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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内陆河流乌伦古河水质现状

]NU
（新疆阿勒泰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新疆 阿勒泰 ED="$$）

摘要：通过对乌伦古河各水质站监测资料分析，阐明该河天然水质存在垂直地带性分布和季节性变化规律。

在水质污染源方面，指出该河水质污染源主要来自天然污染，指出乌伦古河“水环境脆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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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概况

乌伦古河流域发源于我国西北部阿尔泰山东段

南麓，是准噶尔盆地北缘的内陆河流，上游主要有青

格里河、基什克奈青格里河、查干郭勒河以及由蒙古

国入境的布尔根河等河流，各支流均由北向南在二

台水文站上游汇流，流出山口折向西北后称乌伦古

河（以下简称乌河）。二台水文站为汇流后乌河上第

一个控制站，汇流区以上均为山地，阳坡岩石风化，

草木稀少，阴坡植被良好；上游有城镇青河县城，人

口 =JH 万左右，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河流从出山以下

为平原荒漠区，是径流散失区，河道宽阔，流速平缓，

落差小，含沙量相对于山区河段较低［#］。整个流域

全长 E!# K9，全流域面积 DE H!= K9!，多年平均径流

为 %J% 亿 9D，洪水期为 H L I 月，其余为平、枯水期，

河水补给以季节性融雪和雨水为主，流经青河县、富

蕴县平原带及福海县区域，乌河上中游无大的城镇，

只有些乡村、团场，人口不多，分散居住，以农牧业为

主，在下游有福海县城，人口 IJ% 万左右。

" 乌伦古河水文气象特征

乌伦古河水系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区，纬度较

高，远离海洋，属于大陆性寒温带干旱气候。气候基

本特点是：春旱多风，夏秋短暂，冬季漫长而严寒。

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日照充足，气温日、

年较差比同纬度其他地方大，为全国高寒地区之一。

乌伦古河水流区域灾害性天气较多，主要是干旱少

雨及寒潮多风。据气象资料报道：多年平均气温

DJHM，历年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D%J=M，极 端 最 低 气 温

N H!JIM，多年平均降水量 ##HJH99，多年平均蒸发

量 #EHHJH 99。多年平均风力 D L E 级左右，以西北

风为主。

乌河处在干旱戈壁沙漠中，无支流汇入，水量全

靠上游补给，据水文观测，乌河上游二台水文站段多

年平均径流量为 %JE$ 亿 9D，顶山福海水库为代表

段，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JE! 亿 9D，下游福海水文站

为代表段，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DJ== 亿 9D。近年来

径流大幅度减少，乌河二台水文站与福海水文站仅

相距 D"$ K9，两站的年径流量相差幅度还在逐年递

增。!$ 世纪 "$ 年代二台水文站到福海水文站的水

年径流损失仅为 D"O，!$$$ 年以后则达到 E$O左

右，主要是大量开发土地用水造成［#］。

# 乌河流域水环境现状及水质规律

# 5! 水环境现状

乌河是青河县、富蕴县、福海县农牧业生产、灌

溉渔业、工业生产用水和沿河居民生活用水水源，是

阿勒泰地区重要的水源之一。乌河上游各支流主要

发源于山区，流经青河县城及其几个乡镇村，由于植

被破坏较少，均为农牧区，河流流程短，水体受污染

性较小［#］。采用阿勒泰水环境监测泰分中心的十几

年的水质监测成果，按 PG DEDE—!$$!《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标准分析计算，各支流水文站点水质状况

良好，各项目年平均值在水质标准"级以下，基本保

持河水原有的特性，属于未被污染的水体。

目前乌河中下区域有轻微污染，受到的污染分

两类：#人为污染，即天然水体因农田排水、生活用

水等排入河段而引起的水体污染；$自然污染，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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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如高矿化度地下水侵入河水

而引起的水体污染。乌河受入河排污影响，主要是

受农田排水、生活用水产生的污染。入河排污量为

!""" 多万 #$，而且农田排水比重大，生活污水较小，

无机污染物排放较多，主要污染物有总硬度、氯离

子、矿化度、硫酸盐等无机成分。

! %" 天然水质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及水质特性

乌河河流水化学类型呈现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

山区矿化度低，属软水区，多为重碳酸盐钙!型水质，

山区天然水质中阳离子以钙离子为主，阴离子以重碳

酸盐为主；平原河流区由于取水的蒸发及砂砾冲刷，

水质中阳离子、阴离子比山区河流沿程增大，但阳离

子（&’() ）、阴离子（*&+,
$ ）没有大的变化［(］。根据新

疆阿勒泰水环境监测分中心 (""" 年以来的水质资

料，按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分

级评价，选择 0+、&+012、.+03、4*$54、挥发酚、砷化

物、氰化物、*6、&78 ) 等 9 项进行评级，综合评级小青

河站至福海站河流水体为"类水质标准，见表 :。

表 # 乌伦古河水质评价（以 "$$$ 年以后资料为准）

站名

水质类别

0+ &+012 .+03 4*$54
挥发

酚

氰化

物

砷化

物
*6 &78 )

综合

评价

大青河 # ! " ! # # # # # "
小青河 # ! # ! # # # # # !

二台 # ! # ! # # # # # !
福海 # ! # ! # # # # # !

从评价结果看，乌河水质状况有明显的垂直地

带性分布规律外，有机物和毒物水质参考值没有明

显的上下游垂直地带性差异，都在"类水质标准以

下，这是因为乌河周围没有大的居住区、工厂、矿山，

农牧业没有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的结果，故乌伦古河

流域水质良好，可以满足各种用途。

! %! 乌河流域水质分析及评价

乌河由于受春季融雪性洪水影响，受水量季节

性变化及同时期用水量增大等因素的影响，流域内

天然水质也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即在矿化

度、总硬度、总碱度等指标上，汛期低，平水期、枯水

期高。非汛期降水减少，地下水侧向补给比例增加，

如福海站在枯水期矿化度可达到! ; <"" #6 = > 左

右，其他站!; ("" #6 = > 左右。整个乌河天然水质

在饮用水要求范围之内，见表 (。

根据阿勒泰水环境监测分中心 (""3 年水质资

料，按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行

分级评价，标准值单项超标，即表明使用功能不能保

证。在具体评价中，通常是依据最差的水质参数确

定水质类别。根据监测实际情况选取以下 3 项 :8
个指标进行评价。

表 " 乌伦古河主要离子沿程及季节性变化

（以 "$$$ 年以后分析成果计算）

河 段

矿化度 =（#6·>, :） 总碱度 =（#6·>, :） 总硬度 =（#6·>, :）

: ?
! 月

3 ?
/ 月

9 ?
:( 月

: ?
! 月

3 ?
/ 月

9 ?
:( 月

: ?
! 月

3 ?
/ 月

9 ?
:( 月

大青河 :(/ /(@( ::< 38@: $!@! 3(@/ /(@/ !3@( /!@$
小青河 :8" :"/@" :!: 3/@9 !8@/ 89@/ /8@8 3/@$ <9@!

二台 !3! (:"@" (9! :(3@" /(@: :"(@" /8@8 :::@" :8"@"
福 海 <$< 8<:@" 8(! $$9@" :88@" :8/@" $"9@" (<"@" (<8@"

天然水质指标：A*、总硬度、氯离子；

耗氧物质及氧平衡指标：溶解氧、高锰酸盐指

数、生化需氧量、氨氮、挥发酚；

重金属：汞、六价铬、铜、镉；

无机毒物：氰化物、砷化物、氟化物；

生物类：粪大肠菌群

根据 (""" 年以来的各水质站监测资料，对乌河

流域内的几个控制断面的水质参数进行评价后可以

看出，参评的 3 项 :8 个指标中，天然水质指标、重金

属、无机毒物均符合#、!类水质标准，有机及有毒

水质参数数值没有明显的上下游差异，也没有明显

的季节性变化规律，这是由于在河流附近无大中型

工矿企业，没有大的、集中的污染源，属于优良的天

然水质。但耗氧物质及氧平衡指标及生物类指标稍

差。小青河、大青河、二台 $ 个水质站的耗氧物质在

个别时段有轻度超标出现，小青河、二台 ( 个水质站

的生物类有超标现象出现，初步分析是由于农牧业

及生活污水造成的，由此说明乌河的水生态环境比

较脆弱的特点。

% 结 论

乌伦古河流域水质良好，可以满足各类用水水

质标准。但其水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承受污染能力

的容量小。因此，加强对污染源环境管理及其治理，

加快流域内的水资源研究工作，建立健全水资源监

测网，严格控制工业污染，使污染物达标排放，才能

改善局部河段水质的污染现状，为 (: 世纪经济发展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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