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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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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述了内蒙古水体分布情况，分析了内蒙古黄河、嫩江、西辽河、永定河、滦河、额尔古纳河流域

区位特征、水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为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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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in Inner Mongolia，analyses area characteristic，water environment present situ—

ation and the existence question of the Yellow River，Nenjiang。West Liaohe River，Yongding River。Luan River and EerguNa River basi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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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北部边疆，面积118．3万

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2．3％。内蒙古的河流分

为外流河与内陆河两种。外流河主要由黄河、嫩江、

西辽河、额尔古纳河、永定河等6个水系组成，流域面

积61．4万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52．5％。内陆河

水系分布较为零星，主要有乌拉盖河、额济纳河、艾不

盖河等，流域面积1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

9．9％。无流域区主要分布在内陆荒漠区，面积约44

万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37．5％。⋯

外流河中，黄河、嫩江、西辽河、永定河和滦河分

别纳入国家黄河中上游、松花江、辽河、海河四个重点

流域进行水污染防治规划管理；额尔古纳河是中俄界

河，且流域内涉及多个中俄、中蒙直接跨界水体，水环

境问题较为敏感。因此，外流河的水污染防治工作是

自治区水环境管理的重点，黄河、嫩江、西辽河、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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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永定河、滦河)、额尔古纳河应列为自治区重点

流域。

本文分析了内蒙古黄河、嫩江、西辽河、海河(包

括永定河、滦河)、额尔古纳河几个重点流域的区位特

征、水环境状况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为水污

染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流域概况

1．1 总体情况

内蒙古虽然流域众多，但重点流域面积仅占国土

面积的1／2。由表l和图1可见，内蒙古黄河、嫩江、

西辽河、额尔古纳河流域面积差异不大，占自治区国

土面积的12—14％，内陆河及无流域区占全区总面积

的51．66％，海河面积最少占1％。各流域地表水资源

量差异较大，地表水资源量90％以上分布于嫩江、额

尔古纳河流域，面积最大的内陆河及无流域区仅占全

区2．04％。

万方数据



内蒙古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白妙馨石蕾魏敬铤

注：非干流河段不进行河长百分比计算；非重点流域不进行面积、河长百分比计算。地表水资源量为2009年数据。

流域面积

纂◆jj
地表水资源量

橇域区

图l 内蒙古各流域面积及地表水资源量分布图

由表2和图2可见，内蒙古人口、GDP、化肥施用量、牲 辽河流域、嫩江流域、额尔古纳河流域、海河流域。

畜存栏数各项数据均以黄河流域最高，其后依次为西

表2 内蒙古各流域社会经济情况表‘21

总人

|『●恕
化肥麓用折纯量 牲畜存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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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内蒙古各流域人口、GDP、化肥折纯量、牲畜存栏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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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黄河流域

内蒙古黄河流域涉及乌海、阿拉善、巴彦淖尔、包

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乌兰察布7个盟市40个旗县

区，干流830公里，约占黄河中上游流域的17．7％；区

间流域面积14．35万平方公里，约占黄河总流域面积

的19．5％。主要支流有乌兰木伦河、大黑河、浑河等。

流域范围内分布有国际重要湿地乌梁素海、国家粮食

基地河套灌区以及多个大型能源化工基地，流域内

GDP占自治区67％，是自治区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

1．2嫩江流域

嫩江流域在内蒙古境内涉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

和通辽市3个盟市的12个旗县市。嫩江为松花江北

源，干流为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界河，右岸内

蒙境内支流有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

洮儿河、霍林河等。∞1上游因流经丘陵山区，河水比降

大，水流湍急，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中下游地区，

地形广阔，灌溉便利，是内蒙古乃至东北地区重要的

产粮区。

1．3西辽河流域

西辽河流域流经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涉及19

个旗县区。西辽河北支西拉木伦河，南支老哈河，与

通辽市苏家堡汇合称西辽河。下游有新开河、教来河

汇入。干流长827km，流域面积14．18万km2，-l o占辽

河流域总面积的64．2％。

1．4海河流域

永定河水系与滦河水系均属国家海河流域。永

定河水系北支大洋河、南支御河，涉及内蒙古兴和县、

丰镇市、凉城县3地。大洋河发源于兴和县，主要支流

有二道河子、黄石崖河等；御河发源于丰镇市主要支

流有饮马河等⋯。滦河水系发源于河北省丰宁县，内

蒙境内总长度为254km，较大支流有羊肠子河、吐力根

河等。流域涉及多伦县和正蓝旗2地，流域面积0．59

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2．54亿立方米。⋯

1．5额尔古纳河流域

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是中俄界河，流域内分布有蒙

古入境河流克鲁伦河、中蒙界湖贝尔湖、中蒙边境盘

行河流哈拉哈河。涉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2个盟市

10个旗(市、区)。额尔古纳河上游主要分布有2个较

大的水系，即海拉尔河水系和呼伦湖水系。上游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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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环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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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内蒙古各流域水质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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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内蒙古自治区各流域废水、COD、氨氮排放比例图

2．1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干流水质良好，部分支流污染较严重。

2005年黄河干流水质以轻度污染为主，2008年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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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达标，总体水质良好。主要支流中，浑河多年均

以优良水质为主；龙王沟、乌兰木伦河2008年来水质

有明显改善，为良好；其它大黑河、小黑河、总排干、昆

都仑河、四道沙河、东河、西河等7条河流水质虽有好

转，但仍以中、重度污染为主。‘4 o乌梁素海水生态问题

仍然突出。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湖泊生态补水困

难，在入湖水量逐年减少，各类污染物持续输入的情

况下，水体污染严重，现状水质基本处于劣V类。。5
o

内蒙古黄河流域7个盟市中，包头、呼和浩特、巴

彦淖尔、鄂尔多斯4市合计COD和氨氮排放量占黄河

流域COD、氨氮排放量在90％以上，是污染控制的重

点地区。其中包头市工业生活氨氮排放量占黄河流

域的40％以上，是氨氮控制的重点地区；巴彦淖尔市

农业源COD和氨氮排放量均在黄河流域总排放量的

40％以上，是农业源控制的重点地区。从工业行业来

看，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氨氮排放总量

占流域总排放量的百分比接近80％，是氨氮控制的重

点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

业、食品制造业三行业COD排放量占流域排放总量的

百分比接近80％，是COD控制的重点行业。

2．2嫩江流域

从2005年到2010年，内蒙古嫩江流域水质从轻

度污染变为良好。2010年嫩江流域干、支流15个断

面中13个断面达到优，其余为良好；旧1工业生活污染

物排放量超额完成国家“十一五”减排要求。但多年

来由于整个嫩江上游(含自治区外嫩江左岸)存在无

计划地开垦耕地，特别是不合理的森林采伐、拓荒开

地、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致使山地森林植被和地

貌遭到破坏，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湿地面临威胁。此

外上游的非点源污染，对尼尔基水库集水区水质构成

极大的威胁，可能引起水库淤积，缩短水库寿命∞o。

2．3西辽河流域

西辽河中游从1998年断流至今，上下游有水，水

质均为中度污染；支流6条，水质以良好为主一。流

域内工业生活污染源在市辖区及通辽扎鲁特旗较为

集中；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赤峰市巴林左旗

和克什克腾旗分布有较多的矿产采掘和冶炼企业，是

国家和自治区重金属重点防控区【7I。近年来，随着经

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和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西辽

河流域地下水大量开采，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特别是

通辽市城区由于集中供水、地下水开采量大，自20世

纪70年代末就形成了以科尔沁区为中心的地下水漏

斗。[81至2009年，该漏斗区面积达332．6km2，漏斗中

心地下水位埋深15．75米。【9
o

2．4永定河、滦河流域

永定河流域内饮马河设有出境断面黄土沟断面，

但由于丰镇市区靠近省界，断面位于市区排污混合

段，水质为劣V类心j。滦河流域设置2个断面，包括

出内蒙古人河北省的大河口断面在内水质均为良好。

永定河流域污染主要来源于丰镇市区生活污水、丰镇

工业园、兴和县县城工业生活污水。滦河流域内2旗

县均已建设污水处理厂，区域重点企业“十一五”期间

基本完成治理工作，而沿河分布的一些小淀粉厂、养

殖场、屠宰厂污染物排放量季节性波动较大，治理存

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不足。

2．5额尔古纳河流域

额尔古纳河流域干流水质多年保持在Ⅳ类轻度

污染，支流中海拉尔河水系水质从“十一五”初期的

中、重度污染变为以优、良水质为主；其它河流多年水

质以优良水质为主，偶有轻、中度污染水质出现。H。内

蒙古额尔古纳河流域COD排放量农业污染排放量>

生活污染源>工业重点源。从流域各河段来看，海拉

尔河、伊敏河、新开河等3条河流COD占额尔古纳河

总排放量总比例约占60％以上，是排污的重点河段。

近年来，呼伦湖水质逐步恶化，呈重度污染，这主

要是由于湖区水量减少造成。近百年来呼伦湖水位

水量的变化主要与气候的变化有关，目前流域的人类

活动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工程措施改变水系，引起较大

的湖泊环境变化。从近百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分析，

1880s的滨州铁路建设、1960s的扎赍诺尔煤矿在达兰

鄂罗木河上筑坝堵截、1971年竣工的新开河开通对湖

泊水位变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而2009年的引海拉尔

河入湖运行将对呼伦湖的变化产生影响，后期的效应

尚待科学监测和评估。-l
0。

3 内蒙古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3．1 黄河流域

黄河干流包头段及四条支流、呼和浩特大黑河、

巴彦淖尔总排干和乌梁素海是污染治理的重点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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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黄河包头段应以优化沿河污染源布局，加强沿

河环境风险防范为重点，改善支流水质，保障干流水

源地水质达标；呼和浩特应以创立环保模范城为契

机，围绕城市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城区及

城市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再生水利

用为重点，消除大黑河劣V类水质及黑臭现象，确保

干流水质达标；巴彦淖尔市应依托水专项等科研课

题，突出乌梁素海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继续推进工

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确保重点支流总排干水质达

到V类以上。此外，黄河乌海一阿拉善段流域内工业

企业众多，虽基本沿黄而不入黄，但其下游巴彦淖尔

市和黄河包头段分别为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和饮用

水源地，因此，该地区应建立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机

制，有效防范环境风险。

3．2嫩江流域

以祖国北疆生态屏障和松花江流域上游水生态

安全保障区为定位，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划，将水资

源综合利用、水土保持、生态林建设以及农村环境综

合治理相结合，强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

及管理。继续推进工业园区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建设，积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的防治。提高流域风

险防范力度，保持流域水质稳定，出境断面水质达标，

确保松花江流域上游水生态安全。

3．3西辽河流域

开展辽河上游水源涵养重要功能区、科尔沁沙地

防风固沙重要生态功能区、阴山北麓一浑善达克沙地

防风固沙重要功能区保护规划，促进流域水源涵养能

力提升。推进污水处理设施的提标改造，积极建设污

水再生利用工程，加强污泥处置。实施涉及重金属污

染企业水污染治理工程，对区域内涉及重金属污染重

点企业予以重点防控，预防潜在环境风险。

3．4海河流域

乌兰察布市饮马河积极建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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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续建完成生活污水处理改造工程。锡林郭勒盟滦

河积极开展面源污染防治及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加

强污染源监控能力及应急能力建设，确保流域出境断

面水质达标。

3．5额尔古纳河流域

加强跨国界水体额尔古纳河流域水环境保护和

水污染防治力度。“十二五”期间，优化流域内断面布

设，继续开展中俄联合监测，开展风险源筛查，加强流

域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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