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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靖县环境监测站于 2002 年、2003 年对南靖南五水库水质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库区水中 TN 超标, TP 也

出现了不同程度超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 30~ 50,其水体呈中营养状态。从点位变化看, 出口水质比进口水质差, 说明库

区水体富营养化既有上游输入的影响,也有库区和周边其他污染源的影响。指出, 出口水质的进一步恶化, 对饮用水源的

水质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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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五水库位于南靖船场溪,系船场溪南一水库

下游水资源梯级开发型水库。该水库建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库区集水面积 0. 47 km
2
, 库容量

340  104 m3,水库距下游县城自来水厂取水口约

4 km,是南靖县城几万人口的饮用水源地。近年

来由于水库上游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的排入以及

库区周围养殖业的影响, 库区水体已呈现富营养化

状态。南靖县环境监测站于 2002年、2003年对南

五水库的水质进行了调查。

1 监测方法

1. 1 监测点位

在库区内设 3个点位(进口、库心、出口)。

1. 2 监测项目

chla、TP、TN、SD、高锰酸盐指数和藻类。

1. 3 监测结果

2002年、2003 年南五水库水质监测结果见

表 1。

表 1 2002年、2003 年南五水库水质监测结果

项 目

2002年 2003年

丰 水 期 枯 水期 丰 水期 枯 水 期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C hla ) / ( mg!m- 3) 0. 40 0. 35 3. 66 0. 66 1. 48 9. 50 0. 50 0. 88 11. 0 2. 40 8. 80 14. 0

(T P) / ( mg!L- 1) 0. 024 0. 023 0. 026 0. 013 0. 016 0. 018 0. 027 0. 014 0. 019 0. 012 0. 015 0. 013

( TN) / ( mg!L- 1) 0. 81 0. 75 0. 68 0. 77 0. 82 0. 91 0. 89 0. 82 0. 74 0. 53 0. 85 0. 89

S D / m 0. 70 0. 75 0. 70 1. 10 1. 35 1. 32 0. 40 0. 40 0. 40 1. 30 1. 10 1. 30

(高锰酸盐指数) / ( mg!L- 1) 3. 11 3. 24 3. 39 2. 93 3. 01 3. 18 3. 37 3. 24 3. 53 2. 69 3. 27 3. 79

藻类生物量/  105 L- 1 0. 62 3. 63 12. 9 0. 53 3. 32 6. 01 0. 84 6. 80 17. 3 0. 77 5. 12 9. 05

2 水质评价

2. 1 评价方法

( 1)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

T LI( ∀ ) = ∀
m

j= 1
W j!TLI( j)

式中: TLI( ∀ )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W j 第 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

权重;

TLI( j) 第 j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

TLI( chla) = 10[ 2. 5+ 1. 086 ln ( chla) ]

TLI( TP) = 10[ 9. 436+ 1. 624 ln ( TP) ]

TLI( TN) = 10[ 5. 453+ 1. 694 ln ( TN) ]

TLI( SD) = 10[ 5. 118- 1. 941 ln SD]

TLI ( 高 锰 酸 盐 指 数 ) = 10 [ 0. 109 +

2. 661 ln (高锰酸盐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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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库)营养状态分级见表 2。

表 2 湖泊(水库)营养状态分级

营养状态指数 营养状态

TLI( ∀ ) < 30 贫营养

30 # T LI( ∀ ) # 50 中营养

TLI( ∀ ) > 50 富营养

50< T LI ( ∀ ) # 60 轻度富营养

60< T LI ( ∀ ) # 70 中度富营养

TLI( ∀ ) > 70 重度富营养

在同一营养状态下, 指数值越高, 其营养程度

越重。

( 2)生物学评价[ 1]

湖库营养状态与藻类生物量关系见表 3。

表 3 湖库营养状态与藻类生物量关系

营养状态 藻类生物量 / L- 1

贫营养 < 3 105

中营养 ( 3~ 10)  105

富营养 > 10 105

2. 2 评价结果

2002年、2003 年南五水库水质评价结果见

表 4。

表 4 2002年、2003 年南五水库水质评价结果

项 目

2002年 2003年

丰 水 期 枯 水期 丰 水期 枯 水 期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进口 库心 出口

TLI( Chla) 15. 04 13. 60 39. 09 20. 49 29. 26 49. 45 17. 47 23. 61 51. 04 34. 51 48. 60 53. 66

TLI( T P) 33. 79 33. 10 35. 09 23. 83 27. 20 29. 12 35. 70 25. 04 28. 19 22. 53 26. 16 23. 83

T LI( TN) 50. 96 49. 66 48. 00 50. 10 51. 17 52. 93 52. 56 51. 68 49. 43 43. 76 51. 78 52. 56

TL I(S D) 58. 10 56. 76 58. 10 49. 33 45. 36 45. 79 68. 96 68. 96 68. 96 46. 10 49. 33 46. 10

TLI(高锰酸盐指数) 31. 28 32. 37 33. 58 29. 61 30. 41 31. 87 33. 42 32. 37 34. 65 27. 42 32. 62 36. 54

TLI( ∀ ) 35. 74 34. 94 42. 36 33. 29 35. 92 42. 40 39. 39 38. 67 46. 68 34. 71 42. 17 43. 35

综合指数分级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生物学评价分级 贫营养 中营养 富营养 贫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贫营养 中营养 富营养 贫营养 中营养 中营养

3 结果分析

( 1)从监测结果看, 库区水中 TN 超标, TP 也

出现了不同程度超标。

( 2)从评价结果看,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均为 30

~ 50, 说明南五水库水体呈中营养状态, 这与生物

学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3)从季节性变化看, 丰水期的 T LI ( ∀ ) =

39. 63,枯水期的 TLI( ∀ ) = 38. 64, 差异不大。由

于丰水期比枯水期水量大, 有利于污染物稀释;但

丰水期比枯水期水温高,又促进藻类繁殖, 加重了

水体污染,其综合结果, 使营养状态季节性变化不

明显。从藻类生物量评价看, 水温越高, 营养程度

越严重。在高温季节,藻类生物量可高达每升数百

万个。

( 4)从年际变化来看, 2002 年的 TLI ( ∀ ) =

37. 44, 2003年的 TLI( ∀ ) = 40. 83,营养程度有所

提高。

( 5)从点位变化看,进口处T LI( ∀ ) = 35. 78,

出口处 TLI( ∀ ) = 43. 70,出口水质比进口水质

差,说明库区水体富营养化既有上游输入的影响,

也有库区和周边其他污染源的影响。而出口水质

的进一步恶化,对饮用水源水质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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