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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走马塘拓竣延伸工程是 ２００８年 ５月国务院批复的枟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枠安排实施
的重要引排工程之一。 工程主要是解决望虞河引江济太期间西岸地区的排水出路问题：在望虞河引江济太
期间，望虞河西岸地区涝水不入望虞河改由走马塘拓浚延伸工程北排长江。 笔者重点分析了走马塘排水对
长江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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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走马塘拓浚延伸工程南自京杭运河起，利用沈

渎港、走马塘、锡北运河拓浚，穿过无锡市、常熟市向
东北方向延伸平地开河与七干河相接，再拓浚七干
河入江，全长 ６６．３ ｋｍ［ １］ 。 工程位置示意见图 １。

图 1　走马塘拓竣延伸工程位置示意图
Fig．1　The station of the Zoumatang channel dredging and expan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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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主要解决望虞河西岸控制后，引江济
太期间望虞河西岸地区的排水出路，改善区域水环
境，同时改善区域航运条件。 在望虞河引江济太期
间，望虞河西岸遭遇 ５ 年一遇设计暴雨（１９７５ 年型）
时，西岸地区涝水不入望虞河改由走马塘拓浚延伸
工程北排长江，洪峰期间北排长江的平均流量恢复
或达到控制前西岸东排望虞河的能力，非引江济太
期间，西岸地区水仍经望虞河入江；在地区污染源治
理的基础上，通过水利工程措施和合理调度，增强区
域河网水体有序流动，避免西岸地区因“控”致“滞”
导致的水质恶化，一般平水年西岸地区水质总体恢
复至西岸控制前水平。
2　望虞河现状排水对长江水质影响分析
2．1　现状排水情况

澄锡虞高片地区河网部分水体通过东排进入望虞

河，其后主要通过望虞河排入长江。 根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实测资料统计，非汛期，澄锡虞高片多年平均的逐月
入望虞河流量为 １８．５ ～３６．２ ｍ３ ／ｓ，多年平均入望虞河
流量为 ２９．７ ｍ３ ／ｓ，平均污染负荷 ＣＯＤＭ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分别约为 ３．８ ×１０４ ｔ，７ ７３８．８ ｔ和 ３９９．６ ｔ。
2．2　现状望虞河排水对长江水质的影响

望虞河入江水体水质劣于长江水质，望虞河入
江时在入江口区域形成以入江口为中心，向外围浓
度递减的浓度场。

在现状污染排放情况下，若为长江枯季，导致望
虞河口超过Ⅲ类水标准的范围为望虞河口上游
４．３ ｋｍ到下游 ５．１ ｋｍ，横向 ４．１ ｋｍ 左右，见表 １。
望虞河口 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的最高浓度分别为
７．１８ ｍｇ／Ｌ，４．４３ ｍｇ／Ｌ 和 ０．２９５ ｍｇ／Ｌ，较长江水质
增加 ４．５９ ｍｇ／Ｌ ，４．０２ ｍｇ／Ｌ 和 ０．１４ ｍｇ／Ｌ。

表 1　长江枯季望虞河排水入江口
区域浓度场超Ⅲ类范围

Table 1　The range over Ⅲ around Wangyu River
waterspout in dry season of Yangtze River

项目 时段 位置
超过Ⅲ类水范围／ｋｍ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涨潮
上游 ＜０．７ ＜４．２ ＜４．３

纵向
下游 ＜０．５ ＜５．０ ＜２．８

落潮
上游 ＜０．７ ＜４．１ ＜４．２
下游 ＜０．７ ＜５．１ ＜３．２

横向
涨潮 ＜１．１ ＜４．１ ＜３．１
落潮 ＜１．４ ＜４．０ ＜３．６

若为长江洪季，望虞河排水在望虞河口形成的
浓度场中，超过Ⅲ类水标准的范围为望虞河口上游
４．７ ｋｍ 到下游 １．７ ｋｍ，横向 ３．２ ｋｍ 左右，见表 ２。

表 2　长江洪季望虞河排水入江口
区域浓度场超Ⅲ类范围

Table 2　The range over Ⅲ around Wangyu River
waterspout in flood season of Yangtze River

项目 时段 位置
超过Ⅲ类水范围／ｋｍ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涨潮
上游 ＜０．１ ＜４．７ ＜０．３

纵向
下游 ＜０．１ ＜１．１ ＜０．３

落潮
上游 ＜０．１ ＜４．７ ＜０．５
下游 ＜０．２ ＜１．７ ＜０．３

横向
涨潮 ＜０．１ ＜３．２ ＜０．７
落潮 ＜０．２ ＜１．９ ＜０．９

综上研究结果可见，在望虞河现状排水条件下，
望虞河口形成的浓度场中，超过Ⅲ类水标准的范围
为上游 ４．７ ｋｍ，下游 ５．１ ｋｍ，横向 ４．１ ｋｍ。
3　工程后走马塘排水对长江水质影响分析

走马塘排水口沿长江岸线距上游二干河口

１９．３９ ｋｍ、距下游常熟交界处 ７．５８ ｋｍ，２０１０ 年水质
目标为地表水Ⅲ类。 目前，此区段长江水质均为Ⅲ
类。
3．1　走马塘排水情况

工程实施后，走马塘入江流量约 ５０ ｍ３ ／ｓ。 在现
状污染物排放情况下，入江污染负荷与现状望虞河
入江负荷基本接近，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入江负荷
分别为 ３．７２ ×１０４ ｔ，７ ８３８ ｔ 和 ４９０ ｔ，西岸地区污染
源按近期治理要求

［２］
削减后，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入江负荷较现状分别下降 ３１ ％，３７ ％和 １７ ％，约
为 ２．５７ ×１０４ ｔ，４ ９６８ ｔ 和 ４０４ ｔ，按远期治理要求削
减后，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入江负荷较现状污染排
放水平分别下降 ５１ ％，６６ ％和 ３３ ％，约为 １．８１ ×
１０４ ｔ，２ ６１９ ｔ 和 ３２７ ｔ。
3．2　枯季排水时对长江水质的影响

走马塘枯季排水时，排出的水流主要沿通洲沙
西水道和狼山沙西水道向下输移，排水口附近
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的浓度较高，其余地方污染物
浓度逐渐降低。 涨潮时，扩散带随涨潮流向上游伸
展；落潮时，扩散带随落潮流向下游延伸，在近岸边
滩和铁黄沙左边滩上下输移，形成狭长扩散带。

根据计算，在现状污染物排放情况下，走马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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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准
的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１．５ ｋｍ，下
游不超过 ２．６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１．３ ｋｍ。 据此，入江
口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１．５ ｋｍ，下游最
大 ２．６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其
余区域基本均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具体见
表 ３。

地区污染物削减到近期排放量后，走马塘排水
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准的
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１．３ ｋｍ，下游
不超过 １．９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１．３ ｋｍ。 据此，入江口

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１．３ ｋｍ，下游最大
１．９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其余
区域基本均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见表 ３。

地区污染物削减到远期排放量后，走马塘排水
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准的
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１．１ ｋｍ，下游
不超过 １．６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１．２ ｋｍ。 据此，入江口
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１．１ ｋｍ，下游最大
１．６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其余
区域基本均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见表 ３。

表 3　枯季走马塘入江口门附近超过Ⅲ类水范围
Table 3　The range over Ⅲ around Zoumatang waterspout in dry season of Yangtze River

时段 位置

超过Ⅲ类水标准范围／ｋｍ
现状污染物排放 污染治理达近期允许排放量 污染治理达远期允许排放量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上游 ＜０．６ ＜１．５ ＜０．９ ＜０．３ ＜１．３ ＜０．０ ＜０．０ ＜１．１ ＜０．０

涨潮 下游 ＜０．３ ＜１．３ ＜０．８ ＜０．３ ＜１．２ ＜０．０ ＜０．０ ＜０．９ ＜０．０
横向 ＜０．６ ＜１．１ ＜０．９ ＜０．５ ＜１．０ ＜０．０ ＜０．０ ＜０．９ ＜０．０
上游 ＜０．４ ＜１．０ ＜０．５ ＜０．４ ＜０．７ ＜０．０ ＜０．３ ＜０．５ ＜０．０

落潮 下游 ＜０．７ ＜２．６ ＜１．３ ＜０．４ ＜１．９ ＜０．０ ＜０．３ ＜１．６ ＜０．０
横向 ＜０．９ ＜１．３ ＜１．２ ＜０．８ ＜１．３ ＜０．０ ＜０．６ ＜１．２ ＜０．０

3．3　洪季排水时对长江水质的影响
长江洪季涨落潮流速都较大，更有利于污染物

的稀释扩散。
根据计算，在现状污染物排放情况下，走马塘排

水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准
的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０．６ ｋｍ，下
游不超过 ２．２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１．２ ｋｍ。 据此，入江
口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０．６ ｋｍ，下游最
大 ２．２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其

余区域基本都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见表 ４。
地区污染物削减到近期允许排放量后，走马塘

排水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
准的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０．６ ｋｍ，
下游不超过 １．５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１．０ ｋｍ。 据此，入
江口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０．６ ｋｍ，下游
最大 １．５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
其余区域基本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见表 ４。

表 4　洪季走马塘入江口门附近超过Ⅲ类水范围
Table 4　The range over Ⅲ around Zoumatang waterspout in flood season of Yangtze River

时段 位置

超过Ⅲ类水标准范围／ｋｍ
现状污染物排放 污染治理达近期允许排放量 污染治理达远期允许排放量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ＣＯＤ Ｍ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涨潮
上游 ＜０．３ ＜０．６ ＜０．４ ＜０．３ ＜０．６ ＜０．２ ＜０．２ ＜０．４ ＜０．０
下游 ＜０．５ ＜２．２ ＜０．６ ＜０．４ ＜１．５ ＜０．４ ＜０．２ ＜１．２ ＜０．０
横向 ＜０．７ ＜１．２ ＜０．９ ＜０．６ ＜０．９ ＜０．５ ＜０．５ ＜０．８ ＜０．０
上游 ＜０．３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６ ＜０．３ ＜０．２ ＜０．４ ＜０．０

落潮 下游 ＜０．５ ＜２．０ ＜０．８ ＜０．４ ＜１．５ ＜０．３ ＜０．２ ＜１．１ ＜０．０
横向 ＜０．７ ＜１．０ ＜０．８ ＜０．７ ＜１．０ ＜０．６ ＜０．４ ＜０．９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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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污染物削减到远期允许排放量后，走马塘
排水在入江口形成的浓度场中，水质超过Ⅲ类水标
准的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过 ０．４ ｋｍ，
下游不超过 １．２ ｋｍ，横向不超过 ０．９ ｋｍ。 据此，入
江口区域除了走马塘入江口上游最大 ０．４ ｋｍ，下游
最大 １．２ ｋｍ 范围内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外，
其余区域基本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 见表 ４。

综上分析，走马塘排水主要沿通洲沙西水道和
狼山沙西水道向下输移，排水口附近的 ＣＯＤＭ ｎ，ＮＨ３
－Ｎ 和 ＴＰ 浓度较高。 涨潮时，扩散带随涨潮流向上
游伸展，落潮时，扩散带随落潮流向下游延伸，形成
狭长扩散带。 长江洪枯季，地区污染物削减前后超
过Ⅲ类水标准的范围在走马塘入江口纵向上游不超
过 １．５ ｋｍ，下游不超过 ２．６ ｋｍ，横向不超过１．３ ｋｍ。
排水对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影响主要集中在排水口附

近，上游最大不超过 １．５ ｋｍ，下游最大不超过
２．６ ｋｍ。

4　结语
与望虞河现状排江相比，望虞河西岸地区涝水

不入望虞河改由走马塘拓浚延伸工程北排长江，主
要是排江口门的变化导致污染区域范围的改变，总
体上没有改变入江的污染物总量，规划走马塘排水
口位于通洲沙河段下段，排水前沿为通洲沙西水道，
河势稳定，涨落潮水动力条件良好，更有利于污染物
输移扩散，其超过Ⅲ类水范围远小于望虞河现状排
水时在望虞河口所形成的范围。 同时，在地区治污
后，入江负荷将进一步减少，走马塘排水对入江口区
域的影响范围也将进一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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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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