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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一五”期间，辽河沈阳段水质持续改善，3,32010年，水质首次达到国家地表水V类标准。综合污染指

数达到3．0。水质属轻污染级； “十二五”期间，沈阳市将通过采取继续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对污染源进行总量

控制等措施，使辽河沈阳段水质持续改善。

关键词变化趋势原因分析防治对策

Abstract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eriod，the water quality of Liaohe river in Shenyang ha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By 2010,the water quality first met the national Vstandards，the composite pollution index Was 3．0，and the water Was polluted

llghdy．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eriod，the Shenyang government will make the water quality of Liaohe river continuously improved

by intensif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and controlling the total amount of pollutants discharged by

the pollution units．

Key werds Development Tendency Reason Analysis Preventive Measures

1 辽河沈阳段水质现状

辽河流域属于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全长

1 430 km，流域面积22．9万km2“’，是全国七大江河

之一，水系包括西辽河、东辽河、辽河干流3部

分。辽河在沈阳市从康平县三门郭家人境，在法

库县杨家塘房出境入铁岭市，然后在沈阳市新城

子区鲁家窝堡重新入境，再流经新民市，最后在

沈阳市辽中县插拉村出境，经盘锦、营口，汇人大

辽河流人渤海圈，在沈阳市境内河长约270 km，是

沈阳市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共有9条支流河。

2010年，辽河沈阳段水质持续改善，首次达

到V类水质，化学需氧量浓度值为20 mg／L，达

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综合污染指数

3．3，水质属于轻污染级，沈阳段各断面主要水

质指标监测结果见表1。

表1 2010年辽河沈阳段各断面主要水质指标监测结果统计 mg·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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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一五"期间辽河沈阳段水环境质

量变化规律

2．1 综合污染指数降低

“十一五”辽河沈阳段水质由劣V类改善为

V类。综合污染指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8．2％，

2009年、2010年迅速降低，到2010年达到3．3

％。“十一五”辽河沈阳段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变

化情况见图1。

2．2主要超标因子减少

“十一五”辽河沈阳段2007年和2008年污染

最重，均有5项指标浓度值超过国家地表水V类

水质标准；2006年和2009年仅有1项指标浓度值

超过国家地表水V类水质标准，2010年辽河沈阳

9．O

8．0

辍7．0

靼6．0

煮5．0
寸Ⅱ4．0

始3．0

2．O

1．0

O

图1 2006年一2010年辽河沈阳段综合污染指数变化情况

段所有监测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V类水质标准。

2006年。2010年辽河沈阳段主要污染物变化情况

见表2。

表2 2006年一2010年辽河沈阳段水质状况

注：黑体字为超标数据

3 “十一五"期间水质污染特征及影响

因素

3．1 受自然补给水影响较大，丰水期水质优于

枯水期水质

沈阳市地表水均为季节性河流，径流主要依

靠自然补给，降水补给量直接决定了河流水质。

各河流径流量年际变化较大，丰、枯水年径流量

相差悬殊p1，每年枯水期，自然补给量很少，河

流水质普遍较差；丰水期，自然补给相对充足，

河流水质普遍较好。以2010年为例，5月份以前

水质较差：6，12月份水质一直稳定在Ⅳ类水质

标准。2010年辽河沈阳段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月变

化规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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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年辽河沈阳段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月变化

3．2生活污染仍然较重．脱氮除磷能力不能满

足现实需求

“十一五”辽河沈阳段仍然以生活污水污染

为主，氨氮含量常年居高不下，现已成为最严重

的污染指标，氨氮的来源主要为生活污水中含氮

有机物受微生物作用的分解产物Ⅲ。以2010年为

例，氨氮污染分担率最大，占至1124．5％；生化需

氧量和总磷次之，均为18．2％。主要是由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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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现有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中没有脱氮除磷

设施。氨氮、总磷得不到有效削减，逐渐成为

沈阳市地表水主要污染物。2010年辽河沈阳段

主要污染指标污染分担率见图3。
24．5

图3 201 0年辽河沈阳段主要污染指标污染分担率

4 “十一五"期间辽河沈阳段水质改善

原因分析

“十一五”期间。辽河沈阳段水质改善明

显，2009年水质达到轻污染级，2010年水质首次

达到国家地表水V水质标准。

4．1 建设运行27个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

改善地表水环境质量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共完成辽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项目27项，其中，工业治理项目5项，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19项，重点区域污染防治

项目3项。截止“十一五”末期，规划项目开工

率为100％，27项治理项目已有25项建成投运，

项目建成投运率为93％，总投资达244Z元，项目

投资完成率84．3％。

4．2建设和运行污水处理厂，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全面开展西部、

新城子、辽中等2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新增

城镇污水处理能力57．5万硐，实现城区污水处理

率、独立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率、郊区县政府所在

地污水率3个100％，沈阳市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

量2．87万t，累计削减率达到24．4％。

4．3治理重点污染源。减少工业废水排放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采取关停、治理、

搬迁改造等一系列工程，保证污染源污水达标排

放。关停42家造纸厂和88家落后产能企业；对沈

阳市30家污染企业实施污染治理；对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糠醛生产企业和化工、制药、食品等行

业的187家重点污染企业进行整顿；搬迁改造东

北制药总厂、沈阳红梅味精有限公司、沈阳雪花

啤酒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

企业污水治理和综合利用。

5 “十二五"期间辽河沈阳段水质进一

步改善的对策措施

“十二五”期间，沈阳市将继续深化辽河流

域污染治理，加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监管，强

化水污染防治法制建设，开展辽河流域沿线的生

态修复，进一步改善辽河沈阳段水质。

5．1 加强监管．确保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的正常

运行

建立严密有效的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机

制，完善自动监控手段；建立市财政拨付给各区

县(市)的各项财政补助费用与区县(市)政府

污水处理保证费用相挂钩的监管制度，确保已建

成的污水处理厂充分发挥作用；完善污水收集管

网建设，不断扩大汇水能力；积极推进中水回

用，实施康平县、新城子、新民市污水厂处理后

水全部用于景观用水，以及法库县污水厂处理后

水用于陶瓷城的中水回用工程。

5．2制定计划。不断完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对污水无法集中收集的沿岸各乡镇，采取多

种方式，确保每个乡镇建设1个污水处理设施，

提高城镇污水处理率。继续完善村排水沟污水收

集系统，充分利用池塘、沟壑、湿地等空间，因

地制宜建设氧化塘、氧化沟、湿地初级处理设

施，对于已经建设楼群居住区的村屯，要建设污

水处理厂，彻底扭转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薄弱、造

成污水横流污染河流的局面。

5．3强化执法。防止污染反弹

对辽河沿岸的所有排污单位进行全面清查，

统一配置市、区两级环境执法力量，加大环境执

法力度，有力地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对已关停的

企业要加大监查力度，防止死灰复燃。规范和

(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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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应采取的立法

对策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不能够操之过急，它涉及

到人文、法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在实

现这一目的之前，我们首先要完善我国的相关立

法，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采取的立法对策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3．1明确立法目的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应体现

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

全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制订专项立法与中长期规划

控制外来物种入侵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涉

及到多个领域，预防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项立法也

同样是一项跨学科的工程，想要一步到位是不可

能的，必须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制定

短期目标，并且进行中长期规划综合考察和研

究。这个过程需要由相关立法部门牵头，由农

林、环保、检验检疫、外经贸等部门组成的专项

立法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相应的法案。在目前的

情况下通过立法，形成以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法为

主，以相关法律法规为辅，以其他法律条款中的

有关规定为补充的法律体系。从长远来看，这项

法律应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充分体现出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及安全，促进经济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

3．3适当扩大相关法律覆盖范围

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法不能仅局限于国境卫生

或者检验检疫这样狭窄的领域，它必须扩展到与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多个领域，还要有利于经

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3．4完善法律法规。顺应国际形势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广泛关注外来人侵物

种及对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我们应在立法时

充分考虑现今国际条约中的要求，顺应国际上预

防生物入侵法律的发展趋势，使相关法律得到完

善。

总之在进行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时要

明确立法的目的，明确它的适用范围，并且有短

期目标与中长期规划，能够与国际相关法规接

轨，使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1白剑峰，外来物种成功入侵大爆发．我国生态环境受严重威胁[N】．

人民日报，2002--05—23(6)．

【2】黄锡生．论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对策【J】．兰州大学学报，

2005，(4)：20．

【3】张博．美国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省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200．

【4】陈良燕，徐海根．澳大利亚外来物种管理策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们．生物多样性，2001，(9)：466．

【5】郝瑞彬．生物入侵【J】．环境导报，2002，(1)：46-47．

(上接第39页)

整顿污染负荷大的化工、制药、食品等行业，加

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关停一批高消耗、高污

染、低产出的“小企业”；对排污量较大的企业

迁入工业园区集中处理，确保辽河沿岸污染源的

达标排放。

5．4实施整治．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全面开展辽河流域生态及景观建设，实施水

生态修复工程陋1，在主河道岸边及滩地种植矮科

灌木，以达到“保持水土，防止扬尘”的要求；

通过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直排问

题；通过清淤工程，减少底泥污染；通过生态护

坡建设，提高河流自净能力；通过两岸绿化，提

一58一

高河流景观效果；通过修建拦水水利设施，提高

河道的水面面积，使辽河的景观化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沿岸的生态环境得到逐步恢复，进一步改

善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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