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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平均海拔 1000 米，地

处太行山之巅，东与河北、河南两省相邻，南与晋城市

相依，西与临汾市接壤，北与晋中市毗连。境内具有山

地、丘陵、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长治市的水资源较为

丰富，水资源储量为 19 亿立方米，是华北地区的相对富

水区，境内河流分属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主要有海河

流域（浊漳河、清漳河、卫河）及黄河流域（沁河、丹

河）等。本文通过对长治市 2022 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及 2018-2022 年地表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

来全面掌握该地区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发展变化

规律，并对污染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为该地区今后水生

态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

选取长治市主要地表水环境监测断面 24 个，其中

浊漳河 19 个断面（浊漳南源 6 个，南源支流陶清河 1 个、

岚水河 1 个、石子河 1 个、绛河 2 个，浊漳北源 2 个，浊

漳西源 3 个，浊漳干流 3 个）、沁河 3 个、清漳河 1 个、淅

河 1 个。

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02）表 1 中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外的 21 项指标，

监测频次为每月 1 次。

选取长治市主要地表水环境监测断面 2018-2022 年

监测数据进行统计，数据来源于当地生态环境监测部门。

二、评价方法及标准

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采用单因

子评价法评价断面水质类别；采用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法

来评价污染状况，并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法检验污染

变化可信度。

三、长治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及变化趋势分析

1.2022 年地表水水质现状评价

（1）地表水水质状况

2022 年长治市地表水 24 个监测断面中达Ⅰ - Ⅲ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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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23 个，占监测断面中总数的 95.8%，无劣Ⅴ类断面，

各河流（河段）水质状况如下：

浊漳河系 19 个监测断面中达Ⅰ - Ⅲ类的断面 18 个，

占浊漳河系监测断面的 94.7%；达Ⅳ类水质的断面 1 个

（河口村桥），占 5.3%；无Ⅴ类、劣Ⅴ类断面。浊漳河系

水质状况“良好”。其中：浊漳南源（6 个断面）水质状

况为“优”；南源支流陶清河（1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

“良好”、岚水河（1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良好”、石子

河（1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绛河（2 个断

面）水质状况为“优”；浊漳干流（3 个断面）水质状况

为“优”、浊漳北源（2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优”、浊漳

西源（3 个断面）水质状况为“优”。

沁河 2 个监测断面二郎神沟、龙头均为Ⅱ类，该河

段水质状况为“优”。

汾河 1 个监测断面大栅村为Ⅱ类，该河段水质状况

为“优”。

清漳河 1 个监测断面刘家庄为Ⅱ类，该河段水质状

况为“优”。

淅河 1 个监测断面弓上水库为Ⅰ类，该河段水质状

况为“优”。

对各断面的综合污染指数和污染分担率按从高到低

排序排名前三的我为河口村桥、黄碾桥、亚晋桥。

各断面水质类别及水质状况详见表 1.

表1　2022年长治市地表水水质状况一览表

河流

河流

水质

状况

断面名称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综合污

染指数

污染分

担率

（%）

浊漳

南源
优

申村水库出口 Ⅱ 优 0.13 2.64

南李末 Ⅲ 良好 0.20 4.07

北寨 Ⅲ 优 0.26 5.28

漳泽水库出口 Ⅰ 优 0.14 2.85

黄碾桥 Ⅲ 良好 0.29 5.89

亚晋桥 Ⅲ 良好 0.28 5.69

陶清河 良好 小末 Ⅲ 良好 0.25 5.08

岚水河 良好 东大关 Ⅲ 良好 0.24 4.88

石子河
轻度

污染
河口村桥 Ⅳ

轻度

污染
0.36 7.32

绛河 优
屯绛水库出口 Ⅱ 优 0.16 3.25

司徒桥 Ⅲ 良好 0.24 4.88

浊漳

西源
优

段柳 Ⅲ 良好 0.25 5.08

后湾水库出口 Ⅱ 优 0.16 3.25

甘村 Ⅲ 良好 0.23 4.67

浊漳

北源
优

关河水库出口 Ⅱ 优 0.17 3.46

西营 Ⅲ 良好 0.21 4.27

河流

河流

水质

状况

断面名称
水质

类别

水质

状况

综合污

染指数

污染分

担率

（%）

浊漳

干流
优

小峧 Ⅲ 良好 0.26 5.28

实会 Ⅲ 良好 0.20 4.07

王家庄 Ⅱ 优 0.16 3.25

沁河 优
二郎神沟 Ⅱ 优 0.13 2.64

龙头 Ⅱ 优 0.17 3.46

汾河 优 大栅村 Ⅱ 优 0.18 3.66

清漳河 优 刘家庄 Ⅱ 优 0.14 2.85

淅河 优 弓上水库 Ⅰ 优 0.11 2.24

（2）主要污染物

对 2022 年 12 次地表水各断面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出现超标情况的断面有 9 个，其中超标次数最多的

为河口村桥断面，超标率 100%。超标断面最多的污染

物为 BOD5，有 6 个断面出现超标情况，其次为 COD、氨

氮，超标断面分别为 5 个、4 个。超标倍数最高的污染物

为氨氮（超标倍数 2.58），出现在河口村桥断面，其次为

BOD5、COD、总磷。

年均值超过Ⅲ类的断面 1 个：河口村桥断面，超标

污染物为 COD、总磷。

2. 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水 质 变 化 趋 势 分 析：2018-2022 年 长 治 市 地 表 水

监测断面中符合Ⅲ类以上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 88.2%、

76.5%、88.2%、91.66%、95.83%；各年度均无劣Ⅴ类断

面出现，除 2019 年出现 1 个Ⅴ类断面，其余年度均无Ⅴ

类断面。由水质类别比例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2018-2022

年五年间地表水水质状况变化趋势为稳中向好。各年度

水质类别分布情况及年度变化情况见图 1。

图1　2018-2022年长治市地表水水质比例年度变化图

（1）对 2018— 2022 年同时监测的 15 个断面的综合

污染指数按照水质变化趋势分析方法— Spearman 秩相关

系数法进行评价：15 个断面中实会断面综合污染指数呈

显著下降趋势，其余 14 个断面变化趋势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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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污染物变化趋势分析

对 2018-2022 年长治市地表水主要污染物：COD、

氨氮、总磷按水质变化趋势分析方法— Spearman 秩相关

系数法进行评价，2018— 2022 年期间地表水主要超标污

染物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COD、总磷浓度变化趋势不

显著。

表2　2018-2022年长治市地表水主要污染物

浓度变化趋势表

污染

指标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秩相关系

数法 rs
趋势

氨氮 0.52 0.45 0.36 0.31 0.25 -1.0 显著下降

COD 13 16 13 14 13 -0.45 变化趋势不显著

总磷 0.07 0.08 0.06 0.06 0.05 -0.95 变化趋势不显著

四、原因分析及讨论

对 2018— 2022 年长治市地表水进行评价，各年度

Ⅰ - Ⅲ 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分 别 为 88.2%、76.5%、88.2%、

91.66%、95.83%，均达 75% 以上；各年度均无劣Ⅴ类断

面。主要污染物中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COD、总磷浓

度变化趋势不显著。以上指标表明 2018— 2022 年期间长

治市地表水整体呈稳中向好趋势，分析其原因：长治市

紧密围绕“地表水断面考核”和“水污染总量”两项约

束性指标，坚持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镇

污水、农村排水“五水同治”：（1）对石子河上游十中

桥至东外环桥、石子河下游潞泽桥至迎宾桥段黑臭水体

进行河道治理和控源截污，狠抓黑臭水体治理；（2）开

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求企业进行“零排放”改造，

狠抓工业废水治理；（3）保证 14 个城镇污水处理厂外排

水 COD、氨氮、总磷达到地表水 V 类标准，完成 6 座城

镇污水处理厂扩容，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 万吨 / 年，狠抓

城镇生活污水治理；（4）对潞州区岚水河段、长子县浊

漳南源、屯留区绛河、上党区黑水河部分河段等进行了

清淤疏浚，缓解了河湖内源带来的污染，狠抓流域水环

境治理。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改善了长治市地表水环境

质量。

五、结论

本文以长治市地表水为研究对象，以 2018-2022 年

各断面的监测数据为依托，分析了各断面的环境质量状

况及变化趋势，得出以下结论：（1）2022 年长治市地表

水监测的 24 个国省控断面中Ⅰ - Ⅲ类水质断面 23 个，Ⅳ

类断面 1 个，污染分担率前三的断面为河口村桥、黄碾

桥、亚晋桥，其污染分担率分别为 7.32%、5.89%、5.69%。

（2）通过对各监测断面 2018— 2022 年数据进行分析得

出，各年度Ⅰ -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均达 75% 以上，水质

状况评价均为“良好”；各年度均无劣Ⅴ类断面。主要

超标污染物氨氮浓度呈下降趋势，COD、总磷二项污染

物变化趋势不显著。地表水水质变化呈稳中向好趋势。

参考文献：

[1] 常惠丽，来晋斌，岳秀萍，等，浊漳河流域水质

时空变化特征 [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4，45（2）：

265-269.

[2] 尚菊红 . 浊漳河流域总磷及总氮时空变化特征 [J]，

山西科技，2019，34（5）：31-35.

[3] 李章安，廖超平，刘厚康 . 用 Excel 列表计算秩相

关系数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J]. 内蒙古农业科技，2015，

43（6）：174-175.

[4] 陈昊.基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的上海市水体水

质变化特征分析[J].环境科技，2020，33（03）：28-33.

[5] 贾超，袁涵，杨晟，等 . 基于秩相关系数的区间

数型水质量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J]. 水力发电，2019，45

（12）：7-11，30.

[6] 陈怡平，傅伯杰 . 关于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

思考 [N]. 中国科学报，2019-12-20（006）

[7] 秦成，葛淼，刘念，等 .“十三五”时期重庆市

地表水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研究 [J]. 人民长江，2022，53

（4）：73-78.

[8] 张静，惠亚梅，高娜，等 .“十三五”期间酒泉

市辖区内疏勒河水系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析及预测 [J]. 农业

灾害研究，2021，11（9）：6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