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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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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漉域水资源保护局 蚌埠 233001) 

摘奠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相当突出，已影响到流域内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制约了工农业生产的进 

一 步发展。造成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区域 内不适当地发展了重污染企业．工业废水及城镇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超过了河流的稀释净化能力 淮河漉域水污染治理与保护的策略是 ：提高全民的环保意 

识，强化对污染源的监督管理 ．大规模地进行水污染控制 ．以及大力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 。 

关蕾调 环境水利 水污染 污染源 水质监掼『 污染防治 水资源保护 淮河流域 

1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 

1．1 河流污染严重 

据 1986～1990年淮河流域 260个水质 

监i曩I断面资料评价。达到 I． i类水标准的 

断面，五年平均占 23．8％，I类水标准的断 

面占 17．3％．超过 I类水标准的断面平均占 

59％。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断面，五年平 

均为 45．8％，符合渔业水质标准的断面，五 

年平均为 6．3％．符合农灌水质标准的断面． 

五年平均为 86％ 

据 1992年对 9条干流和一级支流 44个 

断面抽样评价 ．枯水期平均值符合 I类水标 

准的断面占 25％．Ⅳ．V及超 v类水的断面 

占 75％；丰水期平均值 IV、V及超 V类水标 

准的断面占 7O％ ]。 

淮河干流是淮河流域水量最大的一条 

河，多年平均流量 853m。／s，12月至 3月平 

均流 量 268m ／s．多年平 均 (1986～ 1990 

年)1 4个断面有 48．3％ 的断面超过 I类水 

标准 枯水期．五年平均有 80．7％ 超过 1类 

水标准，最差年份(1988年)全 河超过 I类水 

标准．水污染较重 ．饮用水基本不符合标准。 

淮河干流水污染．除了沿河城市排污及 

从沿岸支流输入 污染物所 引起的常规污染 

外 ．还存在突发性水污染。这在淮河流域 ，也 

是一种较普遍污染形式 其形成机制．首先 

是点源排污入河道 ，而后在有水闸控制的河 

道积蓄，遇适当的水文条件水闸开启放流．受 

纳河道径流量难以稀释分散水闸泄流．便在 

河道中出现污水团．水质产生突变，并沿水 

流方向污染 ．直至污水团解体并得到稀释净 

化。淮河千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突发 

性污染。第一次是 1989年 2～3月．历时约 

25天．第二次是 1992年 1～3月．历时 7o 

天。第三次是 1994年 7～9月，历时 66天。 

直接污染河长共 330kin，1994年污染洪泽湖 

达 3／4湖区。每次突发性污染 ，都给沿淮城 

镇生活饮用水、工业及渔业用水带来很大影 

响 

淮 河流域发生水污染事 件 (故)的 河 

湖，还有洪泽胡、骆马湖、南四湖、石梁河 

水库、涡河、奎濉河、黑河，白马河、焦岗 

湖、天井胡等 

二三级支流大多成为排污淘，长年黑臭。 

河流污染还进一步污染了地下水 一些河流 

沿岸地下水严重污染，人民健康受到损害 

由于水污染．影响了社会安定，产生了 

地区间的矛盾和纠纷。 

淮河流域水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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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存条件。 

1 2 水污染的原因 

1．2．1 I业 废水及 城镇居 民生 活污水 的排 

教 超过 j河流的稀释净化 能力 

1993年，对全流域 182个县以上的城镇 

进行统计 ，污废水排放总量为 25 5亿 m ，其 

中工业废 水 17．9亿 m。，生活污水 7．6亿 
m 。

， 两者之比为 7：3。主要污染指标 CO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09万 t。其中，淮 

河水系污废水量为 17．8亿 m ，占 69．8％， 

COD 77．4万 t，占 71．0％#沂沭泗水系污废 

水总量 7 79亿 m。，占 30．5％，CO 31．4万 

t，占 28．8％，另外．废黄河流域还有部分排 

污量。淮河水系洪泽 湖(含洪泽湖)以 上流 

域的污废水量占淮河水系的 83．3％，占全淮 

河流域 57．9％。流域四省的污废水量各占一 

定 比例：河南省约占 33．3％}安徽省约占 

22-2％；江苏省约 占 27．8％；山东省约占 

16．7％ 。 

1991年淮河流域进行 了第一次入河排 

污量普查实测 ，实测年污水量为 37．4o亿 

m ，比统计数大 46．5％，cODo 为 15O．45万 

t，比统计数大 38．O％，NH 一N为 7．59万 t， 

是统计数的 15．6倍。 

淮河流域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621 

亿 m。，统计污水量占其 4．1％，实测入河污 

水量占其 6．05％。通常认为，污径比为 1： 

2O才不致形成水污染，而淮河流域的污径比 

已大于这个比例。由于河道径流时空分布不 

均 ，因此大多数河道枯水期的污径比很大 ．有 

的河道几乎完全是污水。如淮河第一大支流 

沙颖河 ，一般干 旱(75％ 保证率)枯 水期污 

径比将达到 1：1．72。因此，淮河流域地表水 

资源少．也是该流域出现水污染严重状况的 
一

个客观条件。反过来说 ，是污染物的排放 

违背了河流的 自然规律。按照河流的设计环 

境容量计算 ，1 993年全流域污染物排放量 

已超过河流允许量的 9o％．河流污染已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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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淮河流域河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径 

流的高度人工控制，污染物 的排放和排污管 

理完全没有顾及这一特点，这是产生许多突 

发性污染事件的基本原因 

1 2．2 环境意识淡薄．不适当地发展 j重污 

染 企 业 

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有些企业和地区环 

境意识淡薄．-没有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方 

针 ，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只顾 

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只顾本地刺益，不 

顾全流域利益。有些企业和地区甚至损人利 

己，把污水排到别的地方。 

新建项 目的环保设旅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旅工 、同时投产 ．是环保管理的一 

项 重要制度。但是，相 当多的项 目不执行 

三同时”，或只有 “一同时”、“两同时”。有 

些企业 ，有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转 ，而是在应 

付检查时才运转 大多数企业则没有处理设 

施 据有关资料介绍，1993年全流域污水处 

理率仅 33．1％．处理后达标的仅占33．9％， 

COn 去除量占总排放量的 23．2％。 

在淮河流域 ，造纸厂和制革厂是两大重 

污染行业，一些大厂的污染源还没有认真去 

治理 ．却又发展了大量小企业。仅小造纸厂． 

淮河流域就有上千家。河南项城市有小皮革 

厂 1000多家，安徽鱼同城镇有小皮革厂 500 

多家。这些企业工艺简单、技术落后 无污 

水处理措旅，污染严重。 

1．2．3 有法 不依 ，执法 不严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企业 

排污要达标排放，限期 治理 ，执行 “三 同 

时”等。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时有发 

生，如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 曾于 

1990年颁布 54项限期治理项 目．完成率仅 

40．7％。新建项 目的 “三同时”，从统计报告 

看能达到 9O％以上，但实际上真正正常运转 

的大约其有 1／3。 

由于这些水污染防治的硬指标完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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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尽管水污染治理投资花了好几亿元．治 

理设施建了成千套，但环境效益不明显 。 

对于违法排污执法不严 ，处理打击不力， 

致使有法不依的现象继续泛滥。有的地方甚 

至干扰环保执法 ，加上基层环保力量薄弱，客 

观上纵容 了一些违法行为。 

2 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与水资 

源保护策略 

2．1 大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经影响了流域经济 

的持续发展，严重地危及到流域 1．5亿人的 

生存环境 。淮河沿岸流传这样一句话 ：“洪水 

不是年年有，污水则是天天来。”我们应该认 

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应该行动起来 ．共同努 

力，去改变被污染破坏了的赖以生存的水源 

条件 。 

水污染是一种社会危害，绝非靠一家一 

户、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的。污染 

的治理 ，要靠政府来组织。一个流域的治理 ， 

要靠中央政府来组织。因此，中央政府的认 

识和决心．是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是大动 

力。1994年，国务院环委会在蚌埠市召开了 

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提出了要在 

本世纪束实现淮河水变清的目标，这标志着 

国务院对治理淮河 流域水 污染 已经下了决 

心。随着国务院的组织和推动，流域各省政 

府也有了积极行动。而今，从政府到企业 ，治 

理淮河流域水污染已初步形成了气氛。但由 

于水污染治理的艰巨性 ，加之水污染治理投 

入大 ，除了社会效益、环保效益．企业 自身 

经济效益不大 ，企业一般不可能自觉 自愿花 

钱治理。因此，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 ．决非 
一

El之功，是长期的任务．还要用法律、制 

度加 以保障。 

2．2 强化对污染源的监督管理 

水污染防治的管理 ，是对企业排污和城 

镇污水排放的管理。现行的管理制度，包括 

“新”、“扩 、“改”项目的 “三同时”管理， 

企业排污申报登记和许可管理，环境影响评 

价、限期治理达标排放、排污收费等新老八 

项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三同时”、达标 

排放和收费制度。由于发展经济和水污染防 

治同是政府的职责，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 

舍 弃t忽视)后 者 因此．各项排污管理制 

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严格执行的情况。 

应该说，管理制度本身是比较全面的。没有 

严格执法，反映了执法力度不够，来 自各方 

面的干扰也是一个原因。在以后的立法中·应 

该规定保护管理人员执法不受干扰的条款和 

管理人员渎职责任条款．规范管理人员的行 

为准则和纪律，激励管理人员的负责捕 神。 

水污染防治管理的主要任务有： 

a 要完善管理制度，实行科学管理 。文 

献 Ez]论述了现行的排污管理标 准(综合 污 

水排放标准 GB8978—88)不适 合淮河流域大 

量受水利工程控制的河流的规律 ，应该制定 

闸控河流季节性污水排放标准。排污的监督 

管理也应加强。我们在企业限排检查中发现． 

企业采取了限排措施．但缺少有关限排之后 

减少多少排污量的相应监测资料 

b．要完善法规，对违法排污行为从重惩 

罚 。 

c．要台理规划流域内经济发展的产业 

结构 ．严格限制污染重、治理难的小造纸、小 

制革。对现行的小造纸 、小制革企业 ，要实 

行关闭或转产 ，或合并规模经营。 

d．淮河流域主要跨省河流有 100多条 ， 

省际污染矛盾突出 要加强省际河流出境水 

质的监督，分清责任。要制订省界水质且标 

和便于监督实施的管理制度。 

e．淮河流域河流的一个重点特点，就是 

大小河流多为水闸控制，只要企业排放的是 

污水，就可能在河道积蓄，积蓄的污水魈着 

水闸的调度放流．就可能对下游产生突发性 

污 染 (即便 是 合理的调度。也难以完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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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此，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 

护，水闸的调度管理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并且是一项经常性、长期性任务。 

为了完成以上管理任务．必须有相应的 

组织机构。地方环保力量要加强，流域管理 

要加强，水利部门的职责要明确，要有管理 

机构。为监督管理所需的设施和资金要得到 

解决 。 ． 

2．3 大规模地进行水污染控制 

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任务是艰巨的。 

根据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纪要提出 

的目标，设定淮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运河 

及其一级支流、沂河干流、沭河干流按地面 

水 l类标准控制 ，其它支流按 IV类标准控制． 

河道水量按 9O％保证率最枯月流量计算，全 

流域现状排污量总削减率将达到 90．5％，治 

理投资 75亿元 j．考虑到 2000年排污增加 

量，投资将达到 1O0亿元。从现在起，每年 

的投资总额达到 16．6亿元，相当于 I993年 

水污染治理投资的 6．7倍。全国水污染治理 

投资 占国 民生产 总值 的 比例．1990年 为 

I，22‰．淮河流域比此数大约少 30％。如果 

按全国平均数算，今后淮河流域的投资比例 

将达到 8．2‰，为全国平均数的6．7倍。这对 

经济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无疑是艰巨的。 

淮河流域各级政府、各企业对水污染治 

理任务的艰巨性必须要有清醒认识，认真对 

待，对于治理投资来源应进行测算 首先 ．要 

对已建治理设施挖潜．充分发挥其治理效果 

其次．要以略高于全国平均治理投资水平增 

加投入。第三．按现有排污费收费标准收费， 

对排污费要收足用好 第四，企业自有资金 

首先要用于治理污染。第五，企业的 “新”、 

“扩”、“改”建设项目计算应列入治理投资。 

第六．大中型水处理项 目应列入地方和行业 

的环境保护计划，计划和经贸部门给于积极 

支持 第七．积极争取贷款。第八．适当提 

高排污费收费标准．增收城市居 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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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经过这样测算后，对于确实无力治理 

的企业，就应考虑关闭；对于污染严重、无 

治理技术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大中城市要 

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场。总之，还是要坚持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谁办的企业，谁 

负责治理．广泛发动企业，开展大规模的废 

水治理。 

2．4 大力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 

资源的主管部门对资源进行保护．不论 

从经济立法还是环境立法，都是肯定的。水 

既是资源 ，又是环境要素。在我国当前的环 

境保护立法中．具体的监督管理职责偏重于 

纳入环保范围。事实上，水质和水量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水量是主体．水质管理离不开 

水量管理。因此．水资源主管部门，应该按 

照国家赋于的职能，作好水资源管理和水质 

保护管理。 

a．制订水资源区水质保护标准，提出治 

理污染要求．提供同级政府决策。 

b，结合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对排污单位 

排污给于限制和影响；对污染河流的取水单 

位，实行取水限制，提高水资源费或水费标 

准。这里所称的 “污染 ．应该通过对入河排 

污口制定水质限制标准加以确定。与此同时， 

要开展入河排污的计量。 

c．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扩建，不仅要 

从堤防安全保障角度进行审批，还应从水质 

保护角度进行审批。 

d，积极作好水闸防污调度管理。这不仅 

是为污染防治分摊责任．也是保护水质而应 

当从事的一项工作。通过水闸防污调度工作 ， 

协同环保部门对污染源限排提出要求和进行 

监督。 

e，进行全国水资源保护立法 。立法的指 

导思想 ．立足于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及河流 

的保护 。立法是确立水行政主管部门保护水 

资源的法律地位和规范社会行为准则的依 

据 因此，这是一项急需开展的全国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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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今后开展水质监测工作的重点 

2．5．1 围绕 污染源治理开展监洲 

以往监测污染源主要是了解排污水平和 

征收排污费，河流监测主要是为了表征水质。 

当一个企业或一个城市的治理工程投入 

运行以后．排污量是否减少，相关河段水质 

是否好转．好转程度，即治理效果，是管理 

者所关心的。水质监测工作应该向管理者及 

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并且．这种监测也是 

对企业或城市水处理工作的监督。这样的监 

测，目前在淮河流域比较薄弱。 

以后的监测工作．应更具有针对性 ．为 

管理提供准确的信息。与此同时．监督工作 

的投入要增加，装备要改善，要作监测规划。 

2．5．2 为水闸防污调度开展监刹 

为了准确地开展水闸防污调度．调节河 

道水质、水量，必须掌握水质监测资料 ，这 

是水闸防污调度的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 

对主要水闸进行防污调度 ，各省水利厅和淮 

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近半年来，在沙颍河 

及淮河进行的水质水量监测为防污调度提供 

了比较充分 的依据。这表明了水质监测为生 

产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监测是水 

质监测工作改革的方向，今后的监测工作，要 

坚持 为生产和管理服务，及时发挥效益。 

2．5．3 开展省界、地区界水质监测 

常规监测制度要改革。监测省界、地区 

界面河流水质．是实施水质保护和污染治理 

管理区域负责制的依据之一。现在，流域水 

资源保护机构和一些省已开展省界河流监 

测 ，各省应规划开展地区界河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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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统天文潮及风暴潮数值预报模型”通过鉴定 
由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坷海大学和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的水利技术开发基金嘎 目。水l利系 

统天文潮及风暴潮数值预报模 型”于 1995年 3月 I5日在北京通过 了由水利部科教司主持的鉴定。河海大学 

航运及海洋工程幕张君伦教授、张长宽副教授主持了子课题 “台风暴潮数值预报模型”的研究 ，此子 腰包 

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台风气 压场 风场的模拟 二是台风增水的模拟 f三是天文潮与增水的迭加。在台风气 

压场和台风风场的模拟方面，有别于国内同类数学模型 ，本研究对台风模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用多次实测 

资料对高 桥(TakahashD．梅尔 斯(Myers)、藤 田(Fujita)．捷列思任斯 基(Jelesnianski)等四种台风模式 

进行 比选 ，最后认 为高挢模式 比较适合中国海的情况；采用迭代法 ，求取 台风参数，保证 了台风风场的模拟 

精度a台风暴潮增水的模拟方面，率研究采用风暴潮基本方程 ，在微机上对山东半岛至广西的大范围水域用 

大小嵌套罔格建立 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台风增水模型，网格的布设既 反映在台风驱使下大范围的水体运 

动，叉比较精确地拟台近岸复杂岸线轮释。经多次台风验证．模型计算值与实际增水值吻合良好。在天文潮 

与台风增水的迭加方面 ，天文潮的璜报采用 了306分潮自动优化天文潮预报技术，提高了天文潮预报精度 ， 

保证了综合潮位的精度。鉴定会上+中科院院士林秉南教授、陶诗言教授 国家防办馀乾清教授等 11位专家 

听取了课盟组的汇报，观看了计算机投影演示，并进行了质询和充分讨论+一致认为浚项研究所饭据的基本 

理论和方程正确·计算方法合理、先进 ，研究成果具有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整体上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 

专家们同时建议该研究成果在水利系统试用，在防御沿海风暴潮灾害中发挥 作用
。 

(徐 宏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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