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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忻州市水资源公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的水质资料，对有监测资料的４个水功能区水质进行分析，分别
就各水功能区水质类别、达标河长比率、污染物含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各水功能区水质类别
有明显改善，达标河长比率上升趋势明显，但达标河长比率仍然偏低，２０１０年最高也仅为５０％。通过主成份分析选
取了ＣＯＤ、ＮＨ３－Ｎ为水区功区水体污染的主要因子。８年间各水功能区 ＣＯＤ、ＮＨ３－Ｎ含量下降趋势明显，且各功
能区表现出明显差异性，需要在区域水环境中进行针对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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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是山西省的主要河流之一，也是华北地

区的著名河流，它发源于五台山北麓繁峙县泰戏山

脚下的乔儿沟，经山西东北部入河北省，汇入子牙

河，在天津市境内归海河、注渤海。在华北地区培育

出一条长 ５８７ｋｍ的绿色文明走廊，流域面积达
２６６３０ｋｍ２，其中忻州市段河长 ２５１ｋｍ，流域面积

１１９３６ｋｍ２，流经繁峙、代县、原平、忻府、定襄、五台
６个县（市区），５７个乡（镇）的３９５个村，境内有云中
河、牧马河、阳武河、清水河等较大支流１１条。滹沱
河是忻州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亲河［１］。

滹沱河流域忻州段水资源匮乏、供需矛盾突出，

前人已有不少研究［２－３］。以水功能区为基本单元的



水资源保护，是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的重要措施。为

了系统分析与研究该区域水功能区的水资源质量状

况和变化特征，科学制定水资源保护政策，开展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水资
源质量变化的研究。

１ 滹沱河流域忻州段水功能区的分布

及构成

《山西省水功能区划》于 ２００５年编制完成。采
用两级体系，即一级区划和二级区划。一级区划分

保护区、缓冲区、开发利用区、保留区四类；二级区划

在一级区划的开发利用区内进行，分为饮用水源

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

用水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七类。全省共设立了

１８２个功能区［４］，其中包括滹沱河流域忻州段 １０个
地表水功能区，如图１、表１。

图１ 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ｅｓｏｆ
Ｘｉｎｚｈｏｕｉｎ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２ 水功能区水质类别变化趋势

２．１ 水功能区现状水质及达标评价

目前，滹沱河流域忻州段１０个地表水功能区中
只有４个功能区设置有常规水质监测站点。据２０１１
年水质监测分析，有水质监测站的 ４个水功能区分
别为：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滹沱河繁峙代县

农业工业用水区、滹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

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水质评价为Ⅰ类的水

功能区１个，为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Ⅳ类２
个分别为：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滹沱河繁峙

代县农业工业用水区，Ⅴ类 １个为滹沱河原平忻定

工业农业用水区。超标项目主要有氨氮、溶解氧、化

学耗氧量等。

在评价的４个水功能区中，达标河长１１７ｋｍ，占
评价总河长的３５．５％。其中，滹沱河干流水功能区
达标河长５７ｋｍ；清水河共１个水功能区，达标河长
６０ｋｍ。
２．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水功能区水质类别及达标河长

比率变化趋势

通过对有完整监测资料的４个主要水功能区的
水质类别进行评价如表２所示；２０１０年评价总河长
３３９ｋｍ，其中Ⅰ～Ⅲ类水质达到１６９．５ｋｍ，占全部评
价河长的５０％，为 ８年来最高比例，２００５年 ４个水
功能区水质全未达到Ⅰ类～Ⅲ类。

图２表明，滹沱河忻州段劣Ⅴ类水质河长所占
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水质有明显改善。图３表明，
滹沱河地表水功能区达标河长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２０１０年达标河长接近 ５０％。但比较发现，虽然
忻州段整体水质有所改善，但涉及到主要地表水功

能区达标率仍然偏低，这与全国同类地区基本持

平［５－８］。主要监测水功能区也是忻州重要的人口聚

集，经济发达区域，在下一步的环境治理中，主要水

功能区水环境治理仍然是重中之重。

３ 水功能区主要污染物变化趋势

３．１ 主要污染物的选择

利用ＭＡＴＬＡＢ７．０软件［９］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 ４个
水功能监测点水体的ＣＯＤ、ＮＨ３－Ｎ、ＤＯ、ＢＯＤ５、挥发
酚、ｐＨ值５个指标的年均值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
水体污染主导因子。结果表明，前 ２个主成分的累
计贡献率为 ８７．２８６％，大于 ８５％，可以充分反映各
个污染因素对水体污染程度的贡献，因此提取主成

分进行分析。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４９．７１９％，主
要由 ＣＯＤ决定，第二主成分的贡献率为 ３７．５６７％，
主要是由ＮＨ３－Ｎ决定，因此，初步选取了ＣＯＤ、ＮＨ３
－Ｎ为水区功区水体污染的主要限制因子。
３．２ 主要污染物变化趋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各监测水功能区中，ＣＯＤ含量类
别处于Ⅲ～劣Ⅴ类，ＮＨ３－Ｎ大部分年份处于 ＩＩ类
～Ⅲ类（除界河铺、济胜桥断面）（通过 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将污染物含量对应为水
质类别）。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随着滹沱河流域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治污力度不断加大，排入河流的污染物种

类和总量不断减少，尤其是滹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

业用水区ＣＯＤ与ＮＨ３－Ｎ浓度下降明显。

１２２第２期 赵鹏宇等：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表１ 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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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功能区名称

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ｅ

河流

Ｒｉｖｅｒ

范围

Ｒａｎｇｅ

起

Ｓｔａｒｔ
止

Ｓｔｏｐ

水质代表断面

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长度／ｋｍ
Ｌｅｎｇｔｈ

功能排序

Ｔｈｅｏｒｄｅｒ
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水质目标

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
ｔｈｅ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区划依据

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
Ｆａｎｓｈｉｏｆ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滹沱河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河源

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ｄ

下茹越水库

Ｘｉａｒｕｙｕ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下茹越水库

Ｘｉａｒｕｙｕ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５２．５ ①③
Ⅱ类～Ⅲ
类、Ⅴ类

Ⅱ，Ⅲ ａｎｄⅤ

饮用水源区，农

田灌溉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滹沱河繁峙代县农业

工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
Ｆａｎｓｈｉ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滹沱河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下茹越水库

Ｘｉａｒｕｙｕ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下政化

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ｈｕａ
西留属

Ｘｉｌｉｕｓｈｕ ５７ ③②

Ⅴ类、Ⅳ类
或不低于现状

水质类别

Ⅴ、Ⅳ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

农田灌溉和

工业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

滹沱河原平忻定工业

农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
ＹｕａｎｐｉｎｇａｎｄＸｉｎｄｉｎｇｏｆ

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滹沱河

Ｈｕｔｕｏ
ｒｉｖｅｒ

下政化

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ｈｕａ
南庄

Ｎａｎｚｈｕａｎｇ
界河铺

Ｊｉｅｈｅｐｕ １６９．５ ②③⑦

Ⅳ类或不
低于现状

水质类别、Ⅴ类

Ⅳ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Ⅴ

工业和农田灌溉

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

云中河忻州农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ｕｏｆ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ｒｉｖｅｒ

云中河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源头

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ｄ

入滹沱河口

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双乳山水库

Ｓｈｕａｎｇｒｕｓｈ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４８．９ ③ Ⅴ类

农田灌溉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牧马河忻州市农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ｉｎＸｉｎｚｈｏｕｏｆ
Ｍｕｍａｒｉｖｅｒ

牧马河

Ｍｕｍａｒｉｖｅｒ
源头

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ｄ
豆罗

Ｄｏｕｌｕｏ
豆罗

Ｄｏｕｌｕｏ ５８ ③ Ⅴ类

农田灌溉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牧马河忻州市排污控制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ｕｏｆＭｕｍａｒｉｖｅｒ

牧马河

Ｍｕｍａ
ｒｉｖｅｒ

豆罗

Ｄｏｕｌｕｏ
北湖

Ｂｅｉｈｕ
忻州

Ｘｉｎｚｈｏｕ ２０．５ ⑦

暂不考虑水

质控制标准

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排污沟口集中河段

Ｔｈｅｓｅｗ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

牧马河定襄农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ｏｆＭｕｍａｒｉｖｅｒ

牧马河

Ｍｕｍａ
ｒｉｖｅｒ

北湖

Ｂｅｉｈｕ

入滹沱河口

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蒋村

Ｊｉａｎｇｃｕｎ ４２．５ ③ Ⅴ类

农田灌溉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清水河五台青羊自然保护区

Ｔｈｅ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ｉｎＷｕ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清水河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河源

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ｄ
门限石

Ｍｅｎｘｉａｎｓｈｉ ４０

Ⅱ类～Ⅲ类
或维持水

质现状

Ⅱ，Ⅲ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野生青羊、豹子

等保护区

Ｔｈｅｗｉｌｄ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ｌｅｏｐａｒ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ｉｎ
Ｗｕｔａｉ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清水河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门限石

Ｍｅｎｘｉａｎｓｈｉ
南坡

Ｎａｎｐｏ
南坡

Ｎａｎｐｏ ６０ ③②

Ⅳ类或不低
于现状水质

类别、Ⅴ类、

Ⅳ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Ⅴ

农田灌溉和

工业取水区

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清水河五台县保留区

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ｕ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Ｑｉｎ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清水河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南坡

Ｎａｎｐｏ
滹沱河

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１４．４

Ⅱ类～Ⅲ类
现状

Ⅱ，Ⅲ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开发利用不高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注：二级区划的功能排序栏中，①②③④⑤⑥⑦分别代表饮用水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

排污控制区。执行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Ｎ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ｅｓ，ｔｈｅ①，②，③，④，⑤，⑥，⑦ 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ｚｏｎ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ｚｏｎ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ｙ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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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滹沱河各类水功能区水质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ｅａｃｈｗａｔ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ｉｎ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ｔｏ２０１１

年份

Ｙｅａｒ

评价个数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Ⅰ类～Ⅲ类 Ⅳ类～Ⅴ类 劣Ⅴ类

２００４ ４ １ ０ ３
２００５ ４ ０ １ ３
２００６ ４ １ １ ２
２００７ ４ １ １ ２
２００８ ４ ２ １ １
２００９ ４ １ ２ １
２０１０ ４ ３ ０ １
２０１１ ４ １ ３ ０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滹沱河忻州段各水质类别河长比例

Ｆｉｇ．２ Ｅａｃｈ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ｂｙｒｉｖｅｒｌｅｎｇｔｈｒａｔｉｏｏｆ
Ｘｉｎｚｈｏｕｉｎ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滹沱河地表水功能区达标河长比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ｌｅｎｇｔｈ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ｏｎｅｉｎ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滹沱河上游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 ＣＯＤ大部分
时段稳定在Ⅲ类，ＮＨ３－Ｎ大部分时段稳定在Ⅱ类；
滹沱河繁峙代县农业工业用水区 ＣＯＤ类别由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劣Ⅴ上升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Ⅰ类，
但ＮＨ３－Ｎ类别有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４年的Ⅰ类降为
２０１０年Ⅲ类。总之滹沱河源头水污染较轻，水污染
治理效果显明，达到了Ⅲ类水质要求。

滹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崞阳桥河段

ＣＯＤ大部分时段为劣Ⅴ类，ＮＨ３－Ｎ水质变化由劣

Ⅴ类上升为Ⅱ类；界河铺河段 ＣＯＤ类别由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的劣Ⅴ类上升为 ２００９年Ⅴ类，到 ２０１１年的

Ⅰ类水质，但 ＮＨ３－Ｎ一直处于劣Ⅴ类水平，只有
２００８年为Ⅱ类；济胜桥河段 ＣＯＤ指标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保持劣Ⅴ类水平，２０１０年上升为Ⅳ类，ＮＨ３－Ｎ一
直处于劣Ⅴ类水平。滹沱河中游地处忻定盆地腹

部，是忻州市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人口集中，工农

业较为发达，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虽然 ＣＯＤ
与ＮＨ３－Ｎ浓度逐年下降，但水质仍然处于劣Ⅴ类
水平。据统计 １９９６年界河铺河段 ＣＯＤ均值为 ８．２
ｍｇ·Ｌ－１，超标倍数为０．４倍，ＮＨ３－Ｎ均值为３．１９ｍｇ
·Ｌ－１，超标倍数为２．２倍，经过多年的治理仍未恢复
到１９９６年的水平［１０］。

滹沱河干流水质总体较差，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水质
改善较明显，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水质

差别较大，其中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滹沱河

繁峙代县农业工业用水区基本维持在Ⅰ～Ⅲ类，滹
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主要指标处于劣Ⅴ

类，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水质类别逐年上升，

到２０１０年达到了Ⅰ类。在治理干流的同时，支流的
治理也在全面展开，治理成效较为显明。

图４ 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ＣＯＤ、ＮＨ３－Ｎ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ＮＨ３－Ｎ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ｉｎＦａｎｓｈｉｏｆ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图５ 滹沱河繁峙代县农业工业用水区ＣＯＤ、ＮＨ３－Ｎ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ＮＨ３－Ｎ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ｉｎＦａｎｓｈｉａｎｄＤａｉｘｉａｎｏｆ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分析其原因主要与废污水排放量的减少和污水

处理厂的建设有关。十一五期间，滹沱河流域 ６县
（市、区）投资近３亿元，实施了繁峙滹沱河源头综合
治理、南云中河河道治理等工程，先后淘汰了定襄、

代县、繁峙等３个化肥厂，铲除了沿线的小造纸、小
淀粉厂、粉丝厂，关闭了排放量大的宏达淀粉和原平

３２２第２期 赵鹏宇等：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化肥厂；完成了纪元玉米、云马焦化、禹王焦化、原平

化二等工业废水处理工程，实现了达标排放。滹沱

河干流各水功能区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下降，水质

逐渐改善。从污水处理角度来分析，２００７年忻州、
原平、五台山风景区污水处理厂率先建成并稳定达

标运行，２００８年代县、繁峙污水处理厂相继建成并
投入运行，２００９年新增定襄、五台污水处理厂，使该
区污水处理厂达到 ７座，根据忻州市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信息公开显示，该区域设计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１７．８万ｍ３·ｄ－１，２０１１年实际污水处理能力达到１１．５
万ｍ３·ｄ－１。７座污水处理厂有５座的排水进入滹沱
河，有２座排水进入清水河［１０］，这也是造成水功能
区水质差别的原因之一。

图６ 滹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ＣＯＤ、ＮＨ３－Ｎ变化趋势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ＮＨ３－Ｎ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ｉｎＹｕａｎｐｉｎｇａｎｄＸ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ＨｕｔｕｏＲｉｖｅｒ

图７ 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ＣＯＤ、ＮＨ３－Ｎ变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ＣＯＤａｎｄＮＨ３－Ｎ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ｉｎＷｕｔａｉｏｆ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

４ 结 论

通过对滹沱河流域忻州段地表水功能区水质变

化趋势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该区域水质监测站点数量偏少。设有水质

监测站点的功能区仅有 ４个，占水功能区总数的
４０％。滹沱河忻州段劣Ⅴ类水质河长所占比例呈逐
年下降趋，水质有明显改善。在已监测的水功能区

中，水功能区达标河长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达标河

长比率仍然偏低。主要监测水功能区水环境治理仍

然是重中之重。

二是通过主成份分析选取了 ＣＯＤ、ＮＨ３－Ｎ为
水区功区水体污染的主要因子。随年份增加各水功

能区ＣＯＤ、ＮＨ３－Ｎ含量下降趋势明显，但各功能区
也有差异，其中滹沱河繁峙饮用农业用水区、滹沱河

繁峙代县农业工业用水区基本维持在Ⅰ～Ⅲ类，滹
沱河原平忻定工业农业用水区主要指标处于劣Ⅴ

类，清水河五台农业工业用水区水质逐年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达到了Ⅰ类，分析其原因主要与废污水排放
量的减少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有关，需要在区域中

进行针对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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