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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一）编制原则及依据

1.编制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加强源头预防和管控，积极推进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绿

色转型，严控涉水重污染行业发展，实行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

量置换。

（2）综合施策，系统治理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增容并举，推动城镇与乡村、

陆域与水域、上游与下游系统保护、综合治理。

（3）突出重点，集中攻坚

以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生态流量匮乏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为重点，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科学分析污染来源与成因，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集中在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等重点区域、领域攻坚。

（4）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客观分析断面水环境和水生态等现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础和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结合断面范围内资源禀赋等不同特点，系统设计

提升措施。

（5）统一规划，分步推进

加强与余干县“十四五”相关重点专项规划协调衔接，增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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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工程项目等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有计划、分步骤推进行动计划

的落实。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既要发挥好政府部门编制方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听取和吸纳

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增强方案编制的民主性，提高方案编制工作的

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

2.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10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1月 1日）

[4]《江西省环境保护条例》（2008年 11月 28日修订）

[5]《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0年 12月 29日国务院

令第 588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 1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 1月 8日修订）

[9]《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2012年 3月 29日通过审议）

[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 5月 1日）

[1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4年 1月 1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6年 2月 29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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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

（2）技术标准与规范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畜禽养殖业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修改

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6年第 21号）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43-2010）

[5]《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6/852-2015）

（3）其他相关文件资料

[1]国家发改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

关条款的决定》（2013年第 21号令）

[2]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

3号）

[3]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号）

[4]《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

[5]《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

[6]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以推进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

抓手打造河长制升级版的指导意见》（赣办发〔2017〕7号）

[7]《江西省生态功能区划》（江西省环境保护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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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长江之肾”鄱阳湖生态环境整治四个方面突出问题三十条对

策十点启示的建议案

[9]《江西省鄱阳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7-2025年）》（征求意

见稿）

[10]《江西省鄱阳湖水质改善方案方案》

[11]《鄱阳湖总磷污染控制方案》（2019年）

[12]《上饶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0年）

[13]《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上饶市水生态环境保

护要点》（2021年）

[14]《上饶市鄱阳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15]《余干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16]《余干县 2021年统计年鉴》（余干县统计局）

[17]《鄱阳湖上饶余干湖区水体达标方案（2018-2020年）》

[18]《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编制鄱阳湖“一断面

一策”治理方案的通知》

（二）项目要求

1.实施范围

本方案的重点实施范围为康山断面汇水范围，主要涉及康山乡、

大塘乡、东塘乡、石口镇等乡镇，面积约 605平方公里。

2.主要控制因子

从 2018-2021年康山断面监测数据来看，该断面丰水期、枯水期

和全年期水质都劣于Ⅲ类，总磷以外的其他指标达Ⅲ类标准，总磷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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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Ⅲ类标准。2018-2021年总磷年均值分别为 0.073 mg/L、0.075 mg/L、

0.073 mg/L、0.072 mg/L。按“十四五”考核要求总磷≤0.07 mg/L来说，

均不达标。因此，该断面主要控制因子为总磷。

3.预期目标

通过对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断面水质状况、污染源和水生态环境

现状进行分析，精准诊断该断面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

出水质提升措施，预期到 2025年，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总磷浓度持

续下降，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生态修复工作有序开展，国控断面

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稳定达到Ⅲ类标准，总磷≤0.07 mg/L，重要水

体实现“有鱼有草”，争取实现“人水和谐”。力争到 2030年，国控断

面化学需氧量、总磷浓度、氨氮浓度均稳定达到Ⅲ类标准。

4.完成时限

以 2022年为基准年，实施期限为 2022-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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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概况及水环境质量现状

（一）流域概况

1.流域概况

（1）地理位置

余干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东与万年县接壤，西连南昌、进贤县，

南与余江县、东乡区毗邻，北邻鄱阳县、都昌县，位于东经

116°13'45"-116°54'24"，北纬 28°21'36"-29°3'24"，国土面积 2331 km2。

县政府驻地玉亭镇位于余干县中心，陆路距南昌 56 km、景德镇市 100

km、鹰潭 68 km，位于三市之中，向东至上饶市区 167 km，素有“八

省通衢”之称。余干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周边有南昌、景德

镇两个机场，有浙赣、皖赣、鹰厦、京九四条铁路，有上海至瑞丽、

北京至福州、济南至广州、南昌至德兴四条高速，县境有 G206、G236、

昌万公路等国、省道通过。余干县已基本形成铁路、高速、水运、出

境通道与县乡公路配套健全的立体交通网络。

从汇水范围来看，余干县境内河流、湖（库）众多，汇水比较复

杂，汇水主要受水利工程的影响，如防洪堤、排涝沟等；县境之外主

要受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信江，二是赣江南支、三是抚河。

根据余干县境内河流水系分布、防洪堤布设等，可将余干县划分

为 6个汇水区，分别是：东南汇水区、西南汇水区、枫港汇水区、江

埠汇水区、环湖汇水区和东塘汇水区。

（2）自然概况

1）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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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县地形地貌基本上由低丘和滨湖平原所构成，东南高，西北

低，由东南部丘陵向西北缓慢倾斜，过渡到湖滨平原。海拔高度一般

为 150-250 m左右，最高峰李梅岭海拔高度 290 m，最低点在北部皇

帝帽，海拔 13 m左右。余干县辖区的中部为平原区，东南部为低丘

区，西北部为湖区。地表结构大体分为“四水三山二分田，一分道路

和庄园”，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县城处于信江下游的河谷

松平原上，除东山岭地势较高外，县城其他地方地势都较为平坦低洼，

湖泊众多。

2）水文水资源状况

余干县水资源量丰富，地表水径流量大，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5.79×108 m3，工程蓄水和天然湖塘蓄水可达 16×108 m3，人均占有

蓄水量 2300 m3，耕地亩平均占有量 2086 m3，在全国排列中属丰水

区。信江年平均流量 888 m3/s，98年最高梅港水位为 29.84 m（吴淞

水位），70年最枯流量为 60 m3/s，最低水位 18.04 m，81年最枯流

量为 50.8 m3/s，最低水位 17.93 m，洪水频率为 5%。县域地下水位高，

潜力大，资源丰富，在信江河谷的松散岩孔隙水区中部，即枫港—县

城—保安山煤矿一带覆盖岩溶水，县城—杨港一带，含水层汇水面积

68×106 m2，覆盖型裂隙水开采资源量为 31.4 万 t/d，地下水位 3-6 m。

3）气候气象条件

余干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

期长，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多年平均气温为

17.8℃，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 5.2℃，极端最低气温为-14.3℃，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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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气温 29.7℃，极端最高气温为 40℃。近 10余年，冬季气温逐

渐变暖，大霜、大雪、大冰冻天气少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586.4 mm，

4、5、6月为降雨集中季节，占全年降水量的 40-50%，月平均降雨量

都在 200 mm以上，年平均蒸发量为 1557.7 mm，7-11月的蒸发量均

大于降雨量，有明显的伏旱和秋旱现象，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1%。

4）土壤特征

余干县地域总面积为 233636.35 ha，其中耕地为 69360.25 ha，园

地 1029.65 ha，林地为 38871.04 ha，水面有 64023.67 ha，人均土地面

积 5.13亩，人均耕地 0.93亩。余干县地处红壤带，全县土壤可划分

为 5 个土类、9个亚类、29个土属、74个土种，其中以水稻土和红

壤为主。

（3）经济社会概况

（1）行政区划

余干县下辖 1个城市社区、9个镇、11个乡、5个场：城市社区

管委会、玉亭镇、乌泥镇、石口镇、瑞洪镇、九龙镇、社赓镇、古埠

镇、黄金埠镇、杨埠镇、洪家嘴乡、鹭鸶港乡、康山乡、大塘乡、东

塘乡、三塘乡、江埠乡、枫港乡、白马桥乡、梅港乡、大溪乡、禾斛

岭垦殖场、信丰垦殖场、康山垦殖场、渔池湖水产场、生态林业总场。

（2）人口分布与密度

据据《2021 余干统计年鉴》，2021 年全县年末常住人口 83.24

万人，两年平均人口 83.65万人；总性别比为 109.51，自然增长率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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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类型

余干县为上饶市西部农业大县，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素

有“鱼米之乡”之称，境内土特产主要有余干枫树辣椒、余干乌黑鸡、

藜蒿、黑芝麻、粉丝、芡实等农特产品，有鄱阳湖银鱼、酒糟鱼、黑

蚬、青虾、鳜鱼、河蟹、乌鱼等珍稀水产品。

近年来，在余干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工业得到了持

续、稳定的发展。江西余干工业园区于 2006年 3月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升格为省级工业园区，2016年 2月经省政府研究同意更名为江西

余干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一个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10 km2。目前，余干县已形成新型建材、电子服装、医药食品、水钻

等主导产业，全力引进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装备制造、锂电及电动汽车、文化暨创意、绿色食品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

近年来，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结合区域优势，大力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电子商务产业及乡镇、村服务产业；金融服务业也得到较

大发展。

（4）经济指标

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8.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3.1亿元，增长7.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

值70.8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4.6亿元，增长9.7%。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2.3：29.7：48.0，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

比重较上年分别下降了0.3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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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断面汇水范围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主要涉及康山乡、大塘乡、东塘乡、石口镇，

面积 605平方公里。

（二）断面水质变化情况分析

康山断面位于上饶市余干县，属于湖泊断面。根据《江西省水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赣府发〔2015〕62号）地表水考核断面清单，

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断面的考核要求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对康山断面自 2018年至 2021年

的水质变化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康山水质监测断面分布图如下图

2.2-1所示。

图 2.2-1 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断面汇监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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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断面现状图

康山断面每月监测指标为 24项，包括水温、pH、溶解氧、高锰

酸盐指数、COD、BOD5、氨氮、TP、TN、铜、锌、氟化物、石油类、

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硫化物和粪大肠菌群。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

办〔2011〕22 号），对该断面 2018 年至 2021年每月监测结果进行

评价。评价结果显示：2018年至 2021年康山断面每年水质基本维持

在Ⅳ类水质标准，并连续 4年均出现Ⅴ类水，年水质达到Ⅲ类水质标

准的月份逐渐变少，整体水质状况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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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2018-2021年康山断面水质类别统计

年份
断面

名称
I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总计

2018 康山 0 0 3 7 2 12
2019 康山 0 0 4 6 2 12
2020 康山 0 0 1 10 1 12
2021 康山 0 0 2 9 1 12

合计 0 0 10 32 6 48

表 2.2-2 2018-2021年康山断面逐月水质状况

年份
断面

名称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8 康山 Ⅳ Ⅴ Ⅳ Ⅳ Ⅴ Ⅳ Ⅳ Ⅲ Ⅲ Ⅲ Ⅳ Ⅳ
2019 康山 Ⅴ Ⅴ Ⅳ Ⅲ Ⅳ Ⅳ Ⅲ Ⅲ Ⅳ Ⅳ Ⅳ Ⅲ
2020 康山 Ⅳ Ⅳ Ⅳ Ⅳ Ⅳ Ⅴ Ⅳ Ⅳ Ⅳ Ⅳ Ⅲ Ⅳ
2021 康山 Ⅴ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Ⅲ Ⅲ Ⅳ

康山国控断面水质总磷按照“十四五”鄱阳湖湖库考核总磷指标

0.07 mg/L 的标准。由 2018-2021年逐月水质数据可知，总磷超标主

要集中在每年的上半年，超标次数逐年减少。综合分析各断面水质监

测数据，总磷是康山断面的主要污染物。

图 2.2-3 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断面 2018-2021年总磷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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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断面污染源调查及主要水环境问题识别

（一）污染源现状调查

1.入河（湖）排口污染

2019年 9月‒12月针对鄱阳湖滨湖区入湖排口进行了调查，从中

筛选了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的排口情况，共取得有总磷浓度的排口

26个（图 3.1-1）。结果显示，康山断面范围内排口总磷平均浓度为

0.267 mg/L，溶解性总磷平均浓度为 0.127 mg/L，颗粒态总磷占比为

52.63%。图 3.1-2显示，相对其他断面，康山断面汇水区排口总磷含

量很高，特别是水库和外湖型排口，浓度分别为 0.446 mg/L和 0.312

mg/L，种植业排渠和农村排污类型相对较低，但也分别达到 0.233

mg/L和 0.198 mg/L。箱型图显示，存在异常值，余干县东塘乡的信

瑞联玗附近种植排渠浓度达 1.194 mg/L，排入东大河。

图 3.1-1 康山断面滨湖区排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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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康山断面滨湖区排口总磷平均浓度

根据《上饶 2021年入河排污口台账》中的数据，筛选了康山断

面汇水范围乡镇内的入河（湖）排污口的排放情况。康山断面范围内

共统计到 8个，有总磷浓度的排污口共 3个，平均浓度为 0.247 mg/L，

特别是位于玉亭镇的规模以上的余干县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出水浓度

达 0.380 mg/L，说明排污口对康山断面的影响较大。此外，根据上饶

市水利设施分布图，发现康山汇水范围内有三十余个其他排口，多排

入饶河及信江支流，如东大河、乐安河、互惠河等。

综合排口位置和类型，康山范围内排口污染对断面影响很大，滨

湖区排口总磷释放浓度极高，且汇水范围内也有较多排口排入各级入

湖支流，特别是断面东南方向内湖区域有多个种植业排渠排入信江，

很快进入湖体。

2.农业面源污染

（1）种植业污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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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为初步摸清汇水区域对康山断面的影响，根据《排放

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余干湖水环境》、《农

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等相关材料，计算种植业污染情况。

①种植业水污染物（氨氮/总氮、总磷）排放（流失）量采用产

排污系数法核算，等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园地面积与相应污染物排

放系数以及当年度种植业含氮化肥或含磷化肥单位面积使用量与

2017年度种植业含氮化肥或含磷化肥单位面积使用量的比值（计算

总氮和氨氮时用含氮化肥用量、计算总磷时用含磷化肥用量）相乘，

某项污染物排放（流失）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0

∗ 10−3

其中：Qj指种植业第 j项污染物排放（流失）量（单位：吨）；

Ag指某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单位：公顷）；

egj指某省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第 j项水污染物流失系数（单位：公斤/

公顷）；

Ay指某省园地的面积（单位：公顷）；

eyj指某省园地第 j项水污染物流失系数（单位：公斤/公顷）；

qj指某省调查年度用于种植业的含氮化肥（含磷化肥）单位面积使用

量（单位：公斤/公顷）；

q0指某省 2017年度用于种植业的含氮化肥（含磷化肥）单位面积使

用量（单位：公斤/公顷）；

②种植业 COD排放量估算

根据《鄱阳湖水环境》、《农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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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取水田得污染源强为 3.19 kg/（亩·年），旱地 0.67 kg/（亩·年）。

结合各区域得农田面积，采用排污系数法计算 COD排放量。

康山断面主要涉及余干县 7个乡镇，上游流域的农作物面积约为

31304.1公顷，园地面积约为 417.83公顷。

③污染负荷计算结果

余干县种植业的 COD 排放量为 15838.98 t/a，氨氮排放量为

319.10 t/a，总磷排放量为 287.47 t/a，总氮排放量为 2257.87 t/a。康山

断面种植业的污染量为：COD 排放量为 1710.23 t/a，氨氮排放量为

34.26 t/a，总磷排放量为 30.92 t/a，总氮排放量为 241.81 t/a，占比约

10.7%。其中排放量最大的是石口镇，其次是东塘乡，第三是鹭鸶港

乡。

表 3.1-1 康山分镇街农业种植污染物排放量

控制断面 乡镇 COD 氨氮排放量 总氮排放量 总磷排放量

康山

玉亭镇 279.16 5.55 39.08 5.02
乌泥镇 129.67 2.66 18.93 2.38
石口镇 528.95 10.58 74.68 9.56
康山乡 117.70 2.34 16.45 2.12
东塘乡 288.20 5.72 40.25 5.18
大塘乡 84.87 1.80 13.04 1.60

鹭鸶港乡 281.67 5.60 39.38 5.07
合计（t/a） 1710.23 34.26 241.81 30.92

注：种植业面积出处于 2021年余干县土地利用现状汇总表

（2）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产生量

和排放量均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

污染物产生量：第 i类畜禽养殖的水污染物产生量等于第 i类畜

禽的养殖量乘以产污系数，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物产生量等于 5类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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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下同）养殖的污染物产生量之

和。某项水污染物产生量公式如下：

Qij畜排 = qi规模 ∗ fij规模 + qi养殖户 ∗ fij养殖户 ∗ 10−3

Qj畜排 =
�

�

���畜排�

其中：Qij 畜排指某省第 i类畜禽养殖第 j项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吨）；

qi 规模指某省第 i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存/出栏量（单位：头/羽）；

eij 规模指某省第 i类畜禽规模化养殖第 j项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千

克/头（羽））；

qi 养殖户指某省第 i类畜禽养殖户存/出栏量（单位：头/羽）；

eij 养殖户指某省第 i类畜禽养殖户第 j项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千克/

头（羽））；

Qj 畜排指某省畜禽养殖第 j项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吨）。

污染负荷计算结果：

余干县畜禽养殖业COD排放量为 959.73 t/a，氨氮排放量为 17.46

t/a,总氮排放量为 76.91 t/a，总磷排放量为 16.99 t/a。康山断面 COD

排放量为 188.84 t/a，氨氮排放量为 3.09 t/a，总磷排放量为 3.27 t/a，

总氮排放量为 14.49 t/a。其中排放量最大的是石口镇，占比 88%以上。

表 3.1-2 康山分镇街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

控制断面 乡镇 COD排放量 氨氮排放量 总氮排放量 总磷排放量

康山

玉亭镇 6.04 0.04 0.35 0.09
石口镇 167.76 2.96 13.27 2.95
乌泥镇 2.51 0.02 0.14 0.04
大塘乡 3.44 0.02 0.20 0.05

鹭鸶港乡 2.83 0.02 0.16 0.04
东塘乡 6.27 0.04 0.36 0.10

合计（t/a） 188.84 3.09 14.4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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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畜禽养殖业计算数据为余干县畜禽养殖规划提供的数据

（3）水产养殖业污染现状

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等于人工水产养殖的水产品产量与排放系数

相乘，人工水产养殖的水产品产量等于人工养殖海水产品产量与人工

养殖淡水产品产量之和。某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10−3

其中：Qj指某省水产养殖第 j项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吨）；

q指某省水产养殖的水产品产量（单位：吨）；

ej指某省水产养殖第 j项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千克/吨）。

余干县水产养殖业的 COD排放量为 1790.27 t/a，氨氮排放量为

82.66 t/a，总氮排放量为 260.16 t/a，总磷排放量为 47.90 t/a。康山断

面水产养殖业 COD排放量为 1145.17 t/a，氨氮排放量为 52.88 t/a，总

磷排放量为 166.42 t/a，总氮排放量为 30.64 t/a，占全县的 37.57%。

其中排放量最大的是大塘乡，占比 56.31%，其次是石口镇，第三是

康山乡。

表 3.1-3 康山分镇街水产养殖污染物排放量

控制断面 乡镇 COD排放量 氨氮排放量 总氮排放量 总磷排放量

康山

玉亭镇 41.85 1.93 6.08 1.12
石口镇 229.87 10.61 33.40 6.15
乌泥镇 10.06 0.46 1.46 0.27
大塘乡 644.87 29.78 93.71 17.26

鹭鸶港乡 35.40 1.63 5.14 0.95
东塘乡 41.87 1.93 6.08 1.12
康山乡 141.26 6.52 20.53 3.78

合计（t/a） 1145.17 52.88 166.42 30.64
注：水产养殖业计算数据来源于余干县局提供的面积，产量=面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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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污染

（1）城镇生活污染

根据《生活源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核算城镇生活源污

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365×�×�×�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100;

���,� = ���,� − ���,�;

其中，QCS为城镇生活污水产生量（万吨），R为城镇常住人口（万

人），q为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系数（升/（人·天）），K为折污系

数（无量纲）；QPF为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WLY为污水处理

厂生活污水再生利用量（万吨）;PCS,i为污染物 i的产生量（吨），Fi

污染物 i的产污浓度系数（毫克/升）；PCL,i为污染物 i的去除量（吨），

WQC,i为污水处理厂对污染物 i的去除量（吨）；WCL为污水处理厂的

生活污水处理量（万吨），Cin，i和Cout，i分别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 i的进水和出水浓度（毫克/升）；PPF,i为污染物 i的排放量（吨）。

《生活源产排污核酸方法和系数手册》结合行政区划，并充分考

虑地理环境因素、城市经济水平、气候特点和用排水特征等，将全国

（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划分为六个区域，不同区域城镇居民人

均综合生活用水量、折污系数和城镇综合生活污水中污染物浓度等产

生系数不同，上饶市该分类中的四区，相关产生系数见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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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上饶市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产生系数表

地区 指标名称 符号 单位 产生系数

上饶（四区）

人均综合生活用

水量
q 升/（人·天） 203

折污系数 K 无量纲 0.85
化学需氧量 COD 毫克/升 340

氨氮 NH3-N 毫克/升 32.6
总氮 TN 毫克/升 44.8
总磷 TP 毫克/升 4.27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各乡镇城镇常住人口用 2021年常住人口数

据再根据余干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折算得到。余干及康山断面汇水范

围内存在一个县级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即余干县污水处理厂。该污

水处理厂 2021年运行数据如下表（表 3.1-5 ）：

表 3.1-5 余干县污水处理厂 2021年运行情况表

地区
单位名

称

年平均处

理水量（万

吨/日）

年平均进水浓度(mg/L) 出水平均出水浓度(mg/L)

COD
氨

氮
总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氮 总磷

上饶

余干县

污水处

理厂

1.75 123.13 9.92 13.72 1.43 14.72 0.87 5.11 0.20

上饶市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分镇街城镇生活污染源计算结果如表

3.1-6所示。根据污染源计算结果，康山及余干断面汇水范围内城镇

生活污水 COD排放量共计 491.24吨/年，排放量最大的石口镇、玉亭

镇和乌泥镇，占比分别达到 62.12%、19.19%和 18.69%。氨氮排放量

共计 43.63吨/年，排放量最大的是石口镇、乌泥镇和玉亭镇，占比分

别达到 67.05%、20.18%和 12.77%。总氮排放量共计 85.04吨/年，排

放量最大的是石口镇、玉亭镇和乌泥镇，占比分别达到 47.28%、

38.49%和 14.23%。总磷排放量共计 85.04吨/年，排放量最大的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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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镇、玉亭镇和乌泥镇，占比分别达到 47.28%、38.49%和 14.23%。

表 3.1-6 分镇街城镇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

断面 镇街
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康山

大塘乡 0.00 0.00 0.00 0.00
石口镇 305.14 29.26 40.21 3.83

鹭鸶港乡 0.00 0.00 0.00 0.00
乌泥镇 91.82 8.80 12.10 1.15
玉亭镇 94.28 5.57 32.73 1.28
康山乡 0.00 0.00 0.00 0.00
东塘乡 0.00 0.00 0.00 0.00
总计 491.24 43.63 85.04 6.27

（2）农村生活污染

根据《生活源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核算农村生活源污

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 = 365×�×� 1000；

���,� = � × �� × 365/100;

���,� = ���,� ×（1 − XC/XZ × ��）;

其中，���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为农村常住人口（万人），

�为污水排放系数（升/（人·天））；���,�为污染物 i的产生量（吨），

��为污染物 i的产污强度（克/人·天）；���,�为污染物 i的排放量（吨），

XC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数量，XZ为行政村总数，Zi为污染物

综合去除率。

上饶市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及污染物产污强度根据《生活源产

排污核酸方法和系数手册》按区域查询得到，如表 3.1-7所示。

表 3.1-7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及污染物产污强度

地区 污水排放系数（升/
（人·天））

产污强度（克/人·天）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上饶市 40.69 25.09 2.06 3.1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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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各乡镇农村常住人口用 2021年常住人口数

据再根据余干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折算得到。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

政村数量为 2021年上饶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计数据，分镇街农村

生活污水排放量计算结果如表 3.1-8所示。根据污染源计算结果，康

山及余干断面汇水范围内农村生活污水 COD排放量共计 971.96 吨/

年，排放量最大的玉亭镇、东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分别达到 23.25%、

22.25%和 22.06%，其他乡镇占比均小于 20%。氨氮排放量共计 80.79

吨/年，排放量最大的玉亭镇、东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分别达到

23.40%、22.17%和 21.79%，其他乡镇占比均小于 20%。总氮排放量

共计 123.31吨/年，排放量最大的玉亭镇、东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

分别达到 23.49%、22.13%和 21.62%，其他乡镇占比均小于 20%。总

氮排放量共计 123.31吨/年，排放量最大的玉亭镇、东塘乡和鹭鸶港

乡，占比分别达到 23.49%、22.13%和 21.62%，其他乡镇占比均小于

20%。总磷排放量共计 9.07吨/年，排放量最大的玉亭镇、东塘乡和

鹭鸶港乡，占比分别达到 23.46%、22.14%和 21.67%，其他乡镇占比

均小于 20%。

表 3.1-8 分镇街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

断面 镇街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康山

大塘乡 73.63 6.05 9.16 0.67
石口镇 132.20 11.13 17.12 1.26

鹭鸶港乡 214.40 17.60 26.66 1.97
乌泥镇 31.02 2.75 4.37 0.32
玉亭镇 225.98 18.90 28.96 2.13
康山乡 78.48 6.44 9.76 0.72
东塘乡 216.25 17.91 27.28 2.01
总计 971.96 80.79 123.31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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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污染汇总

汇总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的城镇生活源和农村生活源，得到断面

汇水范围内分镇街生活污染源排放量及其占比，如表 3.1-9、图 3.1-3

所示。根据污染源计算结果，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生活污水 COD排

放量共计 1463.21吨/年，其中石口镇和玉亭镇排放量最大，占比分别

达到29.89%和21.89%，其次为东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分别为14.78%

和 14.65%，其余乡镇占比均小于 10%。氨氮排放量共计 124.42 吨/

年，其中石口镇排放量最大，占比达到 32.46%，其次为玉亭镇、东

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分别为 19.67%、14.4%和 14.15%，其余乡镇

占比均小于 10%。总氮排放量共计 208.35 吨/年，其中玉亭镇和石口

镇排放量最大，占比分别达到 29.61%和 27.51%，其次为东塘乡和鹭

鸶港乡，占比分别为 13.09%和 12.8%，其余乡镇占比均小于 10%。

总磷排放量共计 15.34 吨/年，其中石口镇排放量最大，占比达到

33.18%，其次为玉亭镇、东塘乡和鹭鸶港乡，占比分别为 22.23%、

13.09%和 12.82%，其余乡镇占比均小于 10%。

表 3.1-9 分镇街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

断面 镇街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康山

大塘乡 73.63 6.05 9.16 0.67
石口镇 437.34 40.39 57.33 5.09

鹭鸶港乡 214.40 17.60 26.66 1.97
乌泥镇 122.84 11.56 16.47 1.47
玉亭镇 320.26 24.47 61.69 3.41
康山乡 78.48 6.44 9.76 0.72
东塘乡 216.25 17.91 27.28 2.01
总计 1463.21 124.42 208.35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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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分镇街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吨）

4. 工业企业污染

在康山断面的汇水范围内，根据余干县 2020年环统数据，工业

污染源的分布如下图所示，玉亭镇存在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

量、COD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总氮排放量及总磷排放量见下

表。根据统计结果可知，2020年康山断面的汇水范围内工业废水 COD

排放总量为 4.329吨、氨氮排放总量为 0.569吨、总氮排放量为 2.121

吨、总磷排放量为 0.20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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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康山汇水范围内各乡镇工业污染源分布状况

表 3.1-10 康山汇水范围内各乡镇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状况

乡镇名称

工业废水排放

量（吨/年）
COD（t/a） 氨氮（t/a） 总氮（t/a） 总磷（t/a）

产生

量

排放

量

产生

量

排放

量

产生

量

排放

量

产生

量

排放

量

产生

量

排放

量

大塘乡 0 0 0 0 0 0 0 0 0 0
石口镇 0 0 0 0 0 0 0 0 0 0

鹭鸶港乡 0 0 0 0 0 0 0 0 0 0
乌泥镇 0 0 0 0 0 0 0 0 0 0
玉亭镇 74982 74982 463.77 4.329 2.356 0.569 5.439 2.121 0.689 0.207
康山乡 0 0 0 0 0 0 0 0 0 0
东塘乡 0 0 0 0 0 0 0 0 0 0

5.航运采砂污染

在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无登记注册的船舶和港口，但康山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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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鄱阳湖余干湖区主航道，运输煤炭和砂石的船只过往扰动底泥会

对该断面有影响。

6.其他污染情况

根据余干县统计年鉴，余干县 2331 km2。根据国家制定的断面汇

水区县范围，康山断面汇水区均在余干县，土地面积为 826.8 km2，

占余干县的 35.47%。

（1）城市径流

城镇径流核算方法参照文献《基于源汇过程模拟的鄱阳湖流域总

磷污染源解析》，针对城镇的屋面、绿地、街道和小区路面范围，采

用 SCS径流曲线法计算降雨径流量，乘以地表径流平均污染物浓度

测算，污染物浓度值参考文献《我国城市面源污染特征的研究现状》

和《城市面源污染的污染特征研究》。求得鄱阳县和余干县城市径流

总磷入湖量分别为 11.77 t/a和 7.75 t/a，根据断面汇水区范围划分，

康山汇水区范围内总磷入湖量约为 2.31 t/a。

（2）湖区其他污染

主要包括干湿沉降、内源释放、候鸟粪便等，核算方法参照文献

《基于源汇过程模拟的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源解析》，依据实测数据

计算，鄱阳湖湖面面积按 2692 km2计，求得污染负荷后，上饶湖区

按面积比例折算。

对 2008-2015年相关数据年份逐月干湿沉降污染负荷通量进行估

算，求得上饶湖区多年平均的总磷干湿沉降量为 38.34 t/a。根据磷吸

附/解吸平衡方程，鄱阳湖沉积物总磷释放量约为 11 mg/kg，求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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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湖区沉积物总磷释放量为 147.13 t/a。

鄱阳湖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最重要的越冬

地，是多种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与重要栖息地。历年水鸟调查数据表

明，每年在鄱阳湖越冬的水鸟平均在 50万只以上（表 3.1-11），其

向湿地洲滩排泄的大量粪便，为鄱阳湖水环境增加了大量外部营养来

源。以候鸟数量×候鸟粪污产生系数×每年停留天数测算，其中候鸟平

均每天粪便中磷排放量取 0.49 g/羽，停留时间按 182 d估算。经估算，

上饶湖区候鸟总磷污染负荷为 8.85 t/a。

总体来说，湖区其他污染中，湖区沉积物释放和干湿沉降造成的

直接入湖总磷负荷较高，对湖区各断面影响不同。康山位于湖区中部

偏上游的区域，比梅溪咀靠近湖区中部，根据文献《鄱阳湖水流运动

与污染物迁移路径的粒子示踪研究》所示，鄱阳湖南部上游水流易流

经康山断面，因此湖区其他污染对康山断面有一定影响。这一类污染

对湖区断面贡献不小，但较难通过相应的手段进行控制，后续仍需长

期跟踪观测研究。

表 3.1-11 鄱阳湖滨湖区候鸟污染物产排量测算

年份 候鸟数量 (万只） 总磷（ t )

2014 53 46.88

2015 50 44.58

2016 53 46.88

2017 57 50.42

2018 50 44.23

数据来源：候鸟数量、停留时间等参考江西日报、中国新闻网，候鸟粪污产生量及成分

参考《江西畜牧兽医杂志》“日粮蛋白质水平对笼养山麻鸭生产性能及蛋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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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污染源排放汇总

汇总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各污染源类型，得到各类污染源排放量

如表 3.1-12、图 3.1-5所示。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 COD、氨氮、总氮、

总磷排放量分别为 4127.09 吨/年、207.51 吨/年、578.80 吨/年和 73.42

吨/年。从各污染物的排放来看，COD的排放源主要是种植业、水产

养殖业和农村生活源，分别占比 32.12%、27.75%和 23.55%；氨氮的

排放源主要是农村生活源、水产养殖源和城镇生活源，分别占比

38.93%、25.48%和 21.03%；总氮的排放源主要是种植业、水产养殖

业，占比分别为 32.38%和 28.75%；总磷的排放源主要是水产养殖业、

种植业和农村生活源，占比分别为 41.73%、32.64%和 12.35%。

表 3.1-12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各类污染源排放情况

污染源类型
COD排放量

（t/a）
氨氮排放量

（t/a）
总氮排放量

（t/a）
总磷排放量

（t/a）

农业源

种植业 1325.55 26.55 187.42 23.96
畜禽养殖业 188.84 3.09 14.49 3.27
水产养殖业 1145.17 52.88 166.42 30.64

生活源
城镇生活源 491.24 43.63 85.04 6.27
农村生活源 971.96 80.79 123.31 9.07

工业源 工业企业 4.329 0.569 2.121 0.207
合计 4127.09 207.51 578.80 73.42



29

图 3.1-5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各类污染源排放占比

（二）水生态环境调查

1.生态缓冲带分布状况

康山断面湖泊缓冲带多为堤防型缓冲带，缓冲带大多被圩堤隔断，

外缓冲带（堤外）部分被侵占，用作鳜鱼、黄鳝等水产养殖；内缓冲

带（堤内）部分岸线硬化，受到一定风浪侵蚀，滨湖植被退化。

河渠生态缓冲带多为农田型缓冲带，其缓冲带外围一般仍存在大

量农田，岸线为自然缓坡，植被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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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湖泊生态缓冲带现状

图 3.2-2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河渠生态缓冲带现状

2. 生态流量保障状况

上饶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上饶市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饶府办字[2019]28号）要求：限期退出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

冲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规水电站，全面整改审批手续不全、影

响生态环境的水电站，完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2019年底，完成

水电站最小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改造并按要求泄放最小生态流量。2020

年底前，完成整改类水电站前期报批手续清理与完善；实现水电站最

小生态流量监测；完成流域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及规划环评；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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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退出类水电站的退出与生态修复；完成整改类水电站的整改。

通过开展综合评估、编制一站一策整改方案、全面整改、验收销

号等工作，上饶市于 2020年底全面完成了含鄱阳县在内的全市 463

座水电站整改任务，其中退出水电站 27座，整改水电站 436座。对

不满足生态流量要求的水电站，核定了生态流量值，改造完善了生态

泄流设施，安装了生态流量监测设施，通过生态调度运行等工程或非

工程措施，基本保障了河流生态流量，水体流动性良好。2020年，

上饶市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位）保障情况如下表 3.2-1所示。

表 3.2-1 上饶市 2020年度河湖生态流量（水位）保障情况调查表

序

号
区县

控制单

元

水体

名称

水体

类型
断面名称

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情况

生态流量保

障要求

（m3/s）

月均满足

程度（%）

日均满

足程度

（%）

1 玉山县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七一水库 1.367 / /

2 信州区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上饶 10.4 / /

3 广丰区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二渡关 0.463 / /

4 广丰区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柏泉 0.313 / /

5 广信区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大坳水库 1.74 / /

6 广信区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信州水利

枢纽
19.3 / /

7 弋阳县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弋阳 32.2 / /

8 余干县
信江控

制单元
信江 河流 梅港 57 95.7 93.2

3. 水体富营养化状况

根据水文局 2018年对上饶市重点湖库富营养化调查结果可知，

梅溪咀断面及其汇水范围内重点湖泊均显现出不同程度地富营养化

趋势（表 3.2-2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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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上饶市重点湖库富营养化调查表

地市及区县 水资源三级区 水体名称
富营养化

指数
叶绿素 a（mg/L）

上饶市鄱阳县 鄱阳湖环湖区 杨坊湖 中度富营养 0.025
上饶市鄱阳县 鄱阳湖环湖区 杨林浆湖 中度富营养 0.020
上饶市鄱阳县 鄱阳湖环湖区 康山湖 轻度富营养 0.004

图 3.2-3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水体营养现状

4. 水生生物分布状况

以鄱阳湖湖区、典型入湖河流——信江为例，开展康山断面水生

态现状调查与评估。整体来说，鄱阳湖湖区和信江部分区域水生态功

能下降。具体表现为：沉水植被退化明显，湿地植被呈中生化趋势；

底栖动物栖息地受损严重；鱼类呈小型化、低龄化趋势；江豚栖息地

受到一定人为干扰；鲤鲫鱼产卵场受到一定干扰。其具体情况如下：

（1）鄱阳湖湖区——水生态状况

1）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在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鱼类和

贝类的食料。鄱阳湖区已发现浮游动物 205种，其中原生动物 83种，

轮虫类 85种，枝角类 14种，桡足类 23种。早期调查中发现出现频

率较高的物种有：前节晶囊轮虫，螺形龟甲轮虫、针簇多肢轮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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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聚花轮虫、花箧臂尾轮虫、月形单趾轮虫、短尾秀体溞、微型裸腹

溞、象鼻溞、汤匙华哲水蚤等。

2）浮游植物

鄱阳湖浮游植物种类多，现已鉴定的浮游植物有 154属，分隶 8

个门，54个科。其中绿藻门有 78属，占总数的 51%，居首位；其次

为硅藻门，31属，占总数 20%；蓝藻门居第三，25属，占总数的 16%；

其他共占总数的 13%。湖中常见种和优势种为蓝藻门的微囊藻、长孢

藻、颤藻和鱼腥藻，硅藻门的直链藻、等片藻、脆杆藻、舟形藻、异

极藻和双菱藻，绿藻门的盘星藻、水绵、新月鼓藻、星角鼓藻、鼓藻

和多棘鼓藻等。

3）底栖动物

2017-2019年调查在鄱阳湖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 64(属)种，隶

属 3门 7纲 15目 24科。节肢动物门种类最多，共采集到 28种，水

生昆虫占大多数，其中摇蚊科幼虫 18种，占总物种数的 28.13%；其

他水生昆虫和甲壳类动物均为 5种，分别占 7.81%，其他水生昆虫包

括大蚊科、蠓科、长角石蛾科以及蟌科，甲壳类包括 4种虾类以及大

螯蜚属 1种。其次是软体动物，有 26种，腹足纲稍多有 14种，占总

物种数的 21.88%；双壳纲有 12种，占 18.75%。环节动物门种类较少，

共 10种，其中寡毛类 5种均为颤蚓目，占 7.81%；多毛类 2种均为

沙蚕目，占 3.13%；蛭类 3种分属于吻蛭目、无吻蛭目和颚蛭目，占

4.69%。基于底栖动物完整性的评价结构表明，白沙洲附近水域的底

栖动物评价结果为差或劣等级，表明这些区域受到了较多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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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或底栖动物栖息地受损。

4）水生动物（鱼类和豚类）

鄱阳湖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水生动物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渔业产

区和水生动物种质资源库，据统计分布有鱼类 133种，既包括中华鲟、

白鲟、胭脂鱼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有鲥、鲚、青、草、鲢、

鳙、鲇、赤眼鳟、翘嘴鲌等重要经济鱼类。其中，鲤科鱼类 71种，

占总种类数的 53.4%；鲿科 12种，占总种类数的 9.0%。鳅科 8种，

占总种类数的 6.0%。鄱阳湖是这些重要经济鱼类的幼鱼育肥场所，

因此，鄱阳湖也是这些重要经济物种的优良种质资源库。

除此之外，鄱阳湖是长江水系中大型水生哺乳动物——长江江

豚最重要的栖息地。长江江豚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与其相通的

大型湖泊中，是中国水域三个江豚种群中最濒危的一个亚种，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目前鄱阳湖的长江江豚数

量约 450头左右，占到整个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四分之一。

经评价，鄱阳湖湖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F-IBI 分数）36-44

分，整体处于“一般”到“好”之间。其水生态完整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①生物完整性较差，鱼类物种多样性下降，洄游性鱼类减少，资源量

衰退；②底栖动物完整性不高，大型软体动物衰退严重，部分湖区耐

污种占优势；③浮游植物丰度较高，蓝藻密度占优势；④湿地生态系

统退化，沉水及浮叶植物面积锐减，植被群落组成旱化；⑤东部湖区

湖岸线开发利用强度较高，自然岸线比例低，湖滨带植被覆盖度低；

⑥入湖河流饶河部分河段岸线开发利用程度高，自然岸线比例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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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动物完整性不高，软体动物丰富度偏低。

（2）大型入湖河流——信江水生态状况

信江流域天然渔业资源丰富，各种淡水经济鱼类超过 100种，历

史上曾有过江豚、鲥鱼、娃娃鱼等多种名贵经济鱼类及其他多种省级、

国家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有良好的渔业生存、生长环境，著名的泸

溪河水质清澈、风光宜人，泸溪鱼已被众多游人食客推崇。信江流域

经济鱼类以青、草、鲢、鲤、鳊、鲑、鲫等十余种为主。此外还引进

培育了一批适合本流域养殖的优良品种，如婺源红荷包鲤、团头鲤、

杂交鲤以及尼罗罗非鱼，日本白鲫等。

信江流域水系发育，溪流众多，池塘、水库星罗棋布，流域内天

然水体，一般含氧充足，有机物和营养盐含量丰富；除鱼类资源外，

软体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及虾、蟹等种类繁多。据调查，分布较多

的瓣鳃纲动物有：背瘤丽蚌、园背角无齿蚌、椭园背角元齿蚌、球形

无齿蚌、褶纹冠蚌、三角帆蚌、黄蚬、湖蛤等。腹足纲有湖螺、乌螺、

椎实螺等。虾类有沼虾、长臂虾、米虾等。

信江水生植物有 25科 33属 49种，按植物的生活型分，在上述

种类中，有湿生和挺水植物 25种，占 51％，漂浮植物 4种，占 8.2％，

浮叶植物 5种，占 10.2％，沉水植物 15种，占 30.6％。

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群落、马来眼子菜群落、聚草、菹革群

落、金鱼藻群落、黑藻群落、苦草群落、黄丝草群落、轮藻群落。此

外还有一些稀疏分布的群落，如分布在河滩低洼处的牛毛毡群落和箭

叶蓼、水蓼群落以及萤蔺、刚毛荸荠群落，分布在上游河边的野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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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姑群落和菖蒲群落等。

5. 水环境监测状况

目前余干县水环境监测能力较薄弱。现有实验室 560 m2，仪器设

备 22套，自动监测站 5座，监测人员 5人，主要开展大气、水质、

噪声等 33项环境监测工作，信息化建设尚未开展。

7.水环境管理状况

近年，上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立了以

书记、市长为主任的“双主任”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以分管市领导为

第一主任的十个专业委员会，高位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极大的增强。

一是形成“政府具体实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

监管格局，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

二是鄱阳湖上饶湖区水质稳步改善。上饶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鄱

阳湖水质改善的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成立了市长为组长，分管副

市长为副组长的鄱阳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外，同时设立了生活污水及垃圾整治、工业污染整治、农业

面源污染整治、船舶污染整治、水域采砂整治等 5个专项工作小组，

大力推进了鄱阳湖生态环境污染治理。2021年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

断面总磷浓度为 0.075 mg/L，比 2018年（0.104 mg/L）下降了 27.88%。

三是主要河流地表水水质达标率创历史新高。全市各地各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通过加强学习、广泛宣传、明确目标、压实责任、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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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专项整治等多措并举，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全

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2021年上饶市

主要河流 37个断面均值达标率长年维持在 100%。

（三）加密监测与溯源分析

1.加密监测方案

科学调查监测工作对于科学治湖的指导意义重大，建议加密湖区

监测（如不同高程的碟形湖，丰水期加密周期监测），开展 3年为周

期的湖区水环境连续观测研究，提升污染源解析精度。

鄱阳湖内源释放的总磷是磷负荷的重要来源，鄱阳湖底质呈现与

泥沙淤积、采砂活动交织的复杂情况，同时关于河湖内源释放量的估

算误差以及历史研究积累有限，建议优先针对湖泊内源释放污染进行

科学研究，并开展环湖不同县市区对鄱阳湖沿线污染输入特点的时空

关系识别，同时针对入湖河流、农业面源如水产养殖污染、排灌渠水

体季节性污染等开展摸底监测评估，具体监测点位分布如下图 3.2-4

所示。水质监测点位共计 35个，监测指标包括 TN、TP、NH3-N、

DO、COD、氧化还原电位（ORP）、叶绿素 a（Chla）、水深、透明

度、浊度、pH、电导率 12个。底泥监测点位共计 15个，监测指标

包括 pH、氧化还原电位（ORP）、含水率、有机质含量、TN含量、

TP含量、钙磷、铁磷、有机磷、难降解磷、磷平衡浓度、磷最大吸

附量、N释放速率、P释放速率、氮转化速率、SRP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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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加密监测点位分布图

2.污染源溯源分析

（1）上游来水污染

上游来水影响较大：由于康山断面地处于信江、饶河、抚河三江

口汇合处下游，主要接纳三江来水，总磷值受上游来水影响很大。例

如，其上游梅溪咀断面 2018-2021年总磷指标平均值分别 0.074 mg/L

大量污染物随河水流入鄱阳湖，很难保障断面水环境质量。

（2）农业源

目前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农田分布广泛，农作物面积约达 31304

公顷，园地面积约达 417公顷，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大，畜禽养殖和水

产养殖业较发达。汇水区内现有鳜鱼湖方子坑养殖厂、江西河山农业

有限公司、江西维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红花港养殖厂 4家水养殖厂，

养殖面积共 6750亩。

（3）生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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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山断面汇水区内康山乡金山村、大山村、团结村、王家村、府

山村；大塘乡幸福村、江家山村、陈家塘村、和平村、胜利村、同心

村；东塘乡东河村；石口镇石口村、古竹村、后何村等 15个村的生

活污水均未经有效处理排入附近渠道，最终排入鄱阳湖。

图 3.2-1 康山断面生活污水排水现状

（四）污染物入河量分析和断面控制单元设置

1.污染物入湖量分析

（1）污染负荷核算

1）余干、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的水系

余干、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主要有 3条河汇入，分别为抚河、信

江以及赣江南支。

2）水质监测断面

抚河、信江以及赣江南支在梅溪咀断面处汇成一条河流，因此余

干、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汇入的水质主要参考梅溪咀断面。

3）水量计算

由于赣江南支缺少水文数据，根据《赣江(南昌-湖口)Ⅱ级航道整

治工程一、二维数学模型计算和对合适及行洪影响分析报告》，当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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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河流量在 2500 m3/s以下时，赣江南支的分流比为 15%-45%。本

方案出于环保安全考虑，分流比采用 15%。赣江南支的流量通过外洲

水文站 2018-2020年 3年平均流量结合分流比进行计算。抚河、信江

的流量则分别采用李家渡水文站和梅港水文站 2018-2020年 3年平均

流量。最终得到抚河、信江和赣江南支的 3年平均流量分别为 404.3

m3/s、601.2 m3/s和 361.5 m3/s。三条河流在梅溪咀处汇成一条，因此

只考虑汇总后的总流量为 1367 m3/s。

4）河流污染物入湖通量计算

污染物入湖通量的计算结果见表 3.4-1。水质浓度为梅溪咀断面

2021年的平均水质浓度。由计算结果可知，通过河流流量结合水质

浓度结算得到的污染物入湖量 COD为 495762 t/a、NH3-N为 6035 t/a、

TP为 3018 t/a。
表 3.4- 1 河流污染物入湖量计算结果

项目
水质浓度

（mg/L）
流量

（m3/s）
河流污染物入湖通量

（t/a）
COD 12.6 361.5 495762
NH3-N 0.3 361.5 6035
TP 0.08 361.5 3018

5）污染物总负荷计算

通过上述计算得到的河流污染物入湖通量为进入梅溪咀断面控

制汇水范围前的污染物通量。需要加上汇水范围内产生的污染负荷进

一步计算得到梅溪咀控制断面的污染物总负荷。汇水范围内产生的污

染负荷通过污染源现状调查得到。

最终计算得到的污染物总负荷COD为 500274 t/a、NH3-N为 6250

t/a、TP为 3098 t/a，计算结果见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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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 污染物总负荷计算结果

污染指标 COD(t/a) NH3-N(t/a) TP(t/a)
河流污染物入湖通量 495762 6035 3018

汇水范围产生的污染负荷 4512 215 80
污染物总负荷 500274 6250 3098

（2）环境容量计算

1）计算思路及方法

①计算思路

根据《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采用湖库模型来计算梅

溪咀断面控制水域的水环境容量。由于鄱阳湖湖区水文环境复杂，加

之水文资料缺乏，为此采用湖库模型计算水环境容量时，作出如下假

设：a.假定流入和流出梅溪咀断面控制湖区的水量平衡；b.湖区污染

物完全混合均匀。

计算流程见图 3.4-1。具体计算思路为：

A.通过构建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MIKE 21模型），结合相关

研究成果并进行相关率定验证后确定计算水域内的衰减系数 K；

B.通过相关文件及研究成果确定梅溪咀断面控制的鄱阳湖水域

范围面积；

C.由 2018-2020年的流量数据确定设计水文条件，带入MIKE 21

模型计算出梅溪咀断面控制水域范围内的水深 h，并进一步计算出湖

泊体积 V；

D.由梅溪咀断面的水质管控目标确定计算水域的目标浓度 Cs；结

合计算得到的 K、V带入解析解公式后得到水域水环境容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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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1 水环境容量计算思路

②计算公式

根据湖泊物质平衡方程，可得出水质模型方程：

1( / ) EV dc dt QC K CV QC  

为保持湖水在任何时间污染物浓度不超过湖泊的水质标准，取

dc/dt=0，则其湖泊环境容量为

c 31.54 ( / 86400)s sW QC KC V  

其中：Wc—水环境容量，t/a;

K—降解系数，d-1;

C—流入湖泊的水量中水质组分浓度，mg/L;

CE—流入湖泊的水量中水质组分浓度，mg/L;

Cs—目标水质标准，mg/L;

V—湖泊体积，m3;

Q—平衡时流入与流出湖泊的流量(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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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参数确定

①水质控制目标

根据国控断面管理要求，余干、康山断面的水质管理目标 COD

为 20 mg/L，NH3-N为 1 mg/L，TP为 0.07 mg/L。

②设计水文条件

考虑到余干、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主要汇水支流为抚河、信江和

赣江南支。赣江南支缺乏水文数据，其流量通过外洲水文站 2018-2020

年 3年平均流量结合分流比进行计算。抚河和信江流量则由李家渡水

文站和梅港水文站 2018-2020年 3年平均流量计算。

余干、康山断面控制湖泊范围的流入流量 Q由抚河、信江和赣

江南支的流量相加计算得到。

将 5大支流以及西河、潼津河的近 3年平均流量作为鄱阳湖的上

游边界，湖口站近 3年的平均水位作为鄱阳湖的下游边界。带入鄱阳

湖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中，计算得到余干、康山控制的鄱阳湖湖区的

水深 h。结合控制范围面积，计算得到近 3年平均工况下余干、康山

断面控制范围内的湖泊体积 V。

③降解系数

参考《全国水环境容量核定技术指南》等技术规范要求，通过模

型参数率定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最终确定 COD、NH3-N、TP的降解

系数分别为 0.02 d-1、0.015 d-1和 0.01 d-1。

3）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水环境容量计算参数与计算原则，完成水环境容量计算，



44

计算结果见表 3.4-3。湖泊的环境容量是以一定设计保证率为基础的，

设计保证率越低，水质目标被破坏的可能性也越大，对水质保护而言

就越不安全；而保证率确定过高也会造成对环境容量的浪费，不利于

合理利用湖泊的环境容量。同时，按多年平均出湖水量计算出的环境

容量反应了湖泊在长期水文条件下环境容量的多年平均值，其值在年

际内变化很大，要全部利用该环境容量也是不可能的。可见，湖泊有

效环境容量的确定是重要且复杂的问题，这与湖泊的流域特性、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水文条件、水资源利用状况等诸因素有关。因此，实

际应用中为简化起见，通常采用理论环境容量乘以有效系数的方法计

算有效环境容量。考虑到鄱阳湖水面开阔，湖水流动交换能力很小，

本方案选取 0.65作为有效系数计算有效环境容量，最终计算得到余

干、康山断面控制的鄱阳湖湖区有效水环境容量 COD为：599940 t/a、

NH3-N为：29504 t/a、TP为：2031 t/a。
表 3.4- 3 水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项目
V

（m3）
Cs

（mg/L）
K

（1/d）
Q

（m3/s）
水环境容量

（t/a）
有效水环境容量

（t/a）
COD 415566453 20 0.02 1367 922984 599940
NH3-N 415566453 1 0.015 1367 45397 29504
TP 415566453 0.07 0.01 1367 3124 2031

（3）主要污染物目标削减量

主要污染物削减量计算方式为总污染物负荷与水环境容量之差，

根据目前的污染负荷来看，康山断面控制汇水范围内 COD和 NH3-N

不需要削减污染负荷，主要需要削减的污染物为 TP，需要削减 1067

t/a。因此需要加强对 TP入湖量的控制。具体污染物控制目标表见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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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4 污染物控制目标表

污染指标 COD(t/a) NH3-N(t/a) TP(t/a)

现状污染物负荷 500274 6250 3098
水环境容量 599940 29504 2031
削减目标 - - 1067

1.断面控制单元设置

根据前期收集的资料分析和现场调研，余干、康山断面控制范围

内主要有大塘乡、石口镇、鹭鸶港乡、乌泥镇、玉亭镇、康山乡、东

塘乡、鱼池湖水产场、康山垦总场和信丰垦殖场等 10个乡镇。

通过 GIS图件分析，除上述乡镇外还有瑞洪镇有部分在汇水范围

内，但是面积很少，瑞洪镇大部分在梅溪咀断面汇水范围内，因此不

纳入康山、余干断面控制单元。

最终确定康山、余干断面控制单元为：大塘乡、石口镇、鹭鸶港

乡、乌泥镇、玉亭镇、康山乡、东塘乡、鱼池湖水产场、康山垦总场

和信丰垦殖场 10个乡镇。

图 3.4- 2 康山断面控制单元



46

（五）主要水环境问题识别

1.总体情况

从 2018-2021年康山断面监测数据来看，该断面丰水期、枯水期

和全年期水质都劣于Ⅲ类，总磷以外的其他指标达Ⅲ类标准，总磷劣

于Ⅲ类标准。2018-2021年总磷年均值分别为 0.073 mg/L、0.075 mg/L、

0.073 mg/L、0.072 mg/L。按“十四五”考核要求总磷≤0.07 mg/L来说，

均不达标。

2.主要问题表现

①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滞后，面源污染问题严重

余干县康山断面农业源总磷排放量达各类污染物总磷排放总量

的80.65%，是该断面最主要的污染来源。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河流密集，湖泊众多，傍水农村数量非常多，

由于经济水平低，农村生活污染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污水直排入河现

象严重。同时，该断面汇水区农田分布广泛，农作物面积约达31304

公顷，园地面积约达417公顷，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大。在农田生产方

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农田退水过程将携带大量流失的N、P等营养

物质进入河道，汇入湖区。

另外，余干县水产养殖业和畜禽养殖业发达，多数水产养殖尾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入湖河流或湖区；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水处理设施

不完善或运行情况不良，粪便污水不能完全妥善处理，排入水体环境

造成河道及湖区污染。

② 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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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限制，余干县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建

设水平相对落后，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脱氮除磷技术和排放标准难

以满足要求，急需提标改造；汇水范围内未完全实现雨污分流，当雨

季来临，大量雨水与污水混合，因超出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造成生

活废水污水直排入河或不达标排放；乡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大部分缺

失，大多数乡镇经济实力薄弱，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后续运行资金缺

乏。

汇水区域范围内的大塘乡、东塘乡、康山乡没有污水终端处理设

施，镇区污水主要通过现状道路两侧的合流盖板沟或合流管渠直接排

入门前湖等水系，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石口镇、乌泥镇建有污水

处理站，但运行效益不佳。乌泥镇污水处理厂主要负责处理附近居民

生活污水、商业网点和机关办公场所等地产生的污水，但由于雨水、

污水未作分流，因此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是雨污合流的污水。

目前，余干县建成区累计已建成污水管网106.224公里，污水提

升泵站10座（4座土建式泵站，6座一体化泵站）。其中，“十三五”

期间累计共完成污水管网建设45.488公里，一体化泵站5座。2021年

以来累计已完成新建污水管网10.66公里，一体化泵站1座。

③ 环境执法手段薄弱，监管能力亟待提高

鄱阳湖上饶湖区内余干县存在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不足的问题，

重点区域以及环境敏感河流监测未能实现全面监控，监测断面设置少，

监测频次不能满足监管要求；生态监测设备及技术力量处于空白状态，

环境执法监察装备不足，环境监察机构装备落后，环境信息化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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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滞后，环境信息机构标准化建设进程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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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断面水质提升（稳定）重点措施

（一）水污染防治措施

1.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进一步加强农业污染面源治理及防控，减少种植业、水产养殖业

和畜禽养殖业总磷污染物排放。对于种植业，农业部门进一步实施农

药化肥“减量化”行动，加大有机肥、生物农药补贴和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等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推广力度；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一次性施肥技

术，提高化肥利用率；推广减药增效技术；加强农业投入品管控和废

弃物处理，实施农业投入品废弃包装物回收；进一步开展种植业污染

治理。对于水产养殖业，农业部门进一步推广并建设水产养殖废水处

理设施，强化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对于已建尾水处理设施的，需要强

化运维管理、提高运维效果。对于畜禽养殖业，农业部门进一步提高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强化废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维水平，保证

尾水达标排放，加大尾水资源化利用。

2.村镇生活污水治理

一是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二期投入运行，二期项目采用兼氧

膜生物反应器（FMBR）技术，设计模为2万吨/天，实际处理规模1

万吨/天，目前，项目处于设备调试阶段。

二是余干县环鄱阳湖的康山乡、石口镇、大塘乡和瑞洪镇等乡镇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优先开展16个村庄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主要内容包括生活污水截污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包

括新建污水收集沟渠、生态滤池、人工湿地等。康山乡农村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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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建设项目新建1处，处理规模为150-200 m3/d，石口镇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建设项目新建2处，处理规模为150-400 m3/d，大塘乡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建设项目新建2处，处理规模为150-500 m3/d。

3.工业污染防治

随着工业园区发展及引进企业，工业园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不能

完全满足基地污水处理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产业基地污水处

理能力，并提升污水处理工艺，减少工业园区废水污染物排放。

（二）水生态修复措施

1.区域水生态本底调查及安全评估

围绕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湖、拓连湖、泊头湖等湖泊，开

展流域水生态环境基底调查。采用科学规范的技术方法对包括水质、

底质、水生生物、人类活动干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社会经济等在

内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摸底调查，以掌握流域生态环境项目实施前的

背景情况。通过综合分析来摸清湖区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并进一步

开展流域生态安全评估，从而充分、全面了解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现状

与水污染治理治理成效。

2.天然湿地保护与修复

强化湿地环境管理，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已侵占

的限期予以恢复。加强鄱阳湖、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源区等重要生态

功能区及城郊湿地保护。

3.河湖水环境综合整治

在“十年禁捕”的基础上，以康山湖、拓连湖、泊头湖、北湖、

云湖等湖泊、水环境功能区为关键，通过综合采取截污、水系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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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疏浚、水生植被恢复、生态水位调控等措施，深入推进水环境综

合整治，促进水体自净能力和污染物降解能力稳步提高，整体提升流

域水水环境质量。

（三）河流岸线保护修复措施

加强河流生态缓冲带建设，重点针对鄱阳湖（上饶湖区）、康山

湖等重要湖泊划定生态缓冲带，开展生态缓冲带综合整治，严格控制

与河流生态保护无关的开发活动，积极腾退受侵占的高价值生态区域，

大力保护修复沿河湿地生态系统，有效拦截面源污染，提高水环境承

载能力，提升水生动植物多样性。

（四）水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目前，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尚未形成完善监管体系，监测能力不

足，建议从流域层面上加强重点断面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完善重点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一方面，建设市、县两级水环境监测网络，推动

包括污染源、水质及应急系统综合信息管理在内的水环境信息共享平

台建设，及时掌握流域水环境状况，促进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开

展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推动河流、湖泊生态安全和

水生态环境保护预警体系和机制建设，制定应急预案，健全管理机制

和处置机制。编制流域突发水环境污染应急预案，及时高效处置突发

性水污染事件。增强流域上下游应急管理的协同性，建立污染事故应

急响应联动机制。

（五）水环境执法监督措施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按各自职责，加强协作，实施联合执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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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理工作监督检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强化对排污单位的日常监

管，重点依法打击湖区及滨湖区存在的偷排行为、危废异地非法倾倒

行为、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的非法排污行为。

全面推行排污许可，以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为目标，将

污染物排放种类、浓度、总量、排放去向等纳入许可证管理范围，企

业按排污许可证规定生产、排污。完善污染治理责任体系，环境保护

部门对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对企业排污行为实施监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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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标可达性分析

（一）重点工程绩效分析

1.重点工程项目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拟重点推进水质提升（稳定）相关项目共计

10项，合计投资 3.33亿元，详见下表 5.1-1。建设内容涵盖农业农村

污染防治、城镇污水处理建设、集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大类 3小类，

项目实施区域重点围绕城镇区域和重要水体开展，具有积极的示范效

应。

表 5.1-1 重点工程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投资

（万元）
项目大类

1

余干县大明湖

环湖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治理

工程

开展大明湖污染源、水质调查及生态安全

评估、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生态湿地、

前置库。

5173.21
农业农村

污染防治

2

余干县环鄱阳

湖周边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工

程

对石口镇刘埠村、古竹村、五菱村，瑞洪

镇湾头村、后沿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1065

农业农村

污染防治

3
余干县标准化

养殖池塘提升

改造项目

对渔池湖、康山大堤 6000亩标准化池塘

进行改造及配套养殖尾水治理设施建设。
7000

农业农村

污染防治

4
余干县污水处

理厂二期建设

项目

建设泵房、水池、工艺设备、管理房、污

水处理量新增 1万吨/日
8000

城镇污水

处理

5
余干县石口镇

污水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及 1座处理

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

量为 450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000米，

接户管长 8950米。

1823.22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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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投资

（万元）
项目大类

6
余干县大塘乡

污水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480吨/日及 1座处理

量为 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

量为 680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11790米，

接户管长 14500米。

2874.23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7
余干县东塘乡

污水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的污水处理

设施，污水主管网长 3902米，接户管长

4600米。

1450.09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8
余干县鹭鸶港

乡污水处理建

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套管网
1200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9
余干县康山乡

污水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200吨/日及 1座处理

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

量为 500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358
米,(DN300的1993米，DN400的4365米)，

接户管长 11220米。

2846.86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10
余干县信丰垦

殖场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及 1座处理

量为 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

量为 500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700米，

接户管长 8000米。

1823.22
集镇污水

处理设施

合 计 33255.83

2. 环境效益分析

（1）水环境质量得到稳定提升

本项目拟按照“控污为先、水岸同治、活水扩容、流域管理”的

治理思路，通过全面实施农业面源综合治理、农村污水收集与处理工

程、城镇污水处理及管网建设等多项工程措施，极大地削减了入湖污

染负荷、提升了湖泊水环境容量，可实现鄱阳湖康山断面水质目标要

求。

（2）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在岸域入湖污染受控的前提下，拟结合自然湿地恢复、河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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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带建设，增强滨水区域生物栖息、水源涵养、景观游憩等生态功

能，增加了河湖水生态空间，完善了水生动植物群落结构及食物链，

有利于营造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提升湖泊水体自净能力，提高水生态

系统健康水平，最终实现鄱阳湖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水污染防治等措施实施后，鄱阳湖康山断面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将明显提高，水环境也将明显好转。自然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维护与河

湖缓冲带水景观的适度建设，将有效保护和彰显鄱阳湖流域的自然风

光，有机的串联城市绿色空间、风景名胜和公园绿地，使河湖生态环

境更加优美和谐，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二）可达性分析

1.削减量与减排潜力的比较

（1）削减量

根据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内拟重点推进水质提升（稳定）相关项目，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相关工程措施估算环境效益，初步核定其削减

量。

表 5.2-1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工程可削减污染量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COD
（t/a）

氨氮

（t/a）
总氮

（t/a）
总磷

（t/a）

1

余干县大

明湖环湖

农业面源

污染综合

治理工程

开展大明湖污染源、水质调查及生态

安全评估、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

生态湿地、前置库。

106.89 2.14 15.1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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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COD
（t/a）

氨氮

（t/a）
总氮

（t/a）
总磷

（t/a）

2

余干县环

鄱阳湖周

边农村环

境综合整

治工程

对石口镇刘埠村、古竹村、五菱村，

瑞洪镇湾头村、后沿村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191.05 13.78 17.11 1.52

3

余干县标

准化养殖

池塘提升

改造项目

对渔池湖、康山大堤 6000亩标准化

池塘进行改造及配套养殖尾水治理

设施建设。

2.27 0.22 1.39 0.17

4

余干县污

水处理厂

二期建设

项目

建设泵房、水池、工艺设备、管理房、

污水处理量新增 1万吨/日
30.62 4.65 1.53 2.16

5

余干县石

口镇污水

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及 1座
处理量为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

总处理量为 450吨/日；污水主管网

长 6000米，接户管长 8950米。

5 0.7 1.1 0.12

6

余干县大

塘乡污水

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480吨/日及 1座
处理量为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

总处理量为 680吨/日；污水主管网

长 11790米，接户管长 14500米。

13 1.1 2.1 0.4

7

余干县东

塘乡污水

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的污水

处理设施，污水主管网长 3902米，

接户管长 4600米。

5 0.4 1.1 0.12

8

余干县鹭

鸶港乡污

水处理建

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

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8 0.6 1.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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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COD
（t/a）

氨氮

（t/a）
总氮

（t/a）
总磷

（t/a）

9

余干县康

山乡污水

处理建设

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200吨/日及 1座
处理量为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量为 500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358米,(DN300的 1993米，DN400
的 4365米)，接户管长 11220米。

10 0.8 1.6 0.24

10

余干县信

丰垦殖场

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及 1座
处理量为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

总处理量为 500吨/日；污水主管网

长 6700米，接户管长 8000米。

11 1.0 1.9 0.34

合计 382.83 25.39 44.24 7.18

（2）减排潜力

根据康山汇水范围内的主要污染负荷，核算各污染源的减排潜力。

其中农业种植业减排潜力是根据《鄱阳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年）》，农药、化肥施用量实现负增长，利用率均

达到 45%以上，鄱阳湖环湖区氮磷养分的利用率为 36%。若化肥使用

量利用率达到 45%以上，则 TN年入湖排放量可削减 60.45t，TP年入

湖排放量可削减 7.73 t，COD年入湖排放量可消减 427.56 t，氨氮入

湖排放量可消减 8.57 t。

农村生活污染以鄱阳湖周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浓度为基

础，以相关排放标准和 70%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为目标对康山汇水

范围内污染物削减潜力进行计算，分析可知农村生活污染预计可实现

COD、NH3-N、TN和 TP入湖量削减 544.30 t/a、39.59 t/a、50.56 t/a

和 4.90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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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 生 活 污 染 以 《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8918-2002）》表 1中一级 A标准和设区市 95%、县区 85%的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目标，对康山汇水范围内污染物削减潜力进行

计算，分析可知城镇生活污染预计可实现 COD、NH3-N、TN 和 TP

入湖量削减 132.63 t/a、15.27 t/a、16.16 t/a和 2.26 t/a。

水产养殖业减排潜力主要根据《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1—2007）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淡水养殖尾水排放要求（征求意

见稿）》（2018年8月6日），水产养殖业废水排放应达到二级标准。

但实测的部分池塘养殖水体中氨氮、CODMn、总氮及总磷浓度低于《淡

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Ｔ9101-2007）的排放标准，氨氮无排

放限值要求，故总氮、总磷、COD、氨氮暂不计算可减排量。

工业污染以鄱阳湖滨湖区周边县（市、区）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运行全面达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污染物排放的相应地方

标准和园区企业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为目标，对康山汇水范

围内污染物削减潜力进行计算，分析可知工业污染预计可实现 COD、

NH3-N、TN和 TP入湖量削减 1.65 t/a、0.34 t/a、0.76 t/a和 0.12 t/a。

对各项重点工程措施的削减量估算值和康山汇水区减排潜力进

行比较，比较结果如下：

表 5.2-2 康山断面汇水范围工程可削减污染量与减排潜力比较表

分析对比（t/a）
COD 氨氮 总氮 总磷

减排潜力 1106.14 63.77 127.93 15.01
削减量 382.83 25.39 44.24 7.18

削减量与减排潜力比值（%） 34.61% 39.81% 34.58% 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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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削减后的入湖量与水体纳污能力的比较

根据第三章第（四）节污染物入湖量分析，康山断面控制汇水范

围内COD和NH3-N不需要削减污染负荷，主要需要削减的污染物为TP，

需要削减1067 t/a。这一部分的削减量主要分为上游来水的污染量和

断面控制汇水范围内产生的污染量。由污染源现状调查结果可知，断

面控制汇水范围内的总产污量为80 t/a，远远小于需要削减的量。因

此，只通过削减断面控制汇水范围的TP产生量无法保证康山断面TP

浓度稳定达标。同时，通过上一章节的分析，断面控制汇水范围内工

程措施对TP的削减量为7.18 t/a，达到了汇水范围内TP产污量的8.98%；

减排潜力为15.01 t/a，为产污量的18.76%，削减比例较大，进一步削

减可能性较小。康山断面所汇入的污染负荷大部分来于上游来水，在

控制汇水范围内的污染负荷已无法进一步削减的情况下，需加强对上

游断面（梅溪咀）来水水质的控制和提升。



60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主体责任，明确规划实施的组织体系，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的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进一步确定规划执行和落实

的各部门及各级政府机构，建立规划实施和落实的地方水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清单等。强化对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把规

划确定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控制性指标及主要任务纳入全市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二）强化监管执法

各部门按各自职责，建立有效机制，定期或随机对治理工作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鄱阳湖水质污染严重、治理任务重的单位进行重点

检查。根据治理工作监督检查的结果，定期通报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严格执行治理工作考核制度，将治理工作纳入工作考核；严格执行治

理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环境监察、环境监测机构的标准化建设，

逐步达到生态环境部规定的标准。完善环境监控网络建设，强化对重

点污染源、乐安河、昌江干支流断面、入鄱阳湖断面、重要饮用水源

地水质的自动监测和监控，对重点企业排污口安装自动监控装置，并

与市级以上污染源监控中心联网。

（三）资金保障及技术支撑

加强财政投入，积极争取国家在资金安排和项目布局上对鄱阳湖

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行动计划给予支持；省财政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

度，制定奖补政策，根据工作实际，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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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并将符合条件的治理项目纳入政府债券支持范围。积极落实秸

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

积极推行差异化收费与付费机制，推进污水处理农户收费、水产养殖

尾水处理养殖户收费等政策。加快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

争取国家绿色发展等基金项目支持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

式试点，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渠道、多

层次的投资、融资及运作机制。

加强与国家、流域级、省级各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水生态环境

提升和河湖健康保障的重大战略研究及重点技术推广应用，开展农业

面源污染削减、畜禽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尾水生态化处

理、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水功能区划管理体系等研究，开展流域生

态风险评估等研究，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为

鄱阳县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使地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更上新台阶。

（四）社会监督及公众参与

积极发挥新闻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信息公开机制，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鼓励公众参与，强化社会监

督，使水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全社会全方位的保护。加强水生态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公众

环境忧患意识和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公众自觉性。创新公众参

与机制，增强街道社区、乡镇、村庄等自主管理环境事务的意识和能

力，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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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举报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支持力度，拓宽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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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附件 1：国控断面汇水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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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污染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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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排污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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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加密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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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重点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投资

（万元）
项目大类 项目细类 责任主体

1
余干县大明湖环湖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程

开展大明湖污染源、水质调查及生态安全评

估、生态缓冲带、生态沟渠、生态湿地、前

置库。

5173.21
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

农业面源综合

治理

干鄱土地开发有限

公

2
余干县环鄱阳湖周边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对石口镇刘埠村、古竹村、五菱村，瑞洪镇

湾头村、后沿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1065

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

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

石口镇人民政府、瑞

洪镇人民政府

3
余干县标准化养殖池塘

提升改造项目

对渔池湖、康山大堤 6000亩标准化池塘进行

改造及配套养殖尾水治理设施建设。
7000

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

农业面源综合

治理

县农业农村局、

县城投公司

4
余干县污水处理厂二期

建设项目

建设泵房、水池、工艺设备、管理房、污水

处理量新增 1万吨/日
8000 城镇污水处理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城管局

5
余干县石口镇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及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量为 450
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000米，接户管长 8950

米。

1823.22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石口镇人民政府

6
余干县大塘乡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480吨/日及 1座处理量为

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量为 680
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11790米，接户管长

14500米。

2874.23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大塘乡人民政府

7
余干县东塘乡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15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

施，污水主管网长 3902米，接户管长 4600
米。

1450.09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东塘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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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投资

（万元）
项目大类 项目细类 责任主体

8
余干县鹭鸶港乡污水处

理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
1200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鹭鸶港乡人民政府

9
余干县康山乡污水处理

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200吨/日及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量为 500
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358米,(DN300的 1993
米，DN400的 4365米)，接户管长 11220米。

2846.86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康山乡人民政府

10
余干县信丰垦殖场污水

处理建设项目

新建 1座处理量为 300吨/日及 1座处理量为

200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量为 500
吨/日；污水主管网长 6700米，接户管长 8000

米。

1823.22
集镇污水处理设

施

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与改

造

县住建局、

信丰垦殖场人民政

府

合 计 332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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