅｈ）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１：０３ １１ ５２３ ０ １ ２ ３ ５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２：０３ ３９ ５５０ １１ ５ ９ ３ １１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３：０３ ２５ ５５３ ６ ５ ２ １ １１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５：０２ ２３ ３５０ １ ０ １ ２ １９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６：０３ ９ ５４８ １ ０ １ １ ６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７：０３ ３７ ５６０ ０ ０ １ ６ ３０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０８：０３ １１ ４４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１０：０２ ２４ ５８８ ０ ０ １ ２ ２１

　　通过ＥｘｃｅｌＶＢＡ对表１、表２中数据进行整合，
使二者之间保持一一对应，删除多余记录条数，即

可选取所需时间段的数据，研究车流量对瞬时噪声

值的影响并进行统计评价。

３３　噪声值与平均车速数据整合
机动车的时速对噪声瞬时值也会产生影响，

运用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查询功能可以建立噪声平均
值与平均车速之间的关联，Ａｃｃｅｓｓ查询语句
如下：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ｔ（平均车速／１０）１０＆＂ －＂＆

（Ｉｎｔ（平均车速／１０） ＋１）１０ＡＳ车速分级，
Ｒｏｕｎｄ（Ａｖｇ（［Ｌｅｑ（ｄＢ）］），１）ＡＳ［Ｌｅｑ（ｄＢ）
之平均值］

‘平均车速按１０ｋｍ／ｈ增加依次分级，计算各
等次噪声平均值

ＦＲＯＭ合计
ＷＨＥＲＥ平均车速＞０ｏｒ车流量＞０
ＧＲＯＵＰＢＹＩｎｔ（平均车速／１０）；
选取３月４日～９日连续５ｄ工作日近７０００条

数据进行测试，可以得到表３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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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月４日～３月９日车速与噪声平均值统计

车速划分等次／（ｋｍ／ｈ） 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５０～６０ ６０～７０ ７０～８０ ８０～９０

噪声平均值／ｄＢ（Ａ） ５６６ ５８７ ６３４ ６３５ ６７１ ６７５ ６８０ ６６５ ６５６

　　同理，可以使用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查询功能对一
段时间内噪声值按不同需求进行统计，减少繁琐计

算，节省数据审核时间，迅速得到统计结果。

４　小结
噪声自动监测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城市交通噪声

污染时空分布，提升环境决策支持能力。现有的自

动噪声监测系统统计功能尚存在部分瑕疵，在进行

数据处理时，对大批量的自动噪声监测数据运用

ＥｘｃｅｌＶＢＡ和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查询编程可以减少繁琐
计算，降低差错率，提高工作效率，该程序在实际

应用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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