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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是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过量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2001年由于旱情严重，市区河湖水循
环不畅，水中氮、磷等营养成分相对增高，暴发了严重的“水华”现象。根据北京市水资源现状，今
后城区河湖清水补充量将逐步减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污水厂处理出水将作为主要水源补充
市区河道，但其出水还含有相当数量的氮、磷营养物质，河湖水体富营养化趋势将日益严重。目前，
北京城市污水厂普遍存在脱氮除磷效率低、处理能耗高等问题；同时，长期以来北京城区河湖水系经
过一系列人工活动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人工系统，闸坝众多，水生态遭到破坏，联通性差。通过生态修
复和综合防治技术，提高城区河湖水质状况，改善北京城市水环境尤其是市区河湖重点部位的水环境
质量，对首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重要。　　2002年以来，在科技部、水利部、北京市科委等部
门的资助下，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主持完成了国家“十五”重大专项“北京城市北环水系水环境质
量改善技术研究与示范”（2-003AA601010）、水利部“948”创新项目“北京城区河湖水体水质改善
与修复示范研究”（CT200145）、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北京市城区河湖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技术研究
”（H020620070130）等科研项目，系统、深入地开展了城市中心区水系水生态系统调查与评价、以城
市景观用水为目标的污水脱氮除磷与回用水水质改善技术研究、北京城市河湖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城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技术研究、城市中心区湖泊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城市中心区水域水质
水量联合调度技术研究等内容，形成了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综合技术体系，并建设了规模性的城市水
环境质量改善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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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市中心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究与应用》是一部论述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的专著。作者对
近年来北京城市中心区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的成果进行了总结，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城市水系水生态
系统调查与评价、以城市景观用水为目标的污水脱氮除磷与回用水水质改善技术、城市河湖面源污染
控制技术、城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技术、城市中心区湖泊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城市中心区水域水质
水量联合调度技术，并介绍了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示范工程运行监测结果。
《北京城市中心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究与应用》可供从事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工作者阅读，城
市规划、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景观设计、城市生态建设的科研、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还可以
作为环境类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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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是严重缺水地区，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水资源过量开采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目前无论从水量还是从水质来说，北京市水资源的平衡不是真正的平衡，可以说是靠牺牲环境换来
的表面平衡，是一种不够注意生态环境质量的低层次平衡。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于水的需求已不
仅限于饮用、农田灌溉等低层次的生存需要，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调控与自然界关系的迫切任务，
恢复、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成为社会基本消费的组成部分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2001年由于旱
情严重，北京市区河湖水循环不畅，流速缓慢，没有清水的及时补充，部分地段污水和垃圾排入，导
致水中的氮磷等营养成分相对增高，京城河湖水系暴发了罕见的“水华”现象。根据北京市水资源现
状，今后每年向城区河湖补充的清水量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规划将对市
区12条Ⅳ类、V类河道作为污水回用的对象。2005年污水处理回用总量为3.7 5亿m。，其中河湖环境用
水2.2 0亿m。；2010年污水处理后，利用总量可达6.4 5亿m。，其中河湖环境用水2.7 0亿m。。目前北
京市污水回用管线已经全线贯通，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经济的新水源，也体现了优水优用、
低水低用的合理用水、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但根据二级处理技术净化功能所能达到的处理程度，
其处理出水在一般情况下还含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物质（主要有少量的有机污染物、氮、磷、细菌及重
金属等）。处理水回用于工业、生活、市政及回补地下水等途径时，部分水质指标有可能无法满足相
应的用水水质标准，尤其是河湖水体的富营养化在所难免。　　自北京建都以来，城区河湖水系经过
挖填、疏堵等一系列人工活动，逐渐演变成一个人工系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都市化、工
业化进程加快，城区河湖水系逐渐失去其自然属性。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结构和功能均存在明显缺
陷并处于非稳定状态。缺乏生活史长、稳定性高、结构优化的生物种群，自我恢复、调节和缓冲能力
极弱，生态系统脆弱，承受外部负荷的能力较差。这也是目前北京城区河湖水体富营养化及水华暴发
的重要原因。而雨污分流的不彻底及污水管线的不完善，个别点污染源排放入河以及城市降雨径流面
污染源和大气干湿降尘进一步加重了河湖水生态系统的负荷。加之近几年持续干旱缺水，河湖补水量
逐渐减少等，种种原因促成了水华暴发的各种条件，导致了近几年水华现象时有发生，城市水环境逐
年恶化。水资源的先天不足及水污染的日益严重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已成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改善的关键制约因素。针对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现状，通过生态修复和综合防治技术，提高城区河
湖水质状况，改善北京城市水环境尤其是市区河湖重点部位的中心区水环境质量，对首都社会经济的
长远发展极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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