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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主要点源氮
、

磷负荷的动态变化
‘

贺 华 中
性武汉测绘科技 大学 武汉

提要 根据 年对 武汉 东湖水果 区 几个点源 的监 测研究
,

并 通 过对 年 和

年人湖氮
、

磷量 的 比较
,

认 为武汉东湖富营养化 主要 在于 含氮
、

磷生 活 污 水的 排人 东 湖 的

氨氮污染 与可溶磷污染较严重
。

阐述 了东湖水质继续向严重 富营养化演变 的原 因
,

并提 出 了防

治富营养化 的建议
。

关键词 东湖 富营养化 污染负荷

武汉东湖是一兼有游览
、

养殖和供水等多功能的浅水型 湖泊
。

自 年代 以来
,

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湖北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对其的理化特征
、

生物结构进行 了系统 的研究
。

年代初
,

开始对其营养物质中氮
、

磷的收支平衡及其在东湖的积累情况进行 了分析
。

其研

究结果表明 东湖生活污水的 和 输入量分别 占人湖总量的 和
,

其中

水果湖区人湖的
、

分别 占整个东湖点源入湖的
、

总量 的 和
。

近

年来
,

沿湖人 口 密 度不 断提高
,

生 活 污水 的排放量 日益增加
,

东湖富营养化程度 日趋严

重
。

选取沿岸人 口 最为稠密
、

富营养化最为严重的水果湖区
,

重点研究几个排污渠 的污水流

量
,

氮
、

磷污染物浓度
,

污染负荷的变化及 年来人湖氮
、

磷量 的增长情况
,

可为进一步了解

导致东湖水体富营养化加剧 的原因及其防治
、

人为因素对东湖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

研究方法

采样点的布设

样点布设见 图
。

样点 水果湖渠 和样点 茶叶港渠 为生活污水
,

经较长排污渠后

再经有栅栏的坝面 漫流人湖
,

后者流速较大
。

样点 航海俱乐部渠 为生活污水
、

东湖水厂

冲洗水
、

生化厂和 化工厂污水
。

采样方法与污水流量的测定

采样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

其 中除前 个月每月一次外
,

其它均 为每月两

次
。

每次采集水样
,

左右
,

室 内取 一
。

其间为 了更详细分析各样点的负荷

变化规律
,

在 年
、

两月
,

每月两次
,

选取晴天
,

分设
, , 、 , , 、

一
、

一
、

一
、

共 个 时段
,

每 时段

监测 流速
、

水深及过水宽度 次
,

同时取水样
。

国 家青 年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来 稿 日期 一 一 接受 日期 一 一
。

作者简介 贺华 中
,

男
,

年生
,

讲师
。

年 毕业 于 南京大学地理 系获硕 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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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采样点的位置

流量 的测定 根据
· ,

测定各排污渠 口 的流速 及过水断面面积
。

对流速

较低的水果湖渠采用旋杯式流速仪测定
,

流速较大的茶叶港渠
、

航海俱乐部渠采用旋浆式流

速仪测定
。

以每一 时段的平均流量 为该时段 内的流量
,

一
·

习
二

艺丸

泞 改一

其 中 为 时间 间隔时的流速
。

监测项 目
、

测试方法和 主要分析仪器

监测项 目 总氮
、

总磷
、

可溶磷 一
、

水解磷
、

钱氮 杏
。

测试方法
、

用过硫酸钾 氧化法川
。

可溶磷
、

水解磷用抗坏血酸法闭
。

才
一

用苯

酚次氯酸盐法闭
。

分析仪器采用 和 型分光光度计
,

高压灭菌锅等
。

一 一 产 沪 户 一

心

时间

图 三排污渠平均流 量时变化 曲线
一

、

结果与讨论

各源流量的变化

在 年 月 次连续监测 中
,

样点 的

流量 时间变化 曲线均呈 三 峰两谷型
,

峰值基本 出

现在 一
、 , , 、 ,

一

左 右
,

其 中主 峰值 出现 在
,

这与东湖水厂排放 冲洗水有关 图
。

样点

的流量变化 不 十分 明显且无 明显 峰值 出现
,

曲线

在 。 波 动
,

流 量 基 本 稳 定 在

左右
。

样点 的流量变化较小
,

不存在 明

显峰值
。

﹃刽



期 贺华 中 东湖主要 点源氮
、

磷负荷 的动态变化

止
‘

各源氮
、

磷浓度的变化
’

各样点
、

梦
一 、

和 爱一 平均浓度

的时变化 曲线如图 所示
。

样点 和样点 的氮
、

磷变化状况表明 武汉市以生活污水 占主

要成份的点源排放的废水中
,

污染含量较高
。

才
一

变化与 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 一 含量 达到高峰 泛一 含量较高
,

且处

于 相对稳定状态
。

以后
,

与 全一
、

与 才
一

都略有上升
。

样点 的氮
、

磷

变化主要受制于 自来水厂排放 冲洗水的时间
。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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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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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闷、的日

产
,

一,︸产,

洲
, ‘

月龟、、、、

么

︹曰、的︶

合 ’
·

尸 一入
、

戈
、 、 、了 ,

户
·

一一、
·

︵曰若︶今︸。氏

一 摊
时间

图 三排污渠
、

才
一 、 、

爱一 平均浓度时变化 曲线
、

才
一 、

全一 叻
一

各源
、

污染负荷的变化

影响
、

污染负荷的 因素主要为其浓度和污水流量
。

从图 可 以看 出
,

样点 的

负荷在 之间出现一峰值
。

表明东湖 自来水厂 的 冲洗水对其有较大贡

献
。

样点 负荷变化与 浓度变化相吻合
,

影 响其变化的主导因子为 浓度
。

样点
的 负荷的变化为流量和 夕浓度的共同影响所致

。

三个样点的 负荷的变化与 浓度的变化相似
,

其主导因子均为 浓度
。

多 日监

测的平均结果也反 映 了这一变化 图
。

年来氮
、

磷输入量增长情况

表 给 出了 年
、 、 、 、

月和 年 月每月一次和 年
、

月每月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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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共 次 的晴天径流量推算得到的污水量
,

以 及 年 月 至 年 月 共 次实测

得到 的氮
、

磷浓度 的平均值
。

由表 可看 出
,

年来
、

的输入量都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

尤其是磷的输入量 年来增加 了一倍
。

表 一 年
、

输入量
,

年输人 〔, 〕
总量 之 比

样 点

尸

总 讨

要 素
、

总量

魂

。

污 水量 令

年输人

浓度 总 量

‘

艺

,

, 一

矛了

了夕

寸
、

产
洲尹肠

沪产
, 、

洲产

厂
’

广
、、

扩

,’,,’
‘

一

」

、、 、 合 。 ,

、
七 ,

一

︿

口了产‘

霭碧卜

‘

时间

图 三 排 污 染
、

平均 负荷时变化 曲线
一

各源 氮
、

磷污染状况综合 比较

从图 可 以看 出
,

氮
、

磷污染物浓度
,

样点 样点 样点
。

各样点氮
、

磷污染状况见表 和表
。

从表 可 以看出
,

样点
、

氮污染主要为 才
一

污染 磷污染主要为可溶磷污染
,

其次是有机磷
。

样点 的 才
一

占 的 表
,

但 只 占三 源 排放量 的 表 其磷 污染从其平均值来看
,

主要 为有机磷
,

但从各

次监测 的具体情况来看 表
,

月 日
、

月 日和 月 日有 的可溶磷大于有机

磷
。



期 贺华 中 东湖主要 点源 氮
、

磷负荷的动态 变化

综上所述
,

可知水果湖区 的氮污染 中氨氮污染较严重
,

磷污染 中以 可溶磷污染为主
。

由表 知
,

样点 对水果湖区 氮
、

磷营养物质的贡献最大
,

占 以 上
,

其它 两个样点

的贡 献值较小
。

表 各源
,

负荷状况
’

盯 ,

样点 日期
总 氮 氨氮 百 分率 总磷 可溶磷 百 分率 聚合磷 百分率 有机磷 百 分率

,

,

, ,

平 均

、

平 均
,

平均

工

座工,土乃了今叹乙︺注︸﹄匕匕﹃︸月甘亡」

⋯
口︺,上︸匕亡互﹄儿月生

一工月准︵户月

⋯
八白日认︸工叼刃月了一︼工

广

,

户月生通任门
,生门﹃︺︵
月尸乃︺月任︸︸︸了

⋯⋯
庄工﹄月络八肉山﹄匕曰月子叮

口︹吕月了白︵内

表中百分率是指从 分别 占同期
、

的百分 比
。

表 各源
、

排放量 占总排放量的百分 比
,

样点
总氮

戈

百分率 氨氮 总磷 百分率 可溶磷

工

百分率 聚合磷

‘

有机磷百分率

,

百分率

’

百 分率

一

总计

结论与建议

东湖水厂 冲洗水对航海俱乐部渠 的流量及污染负荷量影响较大
。

水果湖渠
、

茶叶港

渠流量相对稳定
。

武汉 市 区 以 生 活污 水 占主 要 成 份 的点源 废水
,

一 氮污 染物 含 量较

大
,

可溶磷含量高
,

且相对稳定
,

含量高
。

东湖氮污染 中 才
一

污染较严重
,

磷污染 中可溶磷污染较严重
。

主要污染源为水

果湖渠和茶叶港渠
。

治理东湖
,

限制外源性营养物质的输入
,

应首先限制水果湖 区 污染物质

的输人
,

尤其是外源磷的输人
。

年来
,

氮
、

磷营养物质的输入量增长较快
,

尤其是磷的输人量增加 了一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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