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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滨岸带坡面对降雨径流的污染削减效应
) ) ) 以上海市樱桃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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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上海市闵行区樱桃河畔具代表性的滨岸带地域, 在模拟降雨过程中, 设置不同坡度,不同

坡长及植被条件下的对比实验。得出最优方案:坡度约为 8b? 015b,被冬青覆盖的河滨带在宽度为
4~ 5 m时, 对降雨径流的污染削减效果最佳。此时模拟地表径流平均入水质状况为, 进水水质:

Q( COD) = 15417mg/ L、Q(TP) = 0155mg/ L、Q(NH32N) = 1119mg/ L,出水水质: Q( COD) = 77138mg/L、

Q(TP) = 0129mg/ L、Q(NH32N) = 0169mg/ L; 削减率分别为 49198%, 47127%, 41161%。试验结果为
提高城市绿地规划与建设的合理性以及城市降雨径流非点源污染的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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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bank slope. s contribution to pollution reduction of rainfall runoff:
A case study of Yingtao River,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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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st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f different gradients, grade lengths, and vegetation covers during a

simulated rainfall process on the bank of the Yingtao River, a typical river bank area, in the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river bank that has a gradient of 8b? 015band is covered by Chinese ilex with a grade

length of four to five meters has an optimal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Meanwhile, the average quality of input water is

15417 mg/ L for COD, 0155 mg/ L for TP, and 1119 mg/ L for NH32N; and the quality of exported water is 77138mg/

L for COD, 0129mg/ L for TP, and 0169 mg/ L for NH32N. The reduction rates of COD, TP, and NH32N are 49198%,

47127%, and 41161% ,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ration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green lands and non2point pollution control of urban rainfall run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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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河流受纳的污染分为点源污染、面源污染。

近年来各地已对点源污染开发出较成熟的处理技术

和排放制度,而对面源污染的控制仍存在较大缺失,

其中城市降雨径流已成为城市地表水环境的第三大

污染源[ 1]。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湿地系统、快速渗滤

系统以及土壤含水层处理系统等各种处理方式进行

削减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2]。

国外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已开始利用各类型的

绿地来蓄渗地表径流和削减径流污染, 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美国提出的最佳管理措施( BMPs)
[ 3]

,而国内

对天然绿地削减径流污染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已

有研究多为室内模拟实验。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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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樱桃河为例,探究城市中的天然绿地对降雨径流

的污染削减效果并提出较优设计方案。不同坡度、覆

被植物种类的下凹式绿地对城市不同功能区降雨径

流污染的削减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4]
。

1  实验设计与数据采集

1. 1  樱桃河基本水环境指标

樱桃河为苏州河末端支流,河宽约为 1912m, 水

深约 2 m。秋冬季节樱桃河基本水质状况为:

Q(NH32N) = 1102mg/L, Q( TP) = 0132mg/ L, Q( COD) =

78138mg/ L, pH 值为 7150, 电导率为 0173。其中
COD污染较严重,水质整体评价为劣 Õ 类。

1. 2  方案设计

有关降雨污染的研究多集中于夏秋季节, 为弥

补研究资料缺失, 实验选择秋冬季节。该季节气候

相对干燥,降雨不易形成径流。经实验检测对比, 雨

水自身污染物含量不及地表径流污染物含量的

1/ 20, 为保证实验数量和质量, 采用人工模拟方式进

行。

11211  模拟降雨径流

采用自来水冲刷路面的方式模拟降雨径流, 并

采集水样,作为流经河流滨岸带的初始水质状况。

11212  实验样地选取

樱桃河的河流滨岸带平均带宽约为 515 m, 东

岸被低矮的林丛覆盖, 坡度较陡, 约 55b~ 60b; 西岸

整体较为平坦, 但坡度不均,缓坡约为 8b, 陡坡约为

29b。植被群落结构包括灌木层、草本层, 其中灌木层

主要植物为法国冬青、六月雪, 草本层主要植物为狗

牙根、沿阶草。土壤质地较为均一,综合评价为壤土。

河东岸坡度较陡且多被林丛覆盖, 不利于开展

实地研究;故选取河流西岸两处不同坡度、不同植被

的样地进行研究。

11213  对比实验设置
为探究河流滨岸带的坡面设计对降雨径流的污

染削减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设置3组对比: ¹ 不同坡

度。选取 1处约 8b的缓坡, 记为 A 坡; 另 1 处约为

29b的较陡坡,记为 B坡。两处均为 3m @ 1m 矩形样

地。º 不同坡长。选取 1 处 5m @ 1m 矩形试验样

地,分别在坡长 1m, 2m, 3m, 4m, 5m 处设置出水采

集口采样。» 不同植被。分别取相同坡度、不同植

被的两处 3m @ 1m 矩形样地,在坡长为 3m 处设置

出水采集口采集水样。

1. 3  水质指标测定

对收集的水样进行 pH 值, 电导率, COD, TP,

NH32N 5项指标检测。根据太湖水域的总体监测报

告,包括苏州河在内的上海市内河流富营养化严重,

而樱桃河作为苏州河的支流,需对富营养污染源进

行严格控制, 因此将 NH32N、TP 被确定为检测指标;

参见 2009年度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酸雨分布区

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地区, 故将

pH 值列入检测指标; 根据对实验河流的水质监测,

发现其 COD污染较严重, 因此将 COD 列为必测项

目;而电导率是用来测量水质的导电性能和矿化程

度,反映降雨径流对河水自由离子浓度和矿化程度

的影响, 故也将其列入检测指标。具体检测方法见

表 1。

表1  目标检测的各项水质指标及其测定方法

水质指标 测定方法和仪器

pH 值 pH/mV/ thermometer, IQ Scient ific Instruments Inc.

电导率 电导仪, ECTestrTM 10High+ , Spect rumR Technologies Inc.

COD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T 399) 2007) , DBR200型数

字式反应器(Hach Company)

TP GB 11893 ) 895钼酸铵分光光度法6

NH32N HJ535 ) 20095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6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 1  坡度对污染物削减效应的影响

取矩形样地最高边的中点作为入水口, 分别引

导模拟降雨径流流经A, B样地, 在坡长 2 m 处设置

出水采集口进行采样。实验共进行 8次冲刷,每次

持续10 min, 每隔 2 min取样 1次。对样品进行水质

指标测定,得到结果见图 1。

因各水样 pH、电导率均变化微小,且与受纳水

体情况相当, 故该两项指标影响可忽略。经计算得

到, NH32N 削减率: A 坡为 65107%, B 坡仅为

11147% ; TP 削 减率: A 坡为 61143% , B 坡为

36157% ; COD 削减率: A 坡为 10174%, B 坡仅为

313%。综上可知,较为平缓的A坡效果更好。分析

如下: ¹ 模拟降雨径流主要受重力作用流经滨岸带,

坡度越陡,相对应的水力停留时间越短,植物吸收以

及土壤基质吸附污染物的时间也较短; º 陡坡上水

流的重力分量较大, 增加了植物拦截污染物的压力

负荷,使得水流中的污染物质不易被拦截吸附, 更可

能因水流冲刷导致轻微的水土流失, 使土壤中的污

染物进入径流而加剧其污染程度。

2. 2  带宽对污染物削减效应的影响
取样地最高边的中点作为入水口, 在不同坡长

处( 1、2、3、4、5 m)进行采样, 每 1 m 处作 4组实验,

分别收集进水与出水。

以坡长 1 m处为例: 0 min时的NH32N浓度即为
模拟降雨径流的初始质量浓度, 其后每隔 3 min采

集水样 1次,测量NH32N质量浓度(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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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坡度河滨带的污染物质量浓度随时间变化

表 2 坡长 1 m 处的 NH32N 质量浓度

实验组别
Q( NH32N) / (mg#L)

0 min 3 min 6 min 9 min

1 0196 0156 0170 0146

2 0174 0170 0152 0148

3 0154 0142 0150 0148
4 1110 0156 1150 1178

图 2 坡长 1 m 处 NH32N 的质量浓度

第 4组数据明显偏离其他 3条线的一般趋势,

因此将其作为明显误差线剔除。分析可能其原因为

人为误差:倾倒模拟雨水时不均匀或速度过快, 造成

流经样地的水流量瞬间增大,水流速度加快,相当于

降雨强度较大的情况。较强水流将土壤中的污染物

冲刷出来,造成后续采样浓度反而偏大的情况出现。

对其他 3组求平均值, 得到其 NH32N 削减率为
26161%。同理, 算得 1 m 处TP 和 COD削减率分别

为 13152%与 2139%。其他坡长实验结果见图 3。

图 3 各项水质指标在不同坡长处的削减率

通过比较发现,当坡长为 4~ 5 m时河流滨岸带

对降雨径流中污染物的削减效果最佳。此时坡度为

8b, 坡长约为 4~ 419 m。

2. 3  植被对污染物削减效应的影响

实验选取覆盖度约为 90%的草地与冬青地分

别进行模拟实验。草地代表植株矮小、根系不发达

的草本植物;而冬青代表根系发达、机械组织强、植

株紧密的蕨类和草本植物。取矩形样地最高边中点

作为入水口, 在坡长均为 3 m 处设置采样点, 每隔

3 min采样 1次,共进行 6组实验。求出两地的平均

削减效果,得不同植被对污染物的削减效果见图 4。

如图 4所示, 冬青地比草地的污染削减效果更

好。相同条件下, 冬青地的 NH32N 削减率为
38190% ,草地只有 13194% ; 冬青地的 COD 削减率

为 36131% ,草地为 29191%; 冬青地的 TP 削减率为

63116% ,而草地只有 36197%。
分析如下:乔灌木冬青根系较为发达,对水分和

有机物质的吸收能力更强,可增强其对污染物的吸

附作用;且植株紧密,机械支撑系统比草本植物更坚

固,增加其抗冲击压力负荷以有效应对强降雨径流,

利于对污染物的拦截作用;此外因其根系对土壤的

固着更加紧实,可有效减缓径流冲刷的水土流失,减

少土壤中的污染物的淋溶, 优化净化效果
[ 5]
。pH 值

与电导率相对变化很小,影响可忽略。

2. 4  讨  论

通过本次实验, 证实了河流滨岸带对污染程度

较轻的降雨径流削减效果显著。任玉芬等[ 6]对屋

面、路面、草坪的径流水质进行了监测, 比较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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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植被河滨带对降雨径流的污染削减效果

现, 3 种下垫面类型的径流水质均较差, COD、TN、

TP、BOD5平均质量浓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Õ 类标

准。这与本实验中人工模拟降雨径流的污染物浓度

相符合[ 7]。

同时从实验数据也可得知:在不同坡度, 不同坡

长及植被条件下,不同污染物的削减效果差异较大。

究其原因,不同污染物随水流流经河流滨岸带时, 具

有不同的削减方式: COD、TP 的削减主要依靠土壤

覆被植物吸收利用、土壤基质吸附及土壤微生物分

解利用;NH32N 的削减途径包括土壤基质吸附、基质
及覆被植物的过滤、沉淀以及挥发,覆被植物吸收和

土壤基质中微生物引起的硝化、反硝化作用。这些

削减方式都与土壤理化性质及覆被植物特性有极大

关系
[ 8O10]

,削减效果都直接受到坡度、坡长及覆被植

物的影响。

除上文所述, 河流滨岸带对实际降雨径流中污

染物削减效应的影响因素还有降雨量、降雨强度、降

雨时间等, 这些因素可引起降雨径流在河流滨岸带

的水力停留时间及所含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其中降

雨量和降雨强度是两个重要因素, 强度越大, 雨水对

城市下垫面的冲刷就越强; 在相同污染物累积的条

件下,降雨量越大,径流中污染物浓度越低。因此在

河滨带的建筑参数设计时, 还应考虑到当地的降雨

周期及降雨强度等客观因素。

3  结  论

a. 在模拟地表降雨径流为中低污染物浓度负

荷 Q( COD) = 4010~ 15410mg/L; Q( NH32N) = 410~
1319mg/L; Q( TP) = 015~ 219mg/L )时, 河流滨岸带

对其有良好的污染物削减效率,出水水质能达到 GB

3838 ) 2002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6中 Ô ~ Õ 类地表

水标准。

b. 在低温少雨、中低污染物浓度的地表降雨径

流情况下,河滨带对降雨径流的污染削减的较优设

计方案为:坡度为 8b? 015b, 坡长为 4~ 5 m,有类似

冬青的根系发达、机械组织较强的植被覆盖。此时

模拟地表径流平均入水水质状况 Q( COD) = 15417
mg/L, Q( TP) = 0155 mg/ L, Q( NH32N) = 1119 mg/ L

等,出水水质: Q( COD) = 77138mg/L , Q(TP) = 0129
mg/L, Q ( NH32N ) = 0169 mg/ L。削减率分别为

49198% , 47127% , 41161%。出水水质达到国家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 B标准。

c. 在设计城市河滨带时, 若地域不受限制, 尽

量保持 10b以下的坡度以及 4~ 5 m 的带宽;若由于

地域限制不能在城市中心地带保证 4~ 5 m的河岸

坡长,应尽可能减缓河滨带坡度(保持 30b以下) , 同

时选取类似乔灌木冬青等根系发达、机械组织抗冲

击力较强的植被, 紧密栽种覆盖河流滨岸带,以达到

相对较好的污染削减效果。

d. 受限于实验地点及其生态特征、人工模拟的

误差等因素,实验结论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影响河滨带污染削减效果的因素,在降雨强度、

河滨带覆盖植被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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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为 2172910t、NH32N为87518t ,各功能区总纳污
能力 COD全年纳污量为 31 85817t ,NH32N全年纳污
量为 121415t。在选定的 38个水功能区年度水质目

标达标评价方面, 6个保护区中有 3个全年稳定达

标, 2个达标率在65%以上, 1个达标率低于 50% ; 2

个保留区全年达标率均低于50% ; 7个缓冲区中有1

个全年稳定达标, 4个达标率在 75%以上,其余 2个

缓冲区达标率均低于 50%; 23 个开发利用区中有 1

个全年稳定达标, 3个达标率在 80%以上, 6个达标

率在 50%以上, 13个达标率均低于 50%。

2. 3  入河污染物应削减量分析

水功能区入河污染物应削减量为水功能区污染

物现状入河量与该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之差。根据

以上污染物入河量和纳污能力,现状 COD和 NH32N
入河量分别为 12086415t和 178316t ,分别超过纳污
能力的3179倍和 1147倍。徐州市水功能区 COD和

NH32N应削减总量分别为 89 00518 t和 56911 t, 平均

削减率分别为 7316%和 3119%。其中 COD削减任

务最重的是开发利用区, 超过纳污能力 3178倍, 需

削减量为 60 51414 t, 平均削减率为 73158%; 保护区

次之, 需削减量为 28 782 t , 平均削减率为 78133% ;

保留区最小, COD需削减量为 1 08615 t, 超过纳污能

力2158倍, 平均削减率为 61118%。NH32N削减任
务最重的保护区,超过纳污能力 2136倍, 需削减量

为342t,平均削减率为57158% ;其次是开发利用区,

NH32N需削减量为 31212 t, 平均削减率为 26128% ,

超过纳污能力 1176倍。

3  施行限制纳污总量控制的建议

在治污方面, 首先要治理污染源和严格控制新

污染源的产生和排泄。除了尽量减少污废水排放

外,要通过建设污废水处理设施, 收集处理污废水,

使之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同时要对一些分

散、布局不合理的排污口调整改造,实行污水集中处

理后达标排放。其次要进行排污管道改造,使城市

污、废水与雨水分别排放, 逐步实现清污分流,提高

污水处理效率。在水利工程方面,要通过引、蓄水工

程进行水体置换与稀释, 调整改善水环境。同时要

进行河道(湖、库)整治, 不仅有利于防洪, 而且河道

内被污染的淤泥清除后, 可减轻河道底泥对水体的

污染。在生态防护方面,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建设

生态水利。主要包括实行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水

土保持,确保应有生态用水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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