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辽河流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河流型流域，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文章从水环境管理体制、水污染控制方

式、水生态安全管理、预警监控4个方面剖析了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并提出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对促进辽河流域

水环境管理能力提高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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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o River Basin is an important river-based basin in the North China but with serious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tatus of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Liao River Basin is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management 

structure, pollution control way, ecological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early warning and supervision, and then pertin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which is of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ement of the capacity for wa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Liao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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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河流，流经河
1　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现状

北省、内蒙古、吉林省、辽宁省，由辽河和大辽

1.1　水环境管理工作缺乏有效地沟通和监管河两大水系构成。辽河全长1 390 km，流域面积
2 　　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仍以行政区域管理为21.9万 km 。 辽 河 由 西 辽 河 、 东 辽 河 、 招 苏 台

主，人为地割裂了污染物从源到汇的传输过程，河、条子河交汇而成，其主要干流在辽宁境内，
[4]

覆盖了沈阳、鞍山、抚顺、铁岭等8个市及锦州 流域层面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监管 。多年

市黑山县等3个县级市。2007年辽河流域主要河 来，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其他自然资源管理一
5  流COD排放量为4.07×10 t，超过环境容量的 样，管理职能部门过多，事权划分过细。对水资
4 源具有管理权的部门包括水利、环保、农业、林1倍、氨氮排放量4.2×10 t，超过环境容量的

3倍；2008年COD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0.5倍、 业、交通、渔业和卫生等，形成了“九龙治水”
[1-3] 的格局，使得水资源缺乏统一的管理。由于各部氨氮超环境容量的3.3倍 。目前，辽河流域水

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开采、污染物排放已经到了 门之间缺乏有效地协调和沟通机制、缺少资源共

环境的最大负荷，落后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严 享、信息公布的机制和平台，获得的数据不能得

重制约了流域的经济发展。 到共享，使流域的管理者、群众及流域周边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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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流域的环境状况和污 水生态健康、水生态承载力评估工作，还要加强
[10]染问题。尽管近年来，辽宁省相继出台了《辽宁 环境管理部门的应急预警能力 。近年来，辽河

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环境保 流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手工、自动监测为主，遥

护条例》、《辽宁省大伙房水库水源保护管理暂 感监测、应急监测为辅的较为完善的监测体系，

行条例》、《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但由于各市人员、水环境监测能力、仪器设备水

等地方性法规以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平相差较大，辽河流域水环境监测指标整体上比
[5]（DB21/1627—2008） ，但是由于部分排污企业 较简单，仍以理化指标为主，很少涉及水生生

是地方的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 物、生态类指标，难以反映水生态系统真实的健
[11]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导致监管动 康状况 。

力不足。 1.4　应急预警体系不完善，未建立风险预警平台

1.2　未建立基于水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总量控制 目前，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已经初步形成了

技术 覆盖全省的环境信息网络及部分业务系统，启动

辽宁省政府从“九五”期间对辽河流域实 了“环境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项目”和辽宁“数

施污染物排污目标总量控制，这标志着污染控制 字环保”项目，但辽河流域应急预警方面仍存在
[6]由浓度控制进入总量控制阶段 。目标总量控制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辽河流域污染源、地表

是指将辽河流域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并分配给相应 水、监测点位等分布较广，多元化的数据采集传

的总量和减排指标，通过控制区域内的减排量而 输网络体系尚不完备；二是针对累积性环境污
[7]实现全流域的总量控制 。相比于浓度控制，目 染、事故性污染的评价体系、模型整合程度不

标总量控制更多地关注对水污染物的削减，有效 强；三是辽河流域水环境数据缺少有效整合分

地控制了辽河流域水污染物的排放、辽河流域水 析。近年来，随着突发性污染事件数量的不断增

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根源问题并 多，环境管理部门应对突发污染事件的压力也日

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因为目标总量控制没有建 益增大，因此，环境管理部门应该在整合现有监

立起环境质量与污染物排放总量之间的直接关 测网络、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水环境综合管理信

联，不能直接显现污染物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之 息平台，为辽河流域水环境科学管理提供有效的

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污染物总量控制采用“一 支撑。

刀切”的方式，减排效果没有与绩效评估、水环
2　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改善措施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相衔接。随着社会经济、水

环境的不断恶化，目标总量控制的弊端日益凸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显，为了有效地解决污染源达标排放但流域水环境 （以下简称“水专项”）已在辽河流域开展了综
质量却未明显好转的问题，急需在辽河流域建立起 合示范工作。“十一五”期间，开展了水环境管

[8]基于水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体系 。 理、治理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工作。“十二

1.3　流域水生态安全的监控与评估体系尚未形成 五”期间对“十一五”期间研发的单项技术进行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是实现辽河流域社会经 了技术集成，并在辽河、太湖流域开展了示范工
[9]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流域水生态安全监 作。“十三五”期间通过对关键技术的规范化、

控与评估则是保护和恢复流域水生态健康的基 规模化、产业化，推广到全国各个重点流域，支

础。辽河流域水生态安全监控需要从水生态环境 撑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综合示范区水生态
[12-13]的各个方面开展监测工作。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开 环境明显好转 。为了顺利实现水专项“十二

展能够反映水环境压力的水质监测、水生生物监 五”、“十三五”阶段目标，完成重污染治理阶

段的跨越，进入全面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新阶测工作，也要开展能够反映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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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结果能够通过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及时地反馈

一步改进。 给环境管理人员。随着水环境监控网络的不断完

2.1　加强流域立法工作，建立完善行政管理体系 善、监测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监测数据的获

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水法》、《水污染 取更加畅通，辽河流域水环境监控预警、应急能

防治法》等，但是就流域管理而言，很多方面还 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缺少立法规定。我国水系发达，气候差异明显， 2.4　搭建水环境管理综合信息平台

南北方河流呈现不同的特点，不能够用相同的法 随着计算机、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实

律解决所有的流域水环境问题，因此需要加快推 现“数字辽河”、“感知辽河”成为水环境管理

进地方立法部门出台适合于本地区的地方环境法 的新需求。将先进的网络技术、数字监控技术、
[14] 信息集成技术、数据管理模拟控制技术应用水环规 。辽河作为我国北方重要河流之一，更应该

境管理工作中是实现流域水环境管理智能化的必加强流域的立法工作。通过法律的约束力和执行

然选择。建立辽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力来明确流域内政府、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解决

能够提高流域水环境日常管理能力、突发事件预权责不清、多门执法的问题，促进辽河流域的水
[17-18]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由于辽河流域跨辽宁、吉 警能力、加快应急响应的速度 。水环境综合

林两省，在辽宁省内又流经省内11个市，所以必 管理信息平台将真正的起到事前预警、事中决

须协调好跨地区的流域管理问题，明确辽河流域 策、事后评价的作用。

的整体规划目标，实现流域的管理和地方区域管 2.5　培育环保产业，支撑辽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理相结合、治理和管理齐头并进。 开展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类污染治理

2.2　加快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容量总量 技术的支撑。“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水

控制 专项为了解决辽河流域典型行业重污染问题，通

排污许可证是指环境管理部门根据流域的 过对国内外污染治理技术调查、评估，从5000余

水环境容量及各企业的排污情况，以书面的形式 项行业污染治理技术中筛选出200余项最佳可
[15-16]明确具体各企业的排污要求 。排污许可证将 适用技术，突破了45项污染治理的核心关键技

[19]作为各企业排污和环境管理部门检查企业是否超 术 。按照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系

标排污的依据。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可以促进污 统治理思路形成了五大行业水污染控制技术体

染物排放由目标总量控制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 系。辽宁省政府应以水专项研发的各类污染治理

通过核算控制单元内河流的纳污能力，将污染物 技术为基础，鼓励新兴环保产业发展，建立一个

排放总量及减排任务具体落实到各个排污企业， 设备先进、种类完整的环保产业体系，进而形成

同时环保部门也可以排污许可证为参照，与现场 新的市场化治污模式，全面支撑辽河流域生态文

治理装置运行情况、监测数据进行核对，提高环 明建设。

境监督工作的效率。
3　结语

2.3　完善水环境监控网络，构建监控预警体系

目前，辽宁省初步建立起了国控断面水质 辽河流域作为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母亲

自动监测系统，并在大伙房饮用水源地建立了 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了严重污

4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清河、凡河、蒲河分别建 染。通过完善辽河流域的行政管理体系、监控预

立了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但还不能满足水环境 警体系，加快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搭建辽河流

管理工作的要求。完善辽河流域水环境监控网络 域水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不仅要在辽河干流安装自动监测站，还应在各支 治理水污染、保障流域水环境生态健康、形成水

流入河口、生态敏感点安装自动监测站。利用地 环境保护的科学管理体制，促使水环境管理从单

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实现联网时时监测并将监测 （下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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