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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 年邛海水厂取水口的实际监测资料( 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对邛海水厂取水口的

水环境进行了质量评价。结果表明：邛海取水口全年总磷值为 ’$ ’!’ ) ’$ ’"# *+·, - !，具有富营养化现象；

各监测项目值均在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类水质标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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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海位于四川省西昌市城东南约 & 7*，水位海

拔 !&!’$ #* 下的湖面面积为 "1$ /11 7*"( 是四川省

第二大淡水湖泊。近年来，随着西昌市社会经济的

发展，邛海流域相应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例如，邛

海水体日趋富营养化、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加剧、流域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等。这些已严重威胁到流域的

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健康，制约着流域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邛海

——— 泸山风景区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明显，急需合理

规划与整治 8 ! 9。显然，对这些环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和科学诊断，进而拟定、实施相应积极合理的环保对

策，促进流域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根据 "’’% 年对邛海取水口水环境状况的

多次实地考察、定点观测，初步探讨了邛海水环境的

现状，剖析了影响地表水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源，提出

了有关的调控对策和措施，以期为邛海水环境治理、

保护和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试验设计及研究方法

!$ ! 采样点的选择

选择凉山州环境监测站在邛海距西昌市第二水

厂取水口 !&’* 处设置的采样点，于 "’’% 年的 "、&、

/、!! 月（代表冬、春、夏、秋四季）采集样品进行测定。

!$ "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地表表层水取样法 8 " 9。水样采集后，低温下保存

（6:），"6; 内进行测定。

!$ # 研究内容及方法

测定水温、透明度、<=、化学需氧量 4 >?@5、溶

解氧、生化需氧量 4 A?@5、总磷、氨氮、总氮、悬浮物

4 BB 5、氟化物、挥发酚、石油类、粪大肠菌群、叶绿素

等 !& 项指标。各指标的测定方法见《地表水和污水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C D3! - "’’"》 中 的 相 应 测 定 方

法。

" 结果分析

邛海取水口水质指标测定结果如表 ! 所示。

根据《EA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进

行评价，评价结果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得出 6 点结

论：4 ! 5 各季邛海取水口的总磷值符合 《EA #/#/—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水质标准，根据我国

规定的富营养化指标 4总磷值$’$ ’"*+$ , - ! 5，邛海

取水口全年总磷值为 ’$ ’!’ ) ’$ ’"#*+$ , - !，有富营

养化的趋势 8 # 9。 4 " 5 邛海取水口全年氨氮、总氮在

《EA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水质标

准之内。 4 # 5 >?@、A?@、氟化物均达到#类水质标

准。4 6 5在夏季，邛海取水口水的总磷、叶绿素含量和

粪大肠菌群个数明显高于其它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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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邛海取水口水质指标的测定结果

测定项目

水温 $% &
透明度 $ ’(&

)* 值

+,-$(. / 0 &
溶解氧 $(. / 0 &
1,-$(. / 0 &
总磷 $(. / 0 &
总氮 $(. / 0 &
氨氮 $(. / 0 &

挥发酚 $(. / 0 &
叶绿素 $(. / (2 &
石油类 $(. / 0 &
氟化物 $(. / 0 &

粪大肠菌群 $个 / 0 &
33 $(. / 0 &

表 4 邛海取水口水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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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根据 《91 2828—4554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类水质属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类水质主要

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类水质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现状监测结果表明：邛海在冬季水位

下降，水体处于静止状态，这样会导致水中藻类和大

型水生植物的过度生长，水体表层的溶解氧最大，具

有富营养化的迹象；在夏季，邛海取水口水的总磷、

叶绿素含量和粪大肠菌群个数明显高于其它各季，

这说明夏季由于雨水较多，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活污

水等连同雨水进入邛海导致邛海的水质较差。

目前邛海理化指标除了总氮在冬季略偏高外，

其它各项指标均符合 《91 2828—4554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类水质标准。为改善水质情况，应从生

态等方面加强对邛海的生态管理。

现结合邛海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 2 点保护措

施： $ # & 目前生活污染源是邛海目前危害最大的污

染源: 是导致邛海氮、磷等营养元素逐年大幅度上升

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邛海周边的一些大型酒店、农

家乐等大小餐饮业发展迅速，产生大量的生活废水，

由于污水处理率低，处理程度不高，因此成为邛海水

污染的一大危害。故应该对生活废水统一处理以及

限制在邛海旅游区内开展烧烤等投放大量垃圾的活

动。 $ 4 & 邛海流域为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降雨期

土地受到强烈冲刷，土壤、泥沙随地表径流大量流

失。土壤中的有机物、氮素和磷素也绝大部分溶解于

水进入水体。所以，应该在邛海涵养保护区内大力植

树种草，禁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采石取土、破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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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等不法行为，以保护邛海生态环境。 # $ %邛海南岸

农田的地面径流污染和东岸上游坡垦地农田的径流

污染较重，雨季来时，大量的污染物通过地面径流和

土壤的淋溶作用进入邛海造成邛海水污染，因此要

禁止在沿湖的果园、农田使用难降解和高残毒有机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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