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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与评价
·

苏州市区水环境质量调查

翁建中
,

杨 积德
,

杨春江
,

莫庆源

�苏州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
,

江苏 苏州 �∃ %《 只!

摘 要 &简述了 ∃∋明〕年一��  ! 年苏州市区水系的变化及京杭运河苏州段沿岸主要工业污染源的变化
,

对苏州市区水

环境质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

指出
,

苏州市区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主要受水系的改变和污染源防治的共同影响
。

提出
,

除继

续加强对工业污染源的防治外
,

还需对水系范围内的生活
、

农业等方面产生的污染进行防治 ( 在规划水利建设工程时
,

应将

水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生态建设全面地比较与评价
,

按其结果再实施工程建设 ( 已建成的环太湖闸在不影响其主要功能的情

况下
,

应保持开启
,

让优质的太湖水补给运河
,

从根本上改善苏州市区水环境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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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著名的水乡
,

河网纵横交错
,

大小湖泊

星罗棋布
。

苏州市区水系可简化为由京杭运河苏

州段和外城两部分组成
,

见图 ∃
。

京杭运河苏州段由北向南流经苏州全境
,

北起

五七大桥
,

南至尹山桥
,

全长约 ∀) ΞΛ
。

京杭运河

的上游来水主要为无锡境内出水
,

京杭运河苏州段

西岸的主要支流为月城河
、

浒光运河
、

青江
,

水质较

好的太湖水经过上述支流汇人京杭运河
,

是京杭运

河苏州段的主要补给水源 (京杭运河东岸的主要支

流为黄花径
、

白洋湾
、

上塘河
、

青江�老运河段!等
,

东岸的支流均为出流河道
。

京杭运河苏州段河宽

为 ∴− Λ 一 ] − Λ
,

平均水深为 �
Τ

Ο Λ ; ∀ Λ
,

平均水位

约 �
·

) Λ
4

外城河是苏州古城区的环形护城河
,

全长约

巧 ΞΛ
,

常年水位在 �
Τ

� Λ 一 �
Τ

) Λ
。

外城河北与元

和塘相连
,

以人流为主 (外城河东和娄江相连
,

以出

流为主 (外城河西
、

南与京杭大运河相沟通
。

∃ ∃∋∋ − 年一�硬兀心年苏州市区水系的变化

�∃! 对京杭运河苏州段航道进行了拓宽
、

取

直
、

清淤等整治工程
。

航道整治后
,

河道流速加快
,

流量加大
,

#
“ 、

)
⊥

断面流量增加约 %− _
。

��! 实施了京杭运河改道工程
,

横塘至宝带桥

开通了新运河段
。

新运河段的开通使得经过青江

的太湖来水不再进人外城河
,

而是进人新运河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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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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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江苏苏州人
,

工程师
,

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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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环境监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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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仪里
�∀! ∃∋ ∋− 年沿京杭运河主要工业污染源的排

人量与 �以 !年相 比
,

净减 ΗΚ Θ �
Τ

% 万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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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苏州市区水系

外城河南下
。

�∀! 望虞河地下立交工程的建成开通
,

使太湖

水直接通过地下立交东流
,

改变了以往太湖来水进

人京杭运河与无锡来水混合后有一部分经过望虞

河东出
,

另一部分继续沿运河南下的格局
。

�#! 水利部门实施环太湖大包围工程
,

在沿着

太湖岸边主要河流上建闸控制水位
,

使得经过月城

河
、

青江的太湖水对运河的补给水量大大减小
。

例

如月城河建闸前约有 04 耐 ⎯ Ο 的太湖水人运河
,

建

闸后
,

闸门长期关闭
,

基本无水人运河
。

�%! 望亭发 电厂原来从运河取 ∀− 耐 ⎯ . 的水作

为冷却水
,

使用后排进望虞河出运河东流
。

现电厂

直接取望虞河水
,

不再取运河水
,

苏州市区水环境

质量受上游无锡来水的影响随之加大
。

∀ 苏州市区水环境质皿变化分析

苏州市区水域污染的特点主要为有机污染
,

以

高锰酸盐指数为代表指标
,

∃∋剑〕年和 �仪幻年实测

各断面年均值见表 ∃
。

表 ∃ 高锰酸盐指数实测年均值 Λ 岁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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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杭运河苏州段沿岸主要工业污染源的变化

�+! 苏州市区随着对工业污染源防治力度的

加大
,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
,

在 ∃∋ ∋− 年一�〕, !年
,

先

后关闭了沿京杭运河苏州段岸边 的水污染重点源

—
造纸厂 ∃

、

造纸厂 �
,

减 少排向运河的 ΗΚΘ 约

�
Τ

% 万 6⎯ 9 。

运河边的造纸厂 ∀ 由于产品结构的调

整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建成
,

排放 Μ Κ Θ 由约 �] ] 6+9

减至约 %∴ 6⎯ 9 ,

削减污染物量为 )− _ ( 位于青江边

的制药厂
,

排放 ΗΚ Θ 量由约 #的 口9
减至约 科 6⎯9

,

削减污染物量为 )∋ _
。

�� !∃∋ ∋� !年一�以 !年
,

京杭运河苏州段主要新

增的污染源是位于 )
⊥

断面 以南的污水处理厂
,

�以δ !年排向运河的 2 4 Θ 约 ∀ ΟΟ 6
。

∀
Τ

∃ 断面水质变化分析

由表 ∃ 可见
,

∃ ⊥

断面京杭运河苏州段上游无

锡来水
,

其高锰酸盐指数 ∃∋ 剑〕年与 �� δ〕年比较
,

基本没有变化
,

污染状况相当
。

�
⊥

断面由于月城河建闸控制水位
,

闸门常年

不开
,

优质的太湖水无法补充
,

加之附近社办小厂

工业污染物 的排人
,

�
⊥

断面 的高锰酸盐指数 由

∃∋ ∋− 年的 #
Τ

∀−
∃∃ ∃∋几升至 �以刃 年的 04

Τ

∀−
=5 Δ ⎯ χ

,

水

质明显恶化
。

∀
“ 、

#
⊥

断面
,

由于上游望亭发电厂在 �仪 ! 年

已不取运河水�∀− 耐 ⎯ . !作为其冷却水
,

另外月城河

断流后
,

原�约 04 耐 ⎯ Ο !优质的太湖水稀释作用消

失
,

致使 �〕汉〕年水质较 ∃∋ ∋− 年有所下降
。

∴⊥ 一 )
⊥

断面水质 � − 以!年较 ∃∋∋− 年有明显改

善
,

其主要原因是沿河造纸厂 ∃ 和造纸厂 � 关闭
,

减少了向运河排放 Μ4Θ 约 �
Τ

% 万 6⎯9
。

∋
⊥

断面的流量 ��  ! 年较 ∃塑灭!年减少了 � ⎯∀
,

但是由于上游来水水质的改善
,

加上断面上游的制

药厂排污量较 ∃∋ ∋� !年削减了约 )∋ _
,

∋
“

断面的高

锰酸盐指数由 ∃∋驯〕年的 ∃�
Τ

∋�
∃∃ ∃∋ ⎯χ 减 至 � �联〕年

的]
Τ

∀]
5 +Δ几

,

下降了 %
Τ

%% ∃∃ ∃∋几
。

由于 ∋
⊥ 、

∃#
⊥

断面人外城河河道水质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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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古城区加强了污染综合整治
,

使外城河 ∃−
⊥ 、

巧
⊥

断面的高锰酸盐指数分别下降了�
Τ

−∃ ,5 Δ几
、

∀
Τ

)) =5 Δ ⎯χ
,

说明外城河水质亦有所改善
。

∀
Τ

� 苏州市区水 系水质 变化分析

由于 ∃∋∋− 年一�仪 ! 年苏州市区的水系
、

边界

条件
、

污染源均有较大改变
,

为比较这些变化因子

对主要断面水质的影响
,

采用了河网水量模型和河

网水质模型进行了模拟计算比较
。

河网水量模型
&

豁
·
场赞

ε “

豁
· � ·

兴
· �。

一 ∗一 , 芸
·

刁� 5 φ , / , Κ
γ

Δ 石万 η Δ
一

石获厂一 二 /
以 人 5

式中
& 6

—
时间坐标

, Ο (

δ

—
空间坐标

,

Λ (

<
—

流量
,

耐 ∃% (

φ

—
水位

,

Λ (

/

—
断面平均流速

,

耐 ⎯ . (

5

—
糙率

,

Λ
一 ’”

·

。 (

Φ

—
过流断面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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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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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 (

∗ ,

—
水面宽度�包括主流断面宽度 ∗

及仅 仅起调蓄作 用 的附加宽

度 !
,

Λ (

Σ

—
水力半径

,

Λ (

Ω

—
旁侧人流流量

,

耐 ⎯ . (

Δ

—
重力加速度

,

而扩
。

河网水质模型
&

后采用 �� 刃 年水情
、

边界条件和污染源状况
。

河

网模型模拟计算结果比较见表 �
。

表 � 河网模型模拟计算结果比较 Λ 岁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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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见
,

在 �仪 ! 年污染源状况相同的情

况下
,

∃∋ ∋− 年的水情和边界条件下 的主要断面模

拟计算结果
,

要优于 �以 〕年的水情和边界条件下

的计算结果 �高锰酸盐指数增量为 −
Τ

∴∴ ΛΟ⎯ χ Ρ

�
Τ

5 Λ Δ+χ!
。

说明水系 的改变对苏州市区水系的

水环境质量呈负面影响
。

# 结论

苏州市区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主要受水系改变

和污染源防治的共同影响
。

虽然 �《 叉〕年上游总来

水量有所增加
,

但是由于边界条件变差
,

如在月城

河
、

青江建闸控制水位
,

截断或减少了太湖优质水

对京杭运河的补给和稀释
,

在污染源大幅度削减

后
,

苏州市区水系水质无根本性改善
。

刁�Φ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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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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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劣 Χ 劣 χ ‘ 口 劣 Χ

& Η

—
污染物质的断面平均质量浓度

,

留耐 (

/

—
断面平均流速

,

耐 ⎯ Ο (

Φ

—
断面面积

,

讨 (

及

—
纵向分散系数

,

耐 ⎯ Ο (

Ο

—
污染物质排放量

,

岁
Ο (

尺

—
污染物降解系数

,

+⎯ Γ (

δ

—
空间坐标

,

Λ (

6

—
时间坐标

, Ο 。

为使模拟结果具有可 比性
,

水系改变前采用

∃∋ 喇〕年水情和 � �  ! 年的污染源状况
,

以 ∃∋ 叭!年实

测人流河道高锰酸盐指数值为边界条件 (水系改变

% 改善水环境质 6 的对策

�+! 除继续加强对工业污染源防治外
,

还需对水

系范围内的生活
、

农业等方面产生的污染进行防治
。

�� !苏州市区水系中的一些水利工程 �如环太

湖建闸
、

望虞湖立交工程等 !多侧重于航运
、

防洪排

涝等方面的需要
,

而对水利工程引起的水系变化所

产生的区域性的水环境质量的影响关注不够
。

今

后在规划水利建设工程时
,

应将水环境质量的改善

和生态建设全面地比较与评价
,

按其结果再实施工

程建设
。

已建成的环太湖闸在不影响其主要功能

的情况下
,

应保持开启
,

让优质的太湖水补给运河
。

�∀! 由于望亭发电厂不再取运河水作为冷却

水
,

月城河又因建闸无水补充运河
,

苏州市区水系

质量受上游来水影响加大
。

今后对一些跨地区的

主干河流
,

应统一规划
,

按行政区划分段落实水质

保护 目标
,

从根本上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