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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水质分析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前言

　　黄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自治区），呈“几”字形。黄河全长5464-3km，流域面
积752443kmz，沿途汇集了30多条主要支流。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
发源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是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最大供水水源，承担着占全
国15％的耕地面积和12％的人口以及中原油田、胜利油田、准格尔煤田等众多工矿企业的供水任务，
并承担着流域内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近年来，黄河水污染现象日趋严重，已成为黄河流域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
发展，黄河水资源利用率越来越高，河道内水量锐减，加上大量废污水的输入，使得黄河水环境承载
能力大幅度下降，水质严重恶化。水利部组织有关专家将黄河干流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4年年末的水
质监测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58.1％的干流长度未达到III类水标准；2004年年末，黄
河干流水质未达到类标准的河长已经占70.5％，其中劣V类水质河长占7.4％。　　到目前为止，在关
于黄河水质的研究中，除发表于国内外杂志的众多论文外，并没有一本针对黄河上游兰州段水质分析
与评价的专著。藉完成甘肃省节水治污行业技术中心的技术攻关课题之契机，大量查阅了国内外相关
文献资料，并结合部分研究成果一并予以整理，编撰成此书，希望对同行们的研究和工程实践能有所
裨益，若能如此，作者将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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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水质分析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内容概要

《黄河上游水质分析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主要对黄河上游流域的水环境、水质特征进行分析，同时
分析了黄河上游的水资源的污染现状，根据黄河上游自然、社会、环境特点，借鉴国内外对水污染控
制的经验，提出黄河上游水资源污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为黄河上游流域的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黄河上游水质分析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编写风格独特、取材新颖；文字通俗易懂、简明
扼要：每个部分都列出要点、相关主题。
《黄河上游水质分析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可供高等院校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
以及相关专业的科研院所、工程设计单位及其他各类从事水处理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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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黄河中上游的水环境特征　　1.4　黄河中上游生物资源　　黄河干流总共有鱼类121种（亚种）
，其中纯淡水鱼类有98种，占总数的78.4％。黄河上游鱼类种类只有16种，组成也较简单，仅有鲤科
、鳅科的裂腹鱼、雅罗鱼、条鳅等。中下游鱼类大体相似，均以鲤科为主。中游有71种鱼类，但缺乏
自然的鲢、鳙、鳊、鲂等典型平原类群的鱼类，中游上段有与上游共有的裂腹鱼和条鳅等。对黄河支
流的调查资料统计看，据甘肃洮河、陕西渭河、泾河的鱼类统计看，以渭河水域种类较多，有30种，
洮河次之有11种，泾河则仅有4种。上中游支流中多数是鲤科、鳅科的小型鱼类，另外有少数尝科及鲇
鱼等，经济鱼类为鲤、鲫、雅罗鱼及鲇鱼等。　　上游：河源至贵德，两岸多系山岭及草地高原，海
拔均在3000m以上，高峰可超过4000m，河道呈“S”形，河源段400km内河道曲折，两岸多湖泊、草
地、沼泽，河水清、水流稳定，水分消耗少，产水量大，多湖泊，最大湖泊星宿海、鄂陵湖，气候为
高原寒冷，鱼类系中亚高原区系，种类少，资源丰富。鱼类资源长期未被开发利用（沈红保等，2007
）。　　中游：贵德至孟津，多经高山峡谷，水流迅急，坡降大，贵德到刘家峡山谷极为深削，河
宽50～70m，最狭处不到15m，谷深100～500m，水流湍急，狭窄崖陡，蕴藏丰富的水力资源，在峡谷
上修建了大型水库，黄河出青铜峡后进入河套，形成大片冲积平原，水流平缓，鲤鲫、鲇鱼类资源较
丰富。黄河流经河口镇，折向南行，穿行秦、晋峡谷，到龙门全长只有718km，落差611m，比降大，
龙门以下到潼关130km河段，纳汾、渭、泾、洛诸水，水量大增，泥沙大量淤积，河道不稳定，鲤鱼
资源丰富，中游经黄土高坡，携带大量泥沙，给下游造成巨大危害，是根治水害的关键河段（苗春林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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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黄河上游水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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