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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庆市水环境问题的三峡库区 

科技支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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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重庆市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大数据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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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了重庆市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部分支流水质出现超标、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不稳定、农

业面源污染贡献较大等现象。以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目标，提出了重庆市水环境科学技术研究

方向：以科技为先导全面开展水污染治理的示范与推广，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以期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安全

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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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育的摇篮，也是我国拥有独特生态系统的宝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

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庆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库段长度约占三峡库区的 85%,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其水环境问题.以科技为先导寻

找解决途径,对于改善三峡库区水环境质量，保护长江母亲河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重庆市主要水环境问题 

2.1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存在工程型缺水和 

资源型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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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河纵横，水系发达，过境水资源十分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汛期占 70%,非汛期占 30%；东部水多，西部水少；

丘陵平坝人多水少幅员面积小，高山深丘人少水多幅员面积大。重庆因地形起伏大，河谷深切，水资源的利用对水利工程的依

赖性大，绝大部分区域属工程型缺水，同时兼有水质型缺水和资源性缺水。主城区及大都市区地形条件好，经济总量大，聚集

人口多，但当地水资源相对缺乏，湖库及次级河流污染相对严重,尤其是渝西地区作为重庆市产业发展重要区域，水资源量偏少，

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矛盾突出。渝东南、渝东北地区水资源量占到全市 75%以上，但地广人稀，山高坡陡，田高水

低，同时又处于水源涵养和严格保护管控地带，水利设施建设任重道远，属于工程型缺水区域。重庆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偏

低.但部分地区又存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现象。 

2.2 支流水质亟待改善，城市水体整治 

效果尚不稳定 

重庆市长江干流江段总体水质良好.但支流水质存在不达标现象，部分支流水质为 V类和劣 V类，三峡库区支流回水区时有

“水华”现象发生。2017年全市地表水监测 211个断面中，Ｉ〜Ш类水质断面占 84.8%。其中，长江干流总体水质为优，15个

断面均满足 IB类水质；支流 196个断面 I〜Ш类水质断面占 83.7%,V类和劣 V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3.6%和 4.0%,桃花溪、碧溪河

等 2条河流为 V类水质，临江河、梁滩河、花溪河、太平河、汇龙河等 5条支流为劣 V类水质，水质亟待改善。2017年三峡库

区重庆段 36条支流 72个断面中，水质呈富营养的断面比例为 29.2%,当气温水温适宜时,这些河流有可能爆发“水华”现象。2

017年重庆市基本完成了主城建成区 31段黑臭水体的工程整治，但部分河段整治成果还很脆弱，不稳定，易反弹，远郊区县还

有 17段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尚未完成。改善 V类和劣 V类支流水质，提高断面达标率，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成效，持续提升水

质，满足考核要求是水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 

2.3 农业面源污染“量大面广”，短期改善 

难度较大 

随着城镇生活污染源、工业点源等污染防治成效显现，农业面源污染负荷逐渐成为长江流域水污染负荷贡献的主要方面，

其中氮、磷等指标的贡献量超过 50%。水土流失、农业灌溉方式不合理以及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是主要原因。重庆市山高谷深、

沟壑纵横，地形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农田以坡耕地为主，坡度大于 25°的耕地 826.1万亩，占 22.6%。坡耕地水土保持能

力差，降雨和灌溉导致的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风险大。据水利局发布的水土保持公报显示,2017年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2.87万

km
2
,占全市幅员面积的 34.8%，其中 32.6%的面积为强烈及以上侵蚀程度，全年土壤流失总量为 9097.17万 t。不合理的灌溉方

式，也加剧了水土流失，加大了面源污染负荷。目前重庆市农业灌溉仍以传统的地面漫灌为主,2017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为 1

485.4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44.0%,其中采取喷灌、滴灌和渗灌等高效灌溉方式的播种面积仅为 25.3万亩,播种面积的 0.7%,全

市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仅为 0.48.低于全国 0.52的平均水平。受山地城市的地形地貌限制，耕地质量不高，多为“巴掌田、鸡窝

田”。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追求高产，保障农产品供给，形成了多施肥、重氮磷肥轻钾肥和微量元素的盲目施肥现象。全市化

肥年使用量约 96.2万 t(折纯)，利用率为 34.5%,农药使用量约 1-76万 t,利用率为 37.2%。过量的氮磷肥料随着水土流失进入

水体，严重威胁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2.4 流域治理缺乏系统性 

水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维，应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但在实践中，“九龙治水”现

象仍然存在。涉水主管部门，管水环境的只管截污、治污，管水资源只管调水，“水质”与“水量”互不通气，“水生态”更

少人问津，没有从全流域和污染源头着手，没有从修复流域生态、扩大河流纳污能力着手，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不稳定。比

如，一些城市河段被不合理地筑坝造景、一些郊区河道被不科学地建造梯级水电站等现象仍然存在。又如，城乡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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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重厂、站建设.轻雨污分流、二三级配套管网建设；生活污水重污染处理,轻中水回用；河流综合整治，重清淤疏浚、

筑渠砌岸，轻生境呵护与生态修复等。 

3 科技支撑方向 

以科技为先导，解决突出水环境问题，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保障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 开展流域管理政策研究，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开发 

提供政策引领 

重庆市对于大江、大河等有明显水域功能的区域制定了管理目标，对于较小的支流并未制定水域功能，导致部分小流域直

接沦为“排污沟“，成为污染排放的主要通道，如何科学确定不同水域的水环境功能.测算水环境容量及承载力，合理布局产业

和完善水环境功能管控，兼顾流域污染防治及绿色发展，是三峡库区水环境管理及科技支撑的重要研究方向。自然资源的价格

及价值难以体现，破坏后修复花费巨大，损害赔偿常常难以确定对应价格。流域上下游的生态补偿目前也缺乏科学性、明确性，

大多经过谈判、磋商等，生态补偿方案也难以制定。建议开展自然资源物有所值的研究，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方案的制定，促进

流域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 

3.2 全面开展污染治理技术示范 

研究与应用推广 

开展湖库、河流黑臭水体修复技术研究，建立湖库和河流水体修复示范工程，开展示范工程长效研究，包括定期对修复水

体进行跟踪监测和对突发运行问题的解决等，用于指导湖库、河流生态重建与恢复，实现水质全面达标。开展三峡库区回水区

富营养化发生机理研究，探索富营养化与营养盐的形态、水流特征、自然气候条件、水生生态系统、水体污染特征等因素的关

系，从生物、化学、水文、气象、物理、地质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研究三峡水库富营养化的形成机理和调控对策[1].并型支流回

水区开展“水华”原位治理技术试点示范。开展各项污染治理技术示范研究与应用推广：对于城镇生活污水治理.重点开展出水

达地表水Ш类水质且环境友好的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技术集成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解决区域缺水、污水就地资源化、污

水处理厂出水受纳水体污染、降低管网建设投资等关键技术问题;在工业污染治理领域，重点开展榨菜、电镀等工业污水达标处

理和资源化回用关键技术研究和技术集成，以新材料、菌种研究为突破点，结合对应排放标准，联合企业开展工程示范及应用

推广；在农业面源治理上.开展山地城市、农村面源污染排放特征及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结合现有面源污染控制技术，集

成应用于工程示范，建立面源控制对应体系，对于重庆市面源的综合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3.3 开展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搭建流域环境 

管理决策支撑平台 

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与污染负荷的排放息息相关，三峡库区大量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实施在水污染负荷控制上成效显著，

但水环境质量却并没有如预料之中明显好转，说明传统意义上的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未能全面客观反映出它们之间的相应关

系，因此建议开展河流、湖库健康水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水生生物及水环境系统(水、生物、沉积物)为整体对

象，研究建立集水生生物、水环境质量、污染负荷、水文水利条件等的多参数健康水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代替原有单纯水质评

价，融合运用水质模型、生态动力学模型以及面源污染等数学模型，科学客观评价三峡库区流域水生态安全。在此基础上.研发

三峡库区流域污染防治与管理决策支撑平台，建立流域环境管理云计算中心，联合规划、环保、水利、农委等多部门实现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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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控制、开发与保护、源头防控、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方面全面提升水环境问题的解析与污染应急处置能力，构建上下游同

步、左右岸协调、干支流协作、水陆域共治的系统治理模式.实现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的有机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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