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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主要水系水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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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從“九五”以來開始實施污染物總量控制，十一五納入政府約束性指標，促進了污染物減排



背景：城市水問題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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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大陸的水污染控制長期以來以COD作為單一的控制指標，十一五開始氨氮納入考核
COD排放基本得到控制，但是N/P遠遠沒有得到控制，湖泊水庫富營養化現象嚴重



研究區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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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
平江區
滄浪區
金閶區
吳中區
相城區
高新區
工業園區

五市：
昆山市
常熟市
张家港
太仓市
吴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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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概况

特点一：人口稠密
市區面積1650平方公里，人口242萬人；
市域面積8488平方公里，人口826萬人。

特点二：产业密集、經濟發達

區內工業企業眾多，以電子、紡織、印染、

造紙等產業群為主。

特点三：水系複雜

河网密佈，水域面积占42.52%

京杭大運河、金雞湖、獨墅湖等与长江、

太湖、阳澄湖构成网络体系，交换密切。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登机暂住人口48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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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概述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蘇州市水系發達、河流湖泊眾多，構成平原河網；水系與周邊省市級行政區域互有往來，關係密切。水體中的污染物受到相互影響和自我影響，形成了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再加上整個環太湖地區由於工農業快速發展而導致的地區河道水質惡化、湖泊富營養化嚴重等情況，使得蘇州市的水環境安全風險較高。
望虞河引長江濟太湖，其水質保障對於蘇州、無錫兩市飲用水水源的安全至關重要。
滸光運河、胥江和蘇東運河在暴雨期倒流威脅太湖水質。
太浦河從太湖向黃浦江補水，對於上海市飲用水安全十分重要。
京杭大運河蘇州上游段受無錫梁溪河排水影響；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對水質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作為蘇州市主要景觀娛樂水體的外城河、金雞湖，對市民健康有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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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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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現狀分析

(一)水系及水環境監測現狀

監測方式
數量
（個）

監測頻率 檢測指標

監測

 斷面

國控 4 1次/月 24項常規指標，加測電導率、水

 位、流量及流向

省控 7 單月測定 同上

市控 21 單月測定 同上

飲用水源地 2 1次/月 64項指標，加測透明度、Chla、SS

湖泊
省控 7 兩月1次 24項常規指標，加測水位、透明

 度、Chla、SS

市控 20 2-6次/年 同上

自動監測站 71 1次/4小時
5參數；CODMn；NH4-N；TP；揮

 發酚；TN；TOC；湖庫站增加Chla。

太湖巡測 —— 隔日1次
（每年4-10月）

——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該地區現有的和正在實施的環境監測體系，不足以支撐水環境安全監管的需要。首先是監測指標以COD、氨氮等常規指標為主，不足以反映水環境污染特徵，其次，現有的監測手段，無法滿足溯源的需求；第三，缺乏有效的資料共用平臺與機制，應急管理決策支援手段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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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現狀分析

(二)水環境污染源監察現狀

汙水處理廠

採取每季度一次的監督性監測，以常規指標為主，執行
 《城鎮汙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

工業企業

採取每季度一次的監督性監測，以常規指標為主，執行行
 業或地方排放標準。

目前蘇州全市範圍聯網監控的污水排放企業539家，安裝
 COD線上監測儀404套、流量計487套、氨氮線上儀33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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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问题识别

问题一：

监测指标以COD、氨氮简单常规指标为
 主，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污染特征和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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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物指標：1,3-二氯苯、1,4-二氯
 苯、1,2-二氯苯、三氯甲烷、四氫呋喃、
 1,0-二氯乙烷、三氯乙烯、1,2-二氯丙烷
 、四氯乙烯

某河特征污染物识别



太湖荧光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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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清洁水荧光背景强度一般小于500



某湖特征污染物分析结果

检出主要污染物指标包括：
 

1-乙基-3-甲基苯、1,2,3-
 三甲基苯、

 
1-乙基-2-甲基苯、

 
1,2,3,4-四甲基苯、

 1,2,4,5-四甲基苯、五甲基苯、萘、1-甲基萘、2-甲基
 萘、二氯甲烷、四氢呋喃、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

 临二甲苯、六苯基环状三硅氧烷、

某湖中湖断面断面



主要的特征风险污染物：
苯系物

重金属类

多环芳烃类、杂环类

藻毒素

集中了化工、电子、制药、印染等企
业，大运河、阳澄湖等主要水体中水质
差，风险污染物本底高，持续排放

研究区主要特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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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问题识别

问题二：

监测频率低，无法有效识别事故性排放
 或偷排漏排，無法滿足水環境和污染源
 监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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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突然變化----在4次取
 樣中發現2次偷排

某河流斷面

水環境污染异常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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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業排口，Q=2600m3/d

重點污染源异常排放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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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问题识别

问题三：

针对饮用水源、景观娱乐水体，目前尚
 未有效开展病原微生物监测

问题四：

针对跨界断面污染纠纷，目前缺乏有效
 的手段进行污染溯源及责任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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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问题识别

问题五：

职能部分各自为政，信息封锁，缺乏有
 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也缺少必要的技术
 手段

问题六：

复杂水系基础信息的采集、积累、共享
 等方面非常薄弱，缺少有效的预警手段
 和应急决策支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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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對策與建議1

構建完善的城市水環境安全監管指

標體系，至少應涵蓋：

常規污染指標

涉水人群健康指標

水生生態系統健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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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對策與建議2

针对各类水体和污染源，构建完善

的城市水環境安全监管网络体系，

涵盖：

水体监测断面的空间优化布局

自动在线监测、人工采样补充监测、

应急性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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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安全監管對策與建議3

针对水环境安全监管的技术需求，开展

专门研究和开发，涵盖：

污染源溯源監測技术

風險特徵污染物監測新技术

汙水處理厂運行及排放監控技術集成

重點工業污染源治理設施監控技術集成

城市景觀水体安全監控技術集成

重點跨界断面監控技術集成



24

已有进展：特徵污染物多指標線上檢測儀

快速、定量、線上監測水環境中
 的風險性特徵污染物。

其技術經濟指標包括：
檢測通道數——8個
檢測快速——檢測時間<15min；
檢測限——μg/L -ng/L數量級；
晶片可重複使用次數——大於200次；
儀器成本——約為20萬/台。
儀器運行成本——連續24h/d運行時，月

運成本約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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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主機和控制軟體
用途：水體監控斷面、企業排污

 口、游泳池以及浴場等污染敏感
 位置的有機污染線上即時監測及
 預警。

功能：自動取樣與過濾，恒溫測
 量，溫控精度達到±0.3，自動

 提示更換光源等。
性能指標：一次測量僅需３０

 秒；不加任何試劑；連續２４小
 時使用日耗電不足３度；維護簡
 便。

基於螢光指紋技術，針對突發性水污染的即時預警
 

。

已有进展：有機污染螢光預警儀



26

在有機污染的細節識別的基礎上進行污染預警，尤其在有機物總

 量沒有顯著增加而有機物組成發生變化時有效果。

不使用任何試劑

檢測週期小於10分鐘

信噪比>250

運河的COD解析度為0.01 mg /L

已有进展：有機污染螢光溯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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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进展：監管資訊平臺功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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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水質模型的決策支援功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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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模擬：模擬由於河
道上游邊界點和河道附近排
汙口污染物的排放對整個河
道水質的影響

水質預警：動態類比突發事故發生
對整個河道水質的影響，並可分析預
測河道各斷面的事故到達時間及詳細
污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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