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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目前全国很多地区水库无论大小都出现了水体污染的现状,这种污染无论是来源于水体

本身的富营养化还是由于人为污染物的排放所导致的水体污染,其根本原因归结起来还是由于自身生

产力水平较低,很多地区对土地的过度使用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水土流失。很多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水库

水体所出现的富营养化都是由于化肥污染或者是水土流失。因此在对水库污染的防治过程中需要综合

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但需要考虑到对现状面源以及点源污染排放状况的防治,同时还要注重建立其

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但需要注重对工程措施的加强管理,同时还要注重对末端的污染控制；不但需要注

重对水库源头上的污染防治,同时还是注重理论探索和工程实践。在建立低投入、低耗能、高效率、少

污染发展模式的同时,从根本上实现对各种污染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污染防治；水库污染；水体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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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库污染现状 

富营养化是我国水库面临的共性问

题,在检测的28个中国重点水库中发现,

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Ⅱ类水库仅

有4个,标准率仅有14.3%,Ⅲ类水库有两

个,占到7.15,IV类水库有6个,占到

21.4%,V类水库有5个,占了19.9%,其余

的11个都是劣V类水库,占到39.35。在水

库营养状态检测中发现,中毒污染水库

有1个,中度污染水库5个,轻度污染水库

有6个[1]。 

2 水库污染防治工作 

由于造成水库污染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人为因此,治理措施需针对不同的污

染源制定具体的确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只有通过各种针对性措施的综合应用,

才能彻底解决水库污染问题,主要措施

如下： 

2.1严格水源区保护 

按照市县水库饮用水源地功能区划

规定,以取水口为中心、500米为半径的

区域为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外水

库的整个水域及水库上游支流2000米以

内的流域为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

外水库上游流域为准保护区。按照功能

区划和《饮用水源地水源保护区污染防

治管理规定》要求,在一级保护区内禁止

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禁止向水域排放各类废水:

禁止堆置、倾倒工业废渣、生活垃圾及

其它废弃物；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和高残

留农药；禁止倾倒油类、酸、碱类或剧

毒废液、废渣；禁止各种养殖活动,不得

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禁止一切可

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它活动。在

水源地准保护区内,禁止建设造纸制浆、

小电镀、小制革、小染料、小漂染、土

法炼焦、土法选金、土法炼硫磺、砷制

品、汞制品、铅制品、放射性制品等生

产项目:禁止排放、倾倒油类、酸、碱液

或剧毒废液；禁止排放、倾倒含有汞、

铬、锅、铅、砷、黄磷、氰化物等废液、

废渣；禁止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

物、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排放

含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含热废水和含病

原体污水等。 

2.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由于很多地区水库污染中人为原因

主要就是附近的农田耕种以及化肥排放,

因此针对这个问题需要实现对当地农业

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对水库上游地区的

面源污染实现有效控制。首先需要实现

对当地绿色农业的推广,在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的同时减少对耕地中农药以及化

肥的使用量,杜绝人为的对水体进行生

产生活中未被处理的污水进行排放；同

时需要引导居民实现水库周围树木种植

的科学种植,实现绿色生态经济,利用植

树造林实现对水土流失现状的降低,并

对生态环境上的改善[2]。同时建议在建

立水库中的水生生态系统,利用水生植

物对各种营养物质进行吸收,保证对面

源污染的控制,从而减轻水体污染和富

营养化。 

2.3调整渔业方式 

在水库内有规划地放养滤食性鱼类,

根据科学研究和长期实践证明,鲢鱼、鳙

鱼、青鱼、草鱼、鲂鱼等属于滤食性鱼

类,分别生活在水中的上层、中层、底层,

以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水草为食,能够

充分消耗水中营养物质,减少水体氮磷

含量,科学增殖这些鱼类,有助于恢复水

库生态平衡,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使水

库水质长期保持清新状态。适度繁殖水

生高等植物,水生高等植物是水体重要

的污染物控制生物,但过量繁衍会带来

次生污染,保护和适度利用对维持生态

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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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库全水域规模化渔业增殖放

流,取缔人工投料养殖。建立水库水生态

环境与渔业生产良性循环的机制,撤消

人工投放饲料养鱼等对水质不利的生产

经营活动,减轻氮、磷污染负荷。在水库

内有规划地放养滤食性鱼类,可以有效

改善水质,修复生态环境。科学增殖这些

鱼类,有助于恢复水库生态平衡,达到净

化水质的作用,使水库水质长期保持清

新状态。 

针对目前我国很多水库处于富营养

化初期、水生态系统受损尚不十分严重

的现状,是水污染治理的 佳时机,及早

治理可节省大量开支,而且项目具有前

瞻性。一是应用组合生物措施治理水体

污染,保护澎河水库水源,符合水生态自

然循环规律。在水库整个水体通过恢复

生物多样性、控制藻类过量繁衍等措施,

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消除水体污染、保

护水源[3]。二是计划投放滤食性鱼类。

根据科学研究和长期实践证明,鲢鱼、鳙

鱼、青鱼、草鱼、鲂鱼等都属于滤食性

鱼类,分别生活在水中的上层、中层、底

层,以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水草为食,

能够充分消耗水中的营养物质,减少水

体氮磷含量。三是水生高等植物是水体

重要的污染物控制生物,但过量繁衍会

带来次生污染,保护和适度利用措施对

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增加农民收入具有

重要作用。 

2.4水库水体净化 

随着目前水体净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利用净化技术,对生态景观进行恢复并

不是难事,在实现对水库水体净化的过

程中,首先要充分考虑到投入和就地治

理,从生态恢复的角度进行考虑,采用直

接净化的新技术。具体需要在水库中构

建水生生态系统,恢复大型水生生物,并

利用大型水生植物实现水体中营养物质

的吸收。目前在对水体净化技术中还出

现了一种新的人工湿地装置,在这种装

置中可以种植蒲苇、芦苇以及莲藕,可以

很好的实现对水体中磷、氮等营养成本

的吸收,避免水体中藻类有害的植物的

大量的生长,同时还可以实现对水体的

净化和对生态的恢复,减少水库的水分

蒸发量。 

2.5扬水曝气技术应用 

2.5.1扬水曝气强化原位生物净化

技术 

扬水曝气强化原位生物净化技术这

种方法的应用原理是,将扬水曝气和生

物净化这两种技术进行功能合成,充分

实现了两种技术互补,有助于发挥各自

优势。及时为生物提供了溶氧条件,保证

水体中基质和微生物的有效接触,从而

确保水中污染物所需条件能够被快速分

解,微生物进行新陈代谢,通过采用这种

方法有效解决了有机污染和水库原位脱

氮的问题。修复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发挥

出了良好的除氮效果,实践发现,在运行

的120d时间里,原位生物膜系统的 大

除氮率达到了77%,不仅脱氮效果好,而

且更好的满足了地表水环境Ⅲ类水体质

量标准的基本要求,生物膜的吸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寄于水体中的氨氮、硝

氮、亚硝氮、有机物等可以被填料上的

生物膜及时有效的吸附,同时在脱氮细

菌作用下进行生物降解,硝化,反硝化等

过程,从而保证了水源中的氮源污染物

被彻底去除。 

2.5.2扬水曝气水质原位改善技术 

扬水曝气水质原位改善技术应用原

理为：在充氧前提下,利用混合上下水层

来有效提升底层水体的溶解氧,并通过

破坏水体底层措施来达到水体净化的

终目的,通过有效改善水体厌氧状态和

水生物生存环境,采取抑制污染物释放

和藻类生长速度等方式,使水源水质得

到有效改善。 

建立水库周边村落污水处理、库区

缓冲带修复技术、农田系统处理污水技

术与水质监测及预警技术相结合,使于

桥水库流域污染得到综合治理。对于鱼

塘实施无饵喂养,通过人工投放大量植

食性鱼类控制藻类生长技术,减轻水库

营养化程度。利用水质监测并建立水质

预测模型,了解掌握水质变化趋势,适

时的采取人工措施,防止和减少水质恶

化的产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库区

居民产生环保意识,保护水库周边环

境。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保护水库水质维护水库

周边生态环境不被破坏意义重大。水库

污染的来源基本就是上述几项,治理途

径有多种,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把不同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彻底解决

水库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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