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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受工业和城市废水以及农田地表径流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根据 ２０１３ 年的

水文巡测以及水质监测资料，分析了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和高锰酸盐指数（ＣＯＤＭｎ）、氨氮（ＮＨ３ ⁃Ｎ）、总氮（ＴＮ）
和总磷（ＴＰ）等水质指标的出入境通量及其时空分布． 结果表明，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以出境为主，出入

境断面的首要污染物是 ＴＮ，其平均浓度在各出入境断面均处于Ⅴ～劣Ⅴ类水平，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的平均浓度总体上

达到Ⅱ～Ⅲ类标准． ４ 种污染物的出入境通量均以出境为主，研究区域北部是污染物的主要入境断面，东部是污染物的主

要出境断面． 净出境水量是影响污染物净出境通量的关键因子，出入境断面水质是净出境通量的主要影响因子． 源头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将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是减轻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水体污染的关键，是太湖流域水

体污染控制和治理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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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我国三大淡水湖之一，是流域内大中城市的重要水源地．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３０°０８′～ ３１°１１′Ｎ，
１１９°１４′～１２１°１６′Ｅ）西倚天目山脉与安徽省相邻，南临钱塘江杭州湾，北滨太湖和江苏省接壤，东与上海相

连，地跨杭州、嘉兴和湖州 ３ 市，涉及 １３ 个县级行政区，流域面积 １２２４９ ｋｍ２，约占太湖流域面积的 １ ／ ３． 包含

山区性河流、平原河网两种典型水系，水文状况复杂，并且受潮汐影响，往复流特征明显．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

速发展，受工业和城市废水以及农田地表径流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太湖流域污染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１⁃５］ ，水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影响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

作为太湖流域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其由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２０１４ 年起浙江省大力开

展“五水共治”行动，其中“治污水”依旧是五项治水工作中的重点． 本文所研究的水文水质数据年份为 ２０１３
年，为“治污水”成果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自 ２０１４ 年治水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水环境安全趋于好转，安全指

数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１３ 年分别提高了 ７．３８％ 和 １６．８５％ ，水环境安全从预警状态转为较安

全状态［６］ ，水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反映了治水工作的成效． 入湖河流是湖泊污染物的主要来源［７⁃８］ ，陆源污

染物随河流输送到湖体会导致湖体富营养化、生态系统受损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发生［９⁃１１］ ，因此研究主要入

湖河流的水质变化规律、污染物入湖通量及其主要影响因子对湖体污染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１２⁃１４］ ．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河道主要分为研究区域西部的安徽入境河道、北部的环太湖河道及与江苏省

交接河道、东部与上海市交接河道以及南部的钱塘江． 本文借鉴湖泊污染物通量分析方法，根据研究区域主

要河道 ２０１３ 年的水文巡测以及水质监测资料，分析了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和高锰酸盐指数

（ＣＯＤＭｎ）、氨氮（ＮＨ３ ⁃Ｎ）、总氮（ＴＮ）和总磷（ＴＰ）４ 种污染物的出入境通量及其时空分布，以期为太湖流域

浙江片区水环境治理提供基础数据．

１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断面水文水质监测及计算方法

１．１ 水文巡测及水质监测点位选择

根据年度地表水出入境河道水文巡测资料和浙江省水资源公报等，按照空间分布在研究区域北部、东
部和南部边界线分别设置水文巡测线，分别为入湖线、北排线、东排线和钱塘江线；西部边界上，主要为流域

分水线，仅考虑与安徽省交接的河道———东村港，断面为东村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出入境河流（图 １）． 在

水文巡测线上选取水文巡测断面，类型分为基点站断面以及巡测站断面，基点站和巡测站断面流量均为逐

日流量（由实时流量计算后得到的日平均流量）． 其中河流巡测断面的水文数据是由原始水文资料经相关部

门整编后的．
为估算断面通量，水质监测断面理论上应该与水文监测断面保持一致［１５］ ． 由于本文的水文和水质资料

分别来自水文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在水文巡测断面所在河道上选取水质监测断面，空间位置尽量接近，选
取了 ３２ 个，具体位置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各巡测线上的水文巡测断面以及与之对应的水质监测断面详情见

表 １．
１．２ 首要污染物计算方法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对出入境断面水质进行评估，单因子污染指数（Ｐｉ）表示污染物实测浓度与水质标准

的比值，可通过式（１）计算［１６⁃１７］ ：

Ｐｉ ＝
Ｃｉ

Ｓｉ
（１）

式中，ｉ 为污染因子；Ｃｉ为污染因子 ｉ 的实测浓度；Ｓｉ为污染因子 ｉ 的评价标准值，采用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中的Ⅲ类水质标准．
１．３ 污染物通量估算方法

与环太湖河道类似，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河道流向顺、逆不定，故污染物通量估算方法根据参考文

献［１８⁃１９］中报道的方法，结合 ５ 种通量估算方法［２０］优化计算公式． 根据出入境断面水量和水质计算，由于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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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地表水出入境水文巡测及水质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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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的监测频次为每月 １ 次，故水量按月统计出入境水量． 月通量计算公式为：

Ｗｉ入境 ＝ ＫＣｉ∑
ｎ

ｊ ＝ １
Ｑ ｊ入境 （２）

Ｗｉ出境 ＝ ＫＣｉ∑
ｎ

ｊ ＝ １
Ｑ ｊ出境 （３）

Ｗｉ净出境 ＝ Ｗｉ出境 － Ｗｉ入境 （４）
式中，Ｗｉ 入境和Ｗｉ出境分别是第 ｉ 种污染物的月入境通量和月出境通量，Ｗｉ净出境是第 ｉ 种污染物的月净出境通量

（ｔ ／ 月）；Ｃｉ是第 ｉ 种污染物的月平均浓度（ｍｇ ／ Ｌ）；Ｑ ｊ入境和 Ｑ ｊ出境分别是流量为入境和出境天数中第 ｊ 天的日

平均流量（ｍ３ ／ ｓ）；ｎ 是某个月内日平均流量为入境或出境的天数；Ｋ 是单位换算系数，Ｋ＝ ０．０８６４．
整个研究区域巡测断面划分为 ４ 条巡测线和安徽入境断面，逐月统计每条巡测线的出入境水量以及巡

测线上水质监测断面的污染物平均浓度，计算每条巡测线的月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将 ４ 条巡测线的月出入

境污染物通量和从安徽入境的污染物通量相加得到太湖流域浙江片区的月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再将 １２ 个

月的通量相加，得到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全年的出入境污染物通量．

２ 出入境水量变化分析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见表 ２，由于安徽入境断面的日流量数据缺失，无法逐月统计入

境水量，故引用 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水资源公报的年度水文数据，年入境水量为 ０．６４×１０８ ｍ３ ． 因此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

域浙江片区入境水量为 ７９．２０×１０８ ｍ３，出境水量为 １４５．２３×１０８ ｍ３，净出境水量为 ６６．０３×１０８ ｍ３ ． ２０１３ 年出入

境水量的年内变化和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２ 所示．
从出入境水量的时间分布来看，２０１３ 年各月入境水量相差不大，各月入境水量占全年入境水量比例范

围为 ６．１％ ～１０．６％ ． 出境水量除了 ６ 月和 １０ 月占全年出境水量较大一些，分别为 １２．１％ 、１９．５％ ，其他月份均

比较接近，占比在 ４．２％ ～８．７％之间，且全年各月（除了 ８ 月）出境水量均大于入境水量（图 ２ａ） ．
由图 ２ｂ 可见，从空间分布来看，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北部的入湖线和北排线以入境为主，其中入湖线入

境水量占全年入境水量的 ４６．１％ ；北排线入境水量占全年入境水量的 ３７．６％ ． 其次，钱塘江线入境水量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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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水文巡测及水质监测断面一览表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研究区
域边界

巡测线 巡测段 基点站 单一流量站
水质监测
断面个数

水质监测断面

北部边界 入湖线 长兴（二）段 长兴（二） 杨家埠、 杭长桥、 湖 州 城
北闸

８ 合溪新港、新塘、杨家浦、
小梅口、新港口、大钱、幻
溇、汤溇

幻溇段 幻溇新桥
北排线 浔溪大桥段 浔溪大桥 太师大桥、圣塘桥、双塔 ８ 古溇港、南浔、乌镇、乌镇

北、洛东大桥、王江泾、斜
路港、民主水文站

桐乡段 乌镇双溪桥

秀洲西段 洛东大桥

秀洲北段 王江泾

陶庄段 陶庄（外）
丁栅段 丁栅闸

东部边界 东排线 池家浜段 池家浜 ７ 池家浜水文站、红旗塘大
坝、清凉大桥、清凉港、枫
南大桥、青阳汇、小新村

横港大桥段 横港大桥

枫泾段 青阳汇

平湖北段 青阳汇

平湖南段 广陈
南部边界 钱塘江线 南台头闸、长山闸、盐官下

河闸、盐官上河闸、七堡泵
站、顾家桥（三堡船闸）、闸
口西湖引水泵站、中河双向
泵站、赤山埠西湖引水泵
站、珊瑚沙引水闸（泵）站

８ 众安桥、长山闸一号桥、
盐官、上塘河、 ８５０ 排灌
站、四格排灌站、七堡、之
江东路富春路口

西部边界１） 东村桥 １ 东村桥

１）西部边界上主要为流域分水线，除东村桥断面所在河流以外没有其他出入境河流．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按月统计出入境水量结果（×１０８ ｍ３）
Ｔａｂ．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月份
入湖线 北排线 东排线 钱塘江线 安徽入境断面 合计

入境量 出境量 入境量 出境量 入境量 出境量 入境量 出境量 入境量 出境量 入境量 出境量

１ ３．１５ ０．６１ ２．１８ ３．７８ ０．００ ７．６７ ０．９６ ０．１６ ６．２９ １２．２２
２ ２．７４ ０．６３ ２．０３ ３．４５ ０．００ ６．９１ １．５３ ０．１４ ６．３０ １１．１３
３ １．９７ ０．８４ ２．１６ ３．８９ ０．０１ ７．６９ １．１９ ０．１９ ５．３３ １２．６０
４ ２．４３ ０．５８ １．９８ ３．７４ ０．００ ５．０２ １．２８ ０．１９ ５．６９ ９．５２
５ ２．００ １．１５ １．９１ ３．３２ ０．０１ ４．３０ １．２５ １．１１ ５．１８ ９．８７
６ １．４８ ４．２３ ２．７８ ３．４４ ０．００ ５．６４ ０．５７ ４．２０ ４．８３ １７．５２
７ ４．６４ １．１６ ２．８１ ３．８４ ０．０１ ４．３３ ０．９２ ０．２９ ８．３７ ９．６２
８ ３．８８ ０．４５ ２．７７ ２．９４ ０．４３ ２．２６ ０．９１ ０．４６ ８．００ ６．１０
９ ３．５４ ０．３２ ２．１７ ２．７９ ０．０４ ３．２３ ０．６８ ０．１６ ６．４３ ６．５１
１０ ３．５２ ９．８５ ３．１３ ５．３９ ０．１０ ７．３７ ０．４９ ５．７１ ７．２３ ２８．３３
１１ ３．９８ ０．６８ ２．９５ ４．０４ ０．０５ ６．３１ ０．９４ ０．５４ ７．９２ １１．５７
１２ ３．１８ ０．３０ ２．９０ ３．８７ ０．００ ５．２１ ０．９２ ０．８４ ７．００ １０．２２

合计 ３６．５１ ２０．８１ ２９．７８ ４４．４９ ０．６５ ６５．９４ １１．６２ １３．９９ ０．６４ ０．００ ７９．２０ １４５．２３



朱昕阳等：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水质及污染物通量 ６３３　　

图 ２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的时空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年入境水量的 １４．７％ ，东排线和安徽入境断面全年入境水量相比之下显得很小，占研究区域全年入境水量的

比例均为 ０．８％ ． 而入湖线的入境水量较大主要受“引江济太”工程抬高太湖水位［２１］ 以及年内流域降雨量相

对偏少的影响． 从太湖流域而言，２０１３ 年流域年降水量比常年减少 ７．４％ ，年降水频率约为 ６６％ ，但暴雨中心

位于浙西山丘区，对杭嘉湖平原地区年均水位的提升并不明显，因此环湖河道太湖倒灌水量的增加是导致

入湖线入境水量增大的重要原因． 地表水出境断面主要是研究区域东部的东排线，占全年出境水量的

４５．４％ ． 其次是北排线，占全年出境水量的 ３０．６％ ． 入湖线和钱塘江线出境水量分别占全年出境水量的１４．４％
和 ９．６％ ． 总体来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以出境为主，净出境水量占入境水量的比例达 ８３．４％ ． 由

于研究区域位于杭嘉湖地区，在降雨过程中河道水位的变化［２２］ ，对出入境河道水流的流向有一定的影响．

３ 出入境断面水质状况分析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 ４ 条巡测线和安徽入境断面各月的 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的月平均浓度

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见，从 ＣＯＤＭｎ的浓度变化来看，东排线大多数月份的浓度高于Ⅲ类标准． 入湖线、北排线和钱

塘江线的浓度变化不大，且普遍低于Ⅲ类标准． 安徽入境断面的 ＣＯＤＭｎ浓度变化较大，变化范围为 １．６０ ～
４．９６ ｍｇ ／ Ｌ． 从 ＮＨ３ ⁃Ｎ 的浓度变化来看，东排线和钱塘江线大多数月份的浓度明显高于 １．０ ｍｇ ／ Ｌ，超过Ⅲ类

标准，并且有部分月份的浓度已经超过 ２．０ ｍｇ ／ Ｌ，为劣Ⅴ类标准． 北排线的 ＮＨ３ ⁃Ｎ 浓度在Ⅲ类标准上下波

动，入湖线和安徽入境断面各月的 ＮＨ３ ⁃Ｎ 浓度均低于Ⅲ类标准． 从 ＴＮ 的浓度变化来看，各出入境断面的浓

度普遍高于Ⅲ类标准． 从 ＴＰ 的浓度变化来看，东排线和钱塘江线各月的浓度均高于Ⅲ类标准，北排线的浓

度在Ⅲ类标准上下波动，入湖线和安徽入境断面各月的浓度均低于Ⅲ类标准．
根据水质监测断面污染物的月平均浓度，计算出 ４ 条巡测线和安徽入境断面污染物的年平均浓度，并

依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进行水质评价，评价结果见表 ３． 入湖线、北排线以及安徽

入境断面主要污染物指标平均浓度除 ＴＮ 处于Ⅴ～劣Ⅴ类水平外，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平均浓度均达到Ⅱ～
Ⅲ类标准，东排线 ４ 种污染物指标平均浓度均处于Ⅳ～劣Ⅴ类水平，钱塘江线的 ＣＯＤＭｎ平均浓度达到Ⅲ类标

准，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的平均浓度为Ⅳ～劣Ⅴ类． 结果表明，４ 条巡测线和安徽入境断面的首要污染物均为

ＴＮ，其平均浓度在各出入境断面均处于Ⅴ～劣Ⅴ类水平． 因此，出入境河道 ＴＮ 污染的控制和治理对太湖流

域浙江片区来说尤为重要． 总体来说，研究区域东部东排线以及南部钱塘江线的水质要劣于北部入湖线、北
排线和西部的安徽入境断面，入湖线、北排线以及安徽入境断面的水质整体上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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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断面污染物月平均浓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断面水质评价结果

Ｔａｂ．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污染物 指标 入湖线 北排线 东排线 钱塘江线 安徽入境断面

ＣＯＤＭｎ 浓度 ／ （ｍｇ ／ Ｌ） ４．３８ ５．３１ ６．６１ ４．１９ ３．４６
水质评价结果 Ⅲ Ⅲ Ⅳ Ⅲ Ⅱ

ＮＨ３ ⁃Ｎ 浓度 ／ （ｍｇ ／ Ｌ） ０．２８ １．００ ２．０３ １．７８ ０．３４
水质评价结果 Ⅱ Ⅲ 劣Ⅴ Ⅴ Ⅱ

ＴＮ 浓度 ／ （ｍｇ ／ Ｌ） １．９３ ３．２４ ４．７３ ３．６９ １．６８
水质评价结果 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Ⅴ

ＴＰ 浓度 ／ （ｍｇ ／ Ｌ）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３４ ０．２６ ０．０４
水质评价结果 Ⅱ Ⅲ Ⅴ Ⅳ Ⅱ

４ 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变化分析

４．１ 出入境污染物年总通量

根据 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断面的水量及水质数据，计算污染物逐月通过各河道出

入境的通量，得到年总通量（表 ４）．
计算结果表明，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污染物通量表现为净出境，其中 ＣＯＤＭｎ、

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的净出境通量分别为 ４４０９８．３６、１４９９６．６９、３５５９３．７１ 和 ２３９６．００ ｔ ／ ａ（表 ４）． 考虑到太湖流域

浙江片区的流域面积为 １２２４９ ｋｍ２，将污染物出入境通量换算为单位面积负荷，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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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单位面积负荷分别为 ３０８１．８４、５１５．２５、１７６０．５５ 和 １０５．５０ ｋｇ ／ （ ｋｍ２·ａ），净出境单位面积负荷分别为

３６００．１６、１２２４．３２、２９０５．８５ 和 １９５．６１ ｋｇ ／ （ｋｍ２·ａ）． 根据王江飞等［２３］的相关研究成果，将 ２０１３ 年 ＴＮ、ＴＰ 的大

气沉降和农业面源入河量之和换算成单位面积负荷分别为 １７３７．８５、１１４．００ ｋｇ ／ （ｋｍ２·ａ），与本文计算的出入

境单位面积污染负荷对比来看，分别占入境的 ９８．７％ 、１０８．１％和净出境的 ５９．８％ 、５８．３％ ． 这说明出入境污染

物通量应该作为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污染负荷的一部分，在污染统计分析时将其纳入计算，可为污染负荷控

制削减和上下游生态补偿等环境管理提供支撑．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污染物年总通量

Ｔａｂ．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ｕｘ ｏｆ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通量 ＣＯＤＭｎ ／ （ ｔ ／ ａ） ＮＨ３ ⁃Ｎ ／ （ ｔ ／ ａ） ＴＮ ／ （ ｔ ／ ａ） ＴＰ ／ （ ｔ ／ ａ）

入境量 ３７７４９．４３ ６３１１．２９ ２１５６５．０２ １２９２．２６
出境量 ８１８４７．７９ ２１３０７．９８ ５７１５８．７４ ３６８８．２６

净出境量 ４４０９８．３６ １４９９６．６９ ３５５９３．７１ ２３９６．００

４．２ 出入境污染物通量的空间分布

４ 条巡测线出入境和安徽入境的污染物通量占研究区域全年出入境污染物通量的比例见表 ５． 各出入

境断面污染物通量基本保持与出入境水量一致的比例，４ 种污染物通过入湖线、北排线、东排线、钱塘江线以

及安徽入境断面流入太湖流域浙江片区的通量比例分别介于 １６．９％ ～ ４３．０％ 、４２．３％ ～ ４７．０％ 、１．１％ ～ １．５％ 、
１２．８％ ～３４．３％和 ０．２％ ～ ０．６％ 之间，流出太湖流域浙江片区的通量比例分别介于 ３．９％ ～ １１．７％ 、２１．１％ ～
２９．０％ 、５２．３％ ～６５．５％和 ７．０％ ～９．５％之间． 由此可以看出，入湖线和北排线是污染物的主要入境断面，尤其

是北排线入境污染物通量的比例明显高于其入境水量的比例． 因此，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入境污染物通量的

主要控制断面是入湖线和北排线． 东排线是污染物的主要出境断面，４ 种污染物的出境通量比例均超过

５０％ ，其中 ＮＨ３ ⁃Ｎ 的出境通量比例高达 ６５．５％ ，东排线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的要求需要引起重视．

表 ５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各出入境断面的污染物通量贡献率（％ ）
Ｔａｂ．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ｔ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断面
水量 ＣＯＤ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Ｎ ＴＰ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湖线 ４６．１ １４．４ ４３．０ １１．７ １６．９ ３．９ ３２．７ ９．５ ２９．５ ７．０
北排线 ３７．６ ３０．６ ４２．３ ２９．０ ４７．０ ２１．１ ４５．３ ２５．９ ４５．１ ２４．１
东排线 ０．８ ４５．４ １．３ ５２．３ １．５ ６５．５ １．１ ５６．２ １．５ ５９．８

钱塘江线 １４．７ ９．６ １２．８ ７．０ ３４．３ ９．５ ２０．４ ８．４ ２３．７ ９．１
安徽入境 ０．８ ０．６ ０．３ ０．５ ０．２

４．３ 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年内变化

根据 ２０１３ 年逐月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和出入境污染物年总通量，计算得到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年内分布

情况（图 ４）．
由图 ４ 可见，从污染物入境通量变化来看，４ 种污染物入境通量年内变化大体上比较吻合，大多数污染

物的逐月入境通量占全年入境通量的比例在 ７ 月和 １０ 月较高一些，在 ８ 月和 ９ 月较低一些，其他月份的比

例尽管上下波动，但是整体上相差不大． 从污染物出境通量变化来看，各污染物的逐月出境通量占全年出境

通量的比例变化趋势非常相似，除了 ＮＨ３ ⁃Ｎ 的比例在 １ 月最高以外，其他 ３ 种污染物出境通量都在 １０ 月的

比例最高，其次是 １ 月、３ 月和 ６ 月的比例较高一些，而 ８ 月和 ９ 月的比例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这可能是由于

比例较高的月份正值梅雨期或台汛期，期间降雨量增大，出入境水量相比其他月份较大，影响到出入境污染

物通量的变化，因此本文深入分析了水质、水量和污染物通量三者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相关性分析去了解水

质和水量对污染物通量估算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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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污染物通量年内分布情况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ｒｙ⁃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４．４ 水质水量相关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 ４ 条巡测线上各污染物逐月的平均浓度与净出境水量的相关关系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水质与水量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由图 ５ 可见，入湖线 ＴＮ 的浓度与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ｒ＝０．５６５１，Ｐ＜０．０１），说明 ＴＮ 污染来源可能以非点

源为主，其产生量与径流量的大小呈正比，年内径流量的变化会改变断面的污染物通量，而污染物浓度则会出

现增加、减少、不变的多种可能性，浓度多与流量呈正相关． ＣＯＤＭｎ的浓度与水量基本不相关，相关系数很小



朱昕阳等：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水质及污染物通量 ６３７　　

（ｒ＝０．１１５５），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的浓度与水量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说明三者的污染可能受点源、非点源共同影

响，年内径流量的变化会改变断面的污染物通量，也会改变污染物浓度，浓度与流量较为复杂，可能呈正相关、
负相关、无关的情况． 北排线 ＴＮ 和 ＴＰ 的浓度与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ＣＯＤＭｎ的浓度与水量不相关，ＮＨ３ ⁃Ｎ 的

浓度与水量无显著相关性． 东排线 ＮＨ３ ⁃Ｎ 的浓度与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ＴＰ 的浓度与水量不相关，ＣＯＤＭｎ和

ＴＮ 的浓度与水量无显著相关性． 钱塘江线 ＮＨ３ ⁃Ｎ 的浓度与水量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５４８６，Ｐ＜０．０５），其污染来

源可能以点源为主，年内径流量的变化不会对断面的污染物通量有太大的影响，只会改变污染物浓度，浓度多

与流量呈负相关． ＣＯＤＭｎ和 ＴＮ 的浓度与水量不相关，ＴＰ 的浓度与水量无显著相关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４ 条巡测线上各污染物浓度与水量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污染来源类型的

情况，为不同控制线上各污染物的针对性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根据富国［２０］ 对污染物

浓度和径流量变化呈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 ３ 种关系极端情况的阐述，比如通过浓度和水量呈负相关的关

系去判断某污染物来源为点源时，需要假定断面上游流域内点源排放的该污染物质的数量年内为恒定值，
且无非点源来源． 通过浓度和水量呈正相关的关系去判断某污染物为非点源时，需要假定断面上游流域内

点源排放的该污染物质为零． 大部分污染物很难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污染物的来源一般既有点源，又
有非点源，只是占比不同而已． 因此，要估算时段通量，在时段通量的估算方法上对点源、非点源的处理有一

个主观或经验的判断． 这也成为污染物通量估算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影响因素．

图 ６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各污染物净出境通量与浓度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ｔ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４．５ 污染物通量与水质、水量的相关性分析

污染物通量估算的误差主要来源于水质、水量、采样点的代表性、水质分析方法和监测频率等因素［２４］ ，
而水质和水量是影响污染物通量的 ２ 个主要因素，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了解其对污染物通量的影响，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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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污染物通量的关键影响因子．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 ４ 条巡测线上各污染物逐月净出境通量与出入境断面水质的相关性分析如

图 ６ 所示． ４ 条巡测线的污染物净出境通量与 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浓度的相关性一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０．２９５９～０．８６５５ 之间，与 ＣＯＤＭｎ的相关性较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０．０８１２～０．３０１９ 之间．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 ４ 条巡测线上各污染物逐月的净出境通量与净出境水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如

图 ７ 所示． 各污染物净出境通量与净出境水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在 ０．６８４４～０．９９９７ 之间．

图 ７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各污染物净出境通量与水量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ｔ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ｆｌｕｘ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１３

通过水质、净出境水量与污染物净出境通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净出境水量是影响污染物净出境

通量的关键因子，而出入境断面水质则是净出境通量的主要影响因子，这与李卫平等［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水量的变化是人为无法控制的，水质受点源和面源污染共同影响． 点源污染主要是工业废水和城镇生

活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排放到河道导致的水体污染，面源污染主要是降雨冲刷地面形成的地表径流

将各类污染物挟带入河道引起的水体污染，因此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将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达标后排放是减轻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水体污染的关键之举．

５ 结论

１） ２０１３ 年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水量以出境为主． 全年各月出入境水量变化不大，其中入湖线和北

排线以入境为主，东排线以出境为主． 杭嘉湖地区降雨过程对出入境河道水流的流向有一定的影响．
２）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出入境断面的首要污染物是 ＴＮ，其平均浓度在各出入境断面均处于Ⅴ～劣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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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的平均浓度总体上达到Ⅱ～Ⅲ类标准． 出入境河道 ＴＮ 污染的控制和治理对太湖

流域浙江片区来说尤为重要．
３） 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ＴＮ 和 ＴＰ 的出入境通量均以出境为主，入湖线和北排线是污染物的主要入境断面，

东排线是污染物的主要出境断面． 因此东排线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的要求需要引起重视，在出入境通量较高

的月份需要关注各出入境断面的水质变化情况．
４） 净出境水量是影响污染物净出境通量的关键因子，出入境断面水质是净出境通量的主要影响因子．

太湖流域浙江片区水质受点源和面源污染共同影响，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将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达标后排放是减轻水体污染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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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Ｌｉ ＬＱ， Ｓｈａｎ ＢＱ， Ｙｉｎ ＣＱ．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ａｄ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ｎ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６（５）： ６７２⁃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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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Ｚｈｏｕ ＭＪ， Ｓｈｅｎ ＺＬ， Ｙｕ Ｒ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２８（１２）： １４８３⁃１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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