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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回用于永定河景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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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 100165) 

摘 要 随着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四湖一线”工程的建成 ，再生水逐步应用于永定河河道景观水 

体．并将成为主要水源。因此做好再生水水质的控制对于永定河水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总结归纳了北京 

市当前采用较多的改善再生水水质的经验和做法，结合 日常对永定河“四湖”水质监测结果，提 出了永定 

河景观 水体 水质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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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 “四湖一线”工程是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 

带的核心 景观工程．于 2010年底成功蓄水 ，其水环境 

质量受到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然而，因其常规水源 

主要为再生水及官厅水库来水 ．水源条件较差 ．“四湖” 

存在富营养化 、水质咸化等水环境风险。因此，借鉴 

本市已经开展的再生水用于河湖景观用水的水质控制 

技术经验 ．研究 “四湖”水质改善措施，进而为永定 

河绿色生态发展带景观水体水质改善积累经验 ．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再生水回用于景观水体的水质 改善措 

施实例 

近年来．由于本市水资源短缺．河湖补水量不断减 

少 。河道断流、湖泊萎缩 日趋严峻。为改善这种状况 ， 

本市将再生水逐步应用于河道景观用水．河湖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由于再生水营养物质含量高 ， 

加上河湖自身条件的限制．水华现象时有发生。 

龙潭湖、陶然亭公园及 “引温人潮”工程都分别采 

用了水处理设备．对水中的悬浮物、氨氮、总磷和总氮 

等物质进行去除．提高人河、湖水体的水质标准，然后 

再通过在河、湖水体中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再生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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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并取得了实效：经监测 ，龙潭湖水质与水质改善工 

程实施前相比．总氮、总磷、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及 叶绿 素 a浓度 降低并 分 别 达 到 44．6％、56．5％ 、 

67．7％、45．2％和 63-2％vl，水质呈现明显好转趋势 ；陶 

然亭公园生物滤池系统主要出水指标达到地表水 IV类 

标准回：“引温人潮”工程城北减河至潮白河生物调控净 

化工程对总氮、总磷的去除率分别是 77％和66％，典型 

监测断面氨氮浓度达标[31 

2 北京市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情 

况及水质分析 

北京市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计划分 5 a实 

施 ．2014年底完工 ．永定河北京段 170 km河道将 自 

上而下形成 “溪流一湖泊一湿地”连通的健康河流生 

态系统。建成各具特色的生态 自然景观、城市景观与 

田园景观河段，形成 “一条生态走廊、三段功能分区、 

六处重点水面、十大主题公园”的空间景观布局 ，为 

两岸五区创造优美的生态水环境 

2010年首批启动了 “四湖一线”工程 ．2011年 

底 ，门城湖 、莲石湖 、晓月湖和宛平湖四湖 已蓄水 

500多万 mz，形成水面 270多万 m 。永定河绿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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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带全部完成后 ，年生态需水量约 1-3亿 m3．主要 

补水水源为再生水，还有部分雨洪水和地表水 ．2011 

年 “四湖”主要水源为官厅水库来水 从 2010年 9月 

至 20l1年底，永定河 “四湖”共补水 750万 m3．其中 

宛平湖和晓月湖部分水源为吴家村再生水厂出水 ．补 

充的再生水量为 80万 m3 

为及时掌握 “四湖”水质状况．从 2011年 8月 2 

日开始对四湖水质进行监测 ．共设置监测站点 6个 ． 

其中门城湖、莲石湖各 2个．宛平湖和晓月湖各 1个。 

监测项 目包括常规监测、水化学类型监测 ．其中常规 

监测 、水化学类型监测为每月 1次 ，富营养化监测为 

每周 1次。 

水质类别评价标准采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评价方法采用单指标评价法 ；富营 

养化评价采用评分法 总体上看 ．四湖营养物质浓度 

波动较大 ．与补水水体有一定的关系，水体大致处于 

地表水Ⅳ 、V标准 ，其中门城湖水质最差，尤其是门 

城湖下游 ．水质为劣 V类。同入湖水质关系密切 ，主 

要超标指标为总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营养状况为 

中重度富营养．水域发生水华的风险较大 ：其他湖水 

体基本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 ．偶尔为中度富营养．水 

华发生的概率依然存在。各监测点氨氮、总氮、总磷、 

高锰酸盐指数及叶绿素等指标动态变化如图 1所示。 

3 永定河再生水水质改善对策 

永定河 “四湖”用水将以再生水为主要水源．这 

同龙潭湖、陶然亭及 “引温人潮”工程的水源情况相 

似，但 “四湖”在其他方面又有着明显的优势 ：其一 ， 

建设了 21 km的循环管线 ．使水可在 “四湖”间循环 

流动 ．增加了水体 的交换 ．从而改善水质。其二 ，永 

定河沿河设置了 “南大荒湿地”、 “麻峪湿地”和 “园 

博园湿地”等几个大型湿地．将有效改善入河水质 ． 

将再生水厂出水的地表水Ⅳ类的标准提高到Ⅲ类。 

虽然 “四湖”的水体有着明显的优势 ．但也存在 

的一定的问题。首先 ．由于规划的湿地 尚未建设 ，入 

湖水体的水质标准尚不能达到设计的地表水Ⅲ类的标 

准。其次 ．永定河循环管线虽已经过多次运行调水 ， 

但由于水量较少 ，循环仅限于各湖内部，水体没有经 

过 “四湖”从上至下的自流．水面基本处于静止状态． 

对水质改善的作用还不太明显。此外 ，永定河沿岸尚 

存在一些排污口，存在污水直接入河的现象 ，对水体 

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借鉴已有的再生水作为景观用水的水质改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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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永定河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1)控制污水直接入河。排查沿河排污口，对排 

污口进行改造，将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网．或接入附 

近的污水处理厂．杜绝污水直接人河污染水体 

(2)促进水体循环 随着永定河周边配套再生水 

厂和规划内湿地的建成 ．在水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 ． 

定期运行循环管线 ．使水体在湿地和各湖之间进行循 

环。提升水体的流动能力和 自净能力 

(3)适时更换水体。目前 。“四湖”水体处于只补 

不换的阶段 ．补水是为了补偿水的蒸发和渗漏损失 ． 

维持一定的水面 但随着时间的积累 ．水体 中的含盐 

量也在增加．当含盐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必定会对水生 

动植物的生存造成威胁 ．进而使水质恶化 。因此 ，应 

加强对水质的监测 ．当水体中的盐分含量到达一定程 

度时 ．适时对水体进行更换 ，保证水生动植物赖以生 

存的水质条件 

(4)建设生物浮床 在湖中建设生物浮床 。在浮 

床上种植美人蕉 、水葫芦及早伞草等水生植物 。吸收 

水体中的氮磷等污染 因子 ．抑制藻类生长．从而起到 

净化水质的目的．同时也对 “四湖”景观起到美化的 

效果．提升景观价值 

(5)放养水生动物。投放食藻型鱼类，主要为鲢 

鱼 、鳙鱼及白鲫等滤食性鱼类 ，蚌 、螺等水生动物 ， 

从而抑制藻类的繁殖 

(6)人工曝气推流。定期运行曝气船提高水体中 

的含氧量 ．改变藻类生长的外部环境 ：在湖边设置推 

流曝气机 ．进行人工增氧．同时增加湖边死水区的水 

体循环．减少水华发生的机率 

(7)加强对水面的管理和维护。随着永定河绿色生 

态发展带建设 的不断推进．游人也逐渐增多．各种旅 

游垃圾也将接踵而至。因此，应加强对水面的管理和 

维护．设置专人管理水面环境 ．对水面漂浮物及时清 

除．以防其沉于湖底腐烂变质后引起水质变臭 ：同时 

管理垂钓人员．制止过多投放鱼饵造成水体的污染。 

(8)定期对使用再生水区域的地下水 、土壤进行 

监测 ．研究使用再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而采取 

应对措施 

4 结语 

从永定河 “四湖”水质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四湖” 

水体基本处于地表水Ⅳ 、V类标准 ，随着再生水所占 

比例的加大和蓄水时间的延长。水质问题将 日趋突出。 

因此 ．在科学进行水体循环调度的基础上 ，建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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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晓月湖氨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动态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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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各监测点叶绿素动态变化图 

图 1 各监测点主要指数动态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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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宛平湖氨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动态变化图 

采用控制污染物直接人河、建设生物浮床 、人工曝气 

推流与适时更换水体等措施来改善水质 ．维护永定河 

良好水环境 ，充分发挥永定河生态景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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