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内容



试点内容-目标

试点目标

      汛期主干河流水质恶化，是长江流域水系面临的主要问题。针

对常州市汛期断面水质达标改善、水质保障提升等重点工作任务，

建立汛期水环境精准溯源专题，运用水环境模型和大数据技术，基

于汛期污染排放响应关系与水质溯源关联分析，识别污染成因，开

展汛期水质预测预报，为实施管控措施提供决策支撑。



试点内容-溯源技术路线



汇报内容



试点进展-数据收集

数据类别 数据来源 空间区域 时间频次 时间长度 指标 优先程度
涉水点源

（工业企业、
污水处理厂、
直排企业）

在线监测，
污染普查，
环境统计，
排污许可

如果可能是全市，首先保障汛期试点研究区域，
两湖新区区域

以区为单位的常州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数据

在线监测1小
时或4小时数

据；环境统计，
污染普查，排
污许可年数据

至少1年，建
议2020-2022

中选择

经纬度位置，名称、化学
需氧量（COD）、氨氮

（NH3-N）、总磷（TP）、
总氮（TN）、溶解氧
（DO），排放去向

最重要，优
先，紧急

水质 监测或平
台

如果可能是全市，首先保障汛期试点研究区域，
两湖新区区域，国省市监控数据

在线监测1小
时或是4小时

至少1年，建
议2020-2022

中选择

站点经纬度位置，名称，
化学需氧量（COD）、氨

氮（NH3-N）、总磷
（TP）、总氮（TN）、溶
解氧（DO）、pH，水温

非常重要，
优先，紧急

水量或流速，
水位

监测 京杭大运河（九里铺、常州（三堡街）、常州
（三）、洛社）、德胜河（魏村闸）、澡港河
（澡港闸）、新河沟（新河沟闸）、太滆运河

（坊前、黄埝桥）、直湖港（武进港闸）、雅浦
港（雅浦港闸）、丹金溧槽河（丹金闸、王母

观）、武宜运河、锡溧运河、武南河、新孟河、
孟津河、北河、中河、南河、中干河、西溪河、

夏溪河、湟里河、南运河。

在线监测1小
时，手工监测

至少一个星期
以上，建议

2020-2022中
选择

站点经纬度位置，名称，
流量或流速，水位

非常重要，
优先，紧急

排污口 采样 以上区域，目前已有新北区和武进区入长江和太
湖的排污口位置

单次采样 最近采样，不
限年限

经纬度位置，类型，水量，
水质

非常重要，
优先，紧急

面源（城镇
生活、农业
种植、水产
养殖、畜禽

养殖）

污染普查， 
环境统计，
其他报告

如果可能是全市，首先保障汛期试点研究区域，
两湖新区区域，统计到区乡镇。

以区为单位的常州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数据

年数据 至少1年，建
议2020-2022

中选择

区乡镇名称，区划图、化
学需氧量（COD）、氨氮

（NH3-N）、总磷（TP）、
总氮（TN）、溶解氧

（DO），排放量，产生
量，入河量

重要，优先，
紧急

地形 测量 京杭运河、新孟河、德胜河、澡港河，北塘河，
北河、夏溪河、湟里河、南运河以及汛期试点区

域或是两湖新区内的主要河道

单次监测 如有工程则是
设计或建设后
地形，变化不
大地形不限年

限

水下高程，坐标系，参考
高程基准

非常重要，
优先，非紧

急

气象 监测 以上研究区域主要站点，特别是金坛溧阳区域目
前没有气象数据

在线监测1小
时

至少1年，建
议2020-2022

中选择

站点经纬度位置，名称，
降雨、蒸发、气温、风速、
太阳辐射、露点温度、云

覆盖

重要，非优
先，非紧急

ID 　

河道 　

河名 　

编码 　

所在村 　

起讫地址 　

长度（米） 　

平均宽度（米） 　

河道形状 　

河底高程 　

河道比降  

绿化长度（米） 　

生态木桩长度（米） 　

石驳岸长度（米） 　

水质目标 　

水质现状情况 　

河长姓名 　

目前河道状况
需改善水质 　

需清淤 　

是否有养殖场

鸡 　

猪 　

鱼 　

甲鱼 　

栏渔网道数 　

途径自然村名称 　

途径泵站 　

数
据
清
单



试点进展-数据收集

常州市土地利用类型 常州市数字高程

常州市土壤类型

常州市三大水系

数据类型 数据描述

数字高程模型DEM 12.5m×12.5m

水系 常州市“十四五”省控断面分布图

气象数据 气象站逐小时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 常州市100m×100m数据

土壤类型 土壤类型分布图



试点进展-HSPF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平原河网地区流域划分技术路线

    采用一种基于HSPF模型的多尺度、

分层次的平原河网地区流域划分方法，

多尺度是指利用多种分辨率的空间数

据生成流域划分参考图层，主要包括

基础数据图（包括DEM、主干道路、

闸坝位置）、建成区流域划分图、土

地 利 用 近 邻 分 析 图 和 单 元 格

（100m×100m）级网格河流近邻分

析图；分层次是指考虑地形和基础设

施（水系、圩堤、道路、闸泵）等多

种因素对流域的影响。

流域划分



试点进展-HSPF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常
州
高
程
图

土
地
利
用
邻
近
分
析
图

100m×
100m
网格河
流近邻
分析图

道
路、
闸
坝



试点进展-HSPF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流域自动划分结果

建成区流域划分结果

修正的流域划分结果



试点进展-HSPF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HSPF模型构建



试点进展-HSPF流域水文水质模型

      选用 Nash-Sutcliffen（纳什）效率系数 Ens、相对误差（RE）和确定系数R2作为模型参数率定的标准。
其中，RE<0.25，R2、Ens＞0.6时可以认为模拟效果好。

钟楼大桥流量验证结
果较好，其中:
    R2=0.83
    Ens=0.82
    RE=0. 10

2
0
2
0
年
率
定
期

2
0
2
1
年
验
证
期

德胜河流量验证结果
较好，其中:
    R2=0.82
    Ens=0.81
    RE=-13.2%

HSPF模型验证



试点进展-HEC-RAS水动力水质模型

    利用HEC-RAS模型构建常州市河网水动力模型：根据卫星影像图得到常州市河网，共1449个河段，
在RAS Mapper中自动生成横断面，并进行手动调整，共15632个河道断面，断面间隔38.4-400m。 

网格划分地形处理控制单元划分



试点进展-HEC-RAS水动力水质模型

水位 水质

水质监测断面空间分布

    常州市位于平原河网

上的“水十条”水质断

面共42个，包括14个

国控水质断面、28个省

控水质断面。

    站点与水质边界河段

按空间位置距离作近邻

分析，给每个水质边界

河段赋予一个水质断面，

用该断面水质监测数据

进行边界条件输入。

边界条件设置



河网水动力模型构建

流速模拟结果 水深模拟结果

试点进展-HEC-RAS水动力水质模型



     输入HEC-RAS水动

力水质模型，在平原河

网区子流域自动划分技

术基础上，基于数字高

程、交通道路、闸泵排

站、河流水系、平原圩

堤等信息，手动修改平

原河网区河流汇水单元。

试点进展-流域-水体耦合模型

污染源及水质断面空间分布

流域—水体

耦合模型

HSPF模型模拟非点源综合污染强度



试点进展-流域-水体耦合模型

模型验证 水 位



试点进展-流域-水体耦合模型

氨 氮



试点进展-流域-水体耦合模型

总 氮



试点进展-流域-水体耦合模型

总 磷



试点进展-阶段性成果1

     2020年入汛后，常州市京杭运河上游来水水量剧增，德胜河和澡港河两条骨干河流成为临时泄洪排江通道，

上游来水在主城区西侧分流。同时，京杭运河来水急剧恶化，上游吕城断面水质由Ⅲ类下降至Ⅳ～Ⅴ类，最差为

劣Ⅴ类。常州市新京杭运河、德胜河、扁担河上国省考断面从之前以Ⅲ类水为主，整体抬升至Ⅳ～Ⅴ类水平。水

质溶解氧降低，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指标急剧升高，表现出以磷污染和有机污染为主的复合型污染特征。

2020 年汛期重点影响区域污染负荷分析



试点进展-阶段性成果1

• 2020年区域降雨总量为1049.7mm，其中47%左右
的降雨集中在汛期6~8月，成为发生非点源污染的直
接动力。农业非点源汛期径流污染是引起断面水质降
类主要原因。

• 新北区春江镇农业非点源污染严重，该镇全年的污染
入河量为氨氮298.96 t/a，总氮791.62 t/a，总磷
556.56 t/a；汛期污染负荷量分别是非汛期的3.5倍、
4.2倍、4.6倍；新北区新桥镇总氮及总磷汛期负荷量
较非汛期上升较大；武进区嘉泽镇氨氮及总氮汛期负
荷量上升较大。

污染物 新北区 武进区 天宁区 钟楼区

氨氮（t/a） 621.26 1226.17 49.17 162.78

总氮（t/a） 1668.75 2890.57 131.45 373.34

总磷（t/a） 1135.91 1276.84 90.76 130.05

2020年常州市非点源负荷区域分布

氨氮负荷空间分布

非汛期 汛期 非汛期 汛期

总磷负荷空间分布 总氮负荷空间分布

非汛期 汛期



试点进展-阶段性成果1

• 流域-水体耦合模型模拟验证结果表明：添加春江镇、新桥镇、嘉泽镇的汛期非点源污染负

荷空间分布后，6-8月汛期发生降类的断面，水质实测值与模拟值较为接近，模型能反应

汛期水质变化过程。

氨氮

总磷

非点源污染溯源情景模拟



试点进展-阶段性成果2

2021年汛期氨氮污染负荷 2021年汛期TN污染负荷 2021年汛期TP污染负荷

    骨干河流的支流支浜，

汛期承担临时泄洪任务，

“零存整取”的各类污染

物短期内会对骨干河流带

来较大的冲击。降雨强度

越大，冲击负荷越重。

2021年汛期“两湖创新区”非点源污染负荷分析

时间 NH3-N（t） TN（t） TP（t）

2020年汛期
482.27 1197.71 131.00 

2021年汛期
263.25 619.93 34.17 

2020~2021年汛期污染模拟结果对比

    2021年汛期，氨氮、

TN和TP污染负荷量占到

全年32%、20%、31%。

空间分布上看，污染负

荷产生集中在中部和东

部，其中尧塘街道各类

污染产生量均为最大。



汇报内容



下步计划

成果展示

模型集成

推广应用

l 结合“水美常州”平台建设，
进行汛期溯源成果展示

l 将模型集成到线上实际应用，
并进行完善和可视化展示

l 加大平台推广应用



下步计划

目前水生态综合治理（一期）“水美常州” 平台已纳入市2023年常州市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计划，

4月底前完成项目论证，5月完成项目立项，预计年底完成项目建设。



下步计划

ü 预警信息推送
ü 预警状态管理

ü 水环境空间展示
ü 水环境监测分析
ü 汛期精准溯源分析

我的常州

生态环境感知网 环保专网

政
策
制
度
体
系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组
织
保
障
体
系

网
络
安
全
体
系

市政务
数据共
享交换
平台

业务应
用体系

数据
采集

数据
治理

横
向+

纵
向

ü 水生态监测管理
ü 水生态预警管理
ü 水生态健康评价管理

基础设
施体系

数据资
源体系

应用支
撑体系

政务外网

视频 遥感 在线监测 智能终端

住建

水利

农业

...

省厅
生态
数据
中心

在线
监测

排污
许可

手工
监测

...

常州
生态
数据
中心

污染源
监测

自动
监测

手工
监测

...

汛期溯源
专题库

遥感应用支撑 大数据算法分析模型 水生态预警模型 地图服务视频智能分析 水动力水质模型 统一认证

ü 全域污水处理一张图
ü 实时监控  
ü 报警管理

全域污水污染源监管场景 指挥决策调度中心

公众服务移动应用

水生态监测预警应用场景 水环境全景分析应用场景

一网统管平台常治慧

用户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研究机构公  众跨部门单位

ü 数据查询
ü 统计分析

    建立精准溯源专题研究成果数据库，并集成汛期溯源模型，开发汛期溯源分析，辅助管理决策。

集
成
框
架
设
计



下步计划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及直属单位

视频

遥感监测

在线监测

智能终端

一
网
统
管
+
生
态
环
境
厅
数
据
中
心

水
美
常
州
专
题
数
据
库

横纵向数据归集

基础数据

主数据

水生态

水环境

污水治理设
施

视频监控

自动监测

遥感监测

水生态监测
预警业务

水环境决策
支持业务

全域污水污
染源数字化
监管业务

向公众公开水生生物、基本水质状况等信息

公  众

公众服务端
（部署在“我的常州”）

...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

处置反馈

数据支持

数据支持

数据支持

指
挥
协
同
调
度
中
心

“一网统管”
平台

数据回流

数据共享

手工监测

跨部门单位

预警推送

成果应用思路        “水美常州”应用是全省首个注重水生态管理的应用平台，应用聚焦“三水统筹”，坚持问题导向，围绕
“1库、3场景、1中心，1服务”的架构，构建实时感知、智能分析、协同管理、闭环处置的治水数字化平台。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