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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洱海湖泊生态系统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先后获教育部、上海市
和云南省认定。野外站聚焦洱海保护
治理，开展湖区及流域长期、系统、稳定
的定位观测、基础研究、实用技术研发
及服务等工作，为洱海水环境改善和水
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指导，也为我国
类似湖泊的富营养化控制提供理论依
据和技术支撑。

2020 年启动国家级野外站申建工
作，完成野外站建设方案编制，正在推
进野外站种子课题和设备购置调配等
工作。

目前，大理州驻点工作组部分专家
也同时是大理州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

转型发展指挥部技术组专家，驻点工作
组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研究与大理
州以洱海保护治理为核心的生态文明
建设深度融合，形成合力，成效显著。

下一步，驻点工作组将持续跟踪分
析洱海水环境与污染负荷变化，向大理
州提交洱海入湖河流和沟渠污染负荷、
洱海湖区水质与藻类分析报告，为后期
洱海水质保护治理的工程措施提供依
据和支撑。针对现阶段洱海表现出的
COD 升高的趋势，将开展专项研究，探
究洱海 COD 来源、进行来源解析将是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
中心大理州驻点工作组跟踪研究的主
要方面。

针对昆明市城区溢流
污 染 严 重 ，滇 池 COD、pH
超标，螳螂川—普渡河 TP
不能稳定达标等问题，驻点
工作组深入开展多项专题
研究，突破昆明市水生态环
境改善的主要瓶颈，提高昆
明市水环境管理水平，为昆
明市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
智力支持。

在滇池流域水质目标
管理和总量控制优化方案
研 究 中 ，驻 点 工 作 组 通 过
EFDC 模型多次试算模拟，
综合分析得到各河流对各
控制断面水质的定量影响，
并提出了滇池流域主要入
湖 河 流 COD≤30mg/L、
TN≤7mg/L、TP≤0.2mg/L、
NH3-N≤2mg/L 的水质控
制目标。

在《 滇 池 保 护 规 划
（2018-2035）》编 制 中 ，驻
点工作组通过分析滇池保
护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
结合流域生态空间划定结
果，将滇池流域细化为滇池
恢复与保护区、生态生产保
护区、生态缓冲保留区、城
乡协调发展区共 4 个分区，
为滇池流域下一步空间分
类管控提供指导。

在昆明市主城区排水
系统联动增效决策支持系
统研究中，驻点工作组构建
了 昆 明 主 城 区 东 片 、南 片
103.6km2 服 务 范 围 内 的 排
水系统水力模型，进行了管
网、调蓄池、泵站、污水厂间
的联动运行研究。基于测
量项目形成的管网数据库，
结合精准治污课题水环境
目标研究成果，利用已有南
片区排水管网数学模型，集

成调蓄池监控项目工控数
据，形成联动增效决策支持
系统，充分发挥已有排水设
施 效 能 ，有 效 控 制 溢 流 污
染，进一步提高城市排水系
统污染物削减能力。

在 滇 池 水 体 pH 值 超
标原因及控制策略研究中，
驻 点 工 作 组 针 对 滇 池 pH
值超标问题开展了专题研
究，初步明确了“藻类光合
作用直接或间接消耗大量
CO2，无 机 碳 平 衡 向 消 耗
H+方向移动，是滇池水体
pH 值 偏 高 的 主 要 原 因 ”。
提出了“控制水体营养盐浓
度，恢复其正常水体 pH 值
缓冲能力，优化滇池水质及
蓝藻监测网，实时有效监控
或预测水体环境与蓝藻水
华时空变化”的控制策略。

在螳螂川—普渡河（昆
明段）总磷控制 方 案 研 究
中 ，驻 点 工 作 组 根据螳螂
川—普渡河污染负荷来源
及控制措施实施的可行性，
明确了西园隧道和螳螂川
重点支流水质是螳螂川总
磷污染的重点控制对象，提
出了“滇池与螳螂川—普渡
河上下游协同治理”思路，
针对西园隧道和螳螂川—
普渡河分别制定水环境治
理方案，提出了 41 项重点
工程，确保总磷达标。

已有的驻点工作成果
对滇池外海与草海水质改
善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支
撑 。 未 来 ，驻 点 工 作 组 将
继 续 关 注 昆 明 市 的 生 态
环 境 难 题 ，强 化与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履行好送
科技解难题使命，持续推进
驻点工作。

为 厘 清 农 村 环 境 污 染
源，驻点工作组对黔南州重
安江流域农村污染负荷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农村
面源污染为流域内排放量最
大的污染源，其中，畜禽养殖
业对 COD、总磷贡献最大，
种植业对氨氮、总氮贡献最
大。从空间上来看，流域内
排放量最大的乡镇为牛场镇
和陆坪镇，其次为马场坪、金
山街道和凤山镇。

驻点工作组深入分析农
村环境污染成因，主要问题
有：规模化污染处理设施简
陋，散户养殖污染严重；种植
技术落后，集约化程度低；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不健全，集
中处理率较低等。

为进一步推进农村环境
综合治理，驻点工作组制定

《黔南州农业农村污染问题
解决方案》，对流域周围农业
生产、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
处理情况等提出建议及整治
方案，因地制宜实施农田面
源污染综合防控、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农业废弃物循环
利用等工程，治理农业面源
污 染 ；减 少 农 药 、化 肥 使 用
量，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畜
禽规模养殖场治理率和粪污
综合利用率；加强农业农村
环境监管，提高农村居民参
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实现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体系全覆盖，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无害化卫生户厕全覆盖等。

驻点工作组持续关注黔
南州水环境质量，聚焦关键
问题与实际难题，除了提出

“三磷”问题解决方案、农村
环境问题解决方案，还提出
黔南州重安江流域水质提升
总体方案、黔南州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等一
系列方案。下一步仍将持续
开展研究工作，依托黔南州

“ 十 四 五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保障黔南
州水环境质量改善，牢筑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

只为万顷洱海扬清波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大理州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纪实

让滇池一湖清水还复来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昆明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纪实

助力黔南州水生态安全改善
——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黔南州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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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长江
上游金沙江流域，水系纵横、湖泊星罗
棋布，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2019 年，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环科院为牵头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首
席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
研究院院长王欣泽和中国环科院研究
员储昭升为负责人，云南省环科院、中
科院水生所、北京师范大学、昆明理工
大学、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驻大理州生
态环境监测站、云南省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关科研人员为成员的国家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大
理州驻点工作组成立。由上述科研单
位和大理州有关部门参与的国家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大理
州驻点跟踪研究办公室在上海交通大
学云南（大理）研究院挂牌。各驻点单
位组织形成了数十人的现场研究团
队，就大理地区水生态保护修复、洱海
保护治理研究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与
实践。

找准大理生态环境主要问题，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目标任务

按照“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边
反馈，边完善”的驻点研究工作要求，
大理州驻点工作组及其办公室多次召
开会议，围绕《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
动计划》关于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的
要求，针对大理州实际进行研究和协
调，最终形成《大理州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驻点实施方案》，明确了驻点工作组
开展工作的目标、任务及工作重点。

为系统分析大理州的风险源、污
染源（包含磷污染排放清单）和生态环
境问题清单，驻点研究工作组研究团
队系统收集并调研了大理州各县市的
统计资料，包括农业源、工业源和生活
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主要入湖、入河

排放口资料，主要河流、湖泊水体水质
情况等，并经系统梳理后列出大理州
重 点 污 染 源 、风 险 源 和 环 境 问 题 清
单。针对清单列举的问题，由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云
南省环科院、中科院水生所等单位参
与编制完成了《大理州生态环境问题
解析报告》，报告内容涵盖自然与社会
经济概况、水环境质量状况分析、水生
态健康状况、水环境污染负荷与来源
分析、生态环境问题解析等内容。诊
断解析证明，洱海作为云南省第二大
淡水湖对当地水生态环境影响举足轻
重 ，是 大 理 州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重 中
之重。

为洱海还清提供科学支撑

驻点工作组围绕大理州的洱海水
生态与局部生境修复技术、洱海典型

湖湾藻华控制与生境恢复、洱海流域
主要农业区面源污染控制、洱海流域

搭建平台，提升水环境研究能力和水平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驻点跟踪研究工作是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长 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系列指示精神，坚决打好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具
体措施。2019 年 3 月 28 日，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昆
明）驻点跟踪研究工作办公
室（简称驻点工作组）”揭牌，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牵
头单位，联合昆明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云南省环境科学
研究院、昆明市环境监测中
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林业大学、广州市政设计院、昆
明市规划设计院、昆明市滇池
高原湖泊研究院、昆明市环境
工程评估中心等研究单位组
建昆明市驻点跟踪联合研究
组，郑丙辉研究员作为驻点
组负责人，何佳高级工程师、

卢云涛研究员、卢少勇研究
员作为主要任务负责人。

驻点工作组以云南省昆
明 市 水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为 目
标，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工作，
先后针对昆明市城区溢流污
染严重，滇池 COD、pH 值超
标，螳螂川—普渡河和牛栏
江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问题
开展多项专题研究，为流域
水环境问题诊断奠定基础，
完成并提交了《昆明市长江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解 析 报
告》和《昆明市长江流域水环
境问题解决方案》。同时，驻
点工作还开展了滇池流域水
质目标管理、pH值升高原因分
析、排水系统联动机制等专题
研究，突破水环境治理过程
中的关键环节，解决主要瓶
颈和效能提升制约难题，提
高昆明市水环境管理水平。

为昆明市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驻点工作组通过对历史
监测数据分析、开展现场调
查工作，梳理出昆明市存在
的重点生态环境问题，为昆
明市“一市一策”的制定提
供科技支撑；编制了昆明市
及滇池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为昆明市

“十四五”期间开展水生态环
境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针对螳螂川—普渡河、
牛栏江水体超标问题，驻点
工作组全面诊断和识别了螳
螂川—普渡河以及牛栏江水
质不达标原因，制定了《螳螂
川—普渡河水体达标方案》
和《牛栏江（昆明段）2020 年
水体达标攻坚方案》，目前，
两个方案均通过了昆明市政
府审议，已下发实施。

为做好昆明市的“环保
管家”，驻点工作组多次参与

昆明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排
查、督查、验收等。针对“三
磷 ”专 项 整 治 工 作 ，成 立 了

“三磷”排查专项技术组，制
定了《昆明市“三磷”专项排
查方案》，组织环境监察、科
研、评估等相关部门，聘请相
关领域专家深入“三磷”企业
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形成了

《昆明市长江“三磷”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排查情况报告》，
并对排查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组织
参 与 了 对 2016 年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和 2017 年 云 南 省 环 保
督察交办的 800 多个投诉问
题整改的市级验收，提出验
收工作路线。

推动昆明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标准的制定。驻点
工作组先后编制出台了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验

为昆明市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贵州省黔南州山高
水长，分布有长江水系和
珠江水系的诸多河流源
头，不少河流穿行于岩溶
发 育 地 带 的 溶 洞 之 中 。
境内降水充沛（年均降水
量达 1300 毫米左右），但
由于岩溶发育导致的裂
隙渗漏严重，加之春夏季
节地表水的强烈蒸发，容
易形成地表干旱，而当强
降雨发生时，又会发生暗
河 水 满 、溢 出 地 面 等 情
况。复杂的水文特征一
直以来都是黔南州水环
境治理的重要制约因素。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
于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工
作的通知》的统一部署，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
合西南林业大学、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等组建
形 成 黔 南 州 驻 点 工 作
组。为推动黔南州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
跟踪研究工作的开展，黔
南州人民政府成立黔南
州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驻点跟踪研究工作领
导小组并在州生态环境
局下设办公室。

驻点工作组坚持以
黔南州长江流域各河流
污染问题为导向，以黔南
州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方案为抓手，以提
升黔南州水生态环境质
量为目标，联合黔南州领
导小组开展研究，力图为
黔南州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攻坚战提供科技
支撑。

实施精准诊断施策，解析环境污染成因

紧密围绕《长江保护
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的
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需
要，2018 年 12 月以来，驻
点工作组多次前往黔南
州各县市工业产业园区、
重 点 企 业 、农 村 开 展 调
研，对黔南州环境质量状
况和污染情况进行有层
次的普查及详查工作，精
确获取流域内生态环境
问题以及污染源时空分
布状况，详细编制黔南州
污染源清单和风险源清
单，最终形成工业企业、
畜禽养殖、生活污染源、
污水处理厂等 10 项污染
源清单以及 1494 条风险

源清单。驻点工作组在
对污染源、风险源、敏感
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核算流域水环境容量，分
析工业源、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畜禽养殖业、种
植业以及农村生活污水
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厘
清 主 要 污 染 负 荷 ，形 成

《黔南州生态环境问题解
析报告》，建成《黔南州环
境信息数据库》，建立项
目库清单，形成黔南州未
来利用中央和地方财政
生态环保专项资金入库
项目清单，包括治理与修
复工程、能力建设工程、
科技示范工程等。

开展“三磷”专项整治，持续聚焦污染重点

长江流域的总磷污
染已超过 COD（化学需
氧量）和氨氮污染，成为
全 流 域 的 首 要 污 染 物 。
在黔南州，磷污染同样存
在，历史废弃磷渣场堆积
污 染 严 重 ，治 理 难 度 较

大；重点涉磷企业现有渣
场 、堆 场 管 理 措 施 不 完
善；雨污分流不完善，“跑
冒滴漏”现象广泛存在；
磷石膏运输成本高，综合
利 用 手 段 和 方 式 单 一 。
上述因素造成“三磷”问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人居环境改善

题一直是境内水污染治理的
一大难点。

围绕长江“三磷”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以瓮
福集团公司、川恒化工公司
等涉磷企业为重点，驻点工
作组多次开展磷矿、磷化工
企 业 和 磷 石 膏 库 的 排 查 整
治 ，以 期 摸 清 磷 污 染 源 头 。
现场调研发现，多处涉磷企
业、渣场、堆场等存在渗漏、
漫溢等隐患问题。

黔南州复杂的环境因素
导致多样的污染成因，驻点
工作组通过全面清查所有企
业的磷石膏产生量、处理处
置或综合利用情况，全面摸
排磷石膏堆场建设情况和容

纳空间，进而制定《黔南州重
点行业磷污染防治综合提升
整改方案》，开展现有磷石膏
库综合整治，提出落实“雨污
分 流 ，清 污 分 流 ”的 治 理 方
针，开展有组织和无组织排
放管理与改造，排查重点区
域渗漏源，做好防渗补漏，消
除“跑冒滴漏”，强化磷石膏
综合利用。

驻点工作组为黔南州生
态 环 境 局 福 泉 分 局 制 订

《羊 昌 河 凤 山 桥 断 面 劣 Ⅴ
类 治 理 方 案》，通 过 方 案
实 施 ，使 重 安 江 凤 山 桥 边
国 控 断 面 总 磷 超 标 问 题 得
到有效缓解，年总磷达标月
份显著增加。

库塘湿地提质增效及体系建设、洱海流
域生态环境综合解决方案等方向开展
了一系列针对性研究。

驻点工作组开展洱海湖泊的水质
与藻类监测、入湖河流的污染负荷监
测，形成完整的洱海观测数据体系，承
担了洱海流域与湖泊主体水环境治理
分析与评估工作。针对湖区 19 条垂线
38 个监测点每周进行 1~3 次采样及水
质分析，2019 年~2020 年，共采集 126 次
4544 个水样，形成洱海加密点位水质
检测报告 126 份；针对洱海主要入湖河
流（包括洱海北三江和苍山十八溪）62
个断面水质进行采样分析，共采集 60
次 3720 个水样，全面评价洱海入湖河
流的水质状况及入湖污染负荷；完成主
要入湖河流沟渠水质检测报告 60 份、
水质分析报告 18 份，进行 2019 年度入
湖负荷核算，形成洱海主要入湖河流和
重要沟渠年度水质监测情况报告 1份。

驻点工作组专家定期参加大理州
水质分析研判会议，以一系列水质监测
分析数据为依据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

系 统 的 数 据 积 累 为 决 策 提 供 了 科 学
支撑。

驻点工作组开展了洱海水污染规
律和水污染分区治理研究，通过不同湖
区的对比、不同季节的对比，分析全年
不同地区不同湖区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规律，结合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了一
系列科学研究、示范工程和技术咨询服
务项目。实施了“无害氧化剂对湖区水
体局部改善效果试点”“农村污水深度
除磷工艺示范”等 11 个 洱 海 水 质 修 复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和“ 仁 里 邑 被 库 唐 提
升 改 造 ”“ 龙 凤 大 沟 污 染 控 制 与 近 岸
湖 湾 水 环 境 改 善 工 程 ”等 7 个 示 范
工 程 项 目 ；完 成 了《大 理 州 洱 源 县 西
湖 水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大
理海东山地新城荷月洲雨水花园景观
设计方案》等 40 余个技术咨询服务项
目。数十项发明专利技术推广应用于
洱海保护治理。

此外，还进行了入湖河流原位及异
位湿地构建技术的推广 应 用 ，实 施 洱
海 南 部 波 罗 江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大 理

收、现场监测和监测等地方
技术指南和规范，形成了系
统、全面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地方标准体
系。牵头编制了《城镇污水
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是全国较为严格的

污 水 处 理 厂 尾 水 排 放 标
准。2020 年 8 月以来，根据
昆明市高质量发展规划下
达的任务，驻点工作组已编
制完成工业企业、村庄生活
污水、餐饮油烟等地方排放
标准。

市 湾 桥 镇 古 生 村 湖 湾 生 境 改 善 示 范
工 程 、大 理 市 喜 洲 镇 上 关 村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尾 水 深 度 处 理 湿 地 工 程 、大
理海东新城滇西商贸物流园区海绵城

市示范工程、大理市北部三江的两岸缓
冲带建设工程等，解决了河道原位治
理、湖湾与地表低污染水治理、地表径
流调蓄等问题。

黔南州驻点工作组在瓮福集团进行现场调研黔南州驻点工作组在瓮福集团进行现场调研。。大理洱海清清碧波大理洱海清清碧波昆明滇池海鸥翻飞昆明滇池海鸥翻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