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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论证工程项目是否可行 ，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治理措施和分期水质目
标 ，为下一个阶段的截污工程与补水措施提供科学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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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的子课题 。本书在三个子课题分报告与课题总报
告的基础上提炼而成 ，希望可以为深圳及其他城市水系的污染治理提供借
鉴和参考 。

本书可供从事水污染控制 、水资源保护的科研 、规划 、设计与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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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污染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水环境问题之一 。 ２００５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检测报
告表明 ，我国七大水系中 ，受到轻度和中度污染的 Ⅳ 类和 Ⅴ 类水体占 ２８畅５ ％ ，受到重度污
染的劣 Ⅴ类水体占 ２２畅３ ％ ，而流经城市的河段 ９０ ％已经受到污染 。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
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造成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猛增 ，而水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
相对滞后 。到 ２００５年底 ，我国还有 ２７８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 ，至少有 ３０多个城市
５０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不足 ３０ ％ ，甚至没有运行 。我国城市每年约有 ２００亿的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中 ，还有大量未达标处理的废水被偷排 、漏排 。水环
境普遍污染 、水生态退化已成为中国城市的基本水情 。

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 ，建市 ２０ 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 。 “十五”期
间 ，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３０００亿元和 ４０００亿元 ，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 １６畅３ ％ ，比
“十五”计划预期目标高 ４畅３个百分点 ，比“九五”时期平均增速高 ０畅４ 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５ 年
GDP达 ４９２６畅９０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５畅０ ％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８６５５６ 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０畅９ ％ 。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 ，创造了世界瞩
目的“深圳速度” 。但是 ，深圳也为如此高速的发展付出了代价 。 目前 ，深圳 、香港两地的
界河 ———深圳河水体黑臭 ，水质劣于地表水 Ⅴ 类 ，鱼虾灭绝 ；深圳湾水质严重恶化 ，劣于四
类海水水质标准 ，不再适宜养殖 ，深圳湾及其附近海域的赤潮也日趋频繁 。

深圳河 、深圳湾作为联结深圳 、香港两个城市的历史脐带 ，同时也是这对双子城的命
运纽带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 。深圳河口区深圳一侧国家级福田红树林自然
保护区以及香港一侧受国际拉姆萨尔公约（Ramsar Convention）保护的米埔湿地 ，是华南
地区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 。深圳河湾水系的水污染及其水治理备
受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 。

深圳河湾水系具有污染负荷大 、自身环境容量小的特点 ，再加上水系位于高度城市化
地区 ，很难在近期内通过污水管网的改造实现彻底截污 ，因而在加大水系截污工作力度的
同时 ，还应考虑补充清洁水源以加大河流纳污能力等措施 。但是 ，深圳又是一个水资源极
度缺乏的城市 ，７０ ％以上的城市供水依赖境外调水 。 因此 ，深圳河湾水系环境补水的水
源 ，除了考虑供水水源的系统优化调度外 ，还应考虑本流域雨洪 、污水资源化再生水以及
近岸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 。为了科学系统地研究各种水污染治理方案的可行性 ，提出深
圳河湾水系水质改善最佳策略 ，深圳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深港产学研基地 、中
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等三家单位联合开展了“深圳河湾水
系引调水工程方案研究” ，研究历时一年半 ，内容由“深圳河湾水系水质改善和生态环境需
水研究” 、“深圳河湾水系引调水工程预可行性研究” 、“深圳河湾流域污水资源化工程预可
行性研究”等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的子课题组成 。 该项研究通过拟定不同的截污
处理率 ，根据不同的补水水源 ，利用深圳河湾水系水质模型计算相应的生态环境需水量 ，



提出雨水利用 、引调水工程 、污水资源化等工程方案及措施 ，并从技术 、经济 、环境 、生态等
角度初步论证各工程方案项目是否可行 ，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治理措施和分期水质目标 ，
为下一个阶段的截污工程与补水措施提供科学的指导 。本书在三个子课题分报告与课题
总报告的基础上提炼而成 ，希望可以为深圳及其他城市水系的污染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

城市河流水系的水污染治理必将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深圳市的水污染治理
工作才刚刚起步 ，还处于累积经验和基础数据的初级阶段 ，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粗
浅 。同时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时间有限 ，本书的疏漏与不足之处 ，恳请各方专家 、学者批评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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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１ 　深圳河湾的历史

　 　深圳河湾水系位于我国南端 ，包括深圳河 、深圳湾 ，以及注入深圳河湾的一些支流 。
深圳河明代称为“罗溪” ，至中英拓展“新界”时 ，才易名为深圳河 。该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
岭 ，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 ，再进入珠江口伶仃洋 。深圳河湾的北面为深圳经济特区的
罗湖 、福田与南山区 ，南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界地区 。 深圳一侧的主要支流有沙湾
河 、布吉河 、福田河 、新洲河和大沙河 ，香港一侧有梧桐河 、平原河 、元朗河等 。深圳河湾具
有特殊的历史与地理位置 ，近百年来曾作为把香港和祖国隔离开来的分界线而举世闻名 。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强迫清政府签订枟南京条约枠 ，割占了中国广东省新安县
所属的香港岛 ；１８５６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又割占了新安县所属的九龙半岛
界限街以南的地区 ；１８９８年 ６月 ９日 ，中英签订枟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枠 ，英国强租原九龙半
岛界限街以北 、深圳河以南 ，东起大鹏湾 、西至深圳湾 ，面积达 ９４６畅６km２ 的大片地区（即
香港新界地区） 。至此 ，香港本岛加上深圳河以南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约 ２００多个岛屿全
部被英国侵占 。深圳河湾曾见证了国家的耻辱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 ，由于中国内地的封闭政策 ，香港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唯一窗
口和桥梁 ，大量物资和人员往来于深圳河上 。在这期间香港经济迅速腾飞 ，发展成举世公
认的国际大都市 ，被誉为“东方之珠”和“亚洲四小龙”之一 。 深圳河湾得以见证香港的繁
荣兴盛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深圳成立经济特区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 经过 ２０ 多年
的发展 ，深圳从昔日仅有 ３万多人口 、两三条小街道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
化城市 ，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 ２００３ 年深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GDP）
２８６０畅５１亿元 ，人均 ６５１０美元 ，在全国大中城市排行第一 ，综合经济实力已跻身全国大中
城市前列 。深圳河湾同样见证了深圳的崛起 。

由此可见 ，深圳河 、深圳湾见证一个国家 、两个城市的兴衰荣辱 。随着 １９９７年香港顺
利回归祖国 ，２００１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生效 ，泛珠江三角经济圈“９ ＋ ２”的形成 ，深
圳与香港之间从依存与被依存的关系逐步提升为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关系 ，深港城市功
能和城市空间的融合成为必然的历史趋势 ，深圳河湾不仅是联结两个城市的历史脐带 ，而
且成为这对双子城的命运纽带 。

１畅２ 　深圳河湾水系的治理工程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河流息息相关 。 河流孕育了城市 ，也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 。 随



着深港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污水产生量猛增 ，不合理的污水排放使深圳河湾及其支
流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 ，与此同时洪涝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 。 治理深圳河
湾水系 ，提高水系排洪能力 ，改善水系水质 ，使河流恢复往年的清净秀美 ，是深港两岸人民
的共同愿望 ，也已成为深港双方政府的共识 。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谈判 、细致周密的前期准备工作 ，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工程于
１９９５年正式动工建设 。整个工程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对料坣 — 渔民村段和福田 —落马洲
段两个弯段进行裁弯取直 ；第二期对罗湖桥以下河段除一期工程以外的河段进行整治（拓
宽 、挖深 、裁弯取直） ；第三期对罗湖桥及以上河段进行整治 。

第一期工程主要施工项目包括河道开挖 、疏浚 、筑堤护岸 、建造福田水闸等 ；第二期工
程主要项目包括疏浚河道 、筑堤护岸以及生态环境补偿等 。 第一 、二期工程已分别于
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００年竣工 。第三期工程分 A 、B 、C 三个合同分段建造 。 合同 A 治理河道长
度约 ６２０m ，主要工程项目包括拓宽罗湖桥河段 、拆卸及复建现有罗湖铁路桥等 。 合同 B
是对长约 １８００m 的河段进行河道拓宽 、挖深及局部裁弯取直 、排水涵重配等 。 合同 A 、B
于 ２００６年 ３月基本完工 。合同 C 工程是对文锦渡桥上游到平原河口附近河段进行整治 ，
整治河段长度约 １畅８km ，包括河道及堤防工程 、东深供水管线改造 、环境工程及一些相关
配套工程 。该工程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２日开工 ，并于 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３０日完工 。

治理深圳河工程以防洪为主 ，兼顾城市排水 、航运及环境改善 。治理后的深圳河在汛
期明显发挥了工程效益 ，已治理河段洪水水面线明显降低 ，洪水排泄加快 ，若发生 ５０年一
遇洪水 ，布吉河口可降低洪水位 １畅９m 。工程全部完成后 ，深圳河泄洪能力由现在的每秒
６００m３ 提高到 ２１００m３ ，深圳河防洪标准由现在的 ２ ～ ５年一遇提高到 ５０年一遇 。

此外 ，河湾水系其他河流的治理工程也陆续开展 ：
（１） 大沙河治理工程已完成 ，整个河道采用全断面护砌 ，河道防洪能力达到 ２００ 年一

遇标准 ，并沿新建河道绿化和建设了 ７座橡胶坝水面景观工程 。
（２） 新洲河是一条自北向南流入深圳湾的人工性河流 ，中 、下游是已经开发建设的城

区 ，有多处大型住宅区和多条重要交通道路 ，原有的地形和地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
状排洪能力不到 ２０年一遇洪水标准 。新洲河综合整治工程即将启动 ，工程完工后新洲河
防洪标准可以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 。

（３） 福田河为深圳河的支流 ，干流长度 ６畅８km ，暗涵覆盖率为 ５５ ％ ，流经笔架山公
园 、市中心公园 、田面村 ，沿福田南路在皇岗口岸东部汇入深圳河 。自 １９８９年全面整治以
来 ，福田河没有出现过大的险工险段 ，但防洪标准偏低 ，仅相当于现行 ２０年一遇的洪水标
准 。现在福田河部分河段综合整治工程已经启动 ，全部工程完工后福田河防洪标准可以
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 。

１畅３ 　深圳河湾水系水污染问题

深圳河湾水系的防洪治涝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水污染治理仍滞后于城市的发展 。
深圳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 ，古人曾用“罗溪水长渔歌晚 ，梧岭峰高月吐迟” 、“几许渔

舟 ，偏多鸥鸟 ，上下争鱼觅”等诗句来描绘它的美景 。但是 ，当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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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时 ，当原来以农业生态系统为主的环境被城市生态系统所替代
时 ，其水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 。

深圳河湾水系从大沙河 、新洲河 ，到深圳河 、福田河 、布吉河 、沙湾河 ，其主要河段水质
指标劣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Ⅴ 类标准 ，水体发黑发臭 ，鱼虾灭绝 ，已无环境容量可言 。
旱季时 ，一些河段的水质接近城市下水道污水水质 。污染的河水流入海湾 ，使深圳湾水质
也较差 ，特别是近岸水域 ，水质达不到国家海水水质三类标准 。深圳河湾水系的河流大都
穿过城市繁华地带 ，沿岸高楼林立 ，黑臭的河流不仅使置业者无法安居 ，还影响到城市形
象 ，阻碍周边地区经济的高层次发展 。

深圳河湾水系的严重污染 ，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 改善深圳河湾水环境成为深
港双方政府和人民的共同目标 。目前 ，深港两地合作治理深圳河 ，已经从防洪治涝扩展到
水污染治理和防护 。双方政府相互表达了加强环保合作的意愿 ，并拟定了巨额投资计划
和长期环保规划 。在枟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枠中 ，作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一 ，深圳市政府强调提出建设环保模范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的要求 ，大力开展
水环境综合整治 ，开展深圳河湾水系等主要河流治理 ，使之达到景观标准 。

然而 ，深圳河湾水系水质改善面临两大难题 ：
一是大量的污染负荷由深圳地区进入水系 。由于深圳特区市政排水设施建设滞后于

城市发展 、雨污水管道误接和乱接 、污水处理厂与排水管网不配套等原因 ，大量未经任何
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该水系 。水系内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标准为一级 B 标准 ，达
不到深圳河湾水功能区划的目标（ Ⅴ类水）标准 ，排入水系后进一步增加水系的污染负荷 。

二是水系本身的环境容量小 。深圳河湾水系的支流 ，包括布吉河 、沙湾河 、福田河以
及大沙河 ，在旱季的天然径流几乎接近零 。 此外 ，水系内多数河流的中下游为感潮河段 ，
由于涨潮时潮流的顶托作用 ，使污染物在进入深圳河湾水系后长时间滞留在该水系 。

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 ，不仅需要采取措施削减进入水系的污染负荷 ——— “减负” ，还应
增加水体环境容量 ——— “增容” 。具体的“减负”措施包括 ：

（１） 纠正乱接和误接管线 ，从根本上解决乱接和误接造成的污染源 ；
（２） 对直接排入河流水体的污水实施截流 ；
（３） 提高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 ；
（４） 将排入深圳河湾水系的污水集中后转输到珠江口排海 ；
（５） 底泥清除 ；
（６） 面源控制等 。
“增容”措施包括 ：
（１） 对河流进行环境补水 ，潜在补水水源有雨水 、污水资源化水 、珠江口或大鹏湾的

海水等 ；
（２） 在该水系的适当地点设置潮流闸门以改善水系的水流交换能力 ；
（３） 河流生态修复措施 ，增加水体净化能力 ；
（４） 曝气复氧等 。
显然 ，每种措施的水质改善效果不同 ，实施条件也不同 。 为了在一定工程 、技术与经

济条件下 ，尽快达到水质改善目标 ，并减少对水系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各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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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改善措施进行综合评价与优化组合 ，并制订出分阶段的水质改善策略 。

１畅４ 　本研究的目的 、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根据深圳河湾水系的水文特征和水质要求 ，分析各种水质改善
措施的效果以及技术 、环境和工程的可行性 ，拟定分阶段的水质改善策略 ，推荐切实可行
的方案 ，并估算方案的投资 、运行和其他经营费用 ，为深圳河湾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
科学的依据 。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
（１） 深圳河湾水系水质改善目标 ；
（２） 截污措施的效果分析 ；
（３） 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 ；
（４） 补水措施的工程方案与效果分析 ；
（５） 底泥清除 、河口建闸 、面源控制等措施的效果分析 ；
（６） 水质改善措施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
（７） 水质改善措施的综合评价与优化组合 。

图 １ １ 　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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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采用数值模拟的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 ，采用了两套模型 ，即深圳河
一维动态潮流和水质模型（ Ⅰ ）和深圳湾三维动态水动力和水质模型（ Ⅱ ） 。 其中 ，模型 Ⅰ
用于深圳河湾水系环境需水的估算 、引调水方案效果评估 ；模型 Ⅱ 用于分析各种水质改善
措施对深圳湾水环境的影响 。 此外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还包括 ：统计分析 、类比 、实
地考察 、采样监测 、实验室模拟实验等 。研究技术路线如图 １ １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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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深圳河湾水系污染现状与成因分析

掌握水系的水文 、水质特征及污染成因是水质改善方案决策的基础 。 本章重点介绍
深圳河湾水系水文 、水质的基本情况 ，分析造成水系污染的主要原因 ，探讨水体黑臭的机
理 、影响因素及控制指标 ，结合水环境功能要求和水污染现状 ，提出分阶段治理目标 。

２畅１ 　流域气象 、水文特征
2畅1畅1 　水系分布

　 　深圳河湾水系地处珠江口内伶仃洋以东 ，大鹏湾以西 ，北部为深圳经济特区 ，南部为
香港新界地区 。水系由深圳河 、深圳湾及其支流组成 。

深圳河流域水系呈扇形分布 ，主要支流有莲塘河 、沙湾河 、梧桐河 、平原河 、布吉河 、福
田河 、皇岗河 ，其中梧桐河 、平原河在香港境内（图 ２ １） 。 深圳河干流及其上游支流莲塘
河为深圳特区与香港之间的界河 ，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 ，全长约 ３７km 。 深圳河干流
起点为三岔河口 ，河道原长 １６畅８km ，经深圳河治理一 、二期工程整治后河长为 １３畅１６km 。
深圳河流域面积 ２９７畅４km２ ，其中深圳境内 １７２畅 ４ km２ ，香港境内 １２５ km２ 。深圳河湾水系
概要情况见表 ２ １ 。

深圳湾是一个半封闭型海湾 ，为深圳市的南山区 、福田区和香港新界所环绕 。它东接
深圳河 ，西连珠江口内伶仃洋 ，湾内纵深约 １４km ，平均宽度约 ７畅５km ，水域面积 ９０km２ ，
水深较浅 ，平均深度仅为 ２畅９m 。注入深圳湾的河流除了深圳河外 ，还有深圳一侧的大沙
河 、凤塘河 、新洲河 ，香港一侧的元朗河及一些小支流和人工渠道（图 ２ １） 。

图 ２ １ 　深圳河湾水系图



表 2 1 　深圳河湾水系概要（深圳一侧）

序号 河流 源头
流域面积

／km ２

河长

／km
感潮河段

／km 坡降／ ‰
渠化

程度
注入水体

１ 深圳河 三岔口 ２９７畅 ４ １３畅 １６ １３畅 １６ ０畅 ９４ 高 深圳湾

２ 莲塘河 梧桐山 １０畅 １ １３畅 ２４ ０ １０畅 ０６ 一般 深圳河

３ 沙湾河 深圳水库 ６８畅 ５２ １４畅 ０８ ０ ３畅 ４ 高 深圳河

４ 布吉河 牛岭吓 ６３畅 ４１ １０ ２畅 ７ ３畅 ２ 高 深圳河

５ 福田河 梅林坳 １４畅 ６８ ６畅 ７７ ０ ７畅 ３ 高 深圳河

６ 新洲河 梅林水库 ２１畅 ５ １１畅 ３ ４畅 １ ５畅 ７７ 高 深圳湾

７ 大沙河 长岭皮水库 ９２畅 ３ ８ ３畅 ６ １ 高 深圳湾

2畅1畅2 　降雨

深圳河湾水系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气候温暖多雨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多年
平均气温 ２２畅 ４ ℃ ，最高气温 ３８畅 ７ ℃ ，最低气温 ０畅２ ℃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７９ ％ ；多年平均
水面蒸发量 １３２２mm ，多年平均陆地蒸发量约 ８５０mm ；多年平均（１９５３ ～ １９９７ 年）降水量
为 １９２６畅４mm ，年最大降水量 ２６６２畅９mm（１９７５ 年） ，年最小降水量 ９１２畅５mm（１９６３ 年） 。
降水量中由台风带来的台风雨量所占比重较大 ，约占多年平均雨量的 ３６ ％ 。

降雨在地区分布不均匀 ，迎风坡与背风坡降雨量有明显差异 ，局部地区降雨量较多 ，东
部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２０００ ～ ２１００mm ，西部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６００ ～ １７００mm 。降雨量由东南
向西北递减 ，且递减趋势随统计时段的加长而明显增大 。梧桐山为全流域的暴雨中心 。

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不均匀 ，夏季多冬季少 ，如表 ２ ２所示 。 每年 ４ ～ ９ 月为汛期 ，降
水量约占全年降水的 ８５ ％ ～ ９０ ％ 左右 ：前汛期为 ４ ～ ６ 月 ，主要受锋面和低压槽的影响 ；
后汛期为 ７ ～ ９ 月 ，主要受台风和热带低气压影响 ，一次台风过程的降水量可达 ３００ ～
５００mm 。 １０月 ～次年 ３月为旱季 ，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１０ ％ ～ １５ ％ 。流域内不同保证率下
年内径流深分配见表 ２ ２ 。

表 2 2 　深圳河流域不同保证率年内径流深分配

月份
１０ ％ （１９９７） ５０ ％ （１９６８） ９０ ％ （１９６９）

比例／ ％ 径流深／mm 比例／ ％ 径流深／mm 比例／ ％ 径流深／mm
１ １畅 ５ ２４ ０畅 ３ ３ ５畅 ７ ３９

２ ５ ７９ ５畅 ６ ５８ ２畅 ４ １６

３ １畅 ５ ２４ ７ ７３ ３畅 ４ ２３

４ ４畅 ４ ７０ ０畅 ６ ６ ７ ４８

５ ９畅 ８ １５５ １１畅 ５ １１９ １２畅 ６ ８６

６ １２畅 ６ ２００ ２０畅 ５ ２１３ １９畅 １ １３０

７ ２４畅 ５ ３８８ １０畅 ９ １１３ ３２ ２１７

８ ２９ ４５９ ３５ ３６４ １３畅 ５ ９２

９ ９畅 ６ １５２ ３畅 ４ ３５ ３ ２０

１０ １畅 １ １７ ２畅 ７ ２８ １畅 ３ ９

１１ ０畅 ２ ３ ０畅 ８ ８ ０ ０

１２ ０畅 ８ １３ １畅 ７ １８ ０ 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５８４ １００ １０３９ １００ 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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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畅1畅3 　天然径流

水系内的河流为雨源型河流 ，流域的地表 、地下径流主要来源于降雨 。水系内缺乏长
期 、系统的水文观测数据 ，河流的天然径流根据年降雨量 、年内降雨分布 、流域面积与径流
系数估算 。根据枟广东省水文图集枠［１］ ，深圳市多年平均年径流系数为 ０畅５５ ，９０ ％ 保证率
下水系内各主要河流枯水期 、丰水期的平均天然径流量如表 ２ ３ 所示 。 其中枯水期
１０月 ～次年 ３月（１８２天） ，丰水期 ６ ～ ８月（９２天） 。

表 2 3 　 90 ％保证率下深圳河湾水系天然径流量

流域分类 主要河流
流域面积

／km ２

年径流量

／（１０ ４m ３／a）
枯水期日

平均流量

／（１０ ４m ３／d）

丰水期日

平均流量

／（１０４m ３／d）

深圳湾流域

大沙河 ９２畅 ２６ ５７４７畅 ６６ 　 ４畅 ０４２ ４０畅 ３５９　

凤塘河 １４畅 ８９ ９２７畅 ６２４７ ０畅 ６５２ ６畅 ５１４

新洲河 ２１畅 ５ １３３９畅 ４１８　 ０畅 ９４２ ９畅 ４０５

深圳河流域

莲塘河 １０畅 １ ５８０畅 ７３３ ０畅 ４０８ ４畅 ０７８

沙湾河 ６８畅 ５２ ３９３９畅 ７８５ ２畅 ７７１ ２７畅 ６６４

布吉河 ６３畅 ４１ ３６４５畅 ９６８ ２畅 ５６４ ２５畅 ６０１

福田河 １４畅 ６８ ８４４畅 ０７５３ ０畅 ５９４ ５畅 ９２７

皇岗河 ４畅 ６５ ２６７畅 ３６７２ ０畅 １８８ １畅 ８７７

梧桐河 ４３畅 ４ ２４９５畅 ４２７ １畅 ７５５ １７畅 ５２２

平原河 １８ １０３４畅 ９７ ０畅 ７２８ ７畅 ２６７

深圳河干流 ７４畅 ６４ ４２９１畅 ６７５ ３畅 ０１８ ３０畅 １３５

深圳河流域 ２９７畅 ４ １７１００ １２畅 ０２６ １２０畅 ０７２

　 　 注 ：深圳河干流的流域面积 ＝ 深圳河流域面积 － 深圳河各支流流域面积总和 。

2畅1畅4 　潮汐与潮流

深圳湾受南海不规则半日混合潮影响 ，海湾潮流基本上是往复流 ，其方向与湾的走向
基本一致 。湾口赤湾站的统计结果表明 ，深圳湾平均 、最大和最小潮位分别为 － ０畅１５m 、
０畅４５m 和 － ０畅８５m（珠江基面） 。根据近来的实测资料［２］和水动力学模型计算结果 ，涨潮
时深圳湾内大潮期流速为 ０畅３９ ～ ０畅６５m／s ，小潮期为 ０畅３１ ～ ０畅４０m／s ；落潮时 ，深圳湾内
大潮期流速为 ０畅５８ ～ ０畅７４m／s ，小潮期为 ０畅２０ ～ ０畅３４m／s 。深圳湾地区全年盛行偏东风 ，
频率为 ２３ ％ ，其次为东南风 ，频率为 １４ ％ 。 深圳湾平时波浪较小 ，台风过境时亦无大浪 ，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４年在赤湾实测最大波高为 ２畅２m 。 湾内重现期为 ２０ 年的 ESE 和 SSW 向波
高分别为 １畅４m 和 １畅５m［３］ 。

深圳河下游河床较低 ，比降较小 ，潮汐动力对河道的影响较大 。深圳河潮流界可达三
岔河口以上 ，潮区界则更远 。深圳河的三岔河口河段 ，潮差比河下游其他各站小 ５０ ％ 左
右 ，只有在较大潮的高潮前后时刻 ，潮峰才涌至 。赤湾等站涨落潮平均潮差及平均历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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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

表 2 4 　深圳湾与深圳河涨落潮平均潮差 、历时比较

位置
平均潮差／m 平均历时／（时 ：分）

涨潮 落潮 涨潮 落潮

深圳湾湾口（赤湾站） １畅 ３６９ １畅 ３６７ ６ ：１２ ６ ：１７

深圳河

渔农村

布吉河水闸

文锦渡

三岔河口

１畅 ３０３

１畅 １７９

０畅 ８９７

０畅 ４２９

１畅 ３１７

１畅 １８５

０畅 ８８６

０畅 ４２９

５ ：２４

５ ：１７

５ ：０８

３ ：４８

７ ：２４

７ ：１６

７ ：２９

１３ ：３８

2畅1畅5 　人类活动影响

深圳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严重倒挂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全国第
五次人口普查 ，深圳市人口高达 ７００畅８８ 万人 ，其中常住人口 ４３２畅９４ 万人 （户籍人口
１２４畅９２万人 ，暂住人口 ３０８畅０２万人） ，流动人口 ２６７畅９４万人 。

２００３年 ，深圳市的常住人口增加到 ５５７畅４１ 万人 ，考虑流动人口之后 ，深圳市人口估
计在 ９００万人左右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２８９５畅 ４１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９畅２ ％ 。随着经
济和人口增长 ，城市总供水量逐年增加 。 虽然深圳市降雨充沛 ，多年平均径流深度
９８１mm ，远高于全国平均径流深度 ３１４mm ，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每年 ４７６m３ ，不足全国人
均占有量的 １／４ ，约为广东省人均占有量的 １／６ ，属于全国严重缺水的七大城市之一 。 因
此 ，深圳市对境外水源的依赖程度很高 。 ２００３ 年 ，深圳市供水量增加到 １４畅９ 亿 m３ ，其中
境外水源供水比例为 ６５畅９ ％ 。

深圳河湾流域所包括的罗湖区 、福田区 、南山区及龙岗区布吉镇是深圳市的中心区 ，
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 。 ２００３年 ，深圳河湾流域的人口占全市的 ３６ ％ ，GDP占全市的 ６４ ％ 。
深圳河湾流域对境外水源的依赖程度更高 ，２００３ 年深圳河湾流域供水量增加到 ６畅４
亿 m３ ，其中境外水源供水比例高达 ８８ ％ ［４］ 。

经济与人口增长 、境外引水 、污水排放 、土地过度开发 、河道整治工程（如筑堤 、建坝 、
渠道化）等活动对深圳河湾水系的演变产生巨大影响 。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及
１９９８年 ６月 ～ １９９９年 ６月 ，曾对深圳河落马洲断面进行流量测量［５］ ，由于该断面的集水
面积约为 ２６９畅３km２ ，占深圳河流域面积的 ９１ ％ ，基本可代表深圳河的总体概况 。 根据实
测资料统计（表 ２ ５） ，枯水期间 ，落马洲断面平均径流量在 ９畅 ５９ ～ １１畅１m３ ／s 。参照同期
的降雨资料 ，降雨量均非常小 ，几乎不产生地表径流 ，因此可以判断枯水期河道径流基本
为污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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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落马洲断面逐月平均下泄流量统计表

月份

时段 ：１９９５畅 １１ ～ １９９６畅 １０ 时段 ：１９９８畅 ６ ～ １９９９畅 ６

实测流量

／（m ３／s）
沙湾站降雨

／mm
布吉站降雨

／mm
实测流量

／（m ３／s）
平原站降雨

／mm
气象台降雨

／mm
１ １１ ０ ０ ９畅 ６ １２畅 ９

２ ９畅 ６ ２８畅 ３ ３４ ９畅 ８ １１

３ １２畅 １ ８４ ９４畅 ９ １２畅 ６ ２０

４ １４畅 ９ １４３畅 ７ １５４畅 ２ １５畅 ９ ５５畅 ８

５ １８ ２２２畅 ５ ２２９畅 ４ １８畅 １ １４１畅 １

６ ５９畅 １ ３５１畅 ４ ２５５畅 ４ ３１畅 ８ ２９７畅 １

７ ２５畅 ４ ２４８畅 ５ １６０畅 ７ １４畅 ７ １１０畅 ３ １８７畅 ５

８ ２４畅 ８ １７１畅 ９ ２６３ １５畅 ７ ３７２畅 ７ ４５７畅 ４

９ ６７ ５１６畅 ３ ５４０畅 ６ １８ １１７畅 １ ８９畅 ５

１０ １２ ０ ０ １４畅 ５ ８８畅 ７ ６６畅 ４

１１ １１畅 １ ３畅 ８ ５畅 １ １１ ３６畅 ５ ４１畅 ７

１２ ９畅 ９ ７畅 ７ ８ １０畅 ９ ３９畅 ９ ２４畅 ５

２畅２ 　水 质 特 征
2畅2畅1 　多年水质变化

　 　 ２００３ 年 ，深圳市在深圳河湾水系内布置常规水质监测点（站）６ 个 ，其中深圳河干流
上 、中游 、河口各 １个 ，布吉河 、大沙河各 １个 ，深圳湾湾中 、湾出口各 １个 。常规监测点的
名称及位置如表 ２ ６和图 ２ １所示 。此外 ，香港环保署也在深圳湾设置了 ５个测点（图
２ １） ，长期监测海湾水质变化 。

表 2 6 　深圳河湾水系水质常规监测点

编号 位置 测点名称

１ 深圳河上游 径 　 肚

２ 深圳河中游 砖码头

３ 深圳河河口 河 　 口

４ 布吉河 人民桥

５ 大沙河 大冲桥

No ．６６ 深圳湾湾中 深圳湾中

No ．６７ 深圳湾湾口 深圳湾出口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年水质常规监测数据表明［６］ ，河流中除深圳河上游的径肚断面达到 Ⅱ 类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外 ，其他各测点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劣于 Ⅴ 类 ，主要污染物为 NH３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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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TP（总磷）和 BOD５ （五日生物需氧量） 。
深圳河砖码头测点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图 ２ ２） ，深圳河水质的年际变化趋势不明

显 ，在同一年内由于受季节和涨落潮等因素的影响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
大 。 BOD５ 、CODMn （高锰酸盐指数） 、TP 、NH３唱N 、TN（总氮）等污染物浓度的最高值分别
是 Ⅴ类地表水水质标准的 ５ 、１畅５ 、７ 、１３ 、１５ 倍 ；BOD５ 、CODMn的最小值接近或达到 Ⅴ 类水
标准 ，但 TP 、NH３唱N 、TN 的最小值仍超标 ２ ～ ４ 倍 。该测点的 DO（溶解氧）几乎为零 ，表
明河流已经处于缺氧状态 。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Ⅴ 类标准

图 ２ ２ 　深圳河砖码头测点水质年际变化曲线

布吉河人民桥测点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图 ２ ３） ，布吉河的水质污染比深圳河还要
严重 。 BOD５ 、CODMn 、TP 、NH３唱N 、TN 等污染物浓度的最高值分别是 Ⅴ 类地表水水质标
准的 １０ 、２畅 ２ 、１０ 、１７ 、１７倍 ；除 CODMn的最小值接近 Ⅴ 类水标准外 ，其他污染物的最小值
仍超标 ４倍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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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Ⅴ 类标准

图 ２ ３ 　布吉河人民桥测点水质年际变化曲线

　 　深圳湾的两个测点水质污染严重 ，劣于海水四类水质标准 ，主要污染物为无机
氮 、活性磷酸盐 。深圳湾中部测点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图 ２ ４） ，DO 、BOD５ 、CODMn还能
达到海水三类水质标准 ，其中 DO 的最小值已经接近海水三类水质标准的极限 ；无机氮 、
活性磷酸盐污染严重 ，分别为海水三类水质标准的 ４ ～ ６ 倍 、４ ～ ９ 倍 。 香港环保署对深圳
湾的水质监测得到了相似结论 ：水质指标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从外湾到内湾 ，水质
急剧恶化 ；深圳湾水质差主要表现在高含量的无机氮和低浓度的溶解氧 ；至 ２００２年 ，海湾
所有监测点的无机氮已经连续七年未能达到水质目标 ，超标幅度达到 ０畅５ ～ ６ 倍 ，表明深
圳湾营养物污染十分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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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Ⅴ 类标准

图 ２ ４ 　深圳湾中部测点水质年际变化曲线
（ Ⅲ 类标准指海水三类水质标准）

2畅2畅2 　河流近期水质状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河流水质沿程及随涨落潮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２４ ～ ２６日连续对深
圳河干流 、大沙河 、新洲河 、福田河和布吉河进行了水质监测 ，测点布置如图 ２ ５所示 。

１畅 深圳河干流

深圳河干流布置 ８个测点 ，每天测量 ４次 ，统计出涨落潮各测点的水质情况如表 ２ ７
所示 ，CODCr表示化学需氧量 。 DO 、BOD５ 、NH３唱N 、TP 为例绘制出水质沿程变化曲线如
图 ２ ６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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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５ 　深圳河水文水质同步监测布点

表 2 7 　深圳河干流水质监测结果（mg／L）
编号 测点名称 潮时 DO CODCr BOD５ N H ３唱N T N T P

１ 罗湖桥
落潮

涨潮

０畅 ２９

０畅 ２８

５３

７０

１９

３１

１４畅 ２

１４畅 ０

１８畅 ４

２２畅 ９

２畅 ０２

２畅 ５６

２
布吉河汇

入口上游

落潮

涨潮

０畅 １６

０畅 ２　

８８

４４

２１

２４

１８畅 ６

１５畅 ７

２０畅 ８

１６畅 ９

２畅 ３９

２畅 １１

３
布吉河汇

入口下游

落潮

涨潮

０畅 ５　

０畅 ４９

５３

４０

１８

１６

１７畅 ４

１４畅 ３

２０畅 ９

１５畅 ３

２畅 １３

２畅 ０１

４
福田河汇

入口上游

落潮

涨潮

０畅 ３　

０畅 ５１

４５

６９

２２

１５

１７畅 ８

１８畅 ６

２０畅 １

２２畅 ８

２畅 ３５

２畅 ５４

５
福田河汇

入口下游

落潮

涨潮

０畅 ２９

０畅 ２８

５５

５３

２０

２０

１７畅 ６

１７畅 ９

２０畅 ６

２０畅 ６

２畅 ４２

２畅 ２８

６ 治河办
落潮

涨潮

０畅 ２１

０畅 ８５

３３

３３

１３

９

１５畅 ５

１３畅 ４

１７畅 ５

１４畅 ７

１畅 ９８

１畅 ７７

７ 河口 ２
落潮

涨潮

１畅 ０２

２畅 ８２

４１

１７

１０

５

１４畅 ８

１０畅 ２

１６畅 ５

１１畅 ４

１畅 ８　

１畅 ２９

８ 河口 １
落潮

涨潮

１畅 ５４

３畅 ４５

４２

１６

７

４

１１畅 ９

８畅 ２

１３畅 ２

９畅 １

１畅 ４８

１畅 ０２

深圳河干流中游（从罗湖桥测点到福田河汇入口下游测点 ，１ ～ ６ 测点）水质污染严
重 ，污染水平大体相当 ，BOD５ 、NH３唱N 、TP 分别为 Ⅴ 类水质标准的 ２ 、８ 、６ 倍 ，DO 几乎为
０ ，河流处于缺氧状态 ；下游（从治河办测点到河口 １ 测点 ，６ ～ ８测点）水质由于潮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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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６ 　涨潮 、落潮时段深圳河干流各测点水质沿程分布

响 ，水质有所改善 ，DO 、CODCr 、BOD５ 已经接近 Ⅴ 类水质标准 ，但 NH３唱N 和 TP 分别为 Ⅴ
类水质标准的 ６倍和 ４倍 。与落潮阶段相比 ，涨潮阶段深圳河干流下游水质有明显改善 。

２畅 大沙河

大沙河布置三个测点 ，分别位于距河口 ６km 、３km 及河口处 ，每天测量 ４ 次 ，统计出
涨潮 、落潮各测点的水质情况如表 ２ ８ 所示 。 从上游往河口 ，沿程水质有所改善 ，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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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３点在涨潮时 DO 、CODC r 、BOD５可以达到 Ⅴ 类水质标准外 ，其他情况下水质都劣于 Ⅴ
类水质标准 。特别是 DS１点在退潮时 BOD５ 、NH３唱N 、TN 、TP分别为 Ⅴ类水质标准的 ６ 、
１２ 、１８ 、８倍 。调查发现 ，大沙河沿岸有 ２２个以上排污口 ，这些排污口大部分本为雨水口 ，
由于没有完全实行雨污分流 ，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污水直接通过雨水系统排入河道 ，致使雨
水口附近河水乌黑 ，散发出阵阵恶臭 ，水中还有垃圾漂浮 。

表 2 8 　大沙河水质监测结果（mg／L）
编号 测点描述 潮时 DO CODCr BOD５ N H ３唱N T N T P

DS１ 距河口 ６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２６

０畅 １５

１２５

９８

６１

４８

２４畅 ８

２６畅 ２

３６畅 １

２９畅 ８

３畅 ０８

２畅 ６３

DS２ 距河口 ３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１１

０畅 ０９

７２

９６

１５

４７

２１畅 ２

２４

２５畅 ９

２９畅 ２

２畅 ２９

２畅 ３６

DS３ 注入深圳湾前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８

３畅 １７

８３

１６

１６

４

１６畅 ５

７畅 ５

１９畅 ３

８畅 ７６

１畅 ６９

０畅 ７３

３畅 新洲河

新洲河全河道位于市区 ，河水污染严重 。 北环路以上段 ，河道被覆盖 ，两岸乱排乱接
现象较严重 ，水面漂浮物及水中悬浮物较多 ；北环路以南至深南大道段 ，为明渠段 ，两岸乱
接乱排现象较少 ；深南大道至河口段污染状况尤为严重 ，受海水顶托 ，河水流速很小 ，河水
呈油状 ，颜色深黑 ，散发出阵阵恶臭 。新洲河也布置三个测点 ，统计出涨潮 、落潮各测点的
水质情况如表 ２ ９所示 。新洲河沿程变化情况和大沙河情况类似 ，但污染程度比大沙河
更为严重 。以 XZ２测点为例 ，退潮时 BOD５ 、NH３唱N 、TN 、TP 分别为 Ⅴ 类水质标准的 ７ 、
４７ 、５１ 、８倍 。

表 2 9 　新洲河水质监测结果（mg／L）
编号 测点描述 潮时 DO CODCr BOD５ N H ３唱N T N T P

XZ１ 距河口 ６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１８

０畅 １１

１６６

１６７

９４

８０

５４畅 １

４７畅 ７

６１畅 ３

５３畅 ５

４畅 ８６

３畅 ２７

XZ２ 距河口 ３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７

０畅 ０８

１１１

９７

６８

３７

９３畅 ６

２８畅 １

１０２ 　　

３７畅 ６

３畅 ０８

２畅 ６　

XZ３ 注入深圳湾前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６

０畅 ２６

９６

１７

４６

４

７４畅 ４

９畅 ５

７７畅 ３

１１　

３畅 ９２

１畅 ３４

４畅 福田河

监测结果表明（表 ２ １０） ，福田河水质沿程变化不明显 ，而且污染程度要好于大沙
河 、新洲河 。调查范围内 ，笋岗路至深南路河段 ，河水浑浊 ，有异味 ，深南路至河口段河水
污黑 ，且发出阵阵恶臭 ，水质仍然是劣 Ⅴ 类 。 以 FT２ 测点为例 ，退潮时 BOD５ 、NH３唱N 、
TN 、TP分别为 Ⅴ类水质标准的 ５ 、９ 、１２ 、５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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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福田河水质监测结果（mg／L）
编号 测点描述 潮时 DO CODCr BOD５ N H ３唱N T N T P

F T１ 距河口 ４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３　

０畅 ０４

１１０

９８

３８

３６

１７畅 ５

２２畅 ２

２３畅 ２

２７畅 １

２畅 ３５

３畅 ４２

F T２ 距河口 ２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４４

１畅 ３７

１２７

３４

４８

２２

１７畅 ４

１７畅 ８

２５畅 １

２５畅 ６

１畅 ９９

２畅 １８

F T３ 注入深圳湾前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４

０畅 ０５

８９

４５

３９

１６

１９ 　

１８畅 ３

２２畅 ９

２０畅 ２

２畅 ０５

２畅 ２９

５畅 布吉河

布吉河水质沿程变化也不明显 ，调查河段内水流颜色污黑 ，多处河段散发出阵阵恶
臭 ，其污染程度比福田河严重 。布吉河水质监测结果如表 ２ １１所示 。以 BJ２测点为例 ，
退潮时 BOD５ 、NH３唱N 、TN 、TP分别为 Ⅴ类水质标准的 ４ 、１２ 、１５ 、１１倍 。

表 2 11 　布吉河水质监测结果（mg／L）
编号 测点描述 潮时 DO CODCr BOD５ N H ３唱N T N T P

BJ１ 距河口 ６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４

０畅 ０６

１４０

８１

６１

２８

２５畅 １

２０畅 １

３５畅 ８

２４畅 ８

３畅 ８４

２畅 ７３

BJ２ 距河口 ３km
左右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４

０畅 ２３

１１１

１１５

３８

４５

２４畅 ２

１８畅 ３

３０畅 ６

２６畅 ２

４畅 ２３

３畅 ８９

BJ３ 注入深圳湾前
落潮

涨潮

０畅 ０４

０畅 ０７

１４１

４２

７２

１４

２５畅 ６

１４畅 ５

３２畅 ７

１５畅 ５

５畅 ０５

１畅 ９５

2畅2畅3 　海湾近期水质状况

为了了解深圳湾及其邻近海域（珠江口）的水质状况 ，进行了两次调查 。 第一次从
２００４年 ２月 １１ ～ １３日 ，对深圳湾口进行了水文 、泥沙和水质元素调查 。 调查共完成 １７
个大面站 、２个 １３小时连续站的观测 ，详细站位见图 ２ ７ ，其中 L１２ 是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的连
续站位 ，赤湾是验潮站 ，L１和 L２是本航次的 １３小时连续站 ，其他以阿拉伯数字标识的是
本航次的大面站 。第二次从 ２００４年 ４月 ２１ ～ ２６ 日 ，在虎门到赤湾段珠江河口东侧的水
域和深圳湾内 ，进行了 ２个 １５小时的连续站和 ４０个大面站（站位见图 ２ ８）水文 、水质调
查 ，调查目的是为引水决策和引水口选择提供环境方面的基础资料 。 本节主要对第一次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表 ２ １２给出了各大面站的监测结果 ，SS表示固体悬浮物 。 可以看出 ，不同的站位 ，
除了 DO 和 pH 外 ，各项物质的含量相差很大 ，最大和最小一般差十几倍 ，有的可以差几
十倍 ，例如氨 ，１８号和 ６号站竟相差 ４５畅 ９ 倍 。 除了 DO 和 pH 外 ，其他元素都是 １８ 号站
含量最高的 ，水质最差 。其次是 １７ 号和 １６ 号站 。 从站位图上可以看到 ，它们都位于湾
顶 ，受深圳河水的影响最明显 ，随着离河口的距离增加 ，各种物质含量逐渐减少 ，至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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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７ 　深圳湾水文水质第一次调查监测站位分布图

图 ２ ８ 　深圳湾水文水质第二次调查监测站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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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大面站水质（mg／L）
站号 SS CODMn BOD５ DO pH T P T N N H ３

１ ８畅 ８ ０畅 ７４ ０畅 ４８ ５畅 ３０ ７畅 ９４ ０畅 ０８８ １畅 ２１０ ０畅 ４８３

２ １０畅 ４ ０畅 ６０ ０畅 ５４ ４畅 １６ ７畅 ９６ ０畅 ０８７ １畅 ０６５ ０畅 ３８８

３ ３畅 ８ ０畅 ７４ ０畅 ８５ ２畅 ０６ ７畅 ９８ ０畅 ０９２ ０畅 ９３５ ０畅 ５０１

４ ２畅 ４ ０畅 ７４ ０畅 ８８ ２畅 ６１ ７畅 ９６ ０畅 １１２ １畅 ４７０ ０畅 ９１９

５ １３畅 ０ ０畅 ７０ ０畅 ５５ ５畅 ４３ ８畅 ０２ ０畅 ０８７ ０畅 ９８５ ０畅 ３６１

６ ５畅 ８ ０畅 ５３ ０畅 ４５ １畅 １０ ８畅 ０１ ０畅 ０９５ ０畅 ８２５ ０畅 ３３０

７ ３畅 ６ ０畅 ９５ １畅 ０４ ４畅 ５７ ７畅 ９３ ０畅 １２０ １畅 ５２０ １畅 ３３７

８ ５畅 ２ １畅 ００ ０畅 ７４ １畅 ６５ ７畅 ９０ ０畅 １１４ １畅 ３５５ １畅 ２８７

９ ８畅 ６ ０畅 ７４ ０畅 ８６ ２畅 ７８ ７畅 ９８ ０畅 ０８６ １畅 ０２５ ０畅 ４０１

１１ １１畅 ２ ０畅 ７７ ０畅 ７０ ５畅 ４９ ７畅 ８７ ０畅 １５３ １畅 ６２０ １畅 ５２０

１２ １０畅 ０ ０畅 ９６ ０畅 ７５ １畅 ２６ ７畅 ８８ ０畅 １４４ ２畅 ０３０ １畅 ５４６

１３ ３畅 ２ １畅 ０２ １畅 ６２ ４畅 ７１ ７畅 ７７ ０畅 ２２１ ２畅 ４７０ ２畅 １３０

１４ ７畅 ６ １畅 １８ １畅 ３２ ４畅 ３５ ７畅 ７９ ０畅 ２１４ ２畅 ６７５ ２畅 ２５１

１５ ５畅 ６ １畅 ０９ １畅 ５６ ８畅 ７０ ７畅 ７０ ０畅 ２２５ ２畅 ８７５ ２畅 ６６１

１６ １０畅 ６ ２畅 １４ ２畅 ０９ ３畅 ７９ ７畅 ４３ ０畅 ４８６ ９畅 ７００ ６畅 ９１６

１７ １５畅 ６ ２畅 ８８ ３畅 ３０ １畅 ５５ ７畅 ４３ ０畅 ６１５ ９畅 ８３０ ７畅 ９７４

１８ ３３畅 ６ ４畅 ７７ ５畅 ８８ ６畅 ５９ ７畅 ２９ １畅 ２３ １６畅 ３３０ １５畅 １４３

海水三类

水质标准

≤ １００

　

≤ ４

　

≤ ４

　

＞ ４

　

６畅 ８ ～ ８畅 ８

　

活性磷酸盐

≤ ０畅 ０３０

无机氮

≤ ０畅 ４０

水质最好 。 CODMn 、BOD５ 指标在位于深圳河口的 １８ 号站超标 ，在其他各站均能满足海
水三类水质标准 ；而氮 、磷指标在各点均超标 ，且在深圳河口超标最为严重 。

从 L１和 L２连续站水质统计表 ２ １３中 ，可以看出 ：同一个站 ，不同时间各种物质的
含量也不一样 ，除了 DO 和 pH 外 ，其他的可以相差几倍 ，有时相差十几倍 ，主要取决于人
类的活动 。 L１和 L２站比较也证明了整个海湾氮 、磷超标严重 ，且在湾口的水质较湾内
好 。

表 2 13 　 L1和 L2连续站水质统计（mg／L）
站号 日期 时间 SS CODMn BOD５ DO pH T P T N N H ３

L１ ２畅 １２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５畅 ６

６畅 ０

１１畅 ８　

５畅 ６

５畅 ２

３畅 ２

９畅 ２

０畅 ９３

０畅 ８２

０畅 ６６

０畅 ５３

０畅 ７０

０畅 ７３

０畅 ７３

０畅 ６６

０畅 ８６

０畅 ４２

０畅 ４０

０畅 ９６

０畅 ３７

０畅 ５６

３畅 ４５

２畅 ９９

４畅 ２５

３畅 ８６

５畅 ６３

５畅 ７３

５畅 １４

７畅 ８５

７畅 ８５

７畅 ９２

８畅 ０１

８畅 ０３

７畅 ９７

７畅 ８６

０畅 ０８８

０畅 １７０

０畅 ０８３

０畅 ０５４

０畅 ０７９

０畅 ０９８

０畅 １１９

２畅 ９６０

１畅 ７８０

０畅 ９１５

１畅 ３３５

０畅 ９３０

１畅 ０７５

１畅 ２９５

２畅 ７１３

１畅 ４２７

０畅 ６６１

０畅 １９２

０畅 １８５

０畅 ９６７

１畅 ０４９

平均 ６畅 ７ ０畅 ７３ ０畅 ６０ ４畅 ４４ ７畅 ９３ ０畅 ０９８ １畅 ４７０ １畅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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