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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汉江干流水质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探讨了主要监测指标的变化趋势。指出汉江水质以Ⅱ、Ⅲ类为主,总体较好,襄樊白家

湾以上河段的水质明显好于下游河段,水质相对较差的断面主要是城镇控制断面。汉江主要污染物是总磷。水质在不同水期的变化为:平水

期好于丰水期,丰水期好于枯水期。16年间,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分别有 37. 5%和 25%的断面年均值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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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是湖北境内第二大过水河, 是丹江口、老河

口、襄樊、宜城、钟祥、天门、潜江、仙桃、汉川、武汉等城

市的供水水源,是流域内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命

脉。本文通过分析 1986～2001年汉江干流的监测资

料,对汉江近两年的水质做出现状评价,并对有代表性

的监测指标进行长系列年份的变化趋势分析,以便为

进一步贯彻执行“湖北省汉江及其支流水污染防治规

划”,解决汉江水污染问题提供依据。

1　汉江水环境监测状况

2000年湖北省地表水监测网在汉江干流上的监

测断面由 17个增加到 26个 [ 1] , 其中城市交界断面 5

个。水质监测项目在原有的pH 值、悬浮物、总硬度、溶

解氧、高锰酸盐指数、BOD5、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氮、挥发酚、总氰化物、总砷、总汞、六价铬、总铅、总镉、

石油类、电导率 18项的基础上增加了总磷。监测频次

交界断面为每年 10次,其他断面为每年 6次,分枯水、

平水、丰水三期进行。

2　水质评价方法、标准和参数的确定

2. 1评价方法

采用实测值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相比, 进行水质类

别判定的定性评价和计算各断面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的

定量评价相结合。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Pj = 6
n

i= 1
Pij

Pij =
Ci
Cio

式中　Pj-j 断面水污染综合指数

P ij -j 断面 i项污染物的污染指数

Ci-j 断面 i项污染物的年均值

Cio-i项污染物评价标准值

n- 参与评价的污染物项数

2. 2评价标准和评价参数

汉江监测断面水质类别判定及评价依据为最新颁

布的标准
[ 2]
。水质类别判定参数选择19个监测项目中

有标准值的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BOD5、氨

氮、挥发酚、总氰化物、总砷、总汞、六价铬、总铅、总镉、

石油类、总磷共 14项。

水质综合污染指数评价参数选择 2001年汉江 12

个评价参数中污染分担率排前 4位的总磷、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和 BOD 5
[ 3]
,指数计算标准选择《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 2002中的第Ⅲ类。
表 1　汉江监测断面基本情况表

监测河段 断面名称
功能
类别

断面类型 备　注

郧西县 羊　尾 Ⅱ 入境控制

郧　县 陈家坡 Ⅱ 入库控制原为杨溪, 2001年下移。

丹江口市 坝　下 Ⅱ 城镇控制

老河口市 沈　湾 Ⅱ 交界　　控制丹江口市, 2000年新增。

冯　营 Ⅱ 对照　　

陡　口 Ⅱ 城镇控制原为江家洲, 2001年下移。

仙人渡 Ⅱ 消减　　 2001年新增

襄樊市 白家湾 Ⅱ 对照　　

钱　营 Ⅲ 城镇控制

余家湖 Ⅲ 消减　　

宜城市 郭　安 Ⅱ 城镇控制原为窑湾, 2001年下移。

钟祥市 转　斗 Ⅱ 交界　　控制宜城市, 2000年新增。

皇　庄 Ⅱ 城镇控制

荆门市 沙　洋 Ⅱ 城镇控制 2001年新增

天门市 罗汉闸 Ⅱ 交界　　 控制钟祥市、沙洋区, 2000年新增。

潜江市 泽　口 Ⅱ 控制　　

天门市 岳　口 Ⅱ 控制　　

仙桃市 石码头 Ⅱ 对照　　

鄢　湾 Ⅱ 城镇控制

汉川市 石　豆刂 Ⅱ 交界　　控制仙桃市, 2000年新增。

小　河 Ⅱ 城镇控制
武汉市 新　沟 Ⅲ 交界　　控制汉川市, 2000年新增。

郭家台 Ⅲ 控制入境
新　港 Ⅲ 对照　　

宗　关 Ⅲ 镇控制　
龙王庙 Ⅲ 河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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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功能区类别标准选择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湖

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

3　水质状况评价

3. 1汉江监测断面基本情况

由于 2000～2001年汉江监测断面处于调整阶段,

部分断面有所变动, 考虑到监测数据的可比性和断面

的代表性,本文剔除老河口仙人渡断面、荆门沙洋断面

和武汉郭家台断面,采用 23个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进

行评价,见表 1。

3. 2水质评价结果分析

3. 2. 1　年度分析

2000～2001年汉江监测断面评价结果见表 2。

2000年,汉江Ⅱ类水质的断面占 47. 8%、Ⅲ类水

表 2　2000～2001 年汉江监测断面水质评价结果

2000 年 2001年

监测断面 P j 类别 定类项目 达标情况 监测断面 Pj 类别 定类项目 达标情况

罗汉闸 2. 89 Ⅳ 总磷 不达标 小河 2. 19 Ⅲ 总磷、BOD5 不达标

泽口 2. 54 Ⅳ 总磷、氨氮(Ⅲ) 不达标 余家湖 1. 97 Ⅲ 总磷

新沟 2. 49 Ⅲ 总磷、氨氮 宗关 1. 88 Ⅲ 总磷

石豆刂 2. 24 Ⅲ 总磷 不达标 龙王庙 1. 83 Ⅲ 总磷

钱营 2. 03 Ⅲ 总磷 新港 1. 76 Ⅲ 总磷

皇庄 2. 02 Ⅲ 总磷、挥发酚 不达标 转斗 1. 72 Ⅲ 总磷 不达标

龙王庙 2. 01 Ⅲ 总磷 石豆刂 1. 66 Ⅲ 总磷 不达标

余家湖 1. 99 Ⅲ 总磷、氨氮 罗汉闸 1. 65 Ⅲ 总磷 不达标

新港 1. 95 Ⅲ 总磷 新沟 1. 56 Ⅲ 总磷、总铅

宗关 1. 91 Ⅲ 总磷 皇庄 1. 42 Ⅲ 总铅 不达标

转斗 1. 90 Ⅲ 总磷 不达标 泽口 1. 63 Ⅱ

小河 1. 78 Ⅲ 总铅 不达标 岳口 1. 57 Ⅱ

宜城 1. 54 Ⅱ 宜城 1. 39 Ⅱ

郧县 1. 49 Ⅱ 钱营 1. 35 Ⅱ

岳口 1. 48 Ⅱ 石码头 1. 24 Ⅱ

鄢湾 1. 28 Ⅱ 鄢湾 1. 19 Ⅱ

石码头 1. 24 Ⅱ 郧县 1. 13 Ⅱ

沈湾 1. 05 Ⅱ 沈湾 1. 01 Ⅱ

陡口 0. 90 Ⅱ 陡口 0. 83 Ⅱ

羊尾 0. 84 Ⅱ 羊尾 0. 77 Ⅱ

坝下 0. 80 Ⅱ 冯营 0. 75 Ⅱ

冯营 0. 80 Ⅱ 白家湾 0. 78 Ⅰ

白家湾 0. 74 Ⅱ 坝下 0. 69 Ⅰ

∑Pj 37. 91 ∑Pj 31. 97

质的断面占 43. 5%、Ⅳ类水质的断面占 8. 7%,∑ Pj

为 37. 91; 2001年汉江Ⅱ类水质的断面占 56. 5%、Ⅲ

类水质的监测断面占 43. 5% ,∑ P j 为 31. 97;由此可

见,汉江 2001年水质要好于 2000年。

图 1　2000～2001 年汉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变化

从 P j 值沿程变化(图 1)来看, 汉江入湖北至襄樊

上游河段的水质良好, P j 值除郧县和沈湾外都在 1. 0

以下,水质全部为Ⅱ类;宜城、岳口、仙桃河段的水质虽

为Ⅱ类, 但 Pj都在 1. 0以上,水质略差于襄樊以上河

段;襄樊市区河段、钟祥转斗、钟祥皇庄、天门罗汉闸、

潜江泽口、以及汉川和武汉人口较密集、工业较集中等

河段的监测断面水质以Ⅲ类为主, Pj值大部分在 1. 5

～2. 9之间。汉江从上游至下游的水质总体上呈下降

趋势, 其间,在襄樊下段、转斗、皇庄、罗汉闸断面以及

汉川河段都有峰值出现。

汉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2000 年为 73. 9%, 2001

年为78. 3%。水质达不到功能区划标准的断面主要集

中在中下游的荆门转斗、钟祥皇庄、天门罗汉闸、潜江

泽口以及汉川石豆刂小河等, 这些断面的水质基本上同

襄樊、武汉河段的水质处在同一水平,由于执行的功能

类别标准较高。所以达不到标准要求。

数据表明,汉江绝大部分监测项目都符合Ⅰ、Ⅱ类

水质标准。由表 2可见, 2000～2001年造成监测断面

为Ⅲ类水质的主要项目是总磷。2000年转斗至泽口江

段总磷浓度最高,其次是汉川石豆刂、武汉和襄樊江段,

最大值出现在枯水期天门罗汉闸断面,为1. 423mg/ L ;

(下转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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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排污车辆特别是超标排放车辆的(经济)管理权。

机动车排放控制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工作, 诸如调

整产品结构、鼓励生产使用低排放车辆、实施 I/ M 制

度、加大在用车排放的管理、改善用车环境减轻车辆污

染排放等措施,都是非常有效且科学合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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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汉川石豆刂、小河江段总磷浓度最高, 其次是武

汉河段、钟祥转斗和襄樊余家湖断面,最大值出现在丰

水期汉川小河断面为 1. 423mg / L。2000年汉江有56.

5%的断面总磷浓度明显高于 2001年见图 2

图 2　2000～2001 年汉江总磷浓度比较

3. 2. 2　年内分析

由汉江三个水期的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分析, 汉江

水质总体上枯水期相对最差,平水期相对最好。

23 个监测断面中, 2000年 Pj 值为最高, 枯水期

占 69. 7%、丰水期占 17. 4%、平水期占 13. 0%; 2001

年枯水期占 52. 2%、丰水期占 30. 4%、平水期占 17.

4% 。两年的平均 P j 值都显示为枯水期〉丰水期〉平水

期。

4. 　结论

2000～2001 年间汉江水质以Ⅱ、Ⅲ类为主, 总体

较好; 沿程变化中襄樊白家湾以上河段的水质明显好

于下游河段, 水质相对较差的断面主要是城镇控制断

面;断面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2000年为 73. 9% , 2001为

78. 3%。汉江主要污染物是总磷,是造成断面水质为Ⅲ

类或达不到功能区标准的主要指标。汉江水质在不同

水期的变化为: 平水期好于丰水期, 丰水期好于枯水

期。汉江主要污染指标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在 1986～

2001年间,符合Ⅱ类水质标准的年均值分别占 95. 6%

和 94. 3%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水质总体良好,变化不

大;从定量的角度来看,高锰酸盐指数有 37. 5%的断

面呈上升趋势,氨氮有 25%的断面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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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Water Q ualit y and Change T endency Analysis for Hanjiang River Trunk St ream

ZHANG Ying, SUN Jing , HUANG Xiao-hua

( Hubei Env ironment Monit or ing Center , Wuhan 430072)

Abstract: T his paper pr esents the present st atus and change t endency fo r tr unk st ream of Hanjiang R iver . The monitor ing data

show s that w ater quality of the River in gener al is quite g ood and meets t he class II and III of National Surface Wat er Crit eria. The

w ater quality in upper r eaches o f Baijiaw an Sect ion, X iang fan is ev ident ly bett er than that in low er r eaches. Relativ e poor er w ater

quality sect ions ar e mainly located within cities and tow ns, and w ith tot al phospho rus as major po llutant. T he w ater quality in dif-

ferent w ater seasons changed as mean season bet ter t han w et season and wet season bett er than dry season. 16 year s' data show s

that 37. 5% and 25% sections for annual aver age value o f permanganat e and ammonia nitr og en is increasing .

Key words: Hanjiang River; wat er qua lit y; pr esent st atus;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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