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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水资源质量安全状况堪忧。据2003年《中

国地质环境公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

有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地表水水质相关的地方病。

而且近年来，陆续发生的水污染事件都说明我国由

于水资源污染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我国水

资源保护问题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联合国曾经指出：没有对水资源的综合评价，

就谈不上对水资源的合理规划与管理。因此，对水

资源评价的意义重大。水资源评价就必须对水资

源进行实地考查和水质监测。水质监测的目的是

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水质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

为水资源管理、污染源控制、水资源规划等提供科

学依据。西昌市近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园区

的不断扩大，生活垃圾的不断积累，而伴随着的水

资源污染也在加速。安宁河流域贯穿西昌市境内，

是西昌市重要的水资源保护对象。现将安宁河西

昌段水质监测分析及评价报告如下。

1 研究区域环境调查
安宁河在市境内的支流，流域面积在1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有6条，即官坝河、东河、西河、热水河、

西溪河、拖郎河。安宁河干流，流经礼州、西乡、城

郊、盐中、南宁5个区、5个镇、21个乡。成昆铁路、

108国道顺流而下，两岸交通网络纵横。河谷坝区

现有人工渠堰185条，总长1213.4公里，灌溉耕地

1.524 万公顷，占全市耕地面积 2.713 万公顷的

56.2％，灌区内农业人口21.99万人，占全市农业人

口 31.7 万人的 69.37％。为全市的主要农业种植

区。河流两岸现有沙石厂、化工厂、冶炼厂、矿厂等

企业，两岸的人民生活主要以农业、种植业为主。

2 工作方法和所依据标准

2.1 采样方法

按照《水和废水监测》[1]统一标准，定点定时采

样地点如图1：

图1 安乐河西昌段定点定时采样地点图

A—安宁河唐家河坝横断面；B—安宁河太和大

桥横断面；C—安宁河河西大桥横断面

2.2 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及依据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卫法监法（2001）

161号】》[2]，《EPA方法200.7（美国）》和《水和废水检

测分析方法》[3]中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监测项目包

括BOD、COD、PH、氨氮、色度、浊度、悬浮物、总硬度

8个项目。其中BOD、COD、PH指标分别用862A型

BOD仪、AQ4001COD测量仪、PHS—PH计测定，其

余指标都采用国标法[4]测定。

2.3 评价方法及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实验数据所得，按照GB/3838—

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GB/T14848—93《地

下水质量标准》[5]，得出该区域全年平均指标含量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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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安宁河西昌段2009年全年平均水质项目监测数据
地点

A

B

C

水质标准

GB3838-2002

GB/T14848-93

P/（mg/L）

COD BOD5 NH3-N pH 色度 浊度 悬浮物 总硬度

43.588

51.105

53.865

劣 V类

≥40

8.0675

7.7875

7.4500

V类

≤10

5.4557

3.3756

5.0305

劣V类

≥2.0

8.505

8.4575

8.2625

——

6—9

8

11

14

III类

≤15

15.2925

19.4175

23.6675

劣V类

≥10

18

12.4

17.4

——

——

76.0487

80.1621

90.6904

I类

≤150

西昌市工业发展迅速，安宁河干流又贯穿于太

和工业园区和经久工业园区，造成的污染十分严

重，居民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加重了水体富营养

化。结合表1，该区域内水质仅达到ⅴ类标准，以

COD、BOD5、氨氨、浊度污染指标最为严重。严重危

害了水体生物生存和人民饮用水的安全。尤其是

氨氮，它既是水体中的营养物，又可导致水体近一

步富营养化，是水体中主要的耗氧污染物，对鱼类

及某些生物有毒害，再加上BOD5、COD的大量侵

入，使水体负荷过重，严重超标，大大增加了对水体

生物的生存危胁。根据目前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85）[1]，该区域水质的浊度、pH，均超

标。按照：再生水回用景观水体的水质标准（CJ/

T95—2000）[1]，该区域内水只适合人体非全身性接

触，尤为悬浮物含量突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活杂用水水质标准（CJ25.1—89）[1]，BOD、COD、浊

度、悬浮物已超标，不能作为生活杂用水使用。

结合图1，可以得出：安宁河流向从A流到B，再

流到C，而污染程度随水流方向逐渐升高。从A处

唐家河坝到B处太和大桥，污染源主要为农村生活

生产的废水废渣和一些家畜排放物；B处太和大桥

到C处河西大桥，污染源主要为各企业对排放物未

经过严格的达标处理和排放总量的不合理控制，而

直接排放到安宁河所造成的。

3.2 水质综合评价

（1）结合表1，对研究区域内COD、BOD、氨氮、

色度、浊度、总硬度进行指标评价，划分指标所属质

量类别分别为劣ⅴ类、ⅴ类、劣ⅴ类、Ⅲ类、劣Ⅴ类、

Ⅰ类。

结合表2，对各类别分别确定单项指标评价分

值Fi。

表2 各类别分值Fi表

F1=10，F2=10，F3=10，F4=3，F5=10，F6=0

按下式计算综合评价分值F

F=

式中：F为各项指标评价分值Fi的平均值；Fmax

为单项指标评价分值Fi中的最大值；n为指标项数。

F=8.70

（2）根据F值，按表3[4]规定划分水资源质量级

别。

表3 F值与水质级别划分

综上所得，F大于7.20，该研究区域水资源质量

综合评价为极差。

4 结论与水治理
研究区域属安宁河流域中上游，又是西昌市人

口、工农业密集区。这几年西昌市的经济高速发

展，而带来的水资源污染已逐步蔓延到安宁河整个

流域。这已严重危胁到“把西昌打造成为中国西部

最具人类居住、休闲度假的国际性旅游城市”的品

牌。因此，治理污染水源和有效控制潜在污染物与

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发

展，已刻不容缓。

4.1 地时制宜

西昌市是川西重要的经济枢纽，同时又是卫星

发射中心，有着四季如春的居住条件和丰富的旅游

资源。安宁河流域贯穿整个西昌市境内，关系着全

流域人民的生活饮水质量，因此，要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根据西昌独特的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能源使

用情况和人文经济发展背景，制定出合情合理的相

关政策，多管齐下，综合试点，大力防治工业源、农

业源、生活源污染，全面部署，统筹规划污染源达标

达量工程，促使西昌市的良性全面发展，结合地区

区域经济的发展，努力做大“绿色经济”这块大蛋

糕。

4.2 健康发展

类别 Ⅰ Ⅱ Ⅲ Ⅳ Ⅴ

Fi 0 1 3 5 10

级别 优良 良好 较好 较差 极差

F ＜0.80 0.80~2.50 2.50~4.25 4.25~7.2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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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当前西昌市安宁河水资源污染的严峻形

势，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西昌市未来发展的前景。

须保持健康发展，追求三大效益的统一和谐发展。

西昌市正在打造旅游产业化，调整产业结构向二三

产业转变。最近几年的大型企业如攀钢，沃尔玛，

一些化工厂等进军西昌和建筑业中红海混战、加大

了西昌市环境的承载负荷，严重影响西昌市打造的

生态品牌形象。因此，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格

执行规范程序，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加强

监督体制，落实环境污染终身责任制，推进清洁生

产，建立企业内部循环经济和资源利用管理体系，

为企业出谋划策，搞好服务。

4.3 综合利用

水资源利用，应从细节做起，做到多方面利用

和回收利用。如洗菜用的水既可浇花，又可冲洗厕

所；企业排放达标的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可

直接做为建筑用水。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替代污染重、不可再生的化工能源。旅游资源在体

现其观光价值时，应加大生物治理和生物物理治理

方面的投资建设，既可体现其观光价值，又可起到

减小污染的好处，如增加生物链的旁系结构，起到

加强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自净能力的作用。针对

西昌市水电站，不仅要让其发挥开发电能的效益，

还可让其对水域枯水期的水配调节，从而加大水域

水体流动力，防治污染物物质聚集成灾。

4.4 资源共享

当今社会，特别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产业

的成熟化，“资源共享”已不再陌生了。而对西昌市

来讲，“资源共享”应加紧步伐。人类真正追求资源

的价值是其衍生价值，即由资源创造出来的而直接

或间接的体现在人们生活、生产、工作上的一种精神

满足感。资源被利用好的重要目标就是让资源共

享。因此，全面启动和开展绿色示范区建设，推进绿

色学校、绿色社会、绿色家庭的创新工作，加大流域

沿岸的绿化工程，融合绿化资源，对水资源的保护和

共享都会产生很大的价值。企业对水资源的利用较

多，污染较重，因此企业应注重对水资源的价值开

发，创造出水能产品及相关产品，为人民大众服务。

西昌市政府应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优化政策

资源，落实好让老百姓吃好水、用好水的政策。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调控分配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完善环境准入制度，实实在在做到合理分配，资

源共享。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才会更加注重人文

关怀和水资源保护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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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 Quality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nning River Xichang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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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sure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for the people
living along the Anning river of Xichang city，and to know the water pollution degree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nning River Xichang segment，the united standard monitor was carried out to the Anning river Xichang segment
in the year of 2009. The monitoring includes 8 projects-BOD5，COD，pH，NH3-N，colority，turbidity，suspended
solid，total hardness. The experimental data proved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Anning river Xichang segment has been
worsened from the third class to the poor five class. Overall，the water of the segment is badly polluted and tends to
get worsen. To ensure th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of the whole basin，the following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Trea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and seasonal conditions，Healthy development，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Resources sharing.

Key words: The Anning river Xichang segment；Water quality analysis；Evaluation；Comprehens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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