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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oday,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in urban basins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Only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sources,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can we optimize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basin as a whol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basin.	Firstly,	it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basin,	then	
expounds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method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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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城市当中的流域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只有对水体污染源进行深入的调查与
分析，并制定出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施，才能够从整体上优化流域水体环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论文重点
针对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对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指出了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的意义，然后又阐述了调查工作的
组织形式、原则和技术方法，最后结合调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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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各流域的防洪排涝与河

道治理工作水平明显提高，为区域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发展提

供了保证。但流域污染问题仍不可小觑。只有对流域水体污

染源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并制定出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措

施，才能够从整体上优化流域水体环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只有对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

细的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指出调查工作的重点

与要点，才能够提高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水平，为流域

水体污染治理工作提供支持，实现流域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2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的意义

在中国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当中，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

是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对于流域水体治理工程的规划与实

施，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在中国

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流域水体的污染问题

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对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对流域

内居民的健康生活产生了威胁。只有对流域水体污染源进行

深入的调查，对流域水体的污染状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

流域水体污染源的分布与排放特征进行明确，才能够为流域

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其次，只有做好流

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了解流域水体污染物的种类、数量、

排放方式、排放趋向、处理方式，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的

污染源治理方案，保证流域水体污染源治理效果。

3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的关键

3.1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的组织形式
要想做好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就必须对最基本

的工作组织予以高度的重视。首先，结合中国流域水体污染

源调查工作的成功经验，可以明确要想做好工作组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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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部门支持，开发区管委会协调的基础上，由专门单位

牵头，开展流域水体污染源的调查工作。其中，生态环境部

门、农业农村部门、住建部门和税务部门等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与相关资料提供 [2]。其次，制定严格的责任落实制度，确

保流域内所有乡镇、街道和社区等都能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表》的填写，并明确相应的填报人与

审核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全面性。最后，开展流域水体

污染源调查、分析与监测工作，对流域水环境现场进行图片

取证、现场记录和成果汇总是做好流域水体污染调查不可或

缺的一环，也需要专门单位牵头负责组织。

3.2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的原则
要想高质量地开展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需要严

格遵循以下四大原则。首先，遵循客观真实与全面系统原则。

只有采取“排口普查、重点排查、辅助探查、全面调查”的

方式，对流域水体污染源进行无死角调查，才能确保流域水

体污染源的调查结果的真实、有效、全面，才能将流域水体

的污染源排放水平进行客观的反映，帮助相关工作人员更好

地了解流域内存在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现象，例如管网混接漏

接现象、垃圾堆放现象、污水直排现象等，并通过图片或视

频的方式取证，为流域水体污染源的统计、梳理以及污染源

调查数据库的构建打好基础。其次，遵循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原则。即调查人员需要从点源污染、面源污染、移动源污

染以及内源污染方面入手进行流域水体污染源的调查，明确

污染源调查的工作重点。例如，针对点源污染物的调查，需

要将排放口普查作为重点，尤其是旱流污水排放口，需要采

取“溯源”式排查方法 [3]。针对面源污染物的调查，需要以

流域内的重污染行业、企业及其所处的区段为重点。针对移

动源污染调查，应当重点调查道路交通、航道通行量及规模。

针对内源污染物的调查，应当将重点集中在污染底泥和黑臭

水体方面。再次，遵循分工合作，注重实效原则。流域水体

污染源的调查应当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统筹领导下，将各部门

协调组织在一起，通过各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与明确分工，

保证调查工作的全面性与顺利性。同时，还要严格遵循调查

标准流程，正确选择调查技术方法，重点提高调查数据获取

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最后，遵循公众参与，透明公开原则。

在流域水体污染源的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还需要引导当地

的基层群众参与其中，借助基层群众的监督，保证调查过程

与调查结果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4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的技术方法

4.1 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方面。首先，在水质监测工作中，遥感技术的应用能

够通过水体的光谱特征与热辐射特征的监测，了解流域水体

的污染程度，明确水体中存在的污染物种类，并对水体的富

营养化程度进行了解，为流域水体污染物的防治提供支持 [4]。 

其次，在污染源识别工作中，遥感技术的应用能够对流域内

各种地物特征进行分析与研究，进而在准确把握地物光谱特

征与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对各种污染源进行识别。例如，

利用遥感技术对流域内的工业区地物特征、农业区地物特征

和居民区地物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流域内各类污

染源的分布特征与污染严重程度。最后，在污染治理效果评

估工作中，遥感技术能够将污染物治理前后的遥感图像放在

一起，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了解污染治理物的治理效

果。图 1 为遥感技术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的应用

原理。

图 1 遥感技术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的应用原理

4.2 水质监测技术
在流域水体污染物调查工作中，水质监测技术的应用，

不仅可以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水质状况，还可以从数据

信息方面，保证污染源识别、污染程度评估与污染防治方案

制定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水质监测技术在流域水体污染物调

查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针对污染物的

监测，主要是对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与微生物进行监测。

其次，针对水文监测，主要是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对流域

水体的水量、水温等指标进行监测，并通过水质预测模型的

构建，了解水体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污染变化趋势。最后，

针对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主要以地形地貌监测、土壤监测和

生物多样性监测为重点 [5] 。

4.3 GIS 技术
在中国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GIS 技术的应用

也非常广泛。所谓 GIS 技术，其实就是地理信息系统，有

着较强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可视化功能。

GIS 技术的应用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GIS 技

术能够对流域内的空间数据，例如地形地貌数据、水系分布

数据、污染源分布数据等进行统一的整理和管理，提高调查

人员在数据查询、数据分析以及数据整合等工作中的效率。

其次，GIS 技术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将调查工作中获取到

的数据展示出来，为工作人员了解污染源在流域水体中的空

间分布情况提供便利。同时，GIS 技术还可以通过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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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功能、空间关系建模功能等，将流域水体污染源的发展

规律与特点揭示出来 [6]。再次，GIS 技术可以对流域的自然

地理与水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在了解污染物排放情况的

基础上，合理划分小流域，帮助工作人员更加高效地开展污

染源调查工作，提高调查方向的针对性，保证调查结果的精

准度。最后，GIS 技术能够通过水文模型与污染物传输模型

的构建，帮助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流域水体污染源的扩散情

况和变化特征，然后预测污染源对流域 水体的影响，为污

染防治措施的制定打好基础。

4.4 资料搜集与统计
资料搜集法是流域污染调查中常用的调查方法。资料

搜集与统计工作的开展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流

域水体污染源有关的数据信息，例如企业名称、企业地址、

企业所属行业类别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国排放的污染物数

量等，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类，然后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

行污染源数据库的构建。第二，对流域水体中的污染物进行

分析，利用之前搜集到的数据信息，对流域水体环境中的污

染物种类、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分布特征、污染物影响范

围、污染物传输途径等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对流域水体

的污染程度进行评估，结合相关水质监测数据、污染源排放

数据等，评估流域水体环境遭受到的污染严重程度，为相关

污染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支持。第四，搜集历史遥感图像、

水质监测数据等，进行充分对比分析，以此来了解流域污染

演变趋势。在资料统计分析过程中，常常以地图、图表或者

文字的形式，将前期调查成果展示出来，并进行流域水体污

染源调查报告的编制。以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数据为参考，

加强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的构建，然后再将这些调查数据全

部上传到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当中，做好数据的更新与维护

工作，提升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与有效性，为政府部门、

相关研究机构与行业企业查询与使用提供便利。

5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

5.1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问题
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主要存在着以下两方

面的问题。首先，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中，与污染源

有关的数据，包括污染源种类、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污染源排

放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的准确性是流域调查的关键，但某些企

业并没有做好这些数据的保存，或者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粉

饰。所以，如何获取真实、完整、有效的数据，是相关工作

人员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其次，在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方

面，中国以水质、水量的监测为主，鲜少涉及污染源的溯源。

再加上监测网络布局的合理性有待提高，某些监测工作中设

置的监测站点，并不能覆盖到整个流域。而这，也会对调查

结果的准确性与全面性产生影响。

5.2 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问题解决对策
要想解决上述调查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先，

构建集数据收集、数据整理与数据分析于一体的信息化系

统，给出明确的数据收集标准和分析要求，加强数据获取质

量的控制。其次，对流域内企业的环保责任进行明确，并通

过环保宣传教育等方式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引导其做好相

关数据的保存与管理工作，为相关人员的流域水体污染源调

查工作开展提供支持。再次，加强各部门、各企业、各地区

的协调机制，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流，保证流

域水体污染源调查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最后，加强监测技术

的创新，重点研究污染源溯源监测技术 [7]。同时，优化监测

网络布局，保证流域水体污染源监测的全面性与有效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流域水体污染治理工作中，调查是

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只有对水体污染源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

查，才能够从数据信息层面提高污染源治理的针对性与有效

性，保证流域水环境的持续改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为

了持续提高流域水体污染源调查工作质量，不仅要选择合适

的调查技术方法，还要根据调查工作中的常见问题，给出针

对性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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