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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评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根据汉江水华发生的成因和关键因

子的分析结果$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进行了定性分析!应用水动力学模型和富营养化动力学模型

以及随机模拟法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进行了定量计算$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 结果表明?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 ;29D;6EF4 方案实施后将增加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 而引江济汉工程的兴建将极

大地减少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 汉江自身的水污染治理是减少水华发生概率的最根本措施" 丹

江口水库增加枯水期下泄流量和三峡电站减少枯水期下泄流量的联合调度将减小汉江水华发生的

概率"

关 键 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汉江! 水华! 对策!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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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本身不会产生污染源$对汉江中下游水温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

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流量#流速等水文因子的

变化上I-J" 本文假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前后汉江中下游河段的水质#水温以及长江汉口

站的水文条件保持不变$ 采用随机模拟法组合生成仙桃至龙王庙河段的水质边界条件和初

始条件系列#水温系列以及水流动力条件系列$并以此作为水动力学模型和富营养化动力学

模型I-J的输入$然后计算各断面水质变化过程$并根据藻类总细胞密度这一量化指标计算调

水前后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

0 水华发生概率的定性分析

%概率&是衡量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一个统计数学概念$对于古典概型’指试验的所有

结果具有等可能性$且试验结果的总数有限($通常用事件发生的可能结果次数与试验的结

果总数之比来表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概率值越大$说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

非古典概型’指试验的所有结果不具有等可能性或试验结果的总数无限($一般通过随机试

验用%频率&来衡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频率&可用随机试验中事件发生的次数与试验

总数之比来表示" 由于水文事件绝大多数为非古典概型$通常并没有严格区分%概率&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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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两个概念"而是笼统地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在本文研究中"水华发生的概率为年际概

率"表示在随机试验的所有年份里"水华发生的年数与总年数之比"而不考虑水华在年内发

生的次数和持续的天数# 换句话说"不论水华在一年内发生多少次或持续多少天"在随机试

验的总年数中"均只计算一次"这种近似处理方法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
汉江水体富营养化产生的主要

原因#!$是汉江中游进入水体的排污量

日趋增大"浮游植物藻类等生物所需

的氮$ 磷等营养物质严重过量% 水流

情势变化" 汉江水枯同时长江水位

增高使汉江流速变缓% 春季气温偏

高# 从模型的角度进行灵敏度分析%!&"
发现汉江水质条件 &总磷总氮浓度’
已基本满足藻类生长的需求%考虑到

水温受气温的影响"年际间周期性变

化比较稳定"可以认为"水温不是造

成水华发生的关键因素%流量$流速

是制约水华发生的关键性因子# 因

此"本文将主要从调水前后仙桃站枯

水期&’$( 月份’平均流量&表 !’的变

化上对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作定性

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调水后的水库

调度考虑了多年调节# 主要结论(如

果以有利于水华发生的仙桃站枯水

期&’$( 月份’平均流量低于 )**+( , -
作为判别标准#!&"则调水后&不考虑引

江济汉’汉江水华发生的次数比调水

前有较大的增加&./!)’"引江济汉工

程能极大地减少水华发生的次数&调

水前后的比例为 ./!’#

( 水华发生概率的定量计算

考虑到汉江河道资料的具体情

况和水文断面的分布"选取上边界断

面仙桃站的流量作为上边界条件"下

边界断面龙王庙站的水位作为下边

界条件并建立一维水动力学模型"共设计 ’) 个计算断面"划分为 ’0 个河段# 由于龙王庙断

面没有实测水文资料"但是龙王庙断面与汉口水文站距离很近"水面比降很小"因此"龙王庙

的水位可由汉口水文站的水位给出# 在具体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水华的影

响时" 调水前和调水后龙王庙断面的水位可以根据长江干流已知流量与汉江龙王庙断面未

知流量的组合相加即为汉口站相应的总流量"然后通过汉口站的水位)流量关系"以耦合试

算的方式计算得出# 考虑到汉江水质资料的具体情况"选取新港断面作为上边界断面"龙王

庙断面作为下边界断面建立富营养化模型"共设计 1 个计算断面"划分为 . 个河段"并与水

动力学模型划分的断面重叠#
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武汉段水华影响的模拟分

表 ! 仙桃站调水前后 "#$ 月份平均流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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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汉江水华概率计算框图

%&’( $ )*+ ,-.,/.-0&1’ 2.34,*-50 32 6537-7&.&08 32 4-0+5 7.339 &1 0*+ :-1;&-1’ <&=+5

析按如下资料系列进行组合!"引"调水规模!丹江口水库调水 $>!?$@A9B##调水前水文边

界条件!取 $CDAEF@@@ 年仙桃站实测流量变化过程$取 $C!DEF@@@ 年汉口站实测水位变化过

程# $调水后设计流量%无引江济汉和有引江济汉&! 直接采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处 $>!?
$@A9B 方案下仙桃站 $C!DE$CCA 年的多年调节计算系列’调算中考虑了区间来水’中下游河道

内外用水回归’ 自下游至上游推算水库补偿下泄流量和流量过程# %水质边界浓度!取

$CCFE$CCA 年各水质指标的实测污染负荷值# &水温资料! 取 $CCFE$CCA 年实测水温变化

过程(
假定上述水质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系列) 水温系列以及水流动力条件系列服从均匀分

布’则通过模拟G@’$H区间上均匀分布的纯随机序列*简称随机数&’即可随机组合研究河段未

来可能发生的水质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系列)水温系列以及水流动力条件系列(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确切定义水华发生的藻类总细胞密度数量标准’本文依据相关参考文

献中的富营养化判别标准GFE>H’并结合汉江历次发生水华的实际情况取藻类总细胞密度 @($?$@A

个 I J 作为判断水华发生的标准(汉江水华发生概率的定量计算框图如图 $ 所示(采用混洗线

性同余数法G!H生成G@’$H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通过随机数对各水质)水文)水温条件进行

随机组合’并以此作为水动力学模型和富营养化动力学模型 G$H的输入’然后计算各断面水质

变化过程’并根据水华判别标准计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前后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其主

要结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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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前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为 "#$%#调水后!不考虑引江济汉工程"汉江水华发生

的概率为 !&#’%#因此(调水后比调水前水华发生的概率有所增加#这预示着中线调水工程

!)*+!,-.& 方案的实施对汉江中下游的水环境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 $, 世纪 ", 年代汉江中下游水质污染状况比较严重#故在假定调水前后汉江水

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江水华的发生概率是比较大的$ 从计算结果可见#无论调水前还是

调水后#汉江发生水华的概率均在 "%以上#这说明汉江的水环境问题已相当严重$ 因此#汉

江自身的水污染治理是减少水华发生概率的最根本措施$
!&"引江济汉工程的兴建将能有效补偿汉江脆弱的水环境容量#使调水后水华发生的概

率减少到 !#&%#从而极大地缓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湖北

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虑到三峡大坝建成发电后#在枯水期的下泄流量将有所增加#则长江武汉关较高

的水位会对汉江河口形成较强的顶托作用#这必将导致汉江武汉段水流变缓#水体运动性能

变差#同时再考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的不利影响#则该江段发生水华的概率会增加$
因此# 丹江口水库增加枯水期下泄流量和三峡电站减少枯水期下泄流量的联合调度将减小

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
!*"考虑中线工程在丹江口水库调水 -,+!,-/",+!,-.&#则丹江口下泄流量会增加!与

!)*+!,-.& 相比"#长江对汉江的顶托作用减弱#藻类生长变缓#则在该江段发生水华的概率

与调水 !)*+!,-.& 相比会减小$

) 汉江水华的防治对策

!!"鉴于汉江中下游水质呈恶化趋势#建议加强自潜江以下河段的水质监测和水体富营

养化预测预警系统的建设#监测系统的范围与布点应根据水污染的分布规律来设定#以保证

宗关水厂等城市供水品质和河流水环境质量$ 目前# 汉江流域水质监测采样点的密度还不

够#尤其在水质监测手段的快速%准确等硬件方面#要加强投资建设$
!$"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必须高度重视对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治理点源污

染#减少进入丹江口库区的污染负荷&加强库区上游水土综合治理#控制面源污染$ 严格执行

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加强支流污染治理$
!&"明确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补偿标准#研究中下游水质综合改善措施#结合其水资

源保护规划落实环境补偿措施$ 由于调水将对汉江下游河道冲淤和水环境容量有较大影响#
从而会诱发汉江水华现象的进一步加剧# 因此# 要重视丹江口水库和汉江中下游的环境变

化#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采取在枯水期增加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或者减小三峡水库同

期下泄流量%引江济汉补水等#避免或减轻其不利影响$
!)"考虑到长远的汉江水环境保护#需要继续加强水污染控制与依法管理工作$ 同时#要

与流域规划和治理部门密切配合# 尽早积极开展和参与汉江流域水量水质统一管理的研究

工作#真正做到汉江污染源的有效控制$ 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汉江武汉段的

水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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