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线治污，是南水
北调工程中的一道生
态难题。有专家断言，
这是“世界第一难”。

仅在山东省，50多
条河流沿岸有4000多
家排污企业，每天排出
54 万吨工业废水、14
万吨生活污水。

有数据表明，2000
年，在南水北调工程总
体规划论证时，东线一
期工程中整个山东全
段水质氨氮超标，总体
水质为V类和劣V类。

此类水是人体不
能接触的死水，即便北
上，也是一池废水。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金煜
山东济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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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水北调重要的输
水通道和调蓄水源地，山东济
宁治污为重中之重，其中仅济
宁南四湖一段，污染企业集
中，河网密集、地表水面积大。

为保证一湖清水北上，被
世人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
进入环保部门的视野。

近 10 多年，山东省济宁
南四湖地区退耕还湿、退渔还
湖，筑造人工湿地净化水质。

目前，南四湖人工湿地种
植面积达 2 万亩，保护恢复生
态湿地面积超过 10 万亩。

山东境内所有企业的达标
废水在进入南水北调东线干线
河流之前，必须流经最后一道
防线——人工湿地进行净化。

通过人工湿地这个“净水
器”，山东境内南北北调东线工
程的输水干线，水质能达到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人工湿地净化水质

9 月底，济宁市北湖人工
湿地，荷花开放，芦苇一望无
际，白鹭纷飞。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泥洼地，其南部的南
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输水的
必经之地。

济宁北湖区规划分局副
局长杨宜东介绍说，因当地生
物工程、印染、造纸等产业的
兴盛，济宁的河流污染严重。

2003 年，山东省环保局和
济宁市环保局对南四湖进行
人工湿地实验，实验证明，人
工湿地对污染物的降解作用
非常明显。

两年后，济宁开始利用人
工湿地净化水质，被称为“人

工肾”行动，并制定了相关的
“湿地设计标准”。

目前，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工程及生态修复工程，济宁已
有 17 处，面积约 15 万亩，总投
资 5.56 亿元。

当时，对于北湖人工湿地
的建设有两种讨论方案。

一种是将整个北湖风景区
纳入湿地；另一种是利用北湖
东北侧、南侧的滩涂区域，建设
一小规模的“水质净化器”。

经讨论，环保部门采取了
后一种方案，既能节约成本，

也能达到预期作用。
几乎是“将济宁市污水厂

排入微山湖的水进行拦截，由
北湖人工湿地净化之后再重
新排入湖中，起到调节水质的
作用。”杨宜东介绍，“它排入
南四湖的最后一道关口。”

流入湿地净化一个月

与其他人工湿地不同，北
湖水质净化湿地项目采用国
际上先进的处理方式。

在由芦苇和鸢尾等植物

覆盖的湿地，几乎见不到净化
水质的设施，玄机隐藏在这些
植物的底层。

这些植物并不是生长在
土壤里，而是附着于沙石上，
这些沙石组成了填料床。“相
当于无土栽培。”杨宜东说。

在 表 层 植 物 10 公 分 以
下，埋藏了数以万计的管道。
这是整个湿地的动脉，是人工
肾的毛细血管。管道上则布
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污水厂
的水通过这些管道的输送进
入人工湿地。

杨宜东解释说，小孔可以
让污水均匀地分散在湿地之
中，得到更全面的净化。

污水由管道引入填料床，
在床体的填料缝隙中流动，完
成过滤水质的第一步。

同时，在床体表面种植的
水生植物，能够通过光合作用
和根部吸收，再次净化水质。

随后，由于落差的作用，
水流进入“表面流”的湿地，这
里实质是模拟的自然湿地的
状况，让水静置一段时间。

最后一段工序是进入“稳

定塘”，停留 5 天后，水质稳定
后，再排入南四湖。

一滴水从进入湿地到流
出，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净化。

经过三道工序处理，原污
水处理厂排放的中水，最后达
到地表水Ⅲ类水质的标准。
整个北湖湿地占地面积 3800
亩，处理污水的规模每天可达
7.5 万吨。

筹划“植物生意”

北湖湿地即将完成时，杨

宜东和他的团队，又遇到新的
问题。

湿地的植物，每一年都需
要进行收割。吸收了污水中的
各种物质，如果在冬天枯萎腐
烂，将对净化的水质造成二次
污染，人工湿地的功能将削弱。

这成为一个难题。
杨 宜 东 计 划 ，与 各 地 做

“植物生意”的商家搭上线，进
行植物的出售和加工。湿地
里的茭白是牛饲料最好的生
产原料，芦苇可以制成干花。
黄花鸢尾盛开时，也将吸引大

批的游客前来观赏。
不过，杨宜东并不认为这

是北湖湿地最理想的状态。
他邀请上海世博会的设计

单位为北湖湿地做景观设计，
“在不改变湿地功能的情况下，
让它更美些，而不仅是南水北
调净水器的作用。”杨宜东说。

山东省已决定，将在“十
二五”期间继续推进这一工
程，将人工湿地面积再次扩
大，届时整个投资将超过 37
亿，南水北调的“净水器”，将
发挥更大效用。

人工湿地 南水北调水质“净化器”
植物下埋藏带孔管道，污水通过管道进入湿地，经过光合作用、根部吸收等方式处理，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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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新加坝体剖面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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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穿越黄河丹江口水库增高14米
在丹江口主水源区，首先将大坝加高14.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相应库容

达到290.5亿立方米。其中最大的难题是新老混凝土结合的问题。之前修老大坝时，考虑到
之后会加高，所以留了一些键槽，键槽就是锯齿状的缝隙，再修新大坝，能增加新旧混凝土
的摩擦力。

西四环暗涵工程上接卢沟桥暗涵，下接团城湖明渠，为中线总干渠的最后控制性工程，
全长12.64公里。暗涵进口位于丰台区大井村西京石高速路永定路立交桥西南角，难点是
西四环暗涵工程涉及交叉管线多，需穿过五棵松地铁站、五路居框架桥，并在西四环立交桥
桩基中间穿过。修建西四环路时已留出了空间，暗涵工程施工将不会影响西四环交通。

地铁下江水入京

飞槽渡水越沙河
该工程是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的组成部
分，担负向沙河以北地
区的输供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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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 从长江中游调水，利用地势南高北
低，江水自流入京，途经10余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干线全长1400多公里。

看点 中线有诸多工程达国内之最和世
界之最，它是全球五个最大供水工程之一。

鲁山

中线穿黄工程位于郑州市以西约30公里的孤柏湾处。从黄河底部修通道引水过去，难点众多。工程中使用
的重要工具是盾构机。盾构机就像一列缓缓行驶的小火车，由黄河北岸竖井内始发，将用近一年时间前行4250
米，穿越黄河河床深处抵达南岸。盾构机刀头就像一把电动剃须刀，将施工面的泥土刮出，通过专用的传送带，
将泥土直接送出施工隧洞。盾构机一过，隧洞的挖掘、固定等工序全部完成。

长

东线 从长江下游调水，部分利用京杭大
运河河道，江水自流入京，途经6省（直辖
市），干线全长1156公里。

看点 东线供水区长期面临着水体污染、
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专家称东线治污是流
域治污“世界第一难”。

山

地铁五棵松站

暗涵工程

西四环

江都泵站 从长江至东
平湖设 13 个梯级抽水
站，江都等5个泵站仍在建
设中。

措施一 截污导流
徐州市将不牢河、房亭河、中运河邳州

段三个单元内的50万吨/日污水处理后利用
现有河道在农业回用后，输送导入新沂河北
偏泓尾水通道入海，使南水北调输水干线徐
州段调水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措施二 湿地净化
修建人工湿地最多的是济宁，且山东省

境内南水北调流经流域属济宁覆盖最广。
目前济宁市已经在十一五期间建成了人工
湿地17个，共15万亩，十二五期间还计划再
建38个。

措施三 控制排污
规划区内，山东、河南省废水和

污染物排放量最大，抓住了这两个
省的污染治理，就控制住了南水北
调东线50%以上的污染负荷和废水
排放量。

济宁

徐州

鲁豫交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