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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历年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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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治污历程, 以规划水平年 2000 年为基准, 以 2002 年 ) 2012 年为时间轴, 分省、按

区段对东线淮河片 10 年来主要污染物 COD和氨氮入河量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通过结构减排、工程减

排和管理减排 ,东线沿线污染负荷削减显著, 在/ 十五0期间基本遏制主要污染物入河量过快增长的基础上, / 十一

五0沿线污染负荷呈大幅下降趋势, 2010 年沿线污染负荷总体达到规划控制目标要求, 2012 年治污减排效果得到进

一步巩固, 为 2013 年东线一期工程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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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nnual Variation of Main Pollutants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f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GUO Peng 1 , WU Pei2r en2 , REN Jing 1

(11 Of f ice o f the South2to2Nor th Water D iver sion P ro j ect Commission of the S tate Council , B eij ing 100038, China;

21 H uaihe Riv er Resour ces Protection Bureau, Bengbu 233001, China)

Abstract: Acco rding to the po llution contr ol pro cess o f the f irst2stag e construction in the Eastern Route o f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er sion Pro ject, t he amounts of COD and ammonia dischar ge into the r iver s in the Huaihe R iver Basin w ere analyzed f rom per2

spect ive of pr ovinces and sect ions from 2002 to 2012 based on the planning year o f 2000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llution

loads decr ease significantly due t o st ruct ur al, eng ineering , and management dischar ge reductions1 During the 10th fiv e2year plan,

the excessiv e gr ow th of main pollutants discha rg e into the riv er was contr olled w ithin limits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 f South2

to2Nor th Water Diver sion Project1 Therefo re, during the 11th fiv e2year plan, pollution load along t he r oute show ed a substantial

decline1 The po llution lo ad along the rout e reached the over all planning contro l object ive in 2010 and pollution contr ol and dis2

charg e effects had been st rengthened in 2012, which laid a so lid foundation fo r the wat er serv ice o f the first2stage eng ineer ing

pr oject in the Eastern Route of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 ersion P ro ject in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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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污关系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成败。东线一期工程是在
现有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基础上扩挖和延伸, 并利用沿

线湖泊作调蓄, 污染一度十分严重。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

出,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及建设要始终坚持/ 先节水后调水,先

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0的要求。
东线治污伊始及实施过程中 , 有关专家及学者对东线

沿线水质前景、形势和风险进行了分析和研判[ 122] , 对沿

线排污情况及重点区域排污对水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

预测[ 324]。

笔者基于有关部门对东线淮河片 34 个控制单元近 243

个入河排污口历年监测数据的基础上, 对东线治污 10 年来

淮河片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 COD)和氨氮入河量变化情

况进行了全过程跟踪和分析,以期反映 10 年治污成效。

1  治污工作背景

根据5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6[ 5] , 东线一期工程涉

及淮河流域江苏控制区、淮河流域山东控制区, 黄河流域山

东控制区,海河流域山东控制区等 4 个控制区 41 个控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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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山东小清河控制单元)。由于东线一期工程黄河以北

段采取工程立交方式,故本文重点就东线黄河以南段淮河流

域江苏、山东控制区(简称淮河片) 34个控制单元入河量变化

情况进行分析。

2000 年东线江苏、山东两省 COD 入河总量 341 25 万 t,

氨氮入河总量 21 79 万 t,其中淮河片 COD 和氨氮入河量分

别为 261 51万 t和 11 88万 t,分别占全线入河总量的 771 4%

和 671 4% (表 1) ,超出规划确定的淮河片目标入河控制量的

31 86 倍和 21 92 倍, 是东线治污的重点区域。

规划要求, 通水前, 东线淮河片 COD 入河量需削减

211 05 万 t, 削减率为 791 4% ; 氨氮入河量需削减 11 40 万 t,

削减率为 741 5% ; 其中, 南四湖区域 COD 和氨氮入河量需

削减 91 81 万 t和 01 80 万 t, 分别占淮河片削减量 461 6%和

571 1% , 为淮河片治污的重点区域。

表 1 南水北调东线主要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目标

T able 1  Cont rol object ives of main pollutants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along the Eastern Rou te of SNWD

万 t

省份
2000年入河量 目标入河控制量

COD 氨氮 COD 氨氮

江苏 111 93 01 56 21 00 01 10

山东 22132* ( 141 58) 21 23* ( 11 32) 41 30( 31 46) 01 43( 01 38)

总计 341 25( 261 51) 21 79( 11 88) 61 30( 51 46) 01 53( 01 48)

注: 1、括号内为淮河片入河量。2、* 山东省 2000 年 COD和氨氮入河量不包

括卫运河山东段和南运河山东段 2个控制单元的量。

2  入河排污量监测

有关监测单位每年分两次, 对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 34

个控制单元大约 243 个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进行

监测。

监测要求:水量水质同步监测。在规定的时段内, 完成

外业现场监测和取样工作。采样前 3 天, 各地无明显降水。

采样工作在 1 天内分早、中、晚 3 个时段,分别采取。

监测方法:污染物质监测按照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6 ( GB

8978288)中/污水分析和采样方法0 进行。流量按水文测流

要求,采用流速仪法、浮标法、溢流堰法、容积法等。

3  历年入河量变化分析

结合东线治污历程, 以规划水平年 2000 年为基准, 以

2002 年 ) 2012 年为时间轴,对东线淮河片 10 年来主要污染

物 COD和氨氮入河量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见图 1。(注: /十

五0、/ 十一五0期间全国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 COD)。

31 1  /十五0期间削减情况
/ 十五0 期间 ,沿线主要污染物入河量总体仍在增长 ,

但增长过快的势头已基本得到遏制。2001 年山东省在全

国率先关闭调水沿线所有 2 万 t 以下 40 家造纸企业的草

浆生产线 [6] , 加之淮河片干旱缺水( 尤其是山东半岛年均

降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 3 成) 影响[ 7] , 2002 年东线淮河片

COD 和氨氮入河量分别下降了 151 5% 和 61 7% 。2003

年东线治污启动后 , 沿线加大了对造纸、发酵、化工等行

业落后产能淘汰的力度 [6] , 结构减排效益初步显现 , 沿线

COD入河量有了一定幅度减少, 2005 年东线淮河片 COD

入河量较 2000 年减少了 30%左右 ,其中江苏省减排效果

较为显著。但由于受沿线总体经济增长较快和粗放型经

济影响, / 十五0 期间 , 沿线氨氮入河量仍在继续增加, 但

增长幅度逐步趋缓。

图 1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 COD和氨氮入河量历年削减情况

Fig. 1  Annual variat ion of COD and ammonia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in the H 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f SNWD

31 2  /十一五0期间削减情况
/ 十一五0期间, 沿线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大幅削减 , 减

排效果显著。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和东线治污

工作的全面推进, 沿线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的

效益逐步显现。在结构减排方面,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 , 遏

制/ 两高一资0行业发展 ; 工程减排方面 , 深化工业点源治

理, 加强环境基础设施 , 逐步构建/ 治理、截污、导流、回

用、整治0一体化的治污体系[ 5] ; 管理减排方面, 完善减排

政策法规 , 健全目标责任制 , 建立环境自动监测系统, 提

高环境安全防控能力。东线淮河片 COD 和氨氮入河量

呈大幅下降的趋势 , COD 入河量年均削减 51 5% , 氨氮入

河量年均削减 101 3%。

2006 年东线淮河片主要污染物入河量首次出现/ 拐

点0 (图 1) , COD和氨氮入河量双双下降 , 减幅力度明显。

2006 年 ) 2008 年沿线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减幅最为显著,

具体表现在: 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山东省关

闭了沿线 5 万 t以下造纸草浆生产线, 江苏省淘汰了所有

草(棉)浆化学制浆和年产 5 万 t 以下废纸造纸、年加工

80 万张 (折牛皮标张 )以下的制革生产线等 [ 8] ; 治污规划

及实施方案中[ 9210]工业结构调整、工业综合治理、城镇污

水处理等工程减排项目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2008 年东线

治污控制单元实施方案确定的 426 项治污项目中 , 已建

成 366 项 , 主要为点源治理项目 , 其中 214 项工业点源治

理项目建成了 213 项, 155 项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项

目建成了 148 项, 城市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达到 376

万 t/ d[ 8] , 主要污染物 COD 入河量较 2000 年减少了

771 4% , 较 2006 年减少了 25% ;氨氮入河量较 2000 年减

少了 691 1% , 较 2006 年减少了 44%。

2010 年东线淮河片 COD 和氨氮入河量总体达到规

划目标要求(图 2、图 3, 表 2) , 其中江苏省 COD 入河量和

山东省氨氮入河量均达到规划控制目标要求 , 山东省氨

氮入河量较 2005 年削减了 85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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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 COD 入河量阶段性变化情况

Fig. 2  Stage variation of COD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in th e

H 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 e Eastern Rou te of SNWD

图 3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氨氮入河量阶段性变化情况

Fig. 3  S tage variat ion of ammonia dis charge into th e river in

th e Huaihe River Basin alon g the Eastern Route of SNWD

表 2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主要污染物入河量情况

Table 2 Main pollutants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f SNWD

万 t

省份
2005年 2010年 2012年 目标量

COD 氨氮 COD 氨氮 COD 氨氮 COD 氨氮

江苏 41 30 01 24 11 37 01 18 11 45 01 11 2100 01 09

山东 131 79 11 70 31 94 01 25 31 83 01 26 3146 01 38

总计 181 09 11 94 51 31 01 43 51 28 01 38 5146 01 48

31 3  2011 年- 2012 年削减情况

/ 十二五0前两年, 沿线主要污染物入河量基本趋于稳

定,减排效果进一步得到巩固。结合5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 2011 年- 2015 年)6 , 江苏、山东两省加大治污的针对

性,制定并实施了不稳定达标和不达标控制单元治污补充实

施方案[11214] , 从工程减排层面进一步夯实治污基础。2012

年东线淮河片 COD 和氨氮入河量已控制在规划目标范围

内,氨氮入河量较 2010 年进一步减少了 31 2%。

4  分省情况分析

从图 4、图 5 可以看出东线淮河片江苏、山东两省污染物

入河量变化情况明显好转, 2005 年江苏省 COD 和氨氮入河

量分别为 41 30 万 t 和 01 24 万 t, 较 2000 年削减了 621 3%和

541 0% ; 按照高锰酸盐指数( CODMn )和氨氮 2 项主要指标评

价,省辖 14个控制断面中,有 9 个断面水质达到规划治理目

标要求[ 6]。/ 十一五0期间,江苏省在进一步加强结构减排的

同时,加快了规划治污项目实施进度。2008 年江苏省 COD

入河量为 11 79 万 t,达到规划控制目标 21 0 万 t范围内; 2010

年氨氮入河量为 01 18 万 t, 略高于规划控制目标,省辖 14 个

断面水质总体达到规划治理目标。

图 4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江苏、山东两省

COD入河量历年变化情况

Fig. 4  Annual variation of COD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in th e

H 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 e Eastern Rou te of SNWD

in Jiangsu Provin ce and Shandong Province

图 5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江苏、山东两省

氨氮入河量历年变化情况

Fig. 5  Annual variat ion of amm on ia disch arge in to the river in the

H 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 e Eastern Rou te of SNWD in J iangsu

Provin ce and Shandong Province

2006 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了分时段、分区域严

于国家标准的5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6 (山东省地方标准 DB37/ 59922006) , 其中重点保护区域

(沿线大堤向外延伸 15 km 的汇水区域)所有企业执行化学

需氧量( CODC r ) 60 mg / L、氨氮 10 mg/ L ;一般保护区 CODCr

按不同行业分别执行 60 ~ 100 mg / L , 氨氮统一执行

10 mg / L ; 加严后 CODC r排放标准值最高严于当年国家行业

标准 6 倍多,氨氮排放标准最高严于国家行业标准 7 倍, 此

举取消了行业污染排放/特权0 ,有力的推动了沿线工程减排

和结构减排措施的落实。2009 年- 2010 年, 山东省在已建

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基础上, 全面启动了升级改造工程

(由 1 级 B 处理升级至 1 级 A) , 增加脱磷除氮设施, 在进一

步巩固 COD减排的基础上, 氨氮入河量进一步下降。2010

年,山东省 COD 和氨氮入河量分别为 31 94 万 t和 01 25 万 t,

较 2000 年削减了 731 0%和 801 7% , /十一五0期间年均削减

幅度在 81 3%和 131 2% , 其中氨氮入河量首次达到规划控制

目标 01 38 万 t范围内, COD入河量略高于规划控制目标;省

辖淮河片 20 个控制断面中有 11 个达标,不达标的 9 个断面

中有 8 个为 IV 类, 其 CODMn超标 01 01~ 01 52 倍, 氨氮超标

01 02~ 01 35倍 ,主要集中在南四湖区域。/ 十二五0伊始,山

东省进一步加大/ 治、用、保0工作力度[15] , 制定并实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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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沿线城镇污水直排计划, 2013 年进一步执行加严的水环境

质量修订标准,将重点保护区 CODCr、氨氮排放浓度限值分别

加严至 50 mg / L、5 mg/ L ,一般保护区分别加严到60 mg/ L、10

mg/ L, 实现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间的

有效对接,从管理层面上进一步加强减排效果。

2012 年,东线黄河以南段实测的 35 个断面中, 有 31 个

断面水质达到规划目标,达标率为 881 5% , 其中 11月全部断

面首次达到规划目标要求,并逐步趋于稳定。

5  沿程变化分析

根据东线一期工程特点及沿线污染物排放特征, 将东线

淮河片划分为长江- 洪泽湖、洪泽湖- 骆马湖、骆马湖- 南

四湖及南四湖区域等 4 个区段,分区段进行分析。

从图 6、图 7 可以看出, 骆马湖以南段污染负荷总体较

轻,骆马湖以北段污染负荷在/ 十五0期间有一定增幅后, /十

一五0呈明显下降趋势。

图 6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各区段COD入河量历年变化情况

Fig. 6  Annual variat ion of COD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of each

section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f SNWD

图7 南水北调东线淮河片各区段氨氮入河量历年变化情况
Fig. 7  Annual variation of ammonia discharge into the river of each

section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long the Eastern Route of SNWD

其中 , 长江- 洪泽湖段 2005 年 COD 入河量为 01 62

万 t, 氨氮入河量为 4351 9 t, 分别达到规划控制目标 COD

01 94 万 t 和氨氮 704 t 要求。随着点源治理力度的加大

和淮安、宿迁截污导流工程的实施, 京杭运河淮安段和宿

迁段的工业和城市处理达标后的尾水不再进入输水干线

后, 2009 年洪泽湖- 骆马湖段 COD 入河量达到规划目标

控制要求。

骆马湖- 南四湖段污染负荷在 2003 年达到峰值后 ,呈

逐年递减趋势。2012 年该区域 COD 和氨氮入河量分别较

2000 年削减了 681 3%和 541 7% , 但仍超过规划控制目标要

求,减排工作尚有潜力。

相比之下,南四湖区域减排力度最为显著, 见图 8。/ 十

五0期间, 随着山东省对重点行业落后产能的关停, 该区域

COD入河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削减, 氨氮入河量过快增长的

势头得到抑制, 2005 年该区域 COD入河量较 2000 年减少了

28%。/ 十一五0期间, 污染负荷大幅下降, 治污成效明显,尤

其是氨氮入河量减幅较为显著 , 2010 年主要污染物 COD入

河量较 2000 年减少了 841 1% ,较 2006 年减少了 331 6% ;氨

氮入河量较 2000 年减少了 871 2% , 较 2006 年减少了

641 8% , 均达到规划控制目标要求。2012 年该区域 COD和

氨氮入河量又均较 2010 年减少了 3%。

图 8  南四湖区域 COD 和氨氮入河量历年削减情况

Fig. 8  Annual variation of COD and ammonia

disch arge in to the river in the Nans i Lake area

6  结语

( 1)本文从沿线实测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历年

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东线 10 年治污成效。由于受国内总量

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制约,入河排污量主要反映点源污染治理

的效果,尚不能全面反映东线治污的全貌和综合效益。

( 2)经 10年治污, 东线沿线污染负荷削减显著, 呈现出

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 十一五0期间, 随着结构减排、工

程减排和管理减排等各项措施的落实, 沿线主要污染物

COD和氨氮入河量呈大幅下降的趋势。在 2010年总体达到

规划控制目标的基础上, 2012 年减排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巩

固,为 2013年东线一期工程通水奠定了坚实成果。

( 3)为保证东线水质安全, 沿线仍需在/ 调结构、控增量、

减存量0上下功夫, 以巩固点源治污成效。同时, 需进一步深

化、拓展治污领域, 加强环湖大生态带和水系生态建设, 加大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推进航运污染综合治理, 夯实治污

基础,实现/ 一泓清水永续北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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