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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对徒骇河城区段的水质影响

邓焕广,张菊,王倩 ( 聊城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  采用试验模拟的方法 , 研究了引黄河水入徒骇河城区段后水体中可溶磷和 COD 的变化。结果表明 , 水体中可溶磷的含量随时

间变化呈现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 , 并分别在2 和11 h 左右达到峰值 ;COD 的含量在0 ～7 h 内变化平缓 , 但在11 h 左右达到

峰值后急剧下降。这说明引黄河水入徒骇河城区段后 , 短时间内易引起沉积物中的有机物和磷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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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ater Diversionfrom Yellow River onthe Water Quality of Tuhai River at the Urban Section

DENG Huan-guang et al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 Planning , Liaocheng University , Liaocheng , Shandong 252059)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test si mulation , the content changes of dissoluble phosphorus and CODin water after water diversion from Yellow River

entered into Tuhai River at the urban section were studied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issoluble phosphorus content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de-

creasing-increasing- decreasing and reached the peak values after about 2 and 11 h . The CODcontent changed gently in 0 ～7 hand reduced sharply after

it reached the peak value about 11 h . All of these indicated that the release of dissol uble phosphorus and CODinthe sedi ments was easily caused after

water diversion from Yellow River at the urban section in short ti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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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可以通过固相的吸附及沉降作用使底泥赋存大量

的污染物。由于污染物自身的结构特性和赋存条件的特殊

性, 它们的存在周期可能会达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即使

外在的污染源消失了很长时间, 底泥也会在一定的水力条

件和底栖生物的扰动下, 长期稳定地释放出污染物。这种

释放类似于非点源污染 , 释放面积大 , 释放时间和途径具有

不确定性, 而这种释放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会严重影响河

流的水质[ 1] 。

吸附法作为一种从低浓度溶液中去除特定溶质的高效

低耗方法 , 特别适用于废水中有害物质的去除。因此, 当前

很多地区采用向河流中施加吸附剂以降低水体中污染物质

浓度的方法[ 2] 。作为一种吸附物质, 天然泥沙对磷、有机污

染物和重金属等物质均具有较好的吸附效果[ 3 - 5] 。但是 ,

天然泥沙的输入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一定的水

环境条件下 , 泥沙本底固有成分及其所吸附的外来污染物

被解吸到水体中, 同时引起底泥沉积物中污染物的释放 , 对

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 。

徒骇河属于海河流域 , 位于黄河下游北岸 , 流经河南、

河北、山东三省, 从西南向北呈狭长带状。干流自聊城市莘

县文明寨起, 流经聊城、德州、滨州3 个市13 个县( 市) , 在滨

州市沾化县与秦口河汇流后 , 进东风港于暴风站入海。近

年来 , 受上游污水排放的影响, 徒骇河水体污染相当严重 ,

污染物以氨氮和 COD 为主[ 7] 。为了维护城区段的生态用

水和防治污染, 经常从聊城市二干渠由湖南路闸引黄河水

入徒骇河城区段进行水体的冲污和稀释。该文研究了黄

河水被引入徒骇河后 , 徒骇河水体中可溶磷和 COD 含量的

变化情况 , 以期为徒骇河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

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采集和试验模拟  2007 年4 月10 日 , 在徒骇河

和二干渠湖南路桥附近采集水样( 二干渠黄河含沙水样、徒

骇河水样) 和徒骇河底泥样品 , 所采徒骇河底泥为水底沉积

物的表层0 ～5 c m。将采回的新鲜底泥在20 ℃恒温培养箱

中密封静置15 d , 使其自然沉淀, 达到污染物的分布平衡。

用虹吸装置 , 结合吸管, 除去部分上层清水 , 然后分别按体

积比( 黄河水∶徒骇河水) 0、10 % 、20 % 、35 % 、50 % 、80 % 加入

部分含沙黄河水样, 避光置于六联动搅拌仪上, 设定转速 ,

使黄河泥沙悬浮于混合水样中 , 但不扰动徒骇河底泥。0 、2 、

4 、7、11、13 h 后分别采样 , 每次采集水样40 , 其中的20 ml 用

0 .45 μm 滤膜过滤后置于玻璃瓶中用于测定可溶磷, 另外20

ml 存于玻璃瓶中用于测定 COD 的含量。采集样品后 , 加入

2 滴饱和的 HgCl 2 溶液, 放入冰箱低温冷冻保存。

1 .2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在环境监测和水质管理中,COD 是

有机污染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测量准确方便且可以较好地

反映该试验研究的应用性。磷作为内陆河流富营养化的重

要限制因子 , 磷含量的上升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所以选择

其作为测量项目。水体可溶磷的测定采用钼酸盐分光光度

法,COD 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河泥沙和徒骇河水质状况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

河中游地区黄土高原的第四纪沉积物, 因而黄河中游悬浮

泥沙的粒度组成、矿物组成、有机质含量与黄河中游地区的

黄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进入黄河河道的泥沙以悬移质为

主, 而推移质所占百分比很小。黄河中游悬移质泥沙的粒

度组成中, 小于0 .05 mm 的颗粒占56 .8 % ～71 .4 % , 而大于

0 .10 mm 的颗粒仅占3 .7 % ～11 % 。黄河悬移质泥沙颗粒级

配有自中游至下游渐次变细的规律[ 6] 。聊城市二干渠中黄

河水主要来源于下游 , 因此其中的泥沙颗粒更细, 且所取水

样中的泥沙均为悬移质。

  徒骇河是一条季节性的纳污河流 , 经过治理, 徒骇河水

质有了很大的改善。由表1 可知, 采样时徒骇河水质较好 ,

总磷含量为0 .075 mg/ L , 达到 GB3838 - 2002 中Ⅲ类水标准

( ≤0 .2 mg/ L) ;COD 含量为27 .2 mg/ L, 达到 GB3838 - 2002

中Ⅳ类水标准( ≤30 mg/ L) , 能满足徒骇河的功能区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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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初始时刻混合水样的污染物浓度 mg/ L

浓度∥% 可溶磷 总磷 COD
0 0 .035 0 .075 27 .2
10 0 .031 0 .054 18 .4
20 0 .027 0 .049 20 .0
35 0 .052 0 .080 25 .2
50 0 .035 0 .090 35 .6
80 0 .029 0 .101 12 .0
100 0 .031 0 .172 19 .6

2 .2  水体中可溶磷含量的变化  由图1 可知 , 在没有引入

黄河水的情况下, 在一定的流速下 , 徒骇河水会导致积累在

水体沉积物上和吸附在悬浮颗粒物上的可溶磷缓慢释放 ,

水体中可溶磷的浓度在11 h 达到峰值 , 然后随着时间的变

化, 水体中可溶磷的含量下降。

图1  上覆水体中可溶磷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在引入黄河水的情况下 , 各混合水样中可溶磷浓度均

在2 h 后达到一个峰值 , 然后下降, 在4 h 左右浓度达到一个

低值后持续上升, 除80 % 浓度的水样外均在11 h 后达到峰

值后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黄河水的输入打破了原来水体的

吸附解吸平衡, 使得水体中的沉积物和悬浮颗粒物上吸附

的可溶磷解吸进入水相 , 因此在2 h 左右水体中的可溶磷浓

度达到一个较高值。随着时间的变化, 混合水样中的泥沙

对水相中可溶磷的吸附作用 , 导致水相中可溶磷浓度在4 h

左右又有所降低; 在7 ～11 h , 随着泥沙吸附作用的减弱 , 水

体沉积物继续向水相释放可溶磷, 造成水相中可溶磷积累 ;

随后 , 由于底泥沉积物中磷库的衰竭 , 释磷能力减弱, 吸附

能力增强 , 同时各种化学作用也使可溶磷发生转化, 水体中

的可溶磷含量降低[ 8] , 但与初始时刻相比 , 可溶磷的含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2 .3  水体中 COD 含量的变化  由图2 可知, 在没有引入黄

河水的情况下 , 在一定的流速动力条件下 , 徒骇河水会导致

水体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缓慢释放 , 使得水体中 COD 含量

增加 , 但其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在引入黄河水的情况下 , 各

图2 上覆水体中COD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混合水样中 COD 的含量均表现为 : 在0 ～7 h , 变化较为平

缓, 与未引入黄河水的徒骇河水样( 0 的水样) 的变化基本一

致。然而, 混合水样中的 COD 含量在7 h 后急剧上升 , 在11

h 左右达到一个峰值, 随后在10 ～13 h 含量又急剧下降至一

个较低的水平, 这与可溶磷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并且在11

h COD 含量上升幅度随着黄河水在混合水样中所占比例的

上升而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在黄河水进入徒骇河水体的初

期, 以一些可溶性无机物质如氮、磷的释放为主, 在7 h 后沉

积物中大量的耗氧性有机物质被释放 , 导致水体中 COD 含

量升高 , 在11 h 左右达到一个较高值。随着时间的变化 , 由

于底泥对污染物的再次吸附和有机物的耗氧分解, 水体中

COD 含量降低。

3  结论

引黄河水入已受污染的徒骇河聊城城区段, 在短时间

内会造成受污染的底泥向上覆水体释放可溶磷和有机污染

物, 导致水相中可溶磷和 COD 浓度的增加, 引起水体的富营

养化 , 造成水体的有机污染, 影响水体的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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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原则 , 对不同生态类型的地被植物资源进行分级评价 ,

划分应用等级 , 为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 , 建

立野生地被植物资源库, 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基础。同时 ,

推广乡土地被植物。开发利用野生植物必须保持生态平

衡, 要科学、合理、适量地开发利用, 切忌滥采乱挖; 注意野

生品种与新优品种的结合 , 乔木、灌木、藤本、地被的结合 ,

常绿与落叶的结合 , 做到科学搭配, 发挥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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