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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迅猛增长，我国水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由于特定水体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破坏，因此，要改善
当前严竣的水污染形势，必须实施科学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这是关系到未来水环境管理走向的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
近几十年来，随着水环境保护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水污染控制方法也不断推陈出新，从排放浓度控
制到目标总量控制，再到水环境容量控制，水污染控制战略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正逐步完善
、成熟。
水环境容量是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
目前，国内外在水环境容量的理论和应用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引入水环境容量概念以来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于2006年完成了全国地表
水环境容量核定工作。
这些成果为推行区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强化水环境管理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技术条件、社会发展与认识水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水环境容量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方
面仍存在许多难点问题。
例如，现有水环境容量计算成果多数是基于某一单独河段、单一水环境功能区或湖泊，而对区域水环
境容量计算的研究尚缺乏数据及实践技术经验支撑；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水体污染降解系数及设计水
文条件的选取缺乏深入研究等。
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严谨的水环境容量计算体系，对水环境容量的定义、理论模式和研究
方法缺乏统一规定，造成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百家争鸣，成果准确性难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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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为“理论与方法”篇，包括5章，分别介绍了水环境容量概念及基本计算方法，水环境调查、监
测与评价，水量水质数学模型及其求解，设计水文条件确定，污染物迁移转换机理及参数求取；系统
阐述了水环境容量计算体系，并针对不同类型水体提出了相应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同时对水环境
容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如水环境现状评价、水环境数学模型、污染物降解及水文参数等进
行了系统介绍。
下篇为“实践与应用”篇，包括4章，以应用性研究为主要特色，基于上篇论述的理论与方法，分别
对太湖流域(江苏)河网区、长江江苏段、太湖湖体、近岸海域四大研究区域进行了水环境容量的定量
计算。
该部分内容是将基础理论用于实践的典型范例，便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运用。
    本书可供水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管理者与决策者以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
参考，也可作为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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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水环境容量的定义可见它作为一种资源，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然水体对污染物的承纳
能力；二是指这种“承纳能力”必须基于一定的前提假设。
这里“前提假设”主要是指人们出于生产、生活需要，人为给水体赋予的使用功能规定的水体必须满
足的环境标准。
在理论上，水环境容量是环境的自然规律参数与社会效益参数两类参数的多变量函数，既反映了污染
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积存规律，也反映了满足特定功能条件下环境对污染物的承受能力。
在实践上，环境容量是环境目标管理的基本依据，是环境规划的主要环境约束条件，也是污染物总量
控制的关键参数。
影响水环境容量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1）水域特性。
水域特性是确定水环境容量的基础，主要包括：几何特征（岸边形状、水底地形、水深或体积）；水
文特征（流量、流速、降雨、径流等）；化学性质（pH、硬度等）；物理自净能力（挥发、扩散、稀
释、沉降、吸附）；化学自净能力（氧化、水解等）；生物降解（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2）水环境功能要求。
目前，我国各类水域一般都划分了水环境功能区。
对不同的水环境功能区提出不同的水质功能要求。
不同的功能区划，对水环境容量的影响很大：水质要求高的水域，水环境容量小；水质要求低的水域
，水环境容量大。
（3）污染物质特性。
不同污染物本身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和生物反应规律，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对水生生物和人体健康
的影响程度不同。
因此，不同的污染物具有不同的环境容量，但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提高某种污染物的环境容
量可能会降低另一种污染物的环境容量。
（4）排污方式。
水域的环境容量与污染物的排放位置与排放方式有关，因此，限定的排污方式是确定环境容量的一个
重要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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