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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urvey of water quality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we used the GB method to meas-
ure four types of data which were NH3-N, TN, TP, COD, and singl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in the later data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the GB3838-2002, we analyzed the four types of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water quality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is Class III. By the local investiga-
tion, we found that the reason of water pollution is related to aquaculture which is the local pillar 
industry. The water protected advice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the experiment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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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洪湖新堤干渠的水质调查实验，我们主要采用国标法测量水体中氨氮，总氮，总磷，COD这四个指

标，并在后期的数据分析中采用单因子分析法，结合水质综合评价标准对上述四个指标逐个分析，发现

洪湖新堤干渠水质为III类，而且总氮和总磷含量明显偏高，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水体污染和当地支柱

产业——水产养殖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各项调查及实验，提出了治理水污染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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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洪湖是湖北省内第一大淡水湖，全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四湖水系下游，南面

和东南面与长江隔堤垸相望，可经新堤干渠、新堤闸排泄入长江。新堤干渠是洪湖连接长江的重要通道。

新堤干渠的水环境状况，反应了洪湖以及经洪湖汇聚流出的水质状况。因此，了解新堤干渠的水质状况，

可以反应出洪湖水质状况以及周围环境对水质的影响等。 

2. 位置介绍 

新堤干渠是洪湖及长江的连接渠，为汉南地区利用泛区防洪蓄洪、排涝除渍的重点工程，也是连接

洪湖和长江的重要水渠。其地理位置为东经 113˚23'0''~113˚26'30''，北纬 29˚47'40''~29˚49'45''，具体见图 1。
周边有渔场，建筑公司，砖厂，填料厂等众多中小型产业基地。干渠周围分布众多农田而新堤大闸的直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Xindi Canal 
图 1. 新堤干渠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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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就是在冬天开闸放水造田，汛期关闸防止长江洪水倒灌洪湖淹没农田。本地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

温润气候区，年平均日照在 1980~2032 小时之间，平均每天日照 5.4~5.6 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 45%。各

月日照时数中以 6 至 8 月最多，达 700~750 小时，占全年总日照量的 35.8%~36.9%；12 月至次年 2 月最

少，只占全年的 18.8%。年均降雨日为 135.7 天，降雨量在 1060.5~1331.1 毫米之间[1]。 

3. 仪器和方法 

3.1. 仪器 

现场水质检测仪器：GARMIN GPSMAP 60CSx；DHH 型水深仪；手持荧光仪；电导率仪；便携式

多功能测定仪等。 
实验室水质监测主要使用仪器：分光光度计、蒸汽灭菌锅、水浴装置等。 

3.2. 方法 

3.2.1. 监测点分布 
根据整条干渠的长度以及其两岸居民的分布情况和其上下游的地势特点将干渠分成五段，分别为湖

口段、湿地保护局门口段、新堤渔场段、新堤大桥下段、闸口段，选取每段的中点设置为采样点(图 2)。 

3.2.2. 水样采集 
在 2013 年不同的水文期(枯水期、丰水期)进行实地采样。调查与采样过程中用 GARMIN GPSMAP 

60CSx 定位，并记录坐标，在采样点利用便携式仪器对该点位水深、温度、pH、溶解氧、叶绿素 a、电

导率等进行实地测定。同时采集每个监测点的水样，带回实验室对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指数 4
项指标进行分析。 

3.2.3. 数据统计处理 
现场读数及实验检测结果数据用 3 次重复的平均值。并将实验检测结果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 1)

进行对比及分析。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sampling points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图 2. 新堤干渠采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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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 

4.1. 水样直测结果 

如表 2、表 3。 

4.2. 水样实验检测结果 

如表 4、表 5。 
 

Table 1.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surface water [2] 
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标准限值：单位(mg/L)) [2]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V 类 

高锰酸盐指数 ≤ 2 4 6 10 15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总磷(以 P 计) ≤ 0.01 0.025 0.05 0.1 0.2 

总氮(以 N 计) ≤ 0.2 0.5 1.0 1.5 2.0 

 
Table 2. Water quality results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in January 2013  
表 2. 2013 年 1 月洪湖新堤干渠水质结果 

编号 采样点名称 水深(m) 水温(℃) 溶解氧(mg/L) 电导率(μS/cm) 叶绿素 a(mg/L) PH 

① 河口 4.91 5.4 13.54 448 16.09 8.09 

② 湿地门口 4.74 5.3 13.71 453 19.22 7.97 

③ 新堤渔场 11.45 4.3 12.89 480 14.35 8.31 

④ 新堤大桥下 6.93 4.4 12.92 478 16.26 8.08 

⑤ 闸口 4.53 4.8 13.05 470 22.04 8.36 

 
Table 3. Water quality results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in July 2013 
表 3. 2013 年 7 月洪湖新堤干渠水质结果 

编号 采样点名称 水深(m) 水温( ℃) 溶解氧(mg/L) 电导率(μS/cm) 叶绿素 a(mg/L) PH 

① 河口 5.82 33.4 7.93 304.0 5.509 8.19 

② 湿地门口 5.64 33.2 7.99 306.0 4.090 8.16 

③ 新堤渔场 5.71 33.0 7.96 295.0 3.370 8.13 

④ 新堤大桥下 4.55 33.2 7.86 284.9 3.330 8.15 

⑤ 闸口 2.52 29.5 6.71 301.0 2.744 8.57 

 
Table 4. Water quality results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in January 2013 
表 4. 2013 年 1 月洪湖新堤干渠水质结果 

编号 采样点名称 COD(mg/L) TP(mg/L) NH3-N(mg/L) 

① 河口 8.50 0.009 0.498 

② 湿地门口 8.66 0.013 0.594 

③ 新堤渔场 7.35 0.011 0.469 

④ 新堤大桥下 7.49 0.012 0.617 

⑤ 闸口 8.18 0.020 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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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Water quality results in Xindi Canal of Honghu Lake in July 2013 
表 5. 2013 年 7 月洪湖新堤干渠水质结果 

编号 采样点名称 COD(mg/L) TN(mg/L) TP(mg/L) NH3-N(mg/L) 

① 河口 2.90 0.613 0.026 0.188 

② 湿地门口 5.15 0.561 0.043 0.388 

③ 新堤渔场 1.61 0.837 0.046 0.335 

④ 新堤大桥下 3.97 0.827 0.045 0.348 

⑤ 闸口 2.04 0.715 0.049 0.316 

5. 结果和讨论 

5.1. 单因子分析 

5.1.1. 高锰酸盐指数 
丰水期(5~8 月)新堤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指标为 II-V 类水质标准，仅有湿地门口的高锰酸盐指数达

到 II 类水质标准，而在新堤渔场的水体中高锰酸钾指数指标则属于 V 类水质标准。枯水期(1~4 月)新堤

干渠水体高锰酸盐指数指标可以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五个取样点的水体中闸口、新堤大桥下和新堤渔

场三个地方的水体高锰酸盐指数指标达到 I 类水质，河口和湿地门口水体的高锰酸盐指数指标属于 II 类
水质标准。 

5.1.2. 氨氮(NH3-N) 
丰水期(5~8 月)新堤干渠五个采样点的水体 NH3-N 均达到 II 类水体标准，枯水期(1~4 月)新堤干渠的

水体 NH3-N 达到 II-III 类水质标准，其中闸口和河口水体的 NH3-N 属于 II 类水质标准，湿地门口，新堤

渔场和新堤大桥下这三个采样点水体的 NH3-N 属于 III 类水质标准。 

5.1.3. 总氮(TN) 
丰水期(5~8 月)新堤干渠五个采样点的水体 TN 均属于 III 类水质标准，枯水期(1~4 月)的样品因故未

能测试总氮含量指标。 

5.1.4. 总磷(TP) 
丰水期(5~8 月)新堤干渠五个采样点水体中 TP除了河口达到 IV 类水标准外，其余四个采样点(闸口，

新堤大桥下，湿地门口和新堤渔场)水体中 TP 均属于劣 V 类水质标准。而枯水期(1~4 月)新堤干渠五个采

样点水体中 TP 均属于 I 类水质标准。 
由以上数据结果分析可知，新堤干渠整体为 III 类水质。 

5.2. 比较 

结合 1 月份数据(冬季、枯水期)和 7 月份数据(夏季、丰水期)对比分析水质变化及污染原因。 
根据长江流域荆州河段的水文记录资料，把洪湖的水文期划分为三个部分，枯水期：1~4 月份；丰

水期：5~8 月份；平水期：9~12 月份[2]。通过对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数据进行对比可得图 3。 
由图 3 可知丰水期(7 月)较枯水期(1 月)，总氮与总磷浓度明显升高，同时结合实验数据发现氨氮与

高锰酸钾指数明显下降。 

5.3. 污染成因探究 

从总体情况来看，洪湖新堤干渠的水质属于 III 类水，其中主要是 TN 的含量相对较高，五个取样点 



洪湖新堤干渠水质及污染源调查与分析 
 

 
185 

 
Figure 3. Comparison chart of water quality sampling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图 3. 采样水质实验检测结果对比图 

 
的水质显示其 TN 含量均属于 III 类水质的范畴，TP 和 NH3-N 则稳定在 II 类水质的范围内，COD 的含量

除在湿地门口采样点属于 III 类水外其余都为 I、II 类水质范围。将冬季和夏季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夏

季水质比冬季水质水体 COD 含量和 NH3-N 含量略微下降，而 pH、TP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新堤渔

场和新堤大桥这两个采样点的水质中 TN 含量又略高于其余三个采样点。 
通过实地的考察发现，在新堤渔场和新堤大桥附近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以水产养殖为生，两个采样点

附近均有人为活动对水质产生影响。新堤渔场由于渔业养殖，随着水温升高和鱼体的生长，饲料的投放

量会适当增加，从而水质检测结果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富集较为严重，成为水质分析中重要的影响因子。

另外在新堤大桥附近居民生活相对集中，有部分的餐饮行业以及少量的禽类，废水废渣等的排放方式较

为粗放，也对该段的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对当地渔民的走访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鱼类在幼年时期是食草的，鱼苗的抛洒时间是三四月份，

届时就会向湖水里投放大量的氮磷肥料使湖水里面的水草更加旺盛地生长，这些过量使用的肥料里面含

有的大量的氮磷元素使水质中的总氮、总磷数值迅速，并且短时间内难以回升到较优的等级[3]。所以夏

季(丰水期)时，水中氮磷含量更容易积累。 
通过对洪湖新堤干渠的各项水质指标进行分析，洪湖新堤干渠水质基本属于Ⅲ类水，整体良好。经

过分析，主要导致水体污染的原因可能为水产养殖所投放的过量的肥料和饵料不能及时被完全利用，残

留在水体以及底泥中，夏天动植物活动频繁使得底泥营养盐释放，使得干渠内总氮及总磷含量偏高，造

成对水体的污染。 

6. 对策建议 

水产养殖对于水质的影响相对明显[4]，洪湖市政府近几年所采取的治污措施尽管已颇具成效，水质

恢复呈现乐观趋势，但是部分渔民仍未改变传统的水产养殖方式，过度过量地使用肥料与饵料造成了部

分水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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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本次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于该区域的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我们做出以下

建议：应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多引进水产养殖方面的人才对渔民的水产养殖进行指导、培训；成立洪湖

水环境监察小组，定期对洪湖以及洪湖周边水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洪湖可能的污染源、纠正渔民的不

规范养殖，另外还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洪湖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以达到治防结合的目的。只

有立足于生态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让自然资源得到更长远更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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