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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生态功能分区为依据的土壤侵蚀测评，突破了区

划背景的测评研究瓶颈，对分析不同功能的水生态问题

具有更加细致的研究手段，对国土资源部门采取针对性

的政策进行不同生态功能区的环境整治提供科学的依据。

由于水生态功能分区的研究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还存

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进行完善。

1　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常州地区废水及其污染

物排放情况

江苏省根据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

制定了《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划（试行）》，

在本次区划中，本地划分成了 13 个陆域生态功能区，3

个水域生态功能区，一共是 16 个。同时将 16 个生态区划

分为 4 个等级，2 个Ⅰ级区，4 个Ⅱ级区，8 个Ⅲ级区，2

个Ⅳ级区。见表 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中，水污染排放主要调查了

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污染源普查调查结果可为研

究各水生态功能分区内各类污染源对水生态状态产生的

环境胁迫强度提供数据支撑。根据本次统计的方法和范

畴，根据最终入水环境的方式，对各类源进行细分，分

为直排类工业源、农业源、接管类工业源以及城镇生活

源、农村生活源等。

2　全市各水生态功能分区废水排放情况

全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内各类源废水，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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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能区的各源废水排放量情况来看，生态Ⅰ级

区域以生活废水为主，生活废水又分为两种，城镇居民

生活废水和农村居民生活废水。我市两处主要生活废水

的排放源头在水源调节区和水源涵养区。一处水质净化

生态区则以工业排放为主，且以直排为主。其他生态区

域，以生活废水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为主，或者兼而有

之，或以接管类工业废水排放为主。

从总的分布情况来看，金坛洮湖重要物种保护——

水功能调节区、溧阳南部重要生态环境维持——水源涵

养功能区，两地以生活废水排放为主，前者以城镇生

活废水为主，后者以农村生活废水为主，分别占据本

区域废水排放总量的 61% 和 68%，中滆湖西岸水环境

维持——水质净化功能区以直排工业源为主，江阴西部

水环境维持——水质净化功能区、丹武重要生态环境维

表1　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常州地区情况表

序号 功能区名称 乡镇 辖区
分区编

号
类别

1 镇江东部水环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薛埠镇 金坛区 Ⅱ -01 生态Ⅱ级区

2 丹武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罗溪镇、孟河镇、西夏墅镇、奔牛镇 新北区 Ⅲ -03 生态Ⅲ级区

3 溧高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竹箦镇、上兴镇、南渡镇、社渚镇 溧阳市 Ⅲ -05 生态Ⅲ级区

4 溧阳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溧城镇、埭头镇、上黄镇、别桥镇 溧阳市 Ⅲ -06 生态Ⅲ级区

5 溧阳南部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戴埠镇、天目湖镇 溧阳市 Ⅰ -02 生态Ⅰ级区

6 滆湖西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嘉泽镇、湟里镇、西湖街道 武进区 Ⅱ -02 生态Ⅱ级区

7 江阴西部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春江镇 新北区 Ⅲ -08 生态Ⅲ级区

8 常州城市水环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戚墅堰、丁堰、潞城、南夏墅、湖塘、

牛塘、横林、遥观

武进区新

北区天宁

区钟楼区

Ⅳ -02 生态Ⅳ级区

9 滆湖东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前黄镇、洛阳镇、礼嘉镇 武进区 Ⅲ -09 生态Ⅲ级区

10 竺山湖北岸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雪堰镇 武进区 Ⅲ -12 生态Ⅲ级区

11 锡武城镇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横山桥镇、郑陆镇 武进区 Ⅳ -03 生态Ⅳ级区

12 金坛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直溪镇、朱林镇、金城镇（北）、

尧塘镇
金坛区 Ⅲ -04 生态Ⅲ级区

13 金坛洮湖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指前镇、儒林镇、长荡湖、钱资荡、

金城镇（南）
金坛区 Ⅰ -01 生态Ⅰ级区

14 滆湖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滆湖 武进区 Ⅱ -07 生态Ⅱ级区

15 太湖西部湖区重要生境维持-水文调节功能区 太湖 武进区 Ⅲ -20 生态Ⅲ级区

16 太湖湖心区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太湖 武进区 Ⅱ -09 生态Ⅱ级区

表2　常州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各类源废水排放情况（万立方米）

水生态功能区 类别 工业源 生活源 农业源

金坛洮湖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160.16 368.91 /

溧阳南部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30.25 265.06 /

滆湖西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687.98 242.23 /

镇江东部水环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7.53 243.79 /

江阴西部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6812.51 3663.10 /

金坛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1112.00 2666.07 /

溧阳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572.83 2810.01 /

丹武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518.10 394.69 /

溧高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307.74 607.34 /

滆湖东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249.00 313.48 /

竺山湖北岸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0.00 355.37 /

常州城市水环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7422.89 12735.80 /

锡武城镇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1901.02 466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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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水质净化功能区维持以接管类工业源为主。

从上表来看，常州城市水环境维持——水文调节功

能区的废水排放量居于 16 个功能区的首位，排量巨大，

这与所在环境的工业企业居多，人口集中，工业源和生

活源废水排放量巨大有关，从表格里的数据看，来自生

活源的排放量高达 12735.80 万立方米，工业源的排放量

高达 7422.89 万立方米。溧阳南部重要生境维持——水源

涵养功能区的废水排放量居于 16 个功能区的最后一位，

这与所在环境作为水源涵养区，居民数量少，工业企业

少相关联，其中来自生活源的排放 256.06 万立方米，来

自工业源的排放 30.25 万立方米。

3　全市各水生态功能分区主要废水污染物

3.1 化学需氧量

全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内各类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情

况，见表 3。

从表三各源化学需氧量排放占比情况统计来看，江

阴西部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排放工

业源和各功能区工业源排放量相比达到了 2156.24 吨，排

放量最高，而且工业源以接管类排放为主；常州城市水

环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排放生活源量和

各功能区相比较排放量高达4786.68吨，排放量最高；溧

高重要生境维持-水文调节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排放农业源

和各功能区排放量相比达到了2300.21吨，排放量最高。

3.2 氨氮

全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内各类源氨氮排放情况，见

表 4。

按照各功能区各源氨氮排放占比情况分析，江阴西

部、滆湖东岸氨氮排放以工业源为主，其中江阴西部水

表3　常州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各类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吨）

水生态功能区 类别 工业源 生活源 农业源

金坛洮湖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91.30 705.05 602.41

溧阳南部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5.50 1030.23 496.85

滆湖西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96.24 1362.11 292.41

镇江东部水环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4.07 464.28 1299.88

江阴西部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2156.24 1026.29 291.25

金坛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398.44 2089.30 1027.38

溧阳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72.38 1773.26 1441.05

丹武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190.40 1856.09 661.81

溧高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31.22 2926.76 2300.21

滆湖东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90.89 1762.77 232.47

竺山湖北岸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0.00 1012.57 132.27

常州城市水环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1914.13 4786.68 615.17

锡武城镇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545.55 2549.92 438.04

表4　常州市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各类源氨氮排放情况（吨）

水生态功能区 类别 工业源 生活源 农业源

金坛洮湖重要物种保护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5.57 42.99 25.70

溧阳南部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Ⅰ级区 0.12 61.78 32.11

滆湖西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1.71 0.01 12.36

镇江东部水环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Ⅱ级区 0.02 28.07 35.49

江阴西部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348.01 170.54 8.61

金坛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26.04 119.98 43.83

溧阳城镇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7.40 191.82 46.49

丹武重要生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20.76 38.88 17.50

溧高重要生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9.13 170.38 78.65

滆湖东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17.01 0.00 9.83

竺山湖北岸重要生境维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 生态Ⅲ级区 0.00 4.56 5.59

常州城市水环境维持 - 水文调节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194.56 245.22 26.12

锡武城镇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生态Ⅳ级区 22.43 100.36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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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工业源排放以接管类工业源

排放为主导，而滆湖东岸水环境维持 - 水质净化功能区

则以直排类工业源排放为主导。竺山湖北岸重要生境维

持 - 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活源与农业源氨氮排放较平均，

其他功能区均以生活源为主。

4　结束语

根据上文的分析，各功能区的排放量治理，应当分

清工业源、农业源和生活源。工业源排放为主的功能区，

应当按照国家治理标准，采取分级、分区的管理措施，

对区内的直排企业，以综合治理为主，逐步实施产业结

构调整和外迁。对新建的项目实施污染物排放等量置换

的措施，逐步淘汰功能区内的落后产能，减少落后工艺

和生产设备，加大以新能源产业为依托的工业企业入驻，

综合梳理区外的重污染工业企业，定期开展综合检查，

综合治理。

对农业源排放为主的功能区，应当根据国家标准和

政策，加强污染防治宣传力度，着重修复生态环境，控

制农业生产和养殖中易产生较大污染排放的产业的规模

和经营地域范围，逐步控制污染排放。

对生活源排放维护的功能区，应当根据国家标准和

政策，强化社区治理和宣传的责任，采取生活污染源综

合集中排放等措施进行治理。

同时要加强污水处理厂的标准化改造工作，提升污

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和处理质量，将防污治污作为第一

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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