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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五大水系水环境容量测算及污染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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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环境容f的确定是实行区域水环境管理的基础及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依据．本文以氨氮和COD为指
标，侧算了江西五大水系的水环境容f，并与根据定额法预测的指标排放量比较，分析了其水污染总t控制情况。
结果为：①总体上目前五大水系的水质良好，大部分河段存在剩余水环境容量，②个别河段水污染严重，氨氮容JR
值为0，需加强该区段的污染控制力度；③随着人口增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来在总童上需要实行严格的污染物
（尤其对COD）削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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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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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foundation to identify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WEC) for im-
plementing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the basis of total water pollution con-
trol. So, the WEC of the five water systems in Jiangxi was computed by using the two indicators
of NH3-N and COD. Then, we compared it with the acceptable prediction indicators and analyzed
its total control situ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The results are: firstly, the current water quality of
the five water systems was good in general, most of the rivers' sections have residual WEC, sec-
ondly, only individual river's sections have the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and its capacity of NH3-N
is 0,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ollution control of this section and lastly, with the pop-
ulation growth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five water systems to car-
ry out strick total pollution reduction plans (especially for COD) in future.
Key words; water systems;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0 引  言

    近年来，江西工业经济增长较快。工业经济的增
长一般会对当地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水环境的
污染等）。都阳湖是江西的代名词，广义的都阳湖是
指（环）都阳湖区及其周边五大水系（赣江、抚河、信
江、饶河和修河）。五大水系和都阳湖区在江西省境
内形成了一种闭合水系，五大水系是源头，同时也是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即为人们生产生活提
供水资源、水产品、物资运输以及污染物消纳等服
务。因此，如何维护、改善和合理利用五大水系的生
态功能，进而保护好都阳湖的生态环境，是当前人们
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环境界引人环境容
量的概念，并开始了对水环境容量的研究［l o帮有
等图曾对都阳湖区的水环境容量进行过测算，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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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对于江西省五大水系的水环境容量测算还
较少见。因此，本文在广泛调查五大水系容量计算相
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
术指南）)[3〕要求，尝试对该问题进行较深人的研究，
为保护好五大水系的生态功能及都阳湖的生态环境
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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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环境容量测算
1.  1调查分析
    所谓水环境容量是指在给定水域范围和水文条
件，规定排污方式和水质目标的前提下，单位时间内
该水域最大允许纳污量［[3]。水环境容量的确定是实
行区域水环境管理的基础及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依
据［[4]。河流的水量、水质状况及排污方式对其容量计
算的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江西属中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降水量充沛。通
过对五大水系多年（1956̂ 2006)水量数据分析表
明：五大水系年均降水量和人均水资源量均比全国
水平高出很多。多年平均人湖水量赣江最大，饶河为
最小；年份以1998年最大，达2 080 X 108 m3,1963
年最小，只有461X108m3。水质状况：总体上是良好
的，具体表现为常年稳定、局部污染、有所起伏的特
征。污染物主要以氨氮为主，个别河流COD、挥发
酚、石油类和总磷等也偶尔会造成一定影响。另外，
本研究涉及河流众多，且排污方式复杂，研究区域范
围广裹，为简单起见，假定所有河段均满足以下条
件：①均属于宽浅河段；②污染物排放口均设在各计
算断面，且污染物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混合均匀；③污
染物在横向和垂向的浓度梯度可以忽略，可采用一
维水质模型。

1. 2水域概化
    按文献【3〕要求，进行水环境容量测算前，需先
对研究河流进行水域概化。图1为水域概化后示意

  图，其中，饶河是由两条江（乐安江和昌江）在波阳花
  园处汇合而成。
 1. 3水功能区划分与目标水质确定
      选择氨氮和COD作为本文水环境容量计算的
  污染因子，再根据《江西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登
  记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控制断面。最后根据各控
  制断面的水功能区划目标，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5]要求确定各自的具体目
  标浓度值（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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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五大水系水域概化示意图

裹1五大水系计算断面、河段及目标水质 m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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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河段名称后的数字和字母为其代号，1表示技江、其余类
    同，饶河4后的1表示乐安江，2表示昌江，A表示第一

  段，其余类推．

1. 4数学模型
    采用一维模型，其计算公式图如下：
  W = 31. 54(C· ex:/86.4“一C,) (Q, - Q;)     (1)
式中：W为水环境容量，t/a; C‘，Q‘为水环境功能区
段人口浓度mg/I.和流量m3/s，为排污口污水浓
度mg/L和流量m3/s; Q, + Q，为水功能区段出口浓
度（目标浓度）mg/L和流量m3/s; X为水功能区段

，相关定额指标参考了《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娜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纲要（初稿）》、《全国水环境容量核算技术
  指南》、《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2007修订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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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m; u为水功能区段河流流速，m/s; K为污染
物降解系数，1/d,

    水功能区段长度数据直接从GIS9. 1中获得，
水功能区段河流流速根据《指南》要求选定，污染物
降解系数则参照了《赣江流域环境遥感与数字化环
境管理》的研究成果选定。水量及污染物浓度数据则
来自于江西省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流量数据丰富，
分析了从1956-2006年数据，选取其统计均值的
90％作为设计流量；浓度方面由于只有2000年、
2004年及2007年三年数据，又通过分析该三年流
量与多年均值流量发现2004年流量变化与多年均
值流量变化基本一致，故选定2004年浓度其为设计
浓度。

1.  5水环境容I t结果

    五大水系各河段的水环境容量测算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各河段氨氮和COD均
存在较大水环境容量，只有赣江瑞金大桥至新庙前
段氨氮容量值为0，这是由于该区段水污染较严重，
不能再接纳污染负荷所致。

    因此，就氨氮和COD两个评价因子而言，总体
上目前江西省五大水系的水质良好，不需要进行较
大规模的污染物总量削减控制规划，这与计算前分
析调查的结果吻合，也说明本文计算的五大水系水
环境容量值较合理。但是，对于个别河段（如河段
1B)，则需要特别对待，建议详细分析的相关污染
源、排污口及当地社会、经济等状况再做出具体污染
控制规划。

表2五大水系各河段水环境容I t

河流
河段

代号
 1 A

水环境容量

氨氮 C O D

B

C
，
土1

上

2水污染总量控制分析

    由于测算五大水系水环境容量时采用的是多年
平均水量及具有代表性的浓度数据，又考虑到水环
境容量作为水体的一种自然属性困，故本研究认为
五大水系的总水环境容量不随年份增长而增加。但
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稳步增
长，氨氮和COD的排放量也必将同步的增加，故对
其在2012及2020年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预测，并
与其水环境容量值进行比较，进而分析在未来年份
41氮和COD的剩余水环境容量（或削减量）及总量
控制规划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采用定额预测法①预测的结果及比较后2012
与2020年的剩余水环境容量或污染物削减量情况
见表3，污染物的削减量用其排放量与总水环境容
量的差值表示［[7.8]。从表3可知，对于氨氮，2012及
2020年仅抚河水系需要在总量上进行污染物削减
控制；而其余水系则均存在剩余水环境容量，不需要
总量控制，只需对个别污染较集中的区域进行集中
处理和处置。但是，对于COD，其在未来年份的污染
情况则比较严重，2012年COD不仅抚河水系，而且
赣江水系也需要在总量上进行大规模的污染物削减
控制；而到了2020年，又增加了信江和修河水系需
要大规模污染物控制，仅饶河水系存在剩余水环境
容量（需局部控制）。

    COD是水体有机污染物含量的反映，COD含
量越高，则水体有机污染程度越严重，河流水体的水
质就越容易发生富营养化现象，又叫水华［[9,10]
    因此，在可预见的近十几年中，尽管氨氮污染物
的排放量增长缓慢，不足以成为污染五大水系水质
的主要威胁，但COD因子却很有可能成为水体水
污染的主要元凶。为预防五大水系水体发生富营养
化现象，必须尽早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有机污染物
(COD）控制规划并加大其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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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各河段容量值进行加总后得到五大水系各自
的总水环境容量，将其与2006年氨氮和COD的实
际排放量对比可知（表3)，五大水系均存在较大的
剩余水环境容量，均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总量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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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各水系总水环境容f及三年污染物排放f、削减f或剩余水环境容f t / a

氨氮

河  总水 2 0 0 6 年

流 环境 排放 剩余或
      容I盆  削减A

01江97324 45000  52324
抚河13107  8400   4707
信江29039 13300  15739
饶河44310  7100  37210
修河12308  4900   7408

2012年 2020年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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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或

削减A
排放

A
剩余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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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99   117531

 6 7 1 1 7      3 7 8 3

。一表示污染物削减盆，＋表示剩余水环境容童，其余类同．

3 结 语

    选择氨氮和COD作为江西省五大水系水环境
容量测算的污染因子，计算结果表明：就目前而言，
研究水体的水质总体上是良好的，各水系的水环境
容量在总量上均存在剩余，但是在个别河段的水环
境容量值为0，河段存在较严重的污染，需要进一步
分析该区域河段相关的污染源、排污口及当地社会、
经济等状况并作出详细的污染物削减控制规划（如
对该区段进行集中的污染物处理和处置等）。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
的稳步增长，氨氮和COD的排放量必将同步增加，
未来不久将快速利用、消耗掉五大水系的剩余水环
境容量，故将来需要对其进行较严格的水污染总量
控制规划，尤其应尽早加大区域的有机污染物
(COD）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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