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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经近10年的综合整治，沈阳市的“母亲河”一浑河已发生巨大变化，污水的收集与处理、两岸与河道建设以

及河流功能修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和效益，但距生态城市建设和河流水质目标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和诸多需要进一

步解决的问题，本文将据此分析探讨其水环境建设主要任务、技术对策以及主要对策实施途径，为浑河沈阳段水系“十二

五”建设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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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0 years comprehensive treatment-the Hunhe River has chanP刚a lot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benifits have

gotten from the aspect8 of collection and trealment of wastewater。constructi∞of fiver bank and cour∞and remediation of river function-

while the gap of ecocity construction-water q岫aty trargets and舢other problems need to be soloved．nl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main

tasks。technological countermeasures and implementing inea$Ilres of water enviroment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references for constmction of

Hunhe River Shenyang Section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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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浑河水质水量变化及现状

浑河抚顺段由支流河水，水库水和城市污水构

成。大伙房水库农灌季节和汛期开闸放水，其它时

间段均关闸停止放水。枯水期浑河抚顺段接纳抚

顺市工业和生活污水、大伙房水库弃水以及主要支

流河汇水总计约86万m3／d。浑河沈阳段的水体构

成主要包括抚顺来水，降雨、支流河水和污水厂排

水。有关水体构成及水量变化情况见表1。
表l浑河沈阳段水体构成及变化万rn3·d．1

近年，浑河抚顺市城区段各项指标年均值达

到国家地表水V类标准，但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

群三项污染指标年均值超V类标准，各断面监测

一次值超标的项目有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高

锰酸盐指数、挥发酚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沈阳城区上中游段水质较好，凌空段以下水

质较差。大量污水的排入等因素仍是制约浑河水

质量的关键。尽管浑河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但

目前排污量已远超出水环境容量和河流自净能力

的限度。凌空以下河段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

磷年均值均超V类标准见表2。

表2 20m年-10月27日浑河水质监测结果rng·L一1

2关于水质控制目标与区段水质控制标准

作为沈阳市主要地下水的补给源，浑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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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该执行III类水体水质标准。尽管目前有差

距，但作为目标和要求，将浑河城市段定位于III

类水域是合理的。“十五”期间，原集中排放的污

水全部下引至砂山铁路桥西侧，上游满堂河、辉山

明渠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凌空段污水处理能力

已达20万m3／d，由此导致了纳污格局的变化。目

前，浑河沈阳段可大致分为三个区段，各段相关情

况见表3。

表3浑河沈阳段流水及水质状况

由3表可见，第一河段(沈抚界至王家湾)基

本无大量污水流入，应将其作为城市集中水源水

域执行III类水域标准。王家湾至铁路桥水质主

要受支流河影响，具有对支流河实施有效治理和

管理的条件，故也应执行III类水域标准。铁路桥

至黄蜡坨子因受纳污水量较大，应在南部污水处

理厂建成前执行V类水体标准，在污水处理厂建

成并对污水实施有效处理后，执行III类水体控制

标准。

3源头水及支流河的污染控制

浑河沈阳段源头水的污染控制，关键在于提

高抚顺市的污水处理率和处理效率问题。目前抚

顺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率较低，由于集

水设施以及企业分布等原因，大伙房水库上游、浑

河抚顺段、各支流河的散源排污问题仍较严重，抚

顺段的水质仍是制约沈阳段水质改善的重要

因素。

浑河沈阳段数条支流河的污染控制及水质改

善仍是“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其中满堂河应

取缔不合理的排污设施，完善企事业单位的源内

处理设施以及通过清污分流设施的改善和建设，

关键是在对排污设施予以严格限制和取缔基础

上，通过城市管网改造使两河受纳污水汇入城市

污水处理厂予以处理。辉山明渠水质水量多变，

溶解性和难降解有机物含量较高，2005年建设的

中部污水处理厂和2007年建设的河口湿地为辉山

明渠的治理打下基础，但应对处理工艺进行完善

并保证处理资金的落实，从而达到辉山明渠整治

目标的要求。南北运河水域面积大，水体滞流，各

种自然和人为的不利因素极易对水质产生影响，

须通过市政设施的完善和强化管理，保证运河水

质清洁并按III类水体要求对运河进行保护和控

制。白塔堡河应重点对各类污水实施有效的收集

和处理。细河自2005年起开始实施综合整治工

程，“十二五”期间细河的综合整治仍然是沈阳市

河流治理的重点任务之一，其中包括污水处理率

和处理效率的提高、底泥的清理、河道维护、自净

功能改善与保护等。

4污水厂的排水质量保证

沈阳市建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已达近130

万矗／d，已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各具特色，但

均存在技术、设备及配套设施等方面的问题。有关

提高污水厂的运行效率。杨官河和张官河的治理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采取的完善措施见表4。

表4污水处理厂问题和完善措施

按照浑河城区段水质要达到Ⅲ类水域标准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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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D2)要求，沈水湾、满堂河、辉山明渠等污水处理

厂排放标准应执行一级A排放标准。北部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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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和西部污水处理厂排水均排入细河，这两座

污水厂亦应执行一级A标准。因仙女河污水处理

厂接纳污水主要为成分复杂且生化性较差的工业

废水，处理难度较大。故应在改造前暂按一级B

排水标准控制。

建立完善的排水设施和雨污分流设施至关重

要，污水管网的建设必须与污水处理系统相衔接，

从而保证未来发生污水的收集和集中处理，防止

浑河两岸产生新的污染源和污染因素。

5浑河水资源的蓄积和利用

浑河沈阳段上中游数座新型闸坝建设保证了

中上游段的四季蓄水和水面的保持，下游段谟家

堡大闸正在进行改造，使其具备冬季蓄水的功能，

为下游段四季蓄水创造条件。

沈阳市的南北运河由浑河沈阳段上游供水，

分别在中下游返回浑河。南北运河具有较大的蓄

水空间，但因相关设施不具备越冬条件，每年冬季

中止供水。此外，带状公园及运河河道水深不过

1．5 m，容量低且自净能力较差。为此，应增加公

园水域的局部深度和蓄水量。改变运河为四季蓄

水并保持一定量的冬季径流水。尽管其目前受控

因素较多，但均应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解决。就目前

市区景观用水的调配情况看，南北运河5—11月

的景观用水基本可以得到满足，但环城水系为细

河和蒲河提供的补充水量较小且受冬季运河中止

供水的限制，故应对北运河的水利设施加以改造，

保证细河和蒲河的稀释水量，缓解两河的污染状

况。

浑河沈阳城区段的蓄水设施为城市用水提供

了条件，除地下水补充外，地面水的利用也是需解

决的问题。地表水资源利用一是具有便利的输送

条件，二是具有较好的水质条件，三是具备适当处

理的条件。目前，沈阳市尚无中水处理厂，城市用

水均取自地下水并按饮用水标准进行处理，造成

资源的浪费及处理费用的增加。利用地表水资源

建设供城市应用的中水厂，其投资少，效益显著，

对于缓解地下水资源紧张、降低水处理方面的支

出以及满足城市不同用水的要求能够发挥重要的

保证和调节作用。

6两岸生态功能区营建与保护对策

根据浑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应对浑河两

岸的生态功能区予以规划和设计。在沈抚交界至

王家湾河段，应作为沈阳市水源地重点保护区，该

区域应以自然景观和游览的建设内容为主，但要

控制水上旅游项目和设施的开发。王家湾至砂山

铁路桥近20l(IIl河段应作为城市景观生态保护区，

彻底解决支流河的排污及污染问题。两岸不可建

设向浑河排放污水的建设项目，两岸的房地产项

目应严格控制。在扩大绿地建设面积基础上，应

以观赏、文化和景观建设项目为主。由于该河段

依靠河坝蓄积水面和水量，又处于城市中心区域，

其生态功能比较脆弱，必须严格控制城市环境和

人为行为对其造成的影响，水上娱乐设施的建设

内容及规模应严格控制。

砂山铁路桥至辽中黄蜡坨子河段属大量受纳

城市下水的河段，目前沈阳工业区的西移和细河

工业新区的建设，将使城市工业区在浑北向西延

伸。就水质保护目标看，该区段浑河两岸不宜作

为城市建设用地来开发利用，污水及污染物排放

负荷必须严格控制方能实现水体水质保护的目

标。新建工业区的工业排水必须经有效处理并作

为区域中水或景观水予以利用。

7浑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浑河水环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是应加强

两岸绿地、林带的建设，在保护区内控制人们的活

动和干扰，为各种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二是

通过浑河蓄积水量和水面的增加、水质的改善以

及严格的保护政策，为水生生物提供更优质的生

活条件和生活空间。除鱼类资源保护外，还应通

过生态型护坡的建设，为两栖动物营建良好的生

存环境和场所。浑河两岸修建的景观路，应考虑

和增设两栖动物的迁移通道和设施。

8结语

综上所述，污染控制、水资源调节与利用、河

道生态建设以及污水厂的高效运行和技术改造仍

是浑河沈阳段“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随着浑

河干流整治的不断深入，浑河支流河的整治与污

染控制已成为浑河水系建设的重点任务。除综合

整治任务的落实外，水环境管理、监理以及环保资

金等条件保证也是构成综合整治体系的重要环节

和支撑要素。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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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验方法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其结果见表5。其 回收率在94．0％一104％之间，准确度较高。
表5加标回收率结果

2．3样品测定结果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由于废弃物中重金属在土

壤中过量沉积而引起的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物

在土壤中移动性很小，不易随水淋滤，不为微生物

降解，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潜在危害极大，应

特别注意防止重金属对土壤污染。

表6列出了土壤中铜、锌两种重金属在不同

范围和不同标准以及本次样品中的含量。一般地

来说，如果土壤没有被人为活动所污染，则其中的

重金属含量就是它们在整个地区的背景值。从表

中来看，铜、锌两种重金属的含量超出了其在江西

省表层土中的背景值，说明土壤受到了人类活动

的影响。但铜、锌这两种重金属的含量达到了土

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可以认为此地区的土壤还

没有受到这两种重金属的污染。

表6土壤中重金属的平均含量 mg·l【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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