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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江苏2常州21$'%%%( 1&北京市南水北调东干渠管理处&北京2$%%%%%( '&常
州市人居环境检测防治中心&江苏2常州21$'%%%'

摘2要!对1%$%(1%$0年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污染现状及来源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污染在
时间上表现为逐年加重"在空间上表现为沿程递增'其中下游严庄桥断面附近污染最为严重"多种污染物在此处达到峰值%

8_

'

68&DQ与特征污染物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三山港常州段8_

'

68污染存在多种来源"而DQ污染则与金属表面处理行业
的磷化工艺有关"相关性o%&W% 提出"8_

'

68污染削减首先需要提高流域内污水接管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减
少化肥使用"降低农业污染贡献'工业污染是DQ污染的主要来源"整治措施可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淘汰落后的高污染表面处
理工艺"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强监管"对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少开&不开-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有效减少企业的超标排放%

关键词!三山港'氨氮'总磷'磷化工艺'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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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氮磷污染是我国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诱
因.$ 61/

% 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大
量的氮磷营养盐未经处理进入水体"造成水体中藻类
过量繁殖"继而出现发黑发臭&生态系统衰退等一系
列环境问题.' 64/

% 困扰我国多年的,三河三湖-污染"

其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氮磷控制.) 6(/

%

三山港全长1) RS"又名新沟河&舜河"是常州
东部地区重要的引排通道% 北端连通长江"位于江
阴市境内"南端流经常州后汇入京杭运河% 作为
,引江济太-工程重要的清水通道之一"三山港水

质好坏直接关系到工程的成败% 目前"三山港水质
状况不容乐观"虽经多次大力整治"但8_

'

68&DQ

污染仍很严重"对未来,引江济太-清水通道工程
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加强三山港的污染管理显得尤
为重要% 现对三山港1%$%(1%$0年期间8_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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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污染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加密监测&特征污染因
子筛查"确定三山港8_

'

68&DQ污染重点河段和
主要来源"为下一步的环境监管工作指引方向%

$2监测概况
三山港常州段全长11 RS"流经焦溪&新安&芙

蓉&横山桥等多个集镇"沿岸生活有二十余万人口"

分布企业数百家% 三山港常州段设有例行监测断
面)个"加密监测断面1$ 个"见图$% 例行监测断
面分别为粮庄桥&石埝桥&张潭桥&横山大桥&严庄
桥&九号桥% 粮庄桥为入境断面"用于监控江阴入
境水质状况'石埝桥&张潭桥&横山大桥断面位于三
山港中游"主要监控断面上游集镇和沿岸污染'严
庄桥断面位于三山港下游"主要监控下游沿岸工业
污染'九号桥断面位于三山港入京杭运河口"用于
监控三山港对京杭运河的水质影响%

图$2三山港常州段水质监测断面分布

例行监测断面采样频率为$次*月"月初采样分
析'加密监测采样频率为$次*?"年内随机进行采样
分析"常规监测因子为8_

'

68&DQ% 另根据流域内工
业特点"选取[C& .̂&Y.为特征水质监测因子%

采样&分析方法分别按#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 )_P*D($(1%%1*和#水和废水监测分析
方法$)第四版*要求%

12结果与论讨
1&$2例行监测8_

'

68)DQ污染年均值变化
三山港常州段水质8_

'

68&DQ年均值变化见

图1% 由图1 可见"8_

'

68&DQ污染严重"整体表
现为

$

类或劣
$

类% 8_

'

68年均值为$&() d

1&$0 SB*̀"1%$1年最高"表现为波动变化趋势"但
变化幅度不大'DQ年均值为%&'0) d%&0W) SB*̀"

1%$0年最高"整体表现为逐年递增趋势%

图12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年均值变化

1&12例行监测8_

'

68)DQ月均值变化
三山港为典型通江感潮河流"受长江潮汐影

响"一日内流向会发生数次改变"水体整体表现为
来回振荡&缓慢向南流动的趋势"其水力停留时间
较长"污染物易积聚"自净效率较低% 多年观测结
果显示"三山港丰水期流量为$% d$4 S

'

*-"平&枯
水期流量j' S

'

*-%

根据1%$%(1%$0年监测数据月均值结果)图'*"

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最低值出现时间分别为)月
和1月"其值分别为$&'0 和%&14$ SB*̀% 丰水期的数
据普遍好于平&枯水期"但DQ最低值出现在1月份"明
显有悖于常理% 经过调查发现"该现象恰恰反映出DQ

与工业污染的密切联系% 由于1月份通常位于我国农
历新年前后"多数企业在此期间放假停产"对三山港的
DQ排放会大幅减少'1月份的8_

'

68变化则不明显"

说明三山港8_

'

68污染另有来源%

图'2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月均值变化

1&'2例行监测8_

'

68)DQ污染沿程变化趋势
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年均值沿程变化
趋势见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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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年均值
沿程变化趋势

由图0可见"三山港常州段8_

'

68污染表现
为上游变化平稳"波动幅度较小"下游出现沿程递
增趋势% 张潭桥断面8_

'

68值最低为$&/1 SB*̀"

张潭桥断面后"8_

'

68值开始升高"至严庄桥断

面达最大值为1&)1 SB*̀"超过
$

类水质标准%&'$

倍"随后略有下降%

DQ污染沿程递增趋势明显"粮庄桥断面DQ值
最低为%&11' SB*̀"至严庄桥断面DQ值高达
%&W$$ SB*̀"超过

$

类水质标准$&%' 倍'九号桥断
面DQ值虽有下降"但其值仍高达%&4%1 SB*̀"超
过

$

类水质标准%&1)倍%

1&02加密监测氨氮总磷污染沿程变化趋势
在例行监测的基础上"结合三山港常州段污染

特点"对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重污染河段进行
0次加密监测"其监测均值见图4% 三山港流进焦溪
集镇)东庄桥断面*后"8_

'

68值即有升高趋势"虽
受北塘河等支流汇入影响"部分河段8_

'

68值出现
下降"但整体仍表现为其值居高不下"并在张潭桥断
面达到峰值为'&4$ SB*̀"超过

$

类水质标准%&/)倍%

图42加密监测8_

'

68)DQ均值沿程变化趋势

22DQ的突变段较为固定"加密监测均值显示"进
入新安集镇)采菱桥断面*后"水体中的DQ值开始
持续升高"并呈现沿程稳定增长的趋势% 说明自新
安集镇后"三山港沿程均有较为强劲的磷污染物汇
入"严庄桥断面附近DQ值急剧上升"达到
'&%$ SB*̀"超过

$

类水质标准)&4' 倍"水体中DQ

值甚至高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9XW(/W(

$(()*表0中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SB*̀*"说明
在此存在严重的DQ超标排放%

1&42加密监测特征污染因子沿程变化趋势
加密监测污染物均值沿程变化趋势见图)%

三山港常州段沿岸集中了大量金属表面处理

图)2加密监测污染物均值沿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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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由于金属表面处理多用到磷化工艺"而市场
上常用的磷化剂主要有铁磷化剂&锰磷化剂和锌磷
化剂.$%/

"因此加密监测选择[C&Y.& .̂ 作为金属
表面处理企业的特征污染物% 0 次加密监测均值
显示"三山港水体中[C&Y.含量较高"沿呈程递增
趋势' .̂值低于检出限) j%&%1 SB*̀*% 金属污染
物监测结果说明"涉[C&Y. 系磷化剂企业存在超
标排放嫌疑%

1&)28_

'

68)DQ污染来源分析
利用LNFFCI函数对特征污染物与8_

'

68&DQ

污染物进行沿程变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8_

'

68(DQ相关系数为%&'W"8_

'

68([C相关
系数为%&1%"8(Y. 相关系数为%&0)"DQ([C相
关系数为%&WW"DQ(Y.相关系数为%&W/"[C(Y.

相关系数为%&W'% DQ&[C&Y. 三者之间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而8_

'

68与其他污染物的相关性
较弱%

结合前述水期分析结果及常州市污染源普
查数据库统计可看出"三山港常州段8_

'

68污
染来源较为多样"工&农&生活源对其均有不同程
度影响"但生活源影响较大"从规划部门了解到"

三山港沿岸的生活污水接管率低于$%]"大量污
水直接入河"是三山港常州段8_

'

68污染的主
要来源%

三山港常州段DQ污染则与工业源有着较强
的相关性"尤其是金属表面处理行业% 根据监测调
查结果"环保监察部门对三山港沿岸的金属表面处
理行业进行全面摸查"发现该行业普遍存在处理设
施停用&跑冒滴漏严重及超标排放的情况% 其中某
精密制管公司雨水排放口排放污水中DQ和金属
污染物的浓度存在较重的超标排放"据此"环保监
察部门依法对该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

'2结论
)$* 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污染十分严
重"水质整体表现为

$

类或劣
$

类"已不能满足水
环境质量要求'

)1* 8_

'

68&DQ污染在时间上表现为逐年加
重"1%$0年污染状态重于往年'在空间上表现为沿
程递增"下游断面的污染程度明显高于上游'

)'* 下游严庄桥断面附近污染形势严峻"

8_

'

68&DQ&[C&Y. 等多种污染物在此附近达到

峰值'

)0* 8_

'

68污染来源较为多样"生活源对三
山港的8_

'

68值有较大影响'而DQ污染则与工
业污染"尤其与金属表面处理行业有较大关系% 相
关性分析显示"DQ污染与金属表面处理行业磷化
工艺的相关性o%&W%

02建议
三山港常州段8_

'

68&DQ污染来源不同"整
治方案必须有的放失"不能顾此失彼% 8_

'

68污
染削减首先需要提高流域内污水接管率"从源头上
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减少化肥使用"降低农业污
染贡献'工业污染是DQ污染的主要来源"落后&高
污染的表面处理工艺和环保责任心缺乏是DQ超
标排放的主要原因% 其整治措施可一方面通过产
业升级淘汰落后的高污染表面处理工艺"寻找绿色
低污染的磷化剂替代品"从而减少磷污染物排放'

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强监管"对企业污水处理设施
,少开&不开-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有效减少企业
的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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