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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5〕131 号）、

《广东省打好污染攻防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粤办发〔2018〕

29 号)要求，坚决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障沙河、东江流域的饮用水安全，

2020 年 5 月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同意，7 月 27 日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

公示，8 月 11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同意由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等单位共同承担《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

工作任务（粤市监标准〔2020〕463 号）。 

1.2 工作过程 

（1） 标准前期准备工作 

2019年4月，为解决沙河流域水质超标问题，改善沙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

从污染排放控制出发，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与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标准编制组进行会谈，就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对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的作用，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讨论。会议初步决定以生态环境

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下称华南所）、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牵头组成标

准调研组，并制定了标准编制计划。 

2019年5月6~10日，为对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在惠州

市生态环境局博罗分局的支持下，华南所相关人员赴惠州市博罗县调研了纺织染

整、电镀、制浆造纸与制革的生产与水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 

2019年6~8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工作。在政策法规方面，

对国家及我省流域管理及污染整治的相关环保政策开展了研究，分析了新形势下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环境管理需求；在污染物特征方面，开展了纺织染整、电镀、

制浆造纸、制革4个重点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特征、控制技术的

文献调研；在标准限值制定方面，对国内外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修订情况

进行调研和分析；在行业发展方面，收集4个重点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产业

政策和行业发展概况，系统收集行业产能规模、原料、工艺、污染治理、污染排

放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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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5~6日，标准编制组与4个重点行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了现场座

谈交流，围绕工艺流程、原辅材料消耗、污染物控制措施及处理效果、污染治理

成本、存在的环境问题等进行探讨，初步了解了当地4个重点行业当前的污染防

治工艺技术水平，对部分典型企业的水污染物进行现场监测。 

2019年10~11月，开展流域污染物排放数据分析。在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博罗

分局的大力支持和广大企业的配合下，编制组收集了数十家不同行业企业污染物

排放监测数据，结合问卷调查收集企业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治理设施基本信息。对

典型企业水污染物生产和排放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统计分析污染物达标情况，

识别不达标企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2019年12月~2020年2月，编制组对2018年沙河流域支流及干流年常规监测数

据、沙河流域118家涉水重污染企业排污统计数据、沙河流域污水厂进出水及排

污口采样检测结果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前期调研收集到的涵盖各种重点行业

企业的产品、生产工艺及设施、治污工艺及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等基本信息进行

汇总整理。 

（2） 标准文本编制 

2020年3月，组织行业污染治理专家和标准制订专家等相关专家进行研讨和

综合分析后，确定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并编制完成广东省《沙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讨论稿）》。 

2020年4月，赴惠州市博罗县，对部分自行提标改造的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情

况进行现场补充调研，对排放限值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进行实地验证，再次听取

当地企业代表对标准制定的意见建议。 

（3） 标准立项 

2020年4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0年上半年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0〕240

号），征集省级地方标准编制计划。同年5月标准编制组完成了标准编制计划申

报材料编制，经省生态环境厅同意后报送省市场质量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编制计划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专家评审，《沙河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计划纳入2020年第一批立项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公示名单。2020年8月，公示期满无异议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将《沙河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任务纳入2020年第一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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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同月编制组对沙河流域其他工业企业进行补充调研。 

2020年9月，编制组整理立项期间企业与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情况，并对

《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讨论稿）》正文及其编制说明进行更新。 

2020年10月，华南所组织召开企业座谈会，就《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排放限值设置、相关行业企业排放限值的提标改造或清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技术与经济等问题，与沙河流域相关企业展开讨论，并开设信息收集渠道，听

取企业对标准制定的建议。 

2020年11月~2021年1月，编制组就企业发表的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并形

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正文及编制说明。1月13日组织召开第二次专家咨询会，并

依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及

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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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域概况 

2.1 地理位置 

沙河集水区域均属博罗县境内，流域范围涵盖横河、湖镇、柏塘、长宁、龙

华、园洲、福田、石湾8个镇和罗浮山管委会，流域面积1031.27 km2。沙河发源

于罗浮山北部的大小源坑，经博罗横河、湖镇、龙华、龙溪、长宁、九潭、石湾

等地流入东江，全长89 km。博罗县是惠州市辖县，地处北纬23°03′50″至23°43′20″，

东经113°49′50″至114°45′50″。行政管辖总面积2858.36 km2，辖区包括17个镇和1

个管委会。 

沙河流域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见图 2- 1。流域内各镇面积见表 2- 1。 

  

图 2- 1 沙河流域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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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沙河流域内各镇面积一览表 

镇（管委会） 面积(km2) 镇完整面积(km2) 占镇总面积比（%） 

横河镇 234.38  234.38  100 

湖镇镇 249.94  249.94  100 

柏塘镇 17.65  256.86  6.87 

龙华镇 59.10  59.56  99.23 

长宁镇 118.25  118.25  100 

福田镇 93.27  93.27  100 

罗浮山管委会 99.39  99.39  100 

园洲镇 98.54  98.54  100 

石湾镇 60.75  81.28  74.74 

合计 1031.27 - - 

 

2.2 控制单元划分 

按照沙河流域各支流的分布情况，结合行政区划，划出沙河流域控制单元。

其中，部分镇（管委会）分属多个控制单元（图 2- 2）。 

各控制单元总体也可划分至五大片区，（1）上游的鸡心岭片区，包含沙河

上游横河湖镇长宁控制单元、响水河横河湖镇控制单元、澜石河罗浮山长宁控制

单元、陈村河湖镇控制单元和头章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2）中上游的龙华

桥下片区，包含罗口顺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和青塘排渠长宁龙华控制单元；（3）

中游的老办角片区，包含沙河中游龙华控制单元；（4）中下游的禾安桥下片区，

包含东福排渠园洲罗浮山长宁控制单元、鹤溪排渠园洲长宁龙华控制单元、东博

排渠园洲龙华控制单元、马石岗排渠园洲长宁控制单元、福田河罗浮山福田园洲

控制单元、新村排渠园洲控制单元和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5）下游的罗浮

山大桥片区，包含铁场排渠石湾福田控制单元、联和水石湾福田罗浮山控制单元、

北冲口排渠园洲控制单元、茶亭排渠园洲控制单元和中心排渠石湾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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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沙河流域控制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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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沙河流域内各行政区与控制单元对应表 

控制单元 镇（管委会） 面积(km2) 
镇完整面积

(km2) 

占镇总面积

比（%） 
对应片区 

控制断面名称 

沙河上游横河湖镇

长宁控制单元 

横河镇 220.21 234.38 93.96% 

鸡心岭片区 

横河镇橡皮坝下游 1000 米处、 

东角排渠、横河镇罗塘桥桥下 
湖镇镇 30.93 249.94 12.37% 

长宁镇 6.19 118.26 5.23% 

响水河横河湖镇控

制单元 

横河镇 14.17 234.38 6.04% 汇入沙河前约 300 米、 

响水卫生院旁大桥中 湖镇镇 167.35 249.94 66.96% 

澜石河罗浮山长宁

控制单元 

罗浮山管委会 17.86 99.39 17.96% 
罗浮山澜石桥桥下 

长宁镇 43.30 118.26 36.61% 

陈村河湖镇控制单

元 
湖镇镇 35.24 249.94 14.10% 湖镇镇陈村河乌石岗桥下 

头章排渠长宁湖镇

控制单元 

湖镇镇 15.14 249.94 6.06% 
 

长宁镇 1.16 118.26 0.98% 

罗口顺排渠长宁湖

镇控制单元 

湖镇镇 1.29 249.94 0.52% 

龙华桥下片

区 

汇入沙河前约 100 米桥下 
长宁镇 1.45 118.26 1.23% 

青塘排渠长宁龙华

控制单元 

龙华镇 0.28 59.56 0.46% 
长宁镇头章排渠水边小组桥下 

长宁镇 13.67 118.26 11.56% 

沙河中游龙华控制

单元 
龙华镇 50.90 59.56 85.46% 老办角片区 

拱桥排闸下、 

沙河广汕公路龙华桥下 

东福排渠园洲罗浮

山长宁控制单元 

龙华镇 3.40 59.56 5.71% 

禾安桥下片

区 

 
罗浮山管委会 12.32 99.39 12.39% 

园洲镇 0.50 98.54 0.51% 

长宁镇 41.98 118.26 35.50% 

鹤溪排渠园洲长宁

龙华控制单元 

龙华镇 2.83 59.56 4.76% 汇入沙河前约 100 米排闸下、 

长宁镇东福排渠独岭排灌渠交汇口 园洲镇 4.13 98.54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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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 镇（管委会） 面积(km2) 
镇完整面积

(km2) 

占镇总面积

比（%） 
对应片区 

控制断面名称 

长宁镇 2.99 118.26 2.53% 

东博排渠园洲龙华

控制单元 

龙华镇 1.67 59.56 2.81% 沙河办角排闸下(沙河龙华段)、 

园洲镇九潭义合排渠沙头桥下 园洲镇 20.92 98.54 21.23% 

马石岗排渠园洲长

宁控制单元 

园洲镇 10.70 98.54 10.86% 
 

长宁镇 0.44 118.26 0.37% 

福田河罗浮山福田

园洲控制单元 

福田镇 26.28 93.27 28.18% 

福田镇福田河长福桥下 

罗浮山管委会 40.43 99.39 40.68% 

石湾镇 0.70 81.28 0.87% 

园洲镇 0.58 98.54 0.59% 

长宁镇 7.06 118.26 5.97% 

新村排渠园洲控制

单元 
园洲镇 10.52 98.54 10.68% 

园洲镇新村排渠新村排闸下、 

沥西村白沙桥上游 500 米右侧灌溉渠 

中心排渠园洲控制

单元 
园洲镇 42.42 98.54 43.05% 沙河园洲镇禾安桥下 

铁场排渠石湾福田

控制单元 

福田镇 3.84 93.27 4.12% 

罗浮山大桥

片区 

石湾镇铁场排渠源头排闸下、 

石湾镇铁场排渠竹园桥下、 

福田镇冻井排渠朱浪陂 

石湾镇 11.10 81.28 13.66% 

园洲镇 0.42 98.54 0.43% 

联和水石湾福田罗

浮山控制单元 

福田镇 63.08 93.27 67.64% 

福田镇围岭村青湖河 罗浮山管委会 28.78 99.39 28.96% 

石湾镇 0.97 81.28 1.19% 

北冲口排渠园洲控

制单元 
园洲镇 4.51 98.54 4.57% 园洲镇北冲口排站下 

茶亭排渠园洲控制

单元 
园洲镇 3.54 98.54 3.59% 

沙河河口、 

园洲镇茶亭排洪渠茶亭排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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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 镇（管委会） 面积(km2) 
镇完整面积

(km2) 

占镇总面积

比（%） 
对应片区 

控制断面名称 

中心排渠石湾控制

单元 

石湾镇 47.98 81.28 59.03% 
罗浮山大桥下(沙河石湾段)、 

石湾镇中心排渠里波水排闸下、 

石湾镇中心排渠大牛垒排闸下、 

石湾镇中心排渠中岗排闸下 
园洲镇 0.26 98.5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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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然环境概况 

2.3.1 水系特征 

沙河是东江中下游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增城、博罗、龙门三区县交界的独

山，经何家田、黄竹至芦村与河肚水汇合叫横河，至湖镇显岗与响水河汇合后称

为沙河，干流由北向西南流经钓湖、龙华、白勘角活动陂分流，支流向南经白勘

角注入银江涌由马嘶水闸流入东江；干流向西经九潭、园洲至石湾从里波水汇入

东江北干流。沙河流域（博罗部分）面积1031.27 km2，总落差656 m，河道平均

坡降4.5‰。沙河流域地势北、西北部高，南、西南部低，上游为山区，中下游

为平原。沙河河道狭长，河道迂回曲折，河宽平均约8~10 m，水深较浅。 

沙河各支流分别为横河河、罗塘河、东角排渠、响水河、澜石河、陈村河、

头章排渠、罗口顺排渠、青塘排渠、龙华中心排渠、鹤溪排渠、东福排渠、马石

岗排渠、东博排渠、福田河、新村排渠、园洲中心排渠、北冲口排渠、茶亭排渠、

铁场排渠、石湾中心排渠、联和水等22条支流，沙河流域水系见图 2- 3。 

 

图 2- 3沙河流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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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水资源概况 

根据2019年惠州市水资源公报，2019年惠州市博罗县水资源总量为43.12亿

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为43.02亿立方米，约占水资源总量的99.8%；地下水资源

量为11.25亿立方米，约占水资源总量的26.1%。其中水资源总量由地表水资源量

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并扣除两者之间互相转化的重复计算量而得。 

（1）径流 

根据2019年惠州市水资源公报，年径流具有年内分配不均和年际变化大的特

点。洪水期与枯水期相差悬殊，洪水期（4~9月）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77.30%，

而枯水期则占22.70%，丰枯比为3.4。 

表 2- 3   2019 年径流量分配分析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 

占比 2.93 2.99 5.32 10.84 11.09 22.71 13.61 12.40 6.65 4.45 3.41 3.60 100 

 

（2）水库 

沙河流域建有大（二）型水库1宗，中型水库1宗，小（一）型水库5宗，小

（二）型水库26宗，控制集雨面积515.8 km2，总库容26527万m3。 

大（二）型水库显岗水库和中型水库联和水库是沙河流域最重要的2大水库。

显岗水库最大蓄水量为14065万m3，主要功能为灌溉和生活工业供水等。显岗水

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8.78万亩，现状有效灌溉面积7.25万亩，灌区涉及湖镇镇、

龙溪镇、龙华镇、园洲镇、长宁镇共5个镇，占沙河流域大部分。目前显岗水库

供水工程现状供水2万m3/d（湖镇水厂1.3万m3/d，长宁第二水厂0.7万m3/d），因

而有余力进行生态功能补水，但下游区域能获得的生态功能补水少。 

联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8216万m3，主要功能为灌溉和生活工业供水等。联

和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1.74万亩，现状有效灌溉面积7.24万亩，位于石湾镇和

福田镇。目前联和水库供水工程现状供水11万m3/d（福田水厂3万m3/d，石湾水

厂8万m3/d），由于联和水库现状供水量较大，且随着石湾镇用水量的进一步增

加，联和水库无多余水量补充沙河干流生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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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水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府函〔2011〕14号）的有关规定，

沙河流域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2- 4和表 2- 5。 

表 2- 4沙河流域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河流部分） 

水 系 河 流 起 点 终 点 
长度

（km） 

主要 

功能 

水质

现状 

水质

目标 
行政区 备注 

东江 沙河 博罗独山 
显岗水库大

坝 
54 饮工农 Ⅱ Ⅱ 惠州市  

东江 沙河 
显岗水库大

坝 
博罗石湾 35 饮工农 Ⅲ Ⅲ 惠州市  

 

表 2- 5沙河流域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湖库部分） 

河 流 水 库 库容（万m3） 主要功能 水质现状 水质目标 行政区 

沙河 
显岗水库 13800 饮农防发 Ⅱ Ⅱ 惠州市 

联和水库 8216 农发 Ⅱ Ⅱ 惠州市 

 

2.4 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博罗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流域内用地类型包括

有林地、水田、果园、坑塘水面等 24 种用地类型，其中有林地用地共 469.18 km2，

占比最大，为 45.50%，其次为水田 110.97 km2，占比 10.76%，果园 77.96 km2，

占比 7.56%，而包含建制镇及村庄等用地类型在内的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78.94 

km2，所占比例为 7.65%。按人为扰动程度来看，人为扰动程度小的用地类型（包

括各种林地、草地、滩涂）总面积为 549.9 km2，所占比例为 53.32%。 

2.5 人口与社会经济 

（1）人口概况 

沙河流域包括横河、湖镇、柏塘、长宁、龙华、园洲、福田、石湾8个镇以

及罗浮山管委会，根据各镇提供的人口数据，2019年各控制单元统计人口分布情

况见表 2- 6，沙河流域2019年人口约为53.0万人，其中中心排渠石湾控制单元人

口最多，其次为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和响水河横河湖镇控制单元。各控制单元

人口密度见表 2- 6，由表可以看出，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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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冲口排渠园洲控制单元、茶亭排渠园洲控制单元、中心排渠石湾控制单元，即

主要集中分布于园洲镇和石湾镇。 

表 2- 6 2019年沙河流域人口分布情况一览表 

控制单元 
总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沙河上游横河湖镇长宁控制单元 2.1 80 

响水河横河湖镇控制单元 5.1 276 

澜石河罗浮山长宁控制单元 0.6 96 

陈村河湖镇控制单元 1.9 529 

头章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 1.3 783 

罗口顺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 0.3 1071 

青塘排渠长宁龙华控制单元 0.9 634 

沙河中游龙华控制单元 2.1 405 

东福排渠园洲罗浮山长宁控制单元 4.6 777 

鹤溪排渠园洲长宁龙华控制单元 0.3 297 

东博排渠园洲龙华控制单元 1.0 435 

马石岗排渠园洲长宁控制单元 1.1 973 

福田河罗浮山福田园洲控制单元 3.9 511 

新村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1.5 1402 

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10.5 2431 

铁场排渠石湾福田控制单元 1.6 1026 

联和水石湾福田罗浮山控制单元 1.5 159 

北冲口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1.1 2391 

茶亭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0.8 2222 

中心排渠石湾控制单元 10.9 2220 

合计 53.0 514 

 

（2）经济概况 

根据《2020 年博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 2015~2019 年博罗县

生产总值趋势如图 2- 4 所示。由图表可见，经统计 2015~2019 年博罗县生产总

值呈增长趋势，2015-2019 年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6.65%，第二产业增长率为

4.67%。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相对平稳，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所

占比例有所上升。将各镇街生产总值按面积分配至各控制单元，得到各控制单元

的三产 GDP 比重（如表 2- 7 与图 2- 5 所示）。 



 

14 

 

图 2- 4 博罗县2015~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趋势图 

表 2- 7 沙河流域各控制单元三产结构比例 

控制单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沙河上游横河湖镇长宁控制单元 14.57% 54.28% 31.15% 

响水河横河湖镇控制单元 11.00% 72.85% 16.15% 

澜石河罗浮山长宁控制单元 8.99% 55.93% 35.07% 

陈村河湖镇控制单元 10.84% 73.59% 15.57% 

头章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 10.69% 72.13% 17.18% 

罗口顺排渠长宁湖镇控制单元 9.78% 63.47% 26.75% 

青塘排渠长宁龙华控制单元 8.94% 56.02% 35.04% 

沙河中游龙华控制单元 7.27% 58.79% 33.95% 

东福排渠园洲罗浮山长宁控制单元 8.69% 56.32% 34.99% 

鹤溪排渠园洲长宁龙华控制单元 5.96% 58.55% 35.50% 

东博排渠园洲龙华控制单元 4.94% 59.06% 36.00% 

马石岗排渠园洲长宁控制单元 4.91% 59.03% 36.06% 

福田河罗浮山福田园洲控制单元 6.97% 55.14% 37.89% 

新村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4.86% 59.07% 36.07% 

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4.86% 59.07% 36.07% 

铁场排渠石湾福田控制单元 4.76% 52.48% 42.76% 

联和水石湾福田罗浮山控制单元 6.86% 55.01% 38.13% 

北冲口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4.86% 59.07% 36.07% 

茶亭排渠园洲控制单元 4.86% 59.07% 36.07% 

中心排渠石湾控制单元 4.51% 52.08% 43.41% 

*罗浮山管委会部分生产总值未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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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沙河流域各控制单元三产结构比例 

 

2.6 流域水环境现状分析 

2.6.1 流域水质现状 

根据沙河流域断面的历年常规监测数据，2017~2019年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水

质目标为III类）水质现状如下： 

（1）化学需氧量 

如下图 2- 6所示，沙河河口的水质目标是地表水III类，2017~2019年36个月

中沙河河口断面化学需氧量的超标率（以超标次数计，下同）分别为0、0、8.3%，

占标率（>1为超标，下同）介于0.23~1.10之间，其中2019年5月超出地表水III类

水0.10倍。总体上，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的波动较大，在2019年5月出现超标情况，未能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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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7年1~9月为省控数据，其他月份为国家采测分离数据。 

图 2- 6 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化学需氧量占标率（2017~2019 年） 

（2）氨氮 

下图 2- 7为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氨氮占标率月分布情

况。可以观察到2017~2019年三年中，氨氮的超标率分别为8.3%、50.0%与41.7%，

占标率的分布范围为0.15~5.13，其中2018年2月氨氮浓度分别超出地表水III类标

准4.13倍。总体上，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氨氮浓度波动较大，

36个月份中超标的月份有12个，占整体的33.3%，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氨

氮浓度尚未稳定达到地表水III类限值（1.0 mg/L）要求。 

 

*其中2017年1~9月为省控数据，其他月份为国家采测分离数据。 

图 2- 7 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氨氮占标率（2017~2019 年） 

（3）总磷 

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总磷的超标情况见图 2- 8。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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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总浓超标率分别为8.3%、16.7%与25.0%，占标

率介于0.18~1.45，浓度波动较大。2017年全年基本保持达标，2018年2月、9月分

别超标0.23、0.45倍，2019年浓度呈先增后降趋势，超标月份主要集中于上半年，

3、4、6月分别超标0.15、0.40、0.15倍。综上，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的总

磷尚未稳定达到地表水III类（0.2 mg/L）限值要求。 

 

*其中2017年1~9月为省控数据，其他月份为国家采测分离数据。 

图 2- 8 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总磷占标率（2017~2019 年） 

（4）总氮 

下图 2- 9为2017~2019年沙河流域沙河河口总氮的监测情况。由图可见总氮

浓度介于1.92~6.45 mg/L之间，浓度波动十分明显。2017~2019年36个月中仅两个

月的浓度低于2 mg/L，2018年2月的浓度水平最高。2017~2019年的平均浓度分别

为3.12、3.66与2.93 mg/L，总体浓度偏高。 

 

*其中2017年1~9月为省控数据，其他月份为国家采测分离数据。 

图 2- 9 沙河流域沙河河口监测断面总氮浓度（2017~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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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指标 

对于GB 3838-2002规定的其他20个监测指标中溶解氧由于地表水中的氨氮

等污染物浓度较高等综合原因，2017~2019年的超标率分别为0，66.7%与33.3%，

生化需氧量在2018年9月超标0.10倍，除溶解氧、生化需氧量外的其余18个指标

超标率均为0%。 

综上所述，沙河流域干流的主要超标指标为氨氮和总磷，其中氨氮的月超标

次数最多，其次为总磷，化学需氧量不稳定达标，总氮浓度水平偏高。因此，氨

氮、总磷、化学需氧量是影响沙河河口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的主要因素，总氮浓度

偏高，不利于沙河整体水质改善。 

2.6.2 流域污染源现状 

2.6.2.1 工业污染源 

重点工业污染源。根据当地提供的企业数据，沙河流域纳入环境统计的涉水

工业企业有118家。2019年重点工业企业主要集中于中心排渠园洲控制单元等沙

河下游区域。2019年纳入统计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580万t，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为2.42 t/d、0.20 t/d、0.0137 t/d、0.30 t/d。 

依据《沙河流域重污染企业调查评估报告》，沙河流域范围内重点的涉水企

业共计118家，其中纺织染整企业共47家以及1个园区（包含24家印染洗水企业和

1家电镀企业），行业废水许可排放量占流域118家重点企业的69.17%，COD许

可排放量占74.53%，氨氮许可排放量占69.20%，总磷许可排放量占49.08%。电

镀行业57家（已包含位于工业园区的1家电镀企业、线路板13家、氧化15家、酸

洗1家），行业废水许可排放量占流域118家重点企业的26.28%， COD许可排放

量占21.32%，氨氮许可排放量占27.90%，总磷许可排放量占50.22%。沙河流域

内仅有三家涉水的重污染制浆造纸企业，行业的废水许可量与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许可排放量约占流域118家重点企业的1%~3.6%。制革糅革10家（含皮草加

工企业1家），行业的总许可排水量为18.75万吨/年，COD的总许可排放量为17.5 

t/a，氨氮为1.9 t/a，仅两家制革企业有总磷指标，总磷的许可排放量为0.0105 t/a，

废水许可量与污染物排放量均仅占流域118家重点企业的约1%。 

综上所述，纺织染整、电镀是沙河流域范围最主要的工业污染源，制浆造纸

与制革行业相对占比较小，但是制浆造纸与制革行业均属于废水污染重点监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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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因此也亟需进行严格管理。 

2.6.2.2 生活污染源 

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DB 44/T1461-2014），博罗县2019年全县常住人

口107.24万人，城镇化率58.68%，城镇常住人口约为62.93万人，属于大城镇类别，

因此城镇生活源用水量选用广东省用水定额表6中大城镇的250 L/人•d，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定额选用表5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50 L/人•d。根据《城市排水工程

规划规范》（GB 50318-2000），城镇综合生活污水排放系数为0.80-0.90，本研

究排放系数取0.90。根据各控制单元人口，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各控制单元综合、

城镇、农村生活用水量及污水产生量得到沙河流域城镇、农村生活废水量分别为

2084.17万t/a、1332.26万t/a。 

城镇生活源。参考沙河流域9座污水厂的平均进水情况，确定生活污水污染

物浓度，即化学需氧量220 mg/L、氨氮30 mg/L、总磷3 mg/L、总氮40 mg/L，估

算出各镇的污染物产生量。结合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厂削减能力，将

各镇污染物产生量减去削减量，估算得到各镇城镇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2019

年沙河流域城镇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为8.18 t/d、0.96 

t/d、0.085 t/d和1.29 t/d。 

农村生活源。由于博罗县城镇与农村的生活水平差异小，生活习惯与方式相

似，生活废水的浓度组成相近，因此参考沙河流域9座污水厂的平均进水情况，

确定生活污水污染物浓度，即化学需氧量220 mg/L、氨氮30 mg/L、总磷3 mg/L、

总氮40 mg/L，估算出各镇的污染物产生量。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和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的削减能力，将各镇污染物产生量与削减量相减，估算得到各控制单

元的农村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2019年沙河流域农村生活源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为6.86 t/d、0.96 t/d、0.10 t/d和1.29 t/d。 

生活污染源总量。沙河流域综合生活废水排放量为3416.43万t/a。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总氮排放量分别为15.05 t/d、1.92 t/d、0.18 t/d和2.58 t/d。生活

污染源排放系数取1，因此沙河流域生活污水污染物入河量与排放量相同。 

2.6.2.3 畜禽养殖污染源 

规模养殖。根据各镇提供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户资料，流域内共126家规模化

家禽养殖户和19家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统计出各镇猪当量总数为9272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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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沙河流域共清理栏舍面积7.56万平方米，其中清理关闭猪场152户，

清理存栏2.02万头，清理牛（羊）场18户，清理存栏830头，清理禽场（鸡、鸭、

鹅、鸽）414户，清理存栏391.018万羽，共清理的存栏畜禽折算成“猪当量”合

计88519头。2018年已完成畜禽养殖清理，2019年继续开展养殖废弃物清理整治

工作。 

以2019年各镇猪当量总数为4201头计算，废水量参考广东省用水定额(DB 

44/T 1461-2014)取35 L/（头·d），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与总磷排放浓度参考

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 613-2009）取珠三角标准值的380、

70与7.0 mg/L，总氮参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排污系数手册中南区生猪的排污

系数10.10 g/（头·d），畜禽养殖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与总氮入河量分别

为0.056 t/d，0.010 t/d，0.001 t/d与0.042 t/d。全流域当前畜禽养殖的污染物入河

量较小可忽略不计。 

2.6.2.4 面源污染 

农田径流污染。农田径流污染计算方法：根据《水体达标方案编制技术指南》

（环办污防函〔2016〕563号）（下简称《技术指南》）提供的“标准农田”的

单位面积源强系数乘以实际农田面积及修正系数得到。2019年沙河流域农田径流

污染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丰水期入河量分别为21.94 t/d、3.66 t/d、0.37 

t/d、4.88 t/d。 

城镇径流污染。城镇径流污染计算方法：由《技术指南》提供的“标准城市”

源强系数，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乘以修正系数得到。2019年沙河流域城镇径

流污染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丰水期排放量分别为0.25 t/d、0.06 t/d、

0.005 t/d、0.08 t/d。 

面源污染总量。沙河流域面源污染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丰水期排

放量分别为22.19 t/d、3.72 t/d、0.37 t/d、4.96 t/d。 

2.6.2.5 水产养殖 

淡水养殖。根据博罗县水产养殖污染负荷调查评估报告，流域内有水产养殖

场6823亩，主要分布在湖镇镇、龙华镇和石湾镇。根据养殖产量的调查，沙河流

域水产养殖的平均年产量约为0.15吨/亩。根据编制组对淡水养殖废水监测结果显

示，水产养殖的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为化学需氧量78 mg/L、氨氮1.2 mg/L、总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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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mg/L，总氮3.0 mg/L，估算得2019年沙河流域淡水养殖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入河量分别为2.31 t/d、0.08 t/d、0.03 t/d、0.20 t/d。 

粪污塘。根据2019年沙河流域粪污塘统计数据可得，沙河流域粪污塘总面积

约有387.5 亩，主要集中在湖镇镇、龙华镇。根据编制组对粪污塘监测结果显示，

粪污塘的主要污染物浓度为化学需氧量573 mg/L、氨氮313 mg/L、总磷46.1 mg/L，

总氮340 mg/L，估算得2019年沙河流域粪污塘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入

河量分别为0.74 t/d、0.39 t/d、0.06 t/d、0.45 t/d。 

沙河流域水产养殖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入河量分别为3.05 t/d、0.47 

t/d、0.09 t/d、0.65 t/d。 

2.6.2.6 污染源贡献 

将前述各类污染源排放量估算结果进行汇总，见表 2- 8。沙河流域污染源化

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入河量分别为42.76 t/d，6.32 t/d，0.65 t/d，8.52 t/d。 

表 2- 8 沙河流域污染源占比情况 

贡献率 工业源 生活源 畜禽养殖源 面源 水产养殖源 

COD 5.7% 35.2% 0.1% 51.9% 7.1% 

氨氮 3.2% 30.4% 0.2% 58.9% 7.4% 

总磷 2.1% 27.9% 0.2% 56.7% 13.1% 

总氮 3.5% 30.2% 0.5% 58.2% 7.6% 

 

综上所述，沙河流域主要水污染来源主要包括，工业源、生活源、面源与水

产养殖源，其中面源的占比最高，其次为生活源，其后为工业源与水产养殖源。

其中，城镇生活源与农村生活源各占生活源入河量的一半，纺织染整、电镀、制

浆造纸与制革行业是工业源污染物入河量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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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3.1 标准的制定是保证水质达标的抓手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2015〕131号），2019与2020年沙河河口断面要达到地表水Ⅲ类要求；

2016年，省政府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签订的《广东省水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明确要求沙河河口断面水质保持地表水Ⅲ类。《广东省生态环境厅2019

年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粤环函〔2019〕1093号）第一节“工作目标”

中明确指出“惠州市沙河河口……断面水质提升至Ⅲ类”。《广东省2020年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一、工作目标”中要求“2020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III类）比例达到84.5%以上，……强力推进惠州市沙河

河口、……等6个断面水质提升至III类或以上……”。 

沙河承担着城市景观、泄洪排涝、灌溉等多种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

始，由于沿河两岸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多，产业结构、工业以及城市布

局不合理，导致整个流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同时，上游各项蓄水工程

和梯级工程的建设和使用，致使沙河下游缺乏新鲜水源补给，对河流的连续性、

贯通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整个流域水体自净功能被严重削弱，生态

环境破坏进一步加剧。因此，为进一步促进沙河流域污染的深化整治，满足省地

表水环境功能要求，更好地控制重污染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有必要制定流域排放

标准。 

3.2 标准的制定是相关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要求 

《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241号）》“四 主

要行业发展方向”中要求“发展专业电镀企业和集中电镀服务，严格要求达标排

放”、“全面或超额完成造纸、制革、…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四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中则要求“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技术等

标准，促进铅蓄电池、制革、造纸等企业依法依规退出落后产能”。 

沙河流域工业行业多为纺织染整工业、电镀、制浆造纸、制革等重污染行业，

这些行业企业多沿河而建，造成严重的结构性污染，制定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可以有效的解决流域结构性污染问题，并有力推动行业的升级转型和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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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提高，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促进流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3.3 现行排放标准难以满足沙河流域水环境保护要求 

沙河流域内企业纺织染整企业的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执行2012年发布的GB 

4287《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及其2015年的修改单（环境保护

公告 2015年第19号）适用于全国所有纺织染整企业。电镀行业执行2015年发布

的广东省地方标准DB 44/1597《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表2中珠三角排放限

值，适用于我省珠三角范围内的电镀企业。制浆造纸行业执行2008年发布的GB 

3544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表2及化学需氧量及氨氮的特别排放

限值，适用于我省珠三角范围所有制浆造纸企业。制革行业执行2013年发布的

GB 30486《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行业标准》，适用于全国所

有制革企业。 

行业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历时均超6年，而且是珠三角或全国范围内无差别

实施，难以有效约束流域排污总量，当污染源在小流域集中时，即使所有污染源

均达标排放也无法保证环境水体达到水质要求。 

我国近年来在流域水污染控制标准制订工作方面发展较快，生态环境部鼓励

各地根据流域水环境要求制订较为严格的水污染控制标准，例如在环保公益性科

研项目和水体重大科技专项里支持松花江、辽河、太湖等流域开展流域生态功能

分区与水质目标管理技术的研究工作，目的是建立适应与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

展的具有流域特性的污染控制标准。事实证明，流域标准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水环

境质量的改善，也有利于企业技术的发展，因此沙河流域标准的编制相当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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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适用范围 

4.1.1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及依据 

（1）流域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向沙河干流支流直接排放污水的企业单位的排放管理，以及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污水排放管

理。为实现流域的水质目标，保障饮用水安全和人体健康，防范风险、加强污染

物排放控制，本标准适用范围覆盖惠州市博罗县内沙河流域全范围。具体地覆盖

的行政区划包括惠州市博罗县辖区内的横河、湖镇、长宁、龙华、园洲、福田、

石湾7个镇以及罗浮山管委会。 

（2）行业类型 

本标准适用于向沙河干流支流直接排放污水的纺织染整、电镀、制浆造纸、

制革等4类重点控制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 

如上所述，沙河流域水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废水、生活废水、面源与水产

养殖业，针对复杂的污染来源特征，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制定《沙河流域水环境精

准治理与达标攻坚方案》提出包括“散乱污”清理整顿、自备水清理、垃圾清理、

养殖（养殖棚舍、粪污塘）清理整治、重污染企业达标排放和减排在内的五大专

项行动和排污治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面源污染治理在内

的系统治理方案。 

工业源方面，博罗县政府2019年6月6日印发并实施《博罗县重污染企业综合

整治方案》（博府办函〔2019〕58号），要求重污染企业要完成提标升级改造。

随着重污染企业整治进入实质阶段，按照“关闭一批、提示一批、转型一批”的

原则对污染企业进行整治。 

生活源方面，2019年沙河流域共新建/扩建3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别

为园洲深沥污水厂、新村污水厂、园洲二期污水厂扩建，实际增水处理能力1.37

万吨/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上，2019年总处理能力新增1960吨/日。 

面源方面，根据博罗县整治办数据显示，2019年沙河流域完成桉树林整治面

积为20216.5亩，湖镇、龙华镇、横河福田和罗浮山管委会均超额完成的桉树林

清理计划。2019年建设生态沟渠11条，总长5.65 km，建设生态池6个，清理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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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62亩。 

水产养殖方面，2018年沙河流域累计已完成粪污塘整治598亩，共排查淡水

养殖场55个，共6823.8亩，其中石湾镇9个，共430亩；福田镇6个，共1002亩；

罗浮山管委会1个，共17亩；龙华镇20个，共1702亩；园洲镇14个，共1981.4亩；

横河镇4个，共1487.4亩；湖镇镇1个，共204亩。全年对所有已排查的淡水养殖

场均实施了水体净化。2019年由农村农业局每月对流域内47个水产养殖场进行水

质监测，对污染严重的进行水体净化、监管。 

随着博罗县政府的铁腕治污，已多方面对面源与水产养殖源进行整治工作，

污染物排放均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本标准暂不对面源与水产养殖相关水污染物排

放进行要求。而对于工业源与生活源，为避免污染反弹，巩固工业源的与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厂提标达到的污染治理成果，本标准制从科学治污出发，建议对工业

源的重点行业（纺织染整、电镀、制浆造纸、制革）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水

污染物排放进行规定。 

（3）污染项目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与总氮4种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本标准对近几年沙河的水环境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为沙河流域的不稳定达标因子，总氮与流域中氨氮及溶解氧的超标密切相

关，因此本标准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4项水质指标为污染物控

制指标。 

（4）排水方式 

由于当前沙河流域所有间接排放污水行为企业均基于自身工艺与排污特征

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签订不同的协议，为保障企业污水处理的灵活性，本标准不

适用于向沙河流域内间接排放污水的行为。 

（5）排水量 

本标准未规定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随着企业科学技术进步和节水减排工作

的开展以及冷却水、污水回用的采用，近年来许多企业的实际污水排放量已大大

减少。另外，由于国家行业标准、国家清洁生产标准近年来不断颁布出台，其均

规定了严格的行业污水排水量限值。因此本标准对行业废水排放定额未作规定，

各行业废水排放应从严执行已颁布的国家行业标准、国家清洁生产标准或《污水



 

26 

 

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中的排水量限值。 

4.1.2 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衔接关系 

本标准在4种重点行业、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我省的《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基础上，根据沙河的生态环境特点及环境

保护要求，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与总氮四种指标进行合理收严，本标准中

未作规定的内容和要求，仍执行现行相应排放标准。 

4.1.3 其他相关规定 

水污染物排放除执行本标准所规定的排放限值外，还应达到国家或地方环境

保护部门核准或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限值。 

禁止将污水排入地下，禁止将未达标污水稀释排放。 

4.2 标准结构框架 

标准结构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编排，即

分封面、前言、标准名称、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水污染物

控制要求、水污染监测要求、标准实施与监督等部分。 

4.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有8项术语定义，分别是“纺织染整”、“电镀”、“电镀专业园

区”、“化学镀”、“化学转化膜”、“制浆造纸”、“制革”、“城镇污水处

理厂”。以下表 4- 1为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来源与差异对比分析。基本上所有的

术语和定义均来源于相关的国家、行业或我省标准。 

表 4- 1 术语和定义来源与差异对比分析 

本标准 参考现行/国家/相近标准 差异原因 

3.1 纺 织 染 整 

dyeing and 

finishing of textile  

[HJ/471-2020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

程技术规范] 3.1纺织染整  dyeing and 

finishing of textile 

完全一致 

3.2 电 镀 

electroplating 

[DB 44/1597-2015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3.1 电镀 electroplating 

完全一致 

3.3 电镀专业园区 

electroplating 

[DB 44/1597-2015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 3.2 电镀专业园区  electroplating 

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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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 参考现行/国家/相近标准 差异原因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park 

3.4 化 学 镀 

electroless plating 

[DB 44/1597-2015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3.4 化学镀 electroless plating 

完全一致 

3.5 化学转化膜 

chemical 

conversion coating 

[DB 44/1597-2015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3.5 化学转化膜 chemical conversion 

coating 

完全一致 

3.6 制 浆 造 纸 

pulp and paper mill 

[HJ 887-2018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制浆造纸] 3.1制浆造纸企业  pulp and 

paper mill 

删除“企业” 

3.7 制革  leather 

manufacture 

 

[GB 30486-2013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3.1 制革  

 

基本一致 

1 、 增 加 英 文

leather 

manufacture，参考

AQ 4215-2011 制

革职业安全卫生

规程。 

2、增加“指”一

字以保证与标准

的其他术语的一

致性。 

3.8 城镇污水处理

厂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GB 18918-2002 来源：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3.2 城镇污水处理厂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完全一致 

4.4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4.4.1 限值确定原则 

（1）遵守国家环保方针、法律、法规及有有关规章政策，以保护人体健康、

改善环境质量和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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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应区域技术水平、符合行业实际发展。 

（3）具有一定技术及产业前瞻性。 

4.4.2 限值的确定 

根据沙河水环境调查、水环境问题诊断和识别结果，建立沙河流域水动力和

水质模型，用以反映污染物排放量与水质响应关系，并以沙河河口控制断面的水

质达标为约束条件，反算出设计水文条件下区域内各概化排污口的允许排放量，

综合考虑现状排污格局、污染源可控性和经济技术可行性等因素，兼顾公平与效

率，将允许排放量逐一分配至汇水区内的各控制单元。 

 

图 4- 1限值确定的技术路线 

确定流域允许排放量后，通过与入河量计算对比，确定流域的目标削减量，

通过假定设置每个行业的排放限值，计算执行排放限值的情景下，能否满足允许

排放量要求。对满足要求的假定排放限值先后依据技术可行性与行业现状进行调

整，最终确定排放限值。 

4.4.2.1 容量与削减量确定 

根据沙河水环境调查、水环境问题诊断和识别结果，建立沙河流域水动力和

水质模型，用以反映污染物排放量与水质响应关系，并以沙河河口控制断面的水

质达标为约束条件，反算出设计水文条件下区域内各概化排污口的允许排放量，

综合考虑现状排污格局、污染源可控性和经济技术可行性等因素，兼顾公平与效

率，将允许排放量逐一分配至汇水区内的各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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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断面。本研究主要以水质达标为约束条件，确定控制断面为沙河河口、

禾安桥下下游1000米、办角排闸下、龙华桥下游100米、鸡心岭排闸下共5个断面

建立二维模型，以典型片区的共11个镇考断面建立一维模型，详见表 4- 2及图 4- 

2。 

表 4- 2 沙河流域控制断面表 

编号 断面属性 断面名称 
2019 年 

水质现状 
水质目标 

K1 国考断面 沙河河口 III 类 Ⅲ类 

K2 

干流县考

断面 

禾安桥下下游 1000 米 IV 类 Ⅲ类 

K3 办角排闸下 II 类 Ⅲ类 

K4 龙华桥下游 100 米 II 类 Ⅲ类 

K5 鸡心岭排闸下 Ⅲ类 Ⅲ类 

K6 

园洲镇考

核断面 

九潭沙头桥下 IV 类 Ⅴ类 

K7 九潭墟镇桥下 V 类 Ⅴ类 

K8 新村排闸下 劣Ⅴ类 Ⅴ类 

K9 禾安排闸下 劣Ⅴ类 Ⅴ类 

K10 北冲口排闸下 劣Ⅴ类 Ⅴ类 

K11 茶亭排闸下 劣Ⅴ类 Ⅴ类 

K12 

石湾镇考

核断面 

源头排闸下 IV 类 Ⅴ类 

K13 里波水排闸下 劣Ⅴ类 Ⅴ类 

K14 中岗排闸 劣Ⅴ类 Ⅴ类 

K15 大牛垒排闸 劣Ⅴ类 Ⅴ类 

K16 
石湾镇考

核断面 
陈村河汇入沙河前约 300 米桥下 Ⅴ类 Ⅴ类 

 

水文条件。从环境安全考虑，环境容量选择在某种较为不利的水文条件下研

究区域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一般情况下，枯水期由于水环境稀释能力较弱，

导致水环境的整体自净能力不强，求得的环境容量较小，所以枯水期一般作为最

不利的水文条件来计算环境容量。根据《博罗县水利志》，以及据现场监测和调

研成果，沙河流域常年保持一定的流量，沙河流域天然径流量为5.6 m3/s，多年

平均径流为43.1 m3/s，枯水期多年平均流量为12.8 m3/s。 

目标水质和背景水质。计算水环境容量需要的水质参数主要包括背景水质状

况、目标水质要求。由于沙河上游的横河、响水河的常年水质可达到地表水II类

要求，因此沙河流域干流背景水质设置为Ⅱ类；沙河干流各考核断面2019年目标

水质为地表水Ⅲ类，其他的支流则依据对应上游监测数据与目标限值确定背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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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目标水质（如下表 4- 3所示）。 

 

 

图 4- 2 沙河流域控制断面图 

表 4- 3 各控制断面背景水质 

序号 考核断面 
初始断面浓度值（mg/L） 水质目标浓度值（mg/L）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1 禾安排闸下 30 1.5 0.3 40 2 0.4 

2 北冲口排闸下 30 1.5 0.3 40 2 0.4 

3 茶亭排闸下 30 1.5 0.3 40 2 0.4 

4 新村排闸下 20 1 0.2 40 2 0.4 

5 九潭沙头桥下 20 1 0.2 40 2 0.4 

6 九潭墟镇桥下 30 1.5 0.3 40 2 0.4 

7 大牛垒排闸 30 1.5 0.3 40 2 0.4 

8 里波水排闸下 30 1.5 0.3 40 2 0.4 

9 中岗排闸 30 1.5 0.3 40 2 0.4 

10 源头排闸下 20 1 0.2 40 2 0.4 

11 
汇入沙河前约

300 米桥下 
20 1 0.2 40 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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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与水质响应关系。本研究引进贡献度系数将容量问题定义为线性规

划问题，使各个控制断面在达到所对应的水质目标的前提下，结合各排污口的排

放现状，求得各排放口污染物允许排放量之和最大，实现对各排放口允许排污量

的优化求解。 

污染贡献度系数是分区达标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其意义为：假设河流有

一个排污者A和一个水质控制断面L，如果排污者A每排放1单位（t/d）的污染物，

水质控制断面L的浓度相应增加α单位（mg/L），则定义α为排污者A对控制断面

L的污染贡献度系数。污染贡献度系数的计算，设定其中一个排放口给1个单位

负荷量，其余排放口不排放，用模型计算出这种情况下的各水质控制点的浓度，

即为该排放口对各水质控制断面的贡献度。重复上面的步骤，求得每个排放口对

各水质控制断面的贡献度系数，即获得污染排放与水质响应关系。沙河只设置沙

河干流出口控制断面，同时考虑各控制单元污染物排放对各支流出口水质浓度的

贡献系数。 

允许排放量计算与分配。最大允许排污量问题可表述为：在选定的一组水质

控制断面的污染物浓度不超过其各自对应的环境标准的前提下，兼顾公平考虑各

排污口的排放现状，使各排污口的污染负荷排放量之和最大，转化为线性规划问

题可表达为：  

Object：  

Subject to：   （i = 1，…，m） 

              （j = 1，…，n） 

式中，L为对象水域所有排污口的总排放负荷量；xj为第 j 个排污口的排放

负荷量，j 为其编号，共有 n 个排污口；aij为第 j 个排污口的单位负荷量对第 i 

个水质控制点的污染贡献度系数，i 为水质控制点的编号，共有 m 个水质控制

点；Cbi为第 i 个水质控制点处的污染背景浓度；Ci为第 i 个水质控制点处的水

质目标值；Pj为第 j 个排污口的现状排放量，α为最小允许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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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参数设置和线性规划问题设定，得到沙河流域水环境总排放负荷

量最大时的各排放口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允许负荷量。 

以2020年底干流各控制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为约束，各支流考核断面满

足地表水Ⅴ类的水质保护目标为约束条件，根据设计方案水文条件，沙河流域现

状排污调查结果，计算得到沙河流域生活源与工业源允许排放量（表 4- 4）。 

生活源与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与总氮分别需要削减43~51%、

68%~75%、22%、76%~83%的排放量才能满足环境容量要求。 

表 4- 4 沙河流域各类污染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及削减要求 

污染源 
化学需氧量（t/d） 氨氮（t/d） 

现状排放 允许排放 需削减量 现状排放 允许排放 需削减量 

生活源 15.04 7.41 7.63 1.92 0.61 1.31 

其中城镇生活源 8.18 4.03 4.15 0.96 0.31 0.66 

工业源 2.42 1.38 1.04 0.2 0.05 0.15 

污染源 
总磷（t/d） 总氮（t/d） 

现状排放 允许排放 需削减量 现状排放 允许排放 需削减量 

生活源 0.18 0.14 0.04 2.58 0.61 1.97 

其中城镇生活源 0.09 0.07 0.02 1.29 0.31 0.99 

工业源 0.014 0.03 - 0.3 0.05 0.25 

 

4.4.2.2 情景模拟计算 

由于支流的补水少，城镇生活源与重点污染企业的废水排放浓度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支流水质情况，在支流的水质要求为地表水V类的情况下，城镇生活源与

重点污染企业的处理后废水应接近地表水V类水质。 

假设污水量控制在现状水平，城镇生活源、重点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提标到地表水V类水质要求（即分别为40 mg/L、2.0 mg/L、0.4 mg/L）、总

氮提标到10 mg/L标准排放的情况下（现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与重点工业行业

标准收严33%~75%），沙河流域各控制单元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下表 4- 5所示。

在提标工作完成后，预期城镇生活源及工业生活源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入河量相比提标前接近甚至低于流域允许排放量，对沙河河口的水质达标将

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为改善沙河流域水质状况，沙河流域的4种主要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

的水污染排放限值设置为化学需氧量40 mg/L，氨氮2.0 mg/L，总磷0.4 mg/L，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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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 10 mg/L时，四种污染物的入河量能更符合当前沙河流域的水环境容量要求。

标准将依据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污水处理难度与经济贡献程度设置不同的污染

控制指标，从而促进流域污染物排放符合流域环境容量要求。 

表 4- 5 沙河流域城镇生活/工业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及提标后入河量 

污染源 
化学需氧量（t/d） 

现状排放 提标新增削减量 提标后入河量 入河量/容量 

城镇生活源 8.18 2.68 5.50 136% 

工业源 2.42 1.26 1.16 84% 

 氨氮（t/d） 

城镇生活源 0.96 0.53 0.43 141% 

工业源 0.2 0.16 0.04 80% 

 总磷（t/d） 

城镇生活源 0.09 0.08 0.01 14% 

工业源 0.014 0.007 0.01 23% 

 总氮（t/d） 

城镇生活源 1.29 0.85 0.44 144% 

工业源 0.30 0.23 0.07 78% 

 

4.4.2.3 基于行业现状的限值调整 

为确保沙河流域的水质稳定达标，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用水安全；

促进沙河流域重点污染行业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力求使标准做到科学合理、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促进沙河流域重点行业工业产业和产

品结构调整，制定4项污染物控制指标。 

本标准在指标的制定上首先考虑沙河流域水环境容量需求，以最大程度上保

障东江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因此本标准的4个重点行业与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控

制指标，以化学需氧量40 mg/L，氨氮2.0 mg/L，总磷 0.4 mg/L，总氮10 mg/L为

基础限值目标，充分考虑了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当前的4个污染物项目的污染

控制水平及经济贡献水平等因素，对排放限值进行设置。 

（1）纺织染整 

纺织染整工艺主要包括前处理、染色/印花、后整理等工艺。前处理工序废

水量约占废水总量的45％左右，染色/印花工序废水量约占总量的50％~55％，而

后整理工序废水产生量很少。前处理废水的主要污染物是主要污染物是棉布中杂

质、棉胶、半纤维素、织布时的浆料、碱等，染色/印花的主要污染物是助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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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的染料。总氮和氨氮来源于染料和原料，例如偶氮染料等，一般染整废水总

氮和氨氮并不很高，在10 mg/l 以下，染整废水中磷的来源是含磷洗涤剂，采用

磷酸三钠时，磷的浓度可达到几十毫克每升。而由于BOD/COD 一般小于0.2，

纺织染整废水属于难生物降解的废水，除化学需氧量降解难度较大外，其他的三

个指标相对容易达标。 

沙河流域重污染企业调查评估报告对沙河流域32家纺织染整重点企业的监

测结果显示，流域纺织染整企业的水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的排放达

到拟定标准的分别有16、13与25家，分别占监测企业总数的50%、41%、78%。

对沙河流域纺织染整重点企业的56个排水样品中总氮指标分析结果发现，44个样

品总氮浓度低于拟定标准，占样品数的79%。 

沙河流域现有纺织染整企业接近一半的企业COD、氨氮与总氮能达到拟修

订限值，总磷较容易达到限值，表明确定的纺织染整三项指标排放限值（化学需

氧量 40 mg/L，氨氮2.0 mg/L，总磷 0.4 mg/L）较为合理。考虑到总氮废水的可

行处理手段较为单一，在行业对流域经济的贡献较大，工业源总氮的环境容量达

标压力较小情况下，拟将总氮指标设置为现行行业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为12 

mg/L。 

（2）电镀行业 

电镀过程中化学需氧量主要来源于镀液或钝化过程中的有机酸根、低氧化态

酸根离子（如硫代硫酸跟等）及有机助剂，氨氮主要来源于铵盐与氨水，总氮除

了与氨氮的来源相同外还受硝酸盐镀液等影响，总磷则主要来源于磷酸盐。总的

来说，电镀行业的总氮由于受硝酸盐镀液的影响处理难度较大。 

而沙河流域重污染企业调查评估报告对沙河流域50家污染企业的监测结果

显示，流域电镀企业的水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的排放达到拟定标准

的企业数分别为43、27与36家，分别占监测企业总数的86%、54%与72%。对沙

河流域电镀行业重点企业的80个排水样品中总氮指标分析结果发现，61个样品总

氮浓度低于拟定标准，占样品数的76%。 

沙河流域现有电镀行业企业超过一半的企业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能达到

拟修订限值，表明确定的电镀行业三项指标排放限值较为合理，因此拟将化学需

氧量、总氮与总磷的限值设定为40、2.0与0.4 mg/L。考虑到电镀废水中总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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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较大，部分企业特别是电镀园区的总氮指标波动较大，难以稳定达标，在

行业对流域经济的贡献较大、工业源总氮的环境容量达标压力较小的情况下，考

虑排放限值执行12 mg/L。 

（3）制浆造纸 

制浆造纸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碳水化合物的降解物、低分子量的木素降解产

物、有机氯化物（含氯漂白工艺）及水溶性抽出物等。总的来说化学需氧量的处

理难度相对较高，氨氮、总氮、总磷处理难度较低。 

而沙河流域重污染企业调查评估报告对沙河流域重3家污染企业（流域行业

重点企业数为3家）的监测结果显示，流域制浆造纸排放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浓度

为53、36、10mg/L，氨氮为7.93、0.45、0.385 mg/L，总磷为0.29、0.27与0.04 mg/L。

对沙河流域制浆造纸重点企业的3个排水样品中总氮指标分析结果发现，总氮排

放浓度为3.12、2.72、3.61mg/L。 

监测数据表明，沙河流域现有制浆造纸企业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指标存在部分

企业未能达到拟定标准，未达标的企业排水中氨氮浓度的占标率较高为3.97，化

学需氧的占标率为1.33，所有企业的总磷与总氮指标均能达到拟定标准。说明总

磷、总氮的排放限值设定较为合理，化学需氧量的达标有一定压力但达标差距较

小，因此拟将化学需氧量、总磷与总氮的排放限值设定为40、0.4与10 mg/L。而

对于氨氮指标，由上述来源分析可知，制浆造纸原液中氨氮含量本身较低，当前

部分企业排放浓度较高主要是忽视氨氮的控制，废水处理设施工艺水平较差所

致，因此建议氨氮限值维持在2.0 mg/L水平，以促进行业提高污染防治技术水平。 

（4）制革行业 

制革过程要经过浸水、脱脂、脱毛浸灰、脱灰、软化、浸酸、鞣制、中和、

复鞣、染色加脂等。工序繁多，使用的化工材料也非常繁杂，因此制革废水有机

物浓度高，制革废水中还含有大量难以降解的物质，如丹宁、木质素，还含有对

污水处理不利的无机化合物，如硫化物、铬及酸碱等。脱灰需要使用氯化铵或硫

酸铵，使大量的氨进入水中，在脱灰废液中氨氮的浓度高达3000～7000 mg/L，

同时在制革预处理过程中进入水中的部分蛋白质会也会变为氨氮，加大了制革污

水氨氮处理的难度。因此对于制革行业，氨氮与总氮的处理难度较大。 

而沙河流域重污染企业调查评估报告对沙河流域6家污染企业（流域行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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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企业为10家）的监测结果显示，流域制浆造纸企业排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达到拟定标准的分别有4、2与6家，分别占监测企业数的67%、33%与100%。

对沙河流域制革行业重点企业的3个排水样品中总氮指标分析结果发现，总氮排

放浓度为44.2、16.9、11.6 mg/L，尚未有企业能达到当前拟定目标（10 mg/L）。 

沙河流域中抽检的制革企业所有企业总磷均能达到拟修订限值，表明确定的

制革行业的总磷项指标排放限值的技术可行性较高，因此将总磷的排放限值设置

为0.4 mg/L。化学需氧量、氨氮未能全部达标，而且处理难度较大，因此限值建

议分别放宽至50 mg/L与5.0 mg/L。而对于总氮，尚未有企业能达到当前拟定目标，

同时考虑到由于现行行业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为20 mg/L，提标到流域环境容量

要求的10 mg/L调整幅度太大，因此综合环境容量与企业提标改造可行性，将总

氮指标设置为12 mg/L。 

（5）城镇污水处理厂 

本标准拟依据环境容量要求将限值设为化学需氧量40 mg/L，氨氮2.0 mg/L，

总磷0.4 mg/L，由于沙河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刚完成新一轮提标改造，新设备未

针对总氮处理进行改造，难以稳定达到总氮拟定目标的10 mg/L，短期提标又会

导致改造成本过高，因此总氮限值相应对放宽为12 mg/L。 

本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4种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收严幅度，在全国范围内早有

先例，如2020年重庆市发布DB 50/963-2020 梁滩河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梁滩河重点区域内化学需氧量执行30 mg/L标准，氨氮执

行1.5 mg/L标准，总磷执行0.3 mg/L标准，总氮执行15 mg/L标准。2020年昆明市

发布的DB 5301/T 43-2020的A级标准（环境影响重大地区）在此基础上，甚至将

总氮的标准提高到10 mg/L（特别排放限值）。因此本标准拟定的排放限值具有

较好的技术可行性。 

4.4.2.4 限值的确定 

综上所述，4个重点行业与城镇污水处理厂的限值设置如下： 

表 4- 6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L 

序号 行业类别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1 纺织染整 40 2.0 0.4 12 

2 电镀 40 2.0 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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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类别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3 制浆造纸 40 2.0 0.4 10 

4 制革 50 5.0 0.4 12 

5 城镇污水处理厂 40 2.0 0.4 12 

 

4.5 其他污染控制要求及制定依据 

（1）现有排放源、新建排放源的划分时间点 

本标准规定现有工业企业自2022年1月1日起，其直接排放按表1规定限值执

行；新建工业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其直接排放按表1规定限值执行。作为

惠州市国考断面水污染防治攻坚主要流域之一，从2018年沙河流域部分企业的

COD、氨氮、总磷已经按照地表水Ⅳ级要求进行提标改造，总氮已按照现行标

准减半进行提标改造。截止到标准说明完成日，提标验收监测一共36家，32家一

次性监测符合标准要求，其中线路板11家，氧化3家，漂染18家。因此划分时间

点定于2022年1月1日，无论是新建还是现有排放污水排放单位的提标改造时间均

超过6个月，企业有较充足的时间进行提标改造。 

（2）排水量相关要求 

“4.2.2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

基准排水量的情况。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相关

行业标准的规定，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并以

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该项污染控制要求参考我省其他流域标准，无新增或修改条文。 

（3）不同产品类型相关要求 

“4.2.3 在企业生产设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

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

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并按相关行业标准规定换算水

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 

该项污染控制要求参考我省其他流域标准，无新增或修改条文。 

4.6 监测要求 

（1）相关污染项目监测标准发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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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化学需氧量最新发布的测定技术规范为HJ 828—2017 水质 化学需氧

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关于氨氮最新发布的测定技术规范为HJ 665-2013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关于总磷最新发布的测定技术规范为

HJ 670-2013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关于总氮

最新发布的测定技术规范为HJ 636—2012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2017年以后，本标准相关的污染项目的监测技术规范没有变动

或修改。 

（2）与其他标准的监测方法对比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参考了同期其他的水污染排放标准，化学需氧量提供

了2种，氨氮提供了6种，总磷提供了3种，总氮提供了4种水质测定方法。水质测

定的方法与国内最新排放标准要求一致，无新增、缺漏情况。本标准实施后国家

发布新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4.7 实施监督与达标判定 

（1）标准实施与监督 

1、标准实施 

“6.1 本标准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实施。”规定了标准的实施主

体。 

2、判定依据 

“6.2 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

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

检查时，可按现场即时采样或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

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在发现企业耗水或排水量有异常变化的

情况下，应核定企业的实际产品产量和排水量，按相应行业标准的规定，换算水

污染物基准水量的排放浓度。”同我省其他流域排放标准。 

3、总量控制 

“6.3 排排污单位除执行本标准所规定的限值外，还应达到生态环境部门

核准或者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限值。”同我省其他流域排放标准。 

4、新标准颁布情况 

“6.4 新颁布的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严于本标准的控制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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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执行。”同我省其他流域排放标准。 

综上，本标准对标准实施与监督上与我省其他流域排放标准一致，无新增或

修改内容。 

（2）达标判定 

本标准对各项污染项目的达标判定上无新增或修改内容，本标准中未作规定

的内容和要求，按现行相应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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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地区及流域相关标准研究 

5.1 主要地区及流域相关标准 

近年来，地方性环境标准不断出台，旨在通过多种方式，以更为严格的地方

标准修正国家与行业标准，解决我国环境标准目前存在的脱节问题，满足节能减

排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环境标准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正日益

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所重视。我国近年来在流域水污染控制标准制订的工作发展比

较快，各地均根据流域水环境要求制订了较为严格的水污染控制标准。 

广东省地处珠江流域，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决策

部署，强化标准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支撑作用，于2014年7月以来先后发布DB 

44/1366-2014《汾江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050-2017《淡水河、石

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051-2017《练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DB 44/2130-2018《茅洲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 2155-2019《小东

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5项流域排放标准。 

5.2 本标准与主要地区及流域同类标准的对比 

5.2.1 本标准与行业现行标准对比 

本标准与沙河流域现行行业标准及广东省行业排放标准的浓度限值对比如

表5-1所示。可以看出，针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3项水污染物，本标准所设

定的排放限值等于或略严于行业标准的限值。 

5.2.2 本标准与其他流域标准对比 

近年来，鉴于我国水环境保护需要，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排放标准，并在

排放标准中设置了适用于环境敏感区域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加大了对环境

敏感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力度，提高了相关行业的环境准入和退出门槛。同时，

各省市也依据地区特点，编制了区域综合排放标准，并针对部分重点流域建立了

适应经济和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具有流域特性的污染控制标准。因此，作为地方

性流域标准，本标准应与近期颁布实施的广东省内及省外流域排放标准相比较，

确保标准符合国家先关要求，具体情况见表5-2和表5-3。 

我国一些流域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于或严于本标准的排放限值。如2018年实施

的《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3/2795-2018）、《黑龙港及运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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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3/2797-2018）、《子牙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3/2796-2018），重点区域要求直接排入流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为

CODCr≤20~40 mg/L、NH3-N≤1.0~2.0 mg/L、TP ≤0.2~0.4 mg/L、TN≤ 10~15 mg/L，

本标准制定的排放限值包含或略宽于上述限值。 

此外，本标准的排放限值相对我省其他流域排放标准的要求严格。如本标准

中各行业和的CODCr排放限值均为40~50 mg/L，氨氮指标排放限值为2.0~5.0 

mg/L，总磷的指标排放限值为0.3~0.4 mg/L，较练江流域（CODCr≤40~80 mg/L，

NH3-N≤2 ~8 mg/L，TP≤0.5 mg/L）、汾江河流域（CODCr≤40~80 mg/L，NH3-N≤5 

~15 mg/L，TP≤0.5 mg/L）等严格。区域及流域排放限值的制定与流域水质目标、

水质现状、水资源量、水环境容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相关，一些流域标准则

根据不同控制单元的水质目标和水环境容量差异来区分控制单元，制定差异的排

放限值。沙河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规定的水质目标为地表Ⅲ类，与大清河水系排

放标准、黑龙港及运东流域排放标准中的重点控制区域的水质保护目标较为接

近，而广东省内小东江流域的水质目标则以Ⅲ类和Ⅳ类水为主，淡水河、石马河

水质目标均为III类水，练江流域的水质目标以Ⅴ类水为主。一般情况下，具有较

高水质目标的流域相应实行较为严格的标准，因此沙河流域排放标准由于水质目

标要求高，流域生态补水少，因此排放限值也相对较严格。 

综上所述，本标准与其他流域标准限值对比分析可知，本标准关于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和总氮的标准排放限值处于已有标准限值的范围内。上述标准颁

布距今均已有几年，相关标准的成功实施也证明了本标准的技术可行。同时随着

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企业环保意识、污染综合防治水平的提高，企业达到标准

要求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因此本标准在沙河流域实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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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标准与行业排放标准的比较（mg/L） 

适用范

围 
标准名称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总氮 备注 

纺织染整 

本标准 40 2.0 0.4 12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4287-2012） 

新建企业 80 10（15）
①

 0.5 15（25）
①

 执行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直接排放） 特别排放限值 60 8 0.5 12 

电镀 

本标准 40 2.0 0.4 12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1597-2015） 

新建企业珠三角 50 8 0.5 15 执行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珠三角） 特别排放限值 50 8 0.5 15 

制浆造纸 

本标准 40 2.0 0.4 10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544-2008） 

新建企业 

制浆 100 

造纸 90 

纸浆和造纸联合 80 

制浆 12 

造纸 8 

纸浆和造纸联

合 8 

0.8 

制浆 15 

造纸 12 

纸浆和造纸联

合 12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执行水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总

磷和总氮执行新建企业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制浆 80 

造纸 60 

纸浆和造纸联合 60 

5 0.5 10 

制革 

本标准 50 5 0.4 12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30486-2013） 

新建企业 100 
制革 25 

皮毛加工 15 
1 

制革 50 

皮毛加工 30 
执行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直接排放） 
特别排放限值 60 15 0.5 20 

城镇污水

处理厂 

本标准 40 2.0 0.4 1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8918-2002） 

一级 A  50 5（8）
②

 0.5 15 
执行一级 B 标准 

一级 B 60 8（15）
②

 1 20 

注:①括号内为蜡染行业执行限值，括号外为除蜡染行业外其他纺织染整行业执行现状。 

②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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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本标准与我省其他流域标准的比较（mg/L）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本标准 小东江流域 茅洲河流域 练江流域 淡水河、石马河流域 汾江河流域 

1 化学需氧量 

纺织染整 40 -- 60 80（60） 60 60 

电镀 40 -- 80 -- -- -- 

制浆造纸 40 -- -- 

制浆企业：80 

制浆和造纸联合

企业：60 

造纸企业：50 

-- 

制浆企业：80 

制浆和造纸联

合企业：60 

造纸企业：50 

制革 50 60 -- -- --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 40 40 30 40 
第一时段：40 

第二时段：40 
40 

2 氨氮 

纺织染整 2.0 -- 8.0 10.0（8.0） 8.0 8.0 

电镀 2.0 -- 5.0 -- -- -- 

制浆造纸 2.0 -- -- 5.0 -- 5.0 

制革 5.0 15 -- -- -- 15 

城镇污水处理厂 2.0 5.0（2.0） 1.5 5.0（2.0） 
第一时段：5.0（8.0） 

第二时段：2.0（4.0） 
5.0 

3 总磷 

纺织染整 0.4 -- 0.5 0.5 0.5 0.5 

电镀 0.4 -- 0.5 -- -- -- 

制浆造纸 0.4 -- -- 0.5 -- 0.5 

制革 0.4 0.5 -- -- -- 0.5 

城镇污水处理厂 0.4 0.5（0.4） 0.3 0.5（0.4） 
第一时段：0.5 

第二时段：0.4 
0.5 

4 总氮 

纺织染整 12 -- -- -- -- -- 

电镀 12 -- -- -- -- -- 

制浆造纸 10 -- -- -- -- -- 



 

44 

 

序号 污染物 适用范围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本标准 小东江流域 茅洲河流域 练江流域 淡水河、石马河流域 汾江河流域 

制革 12 -- -- -- -- -- 

城镇污水处理厂 12 -- -- -- -- -- 

注：①《小东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上表氨氮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水温≤12℃时，氨氮排放限值为 8.0 mg/L；

括号内为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处理规模≥10000 t/d 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执行的排放限值。 

②《茅洲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电子工业和金属制品业生产企业中，具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工艺设施的，企业排水执行广东省《电镀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 1597-2015）；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上表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水温≤12℃时，氨氮排放限值为 8.0 mg/L。 

③《练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上表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水温≤12℃时，氨氮排放限值为 8.0 mg/L；括号内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的排放限值；练江流域水环境整治文件要求严于本标准时，从其规定。 

④《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具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工艺设施的金属制品生产企业其排水执行广东省电镀行业相应的标准；

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 

⑤《汾江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造纸行业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限值执行时间，按照《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国家排放标准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通知》（粤环〔2012〕83 号）的要求实施。 

⑥“--”指现行标准未作排放限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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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本标准与国内其他流域/综合排放标准的比较（mg/L） 

序

号 

污

染

物 

适用范围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本标

准 

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3 2795-2018 

黑龙港及运

东流域水污

染物排放标

准（DB 13/ 

2797-2018）  

子牙河流域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13/ 2796-2018）  

洪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 

1257-2016） 

流域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 

37/ 3416.2-2018） 

北京市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DB11/307-2013） 

核心控

制区 

重点控

制区 

一般控

制区 
重点区域 重点区域 

舞阳县和舞

钢市 

第 2 部分：沂沭河

流域 

A 值 B 值 

1 

化

学

需

氧

量 

纺织染整 40 20 30 40 40 40 40 40 20 30 

电镀 40 20 30 40 40 40 40 40 20 30 

制浆造纸 40 20 30 40 40 40 40 40 20 30 

制革 50 20 30 40 40 40 40 40 20 30 

城镇污水

处理厂 
40 20 30 40 40 40 40 40 20 30 

2 
氨

氮 

纺织染整 2.0 

1.0

（1.5）
①

 

1.5

（2.5） 

2.0

（3.5） 
2.0 2.0（3.5） 4.0（5.0） 5

③
 

1.0

（1.5） 
1.5（2.5） 

电镀 2.0 
1.0

（1.5） 

1.5

（2.5） 

2.0

（3.5） 
2.0 2.0（3.5） 4.0（5.0） 5 

1.0

（1.5） 
1.5（2.5） 

制浆造纸 2.0 
1.0

（1.5） 

1.5

（2.5） 

2.0

（3.5） 
2.0 2.0（3.5） 4.0（5.0） 5 

1.0

（1.5） 
1.5（2.5） 

制革 5.0 
1.0

（1.5） 

1.5

（2.5） 

2.0

（3.5） 
2.0 2.0（3.5） 4.0（5.0） 5 

1.0

（1.5） 
1.5（2.5） 

城镇污水

处理厂 
2.0 

1.0

（1.5） 

1.5

（2.5） 

2.0

（3.5） 
2.0 2.0（3.5） 4.0（5.0） 5 

1.0

（1.5） 
1.5（2.5） 

3 
总

磷 

纺织染整 0.4 0.2 0.3 0.4 0.4 0.4 0.5 0.3 0.2 0.3 

电镀 0.4 0.2 0.3 0.4 0.4 0.4 0.5 0.3 0.2 0.3 

制浆造纸 0.4 0.2 0.3 0.4 0.4 0.4 0.5 0.3 0.2 0.3 

制革 0.4 0.2 0.3 0.4 0.4 0.4 0.5 0.3 0.2 0.3 

城镇污水

处理厂 
0.4 0.2 0.3 0.4 0.4 0.4 0.5 0.3 0.2 0.3 

4 总 纺织染整 12 10 15 15 15 15 15
②

 15
④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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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

染

物 

适用范围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本标

准 

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3 2795-2018 

黑龙港及运

东流域水污

染物排放标

准（DB 13/ 

2797-2018）  

子牙河流域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13/ 2796-2018）  

洪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 

1257-2016） 

流域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 

37/ 3416.2-2018） 

北京市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DB11/307-2013） 

氮 电镀 12 10 15 15 15 15 15 15 10 15 

制浆造纸 10 10 15 15 15 15 12 

制浆企业：15 

造纸企业、制浆与

造纸联合企业：12 

10 15 

制革 12 10 15 15 15 15 15 15 10 15 

城镇污水

处理厂 
12 10 15 15 15 15 15 15 10 15 

注：①氨氮排放限值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②《洪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总氮指标除制浆造纸行业，其他行业参照其他排污单位排放限值。 

③《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2部分：沂沭河流域》的氨氮指标参照其他排污单位排放限值。 

④《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第 2 部分：沂沭河流域》的总氮指标除制浆造纸行业，其他行业参照其他排污单位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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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本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 

6.1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 

根据沙河流域内的企业实地调研和环境统计数据，综合考虑排放量和排放强

度等因素，可知，纺织染整、电镀、制浆造纸、制革4类工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

是影响沙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的主要行业和污染源。 

沙河流域内部分工业企业仍采用“废水厂内自行处理达标后排入受纳水体”

的模式，因此企业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宽严直接影响沙河流域水质。目前，

流域内的纺织染整工业执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

电镀工业执行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制浆造

纸工业执行《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制革工业执

行《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 

本标准根据《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计划实施方案》、《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修

订本（2017-2020年）》、《惠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惠州市水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关于加强沙河流域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函》和《沙河流域水

环境精准治理与达标攻坚方案（2019-2020年）》等相关文件的要求，针对流域

内主要行业主要水污染物，制定了比现行标准更严格的水污染排放标准，直接作

用是对沙河流域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削减。标准实施后，预期生活源的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总磷、总氮的削减量分别为2.68 t/d、0.53 t/d、0.08 t/d、

0.85 t/d，工业源削减量分别为1.26 t/d、0.16 t/d、0.007 t/d、0.23 t/d，从而改善流

域水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通过预测评估，在实施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全面实施本标准提出

的各项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有望基本推动沙河流域水质稳定达标。 

6.2 实施本标准的成本分析 

针对纺织染整、电镀、造纸、制革等污染较重而现行排放限值较松的行业，

本标准对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进行了重新的规定，对纺织染整等行业部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在国家行业标准基础上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定。下面就纺织染整、电镀、

制浆造纸、制革等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成本进行分析。 

（1）纺织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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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纺织染整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退浆废水预处理采

用超滤浆料回收技术、盐析法浆料回收技术等进行处理。退浆废水超滤处理对

PVA 浆料的回收率达95%以上，对COD的去除率达80%以上。碱减量废水采用

膜分离工艺进行碱液和对苯二甲酸回收，碱减量废水经碱和对苯二甲酸回收预处

理后，可大幅降低碱液排放量，减少后续处理耗酸量，去除废水中70~90%的COD，

大幅降低后续处理系统负荷，提高废水可生化性。 

纺织印染废水常规处理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2~2.5元，加强预处理单元

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3~5元，深度处理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18~20元。纺

织染整吨废水投资2500~3500元左右，吨废水占地面积1.3 m2~1.7 m2，吨废水电

耗约1度左右。总体来说，废水处理投资在企业的可承担范围之内。 

（2）电镀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与总氮是电镀行业废水中的常见污染物，也是目前

企业监测相对较多的指标。电镀废水常规处理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6~12元，

采用反渗透技术、多效蒸馏膜技术等深度处理时，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较高，但

流域部分企业已经完成成本核算并完成提标改造。 

（3）制浆造纸行业 

沙河流域造纸与纸制品行业主要工业程序包括机制纸及纸板制造、纸和纸板

容器制造等。根据《制浆造纸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制浆造纸废水常规处理

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0.6~1.2元，加强预处理单元后吨废水实际运行成本约

1.8~3.0元，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三级处理后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标准，吨废水实

际运行成本约需要4.5元。 

国内废纸造纸企业废水一般采用物化+生化的常规二级处理流程，通常只能 

达到国家现行标准，要达到本标准限值的要求，废纸造纸企业需要在常规处理流

程的基础上增加深度处理。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增加强化氧化、混凝沉淀或气浮、 

砂滤、电化学-固定化微生物技术等深度治理措施，可使化学需氧量出水浓度控

制在40 mg/L 以下，增加投资约1200元/吨废水，治理成本增加约1.8~2.8元/吨废

水。 

（4）制革行业 

根据《皮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皮革及毛皮加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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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废水采用预处理+物化处理（一级）+生化处理（二级）+深度处理（三级）

的组合处理工艺。其中一级物化处理主要包含气浮和混凝沉淀等处理工艺；二级

生化处理包含氧化沟、UASB+SBR、A/O、膜生物反应器等工艺；三级深度处理

包含人工湿地、高级氧化、膜技术等。该综合技术适用于已有及新建企业制革废

水处理，且可用于已有企业的工艺改造。制革行业废水经组合工艺处理后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氮去除率均可接近90%，总磷除生物除磷外，采取化学除磷工艺

辅助，除磷效果较为稳定，且该工艺通过不同技术相互组合可有效控制废水治理

成本。总体来说，采用预处理+物化处理（一级）+生化处理（二级）+深度处理

（三级）的组合处理工艺是技术经济可行的。 

（5）城镇污水处理厂 

随着 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的深度处理技术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市自2012年起已全面要求污水处理厂

出水需要优于地表水Ⅳ标准的要求，并得到有效实施。因此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

优于本标准的要求是技术经济可行的。 

同时，当前流域已有不少重点企业成功进行了提标改造，并通过专家验收，

表明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具有较好的经济及技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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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沙河流域118家重污染企业地理位置分布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