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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部地区河道水平衡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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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C 年起辽宁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对辽河、浑河、太子河开展以灌溉期为主的水平衡测试研究，分

析供水、用水、损失、水质变化规律。当年 C 月 !D 日至 : 月 ! 日的实测资料表明，各河来水量、供水量、用水

量、损失水量等基本平衡，灌溉期水库调水对河道冲污、净化水质、入海口地区压盐和改善生态环境都起到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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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是我国北方严重缺水省份之一，人均占

有水量仅相当于全国人均占有水量的 # V " 左右，不

到全世界的 # V #$。全省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分布极不均匀，年际之间、地区之间、季节之间有着

显著差异。据史料记载，近 9$$ 年以来省内出现大

范围的旱灾 #!! 次，其中特大旱 CD 次。因此，开展

水平衡测试研究，对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合理配

置和优化调度，建立节水型农业、节水型社会都具有

重要意义。

辽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也是辽宁省最大的

河流，上游分为东辽河和西辽河，河流全长 #"9$ W<，

流域总面积 !#XD9 万 W<!，本次测试系辽宁省境内辽

河干流河段。浑河、太子河均发源于辽宁境内，在三

岔河汇流后至入海口段称为大辽河。大辽河以上流

域总面积 !XD! 万 W<!，浑河长 C#YXC W<，太子河长

C#" W<，大辽河长 9Y W<。

河道水平衡测试就是通过测试来水量、供水量、

排水量、损失水量、重复用水量之间的平衡关系，查

清河道天然来水量、水库供水量、各用水单位的用水

情况与供水损失情况，从而为供水管理部门给各单

位下达用水计划指标、制定用水定额、合理分配水资

源提供依据。本次水平衡测试还增加了水质监测项

目，分析水质状况、污染物的来源及运移规律，防止突

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发生，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发水量、

水质相结合的水库放水及河道径流演变的水文模型，

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调度提供技术保障。

@ 河道水平衡测试内容与方法

@ 5@ 测试布站原则

根据自然水体特点和测试河段的实际，对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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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动态监测，以能全面控制测试河段水量变化过

程、掌握水量运行规律为原则。干流站布设遵循《水

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线的原则”。支流入河口、排

污口、引提水站点布设，应满足监测河段流入、流出

水量变化过程要求。水质监测站点布设以能全面控

制测试河段水质变化过程为原则。

! !" 测试内容与方法

本次水平衡测试应用水量平衡原理，采用调查

与监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 !" !! 水量监测

根据本次水平衡测试的特点，对辽河、浑河、太

子河干支流及干流两侧引排水口进行了普查与监

测，共设立监测断面 "#$ 处［%!"］。其中，干流断面设

立 #& 处，主要支流断面设立 ’& 处，干流两岸引排水

口断面共设立 %’$ 处。设立降水、蒸发量监测站近

"&& 处。

#$ 辽河。共设立监测断面 (" 处。其中，干流

断面设立 ) 处，主要支流断面设立 %& 处，干流两岸

引排水口断面共设立 *’ 处。

%$ 浑河。共设立监测断面 )* 处。其中，干流

断面共设立 %# 处，主要支流断面共设立 %) 处，干流

两岸引排水口断面共设立 ** 处。

&$ 太子河。共设立监测断面 )) 处。其中，干

流断面共设立 $ 处，主要支流断面共设立 "* 处，干

流两岸引排水口断面共设立 )& 处。

!’"’" 水质监测

#$ 断面布设。辽河、浑河、太子河干流控制水

文站、各市界和主要闸坝，共 "+ 处；直接排入辽河、

浑河、太子河的全部入河排污口；直接入辽河、浑河、

太子河的全部支流入河口。

%$ 监测项目［#!*］：辽河、浑河、太子河干流监测

项目为水温、,-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

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铜、锌、铅、镉、

砷、汞、氰化物、挥发酚、氯化物、矿化度、悬浮物 %$
项；入河排污口监测项目为水温、,- 值、化学需氧

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汞、挥发酚、悬浮物

$ 项；支流入河口监测项目为水温、,- 值、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汞、挥发酚、悬浮物 %% 项。

" 成果分析

" !! 水量分析

从 "&&* 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累计实测流量

%$$& 次，又经过 * 个多月的系统资料整编、分析，各

河来水量、供水量、用水量、损失水量基本平衡。辽

河铁岭站至六间房站、浑河大伙房水库至河口、太子

河繶窝水库至河口，总流入水量为 %%.++ 亿 /#，支流

等汇入水量为 ".*% 亿 /#，总用水量为 %&.+& 亿 /#，

总损失水量为 ".%) 亿 /#，总流出量为 %.+( 亿 /#。

各河段水量见表 %。

表 ! "(() 年辽浑太河 * 月份河段水量统计 亿 /#

河流 河段
流入

水量

汇入

水量
引水量

损失

水量

流出

水量

辽河

铁清柴段 #.*"% &.&"’ &.*’& &.%#" ".+(*
铁辽干段 ".+(* &.&(& &.&(& &.&## ".+#%

沈阳段 ".+#% &."*& &.##( &.*)" ".")#
鞍山段 ".")# & &.%*+ &.%+) %.$#+
盘锦段 %.$#+ & %.*)( & &.*("

辽河

抚顺段 *.)#( &."&’ &.#&+ & *.+&#
沈阳段 *.+&# &."#* %.*"$ &.")# #.##’
辽阳段 #.##’ &.#)" &.&&" &.’(+ #.%#(
鞍山段 #.%#( & &.%%# &.&&’ #.&%+

太子河

本溪段 &.(’% &.(*$ &."(" &.%++ &.+*%
辽阳段 *."+& &.’’+ %.#)& &."*" #.""(
鞍山段 #.""( &.&($ &.""+ &.&(* #.&&*

大辽河 盘营段 (.&"" & *.("& & %.*&"
合 计 %%.++& ".*%" %&.+&& ".%(’ %.+(*

注："数据摘自《辽宁省中部地区水平衡测试》整编后资料；#按

水量平衡原理，损失水量主要包括下渗和蒸发。

" !" 水质分析

水质监测累计 "%# 站次，从监测结果［’］可以看

出，灌溉期水库调水对河道冲污、净化水质、入海口

地区 压 盐 和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都 起 到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作用。

#$ 水库调水具有河道冲污、净化水质作用。辽

河柴河水库出水口水质为$类，清河水库出水口水

质为%类，水库调水前铁岭至双台子河闸水质均为

劣&类，调水后辽河水质可达到’ 0&类。浑河大

伙房水库出水口水质为% 0$类，水库放水前沈阳

浑河大闸水质为劣&类，放水后水质达到&类，但黄

腊坨桥断面至鞍山浑河河口断面水质始终为劣&
类。太子河观音阁水库出水口水质为%类，繶窝水

库出水口水质为’类，放水前金山屯断面水质为&
类，放水后水质达到’类。据实测资料分析，辽河铁

岭断面水质达到&类标准所需水量 %.%$ 亿 /#，水

质有较大改善并开始平稳所需水量 %.## 亿 /#；浑

河抚顺断面水质达到&类标准所需水量%.#* 亿 /#，

水质有较大改善并开始平稳所需水量 %.)+ 亿 /#；

太子河辽阳断面水质有较大改善并开始平稳所需水

量 &.#( 亿 /#。

%$ 水库调水对近海河口处灌溉压盐效果显著。

三岔河断面和田庄台大桥断面受潮水顶托影响，近

海处河水盐化，不能用于农灌。水库放水使河水盐

化范围减小，基本满足农灌要求。从田庄台大桥断

面的流量与氯化物相关图可以看出，水库放水流量

越大，压盐效果越显著，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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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辽河田庄台断面灌溉期流量与

氯化物质量浓度相关关系

"# 水库放水改善了沿河城市环境和生态环境。

抚顺、沈阳在浑河建有几处橡胶坝，本溪、辽阳、鞍山

在太子河建有几处橡胶坝。水库放水前由于河道内

径流很少，废污水基本存于橡胶坝及闸门内，水质污

染严重，有时伴有恶臭现象。水库放水将这些积存

已久的污水冲下来，虽然暂时导致河流中污染物突

然升高，但随着水量的进一步加大，水质逐渐得到改

善。辽河水质可由劣!类改善到!类，最好达到"
类；浑河黄腊坨桥以上水质可由劣!类改善到!类，

黄腊坨桥以下水质虽然仍为劣!类，但污染物浓度

大为降低；太子河水质可由" !!类改善到"类，最

好时达到#类。

$ 问题与建议

%# 水文监测站网不尽合理，测、报基础设施落

后，很难适应事业发展的要求。建议相关部门加强

水资源监测站网建设，加强水文投入，提高测报能力

和水平，全面监测各河流区间段的水量变化情况。

加强水文测验方法的研究，不断提高测验精度。

&# 缺少地下水观测资料，缺乏河流地表水体与

地下水补排关系研究，特别是对研究区漏斗区、大辽

河海水入侵区的研究不够，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

建议在河流重点区段开展水平衡专题研究，如进行

地下水、地表水转化监测，开展地表水与地下水补排

规律研究；加强浑河、太子河汇流口至大辽河海水回

灌规律研究，施行科学的农灌期压盐工作。

"# 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不能逐站全方位观

测，部分临时断面特别是部分提水站监测资料密度

不够，只能采用实测与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测验精

度有一定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大这项工作

的投入力度。

’# 由于仅为一年监测资料，监测项目不尽齐

全，暂还不能建立农灌期水库供水模型，这项工作还

需继续开展下去。

参考文献：

［"］#$%"&’—()，水位观测标准［*］+
［,］#$-)".(—(&，河道流量测验规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0，污水排放综合标准［*］+
［-］彭文启，周怀东，邹晓霞，等 +三次全国地表水水质评价

综述［%］+水资源保护，,))/（"）：&.$&(+
［0］李致家，尹开霞，杨涛，等 +大江大河多断面水位实时预

报的半自适应模型研究［%］+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收稿日期：,))-$)/$"’

!!!!!!!!!!!!!!!!!!!!!!!!!!!!!!!!!!!!!!!!!!!!!!!

编辑：傅伟群）

（上接第 &) 页）

康风险评价的实际应用。

本次评价得出：黄河三门峡河段非致癌物质由

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以 12 为最大，

34&53 次之；化学致癌物质中 67 和 89 的最大个人年

风险分别达到 ,:,., ; ")</=<"和 &:".& ; ")<-=<"。化

学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远远超过

非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应作为

风险决策管理的重点对象。本评价中未考虑放射性

物质和酚以外的其他有机污染物，也未考虑饮水途

径以外如大气污染等途径对健康危害的风险，同时

结合三门峡段水域污染的具体情况，评价所得的风

险应比实际环境污染危害的风险要小得多。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一种新的评价方法，但由

于健康风险评价本身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致癌

物强度系数、参考剂量的选取等，因此许多方面尚待

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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