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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河道水环境监测
根据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2019 年 1 月及 2 月对南

京某城区流域断面监测数据，该城区河道断面平均水质为

劣Ⅴ类。为准确掌握该流域断面及上游影响断面水质变化

趋势，加大预警监测频次，对河道上游断面、支流及相关

污水处理站开展跟踪保障监测，监测项目为 pH、溶解氧、

氨氮、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及总磷。

1.1 河道主流断面水质

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该城区河道主流断面氨氮平均浓

度为 5.26mg/L，水质类别为劣 V 类。监测点 A 与监测点 B

断面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为 6.75mg/L 及 5.67mg/L，水质类别

均为劣 V 类。上游监测点 C 和 D 断面水质较稳定，氨氮平

均浓度分别为 0.20mg/L 及 1.05mg/L，水质类别分别为Ⅱ类

及Ⅳ类。

该城区河道主流断面总磷平均浓度为 0.62mg/L，水质

类别为劣 V 类。监测点 A 与监测点 B 断面总磷平均浓度分

别为 0.90mg/L 及 0.74mg/L，水质类别均为劣 V 类。上游监

测点 C 和 D 断面水质较稳定，总磷平均浓度分别为 0.10mg/

L 及 0.14mg/L，水质类别分别为Ⅱ类及Ⅲ类。

1.2 河道上游支流断面水质

通过对该城区河道上游支流断面水质监测发现，支流

监测点 1 及支流监测点 2 断面氨氮平均浓度相对较高，分

别为 24.2mg/L 及 18.2mg/L，水质类别均为黑臭。支流监测

点 3 及支流监测点 4 断面氨氮平均浓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2.25mg/L 及 0.10mg/L，支流监测点 3 水质类别为劣 V。

支流监测点 1 及支流监测点 2 断面总磷平均浓度相对

较高，分别为 2.71mg/L 及 2.25mg/L，水质类别均为劣 V 类。

支流监测点3及支流监测点4断面氨氮平均浓度相对较低，

分别为0.33mg/L及0.20mg/L，支流监测点3水质类别为V类。

1.3 河道上游污水处理站废水水质

该城区河道上游污水处理站废水水质的监测平均数据

如表 1 所示，通过对监测数据可以看到 1 号污水站站房旁

排口废水排放不稳定，该排口 CODcr 浓度为 735mg/L，总

磷浓度为 4.0mg/L，排口 pH 值波动较大。1 号污水站排口

废水CODcr及总磷浓度相对较低，分别为105mg/L、0.51mg/

L。而 2 号污水站排口水质相对稳定且污染物浓度最低。
表 1   污水处理站废水水质均值统计表

监测点位 pH
CODcr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1 号污水站站房旁排口 4.46-8.53 195 0.362 1.07
1 号污水站排口 6.53-8.19 62 0.308 0.24
2 号污水站排口 6.21-7.90 13 0.215 0.05

2 河道水质问题分析
通过对该城区河道水污染情况的连续监测可以发现，

城区主流断面水质类别一直处于劣 V 类，氨氮浓度均值超

标 1.63 倍，总磷浓度均值超标 0.55 倍，未达 V 类标准考

核要求。从监测数据看，监测点 C 及监测点 D 水质稳定，

达到Ⅳ类水质，河道主流断面、监测点 A 及监测点 B 断面

主要受上游支流影响，支流监测点 1 和支流监测点 2 断面

水质达黑臭标准，氨氮浓度均值分别超标 11.1 倍、8.1 倍。

1 号污水处理站污水站站房旁排口及 1 号污水处理站污水

站排口废水排至支流监测点 1 位置，两个废水排口废水水

质不能稳定达标，两个排口氨氮及总磷浓度均较高。同时

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能力明显不足，周边仍有大量生活污

水下河，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低急待提标。支流监测点 3

水量较小，监测期间氨氮最高浓度为 2.68mg/L，水质类别

为劣 V 类，对主流断面水质有一定影响。城区河道污水支

管网严重滞后，雨污混流现象普遍，河道水环境容量小，

水资源保护与水土保持能力尚需提升。

3 综合治理方案
3.1 改善河道水环境

改善城区河道水域环境是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根据

断面及支流监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现有应急处理设施处理

能力及周边污水总量，制定全面、科学、系统的水质提升

方案。对该城区河道断面上游支流进一步排查存在问题，

提升水质，要充分发挥治水工程对断面水质改善的支撑作

用。利用临时污水应急处理设施为系统治水赢得的时间，

尽快实现由治标向治本的根本性转变。加快城市河道断面

周边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雨污分流与强化截流双管齐

下，污水厂出水提标与低冲开发标本兼治。

同时，依据该流域河道特点采取多种污水处理方式并

用方案，河道上下游、主流支流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

工业污水和城市污水分级分类处理相结合，推行雨污分流

制度，近期分流与合流相结合，清源与截流并重。[1] 全方

位实现河道水环境的正本清源。基于河道水质系统治理策

略，从源头上规划建设水利设施，实现雨污分流，通过源

头控制、中游蓄滞、末端排放，最终达到让污水厂的减负

降能，最大限度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

城市河道水污染监测与综合治理方案

鲍晓磊（南京市江宁区环境监测站，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污染对城市河道水
质的破坏也日益严重，污染的水源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当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认识到城市水环境监测和治理至关重要，应及时建立科学
有效的城市河道水污染监测方法，采取具备前瞻性、科学性和全局性的城市水源综合治理方案。促进城镇居民与自然环
境的协同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进行。本文针对南京某城区河道特点和水环境现状，为该城区水环境监测和
水质改善工作的开展提出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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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按照“分片建

设，建设一片，见效一片”的思路，优先根据污水监测结

果抓住重点污染流域，全方位加速排水支管网系统建设工

程。在巩固现有河道干流建设的截污箱涵及废水处理管网

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推进沿河道支流截流、废水处

理分支管网规划。同时科学统筹城市居民排污接驳工程与

企业排污集中整合，加快污废水收集和处理转化效率。

城市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增质提效。一方面加强现

有污水处理设备的维保与管理，保障城市河道污水处理效

率，城市水质能够持续稳定达标。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污水

处理厂尾水通常会直接排入特定河道，这些尾水仅仅能够

达到景观水体水质的要求，而离达到城市河道水质标准仍

然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为避免污水处理厂尾水成为可能

的污染源，进一步提升监测标准，投入资金对城市流域内

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后处理设备改造升级，满足城市河道水

质基本标准后方可进入河道，切实改善断面水质，确保城

市河道水质稳定达标。[2]

3.2 修复城市水生态

修复城市水生态，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应以河

道水源保护及水资源充分利用为宗旨，河道污染源排查治

理为核心，修复河道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手段，实现

城市河道水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开展社区清洁河道建设，加强河道水土资源保护、增

加社区植被覆盖率，有资源的河道两岸可以建设自然护岸

或与之类似的抗冲刷护岸，它们具有一定抗冲强度，形成

护岸与河道环境中水分调节系统，增强水体交换能力，增

加河流水环境容量，为周边动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水源环

境。同时，将河道整治和美丽新社区建设相结合，采取城

市水土润养，逐步推进河流水文调节、水体自净、物种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功能重建，实现河流自然本底功能修复。

生活污水循环、河道科学规划，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治理，

形成“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全方

位提升城市河道水质，整个流域范围内水生态环境逐步好

转。加强监测城市污染源，通过壅水深潭的构建、投加生

物菌种、投放水生动物等方式彻底清理河道内源污染底泥

及受污染水体。建立严格管理制度，为控制污染源的扩散，

对水库水源地内存在的历史遗留果园和农地造成面源污染

进行治理或逐步清退、关闭，主要工程措施包括生态滞洪

沟、生物塘、生态截流草沟的建设等。

3.3 创建特色水文化

因地制宜发展城市特色水文化，提升社区及周边景观

质量，发扬南京六朝古都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着力构建

丰富的滨水公共生活圈。倾心打造能够与城市建设相匹配

的堤、园、路一体的市政设施和生态园林等综合基础设施，

实现滨水人居环境提升的要求。强化河流文化特征，重视

水文化方面历史遗迹的保护，建立沿河文化遗产廊道，塑

造当地有特色、有个性、有内涵的滨水文化示范博览区，

传承流域人文社会发展的脉搏。

以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为主体，积极开展城市文明、

水污染防治宣传教育，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主题商业

活动以及新媒体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鼓励社会各成

员共同参与，促使广大民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以主人

翁的精神把污水防治理念落实到行动中。其次可以利用当

地民风民俗和各种节日开展宣传教育，提升水污染防治的

宣传效果，调动广大人民参与保护水资源的活动中，创设

全面参与的良好氛围；最后，当地政府部门也要提升思想

认识，将水污染防治宣传作为政绩考核内容，保证各项宣

传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水污染监管，

形成全民监督体制。设立网络监督举报平台。对于水污染

治理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团体或者个人，要给予适当的物

质和精神奖励，调动其参与防治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最

后，对于水污染治理的各项工作要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广

大民众的监督，结合民众意见和建议进行优化改进，提升

防治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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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混合式通风方式

在混合式通风方式的应用中，可将其分为长抽短压式

通风方式以及短抽长压式通风方式。在长抽短压通风方式

的实际应用中，首先应用抽出式风机，然后再利用压入式

风机，即可将新风传输至掘进头中，而通过利用抽出式风

机，能够对污风进行过滤处理，即可在井下形成循环风。

如果抽出式风机的风量超过压入式风机风量，则可应用短

抽长压式同分压式，首先开启压入式风机，然后再开启抽

出式风机，即可将新风输送至掘进头，而对于污风，可通

过除尘器滤过，再利用抽出式风机排出，据此进行循环利

用 [3]。

4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可控循环通风技术在低浓度瓦

斯矿井生产中的应用方式进行了详细探究。在井下生产中

应用可控循环通风技术，能够有效增加井下作业面有效风

量，降低矿尘、瓦斯浓度，改善井下通风状况，提高矿井

生产安全性。因此，在矿井生产中，应推广应用可控循环

通风技术，增加作业面风量，避免井下作业环境粉尘聚集，

改善通风环境，保证矿井生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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