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第一卷第二期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19 8 3年 1 2月

琶江 亭 子 冲 段 污 水 处 理 初 探

广西计算中心 乔中南 罗海鹏

南宁市环保监测站 徐浩然 匡洁人

本 文根据 岂江 的流量
、

水位和六 个监 测 断 面 测定 的生化耗氧量
,

用逐步回 归等方法
,

计

算 出各断面污 染带 宽度
、

污 染带流量
、

污 染带生化耗氧量平均浓度 ; 给 出 了生化耗衷量平均

浓度与污 染源 生化耗氧量浓度
、

断 面过水流量和 污 染源距离三者之间关系的表达 式
。

这项工

作衬预测 岂江水质进 而控制水质有一 定的意义
。

一
、

问题的提出

琶江是南宁市生产
、

生活的主要水源
,

也是南宁市生产
、

生活污水的主要纳污水体
。

为

了控制和保护琶江的水质
,

现阶段
,

当生产和生活的污染物排放量可看作相对固定时
,

琶江

的水环境容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

现南宁市生产和生活用水主要取 自琶江干流的岸边水域
,

因此琶江岸边污染带就成为我

们研究的首要 目标
。

通过几年来对琶江和南宁市内六条支流的监测
,

发现琶江在枯水期水体

有机物局部污染相当普遍
,

其中以亭子冲段最为严重
,

因此选该段作为研究对象
。

二
、

目的和设想

水环境容量一般包括基本环境容量和变动环境容量
,

本研究是由稀释作用产生的基本环

境容量
。

我们希望通过对江水水质的实际监测分析
,

来确定江水流量和排污量与污染带宽度
、

长度和污染带内污染物平均浓度的经验关系式
,

从而达到控制和预测江水水质的目的
。

三
、

断面与测点的布设和监测项目

限于人力和物力
,

我们在该段共布设六个采样断面
,

共计二十二个采样点
。

考虑到排污

方式是连续稳定排放
,

故而采用同步采样方式
。

监测项 目为 P H值
、

溶解氧
、

化学耗氧 量
、

生化耗氧量
、

溶解性固体
、

水温等
。

河道各横断面地形图由南宁市航道工区实测提供
。

水文

资料由南宁市水文站提供
。

断面与测点的布设可参看琶江亭子冲段稀释 自净研究监测断面布

点简图
,

本文以后均简称为简图
。

本文 1 9 8 3年 6 月2 4 日收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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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计算断面虚流量 Q习

所谓虚流量 Q s,

其实就是被计算断面的单宽虚流量的累加和
,

其计算模式为

n 1

Q s i 」 =
艺 q s , J一:

k 二 1

m
=
艺 (B

1

1卜

k = 1

( m 二 3 1 )

5 / 3
·

H
1 J k ( 4 )

在 ( 4 ) 式中
,

下标 i表示为某一天
,

1 ( i ( 32
; 下标 j表示某一断面

, 0 《 j ( 5 ;
下标 k

表示断面上某一点
, 1 ( k ( 32

;
下标变量 B 让为第 i天

,

第 j个断面
,

第 k点的单 宽 宽 度
,

下标变量 H i kj 为对于 iB j k的单宽平均水深
, 下标变量 q 、 1 Jk为单宽度流量

。

这一步骤的计算结果可参看表 1 ,

该表 中的数据是以第一天第一监测断面为例
。

2
.

计算断面单宽积累流量的方程

首先
,

根据断面总虚流量 Q s ,

q s i J = Q s , ! / m

然后
,

再根据 ( 5 ) 式中的 qs
,

5 / 3
q s 、 s k = b 门

·

h门 卜

求 出单宽原均虚流量 q 、 ,

即

( m 二 3 1 ) 5 )

计算出与之对应的
一

单宽宽度和单宽平均水深
,

即

( 6

然而
,

( 6 ) 式中断面实际单宽原均流量为

q ; i 卜 二 Q ; 【
/ m ( m = 3 1 )

乱业
·

b 1 j k
·

h 1 1k s / 3
( 7 )

在 ( 7 ) 式中
,

Q 门为某一天某个断面的实际流量 , b
`了。
为 计算 qs 时

,

调整后的实际单

宽
, h

, j * 为对应于 b 。
花

的单宽平均水深
; 工为比降

,
N为糙率

,

在同一断面则认为糙 率和 比

降为一定值
;
计算结果参看表一

。

最后
,

根据 ( 7 ) 式所计算 出的数据
,

求 出 ( 2 ) 式的回归方程
,

其方程模式如下所示

q 二 B J 。 + B
Z ·

b 」 + B j Z ·

b尹+ B J 。 ·

b犷+ B J 、 ·

b

4
= E B J k

·

b ( 8 )
k = 0

在 ( 8 ) 式 中
;
下标 j表示某一断面

, 1 ( j ( 5 , B J k为方程的系数
,

自变量 bj 为某断面

单宽宽度
, 变量 q ;

为某断面单宽流量
。

通过这一步骤的计算
,

总共求出了五个监测断面 的三十二 天的方程
,

其相关系 数 均 在

0
.

9 7 5 19 5以上
,

最 高的可达 0
.

9 9 9 8 5
。

这些方程的一般式为
n k 一 1

q i J = E B 1 J k
·

b k J ( 9 )

k = 1

在 ( 9 ) 式 中
,

下标 i表示某一天
,

1 ( i簇 32
; n = 5

。

下面以第一天为例
,

给出 五 个

监测断面的方程系数
:

B B ( 1 , 1 , 1 ) = 一 9
.

5 2 9 0 7 8 2 2 9 5 8

B B ( 1 , 1 , 2 ) 二 0
.

3 5 6 3 0 7 0 1 4 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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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代人 ( 9 ) 式
,

同步地计算出五个监测断面在三十二天内的污染带流量 Q C ,

j
,

其 计 算

结果可参看表二
。

其次
,

再根据 ( 1 ) 式所提 出的函数关系式
; 利用前面计算出的污染带流量的数据

,

按 {

断面进行 回归计算
,

求出 ( 3 ) 式所设想的回归方程
,

经计算其各断面方程的系 数 如 下 所
·

刁布二 」

R O U 二 0
.

9 9 2 2 3 2 0 4 4 4 6 2

B ( 0 ) = 3
.

4 6 0 8 E 一 0 4

B ( 1 ) 二 2 4 6 7
.

6 1 15 3 7 5 3

B ( 2 ) = 一 1 19
.

2 5 3 0 0 ] 2 4 9

B ( 3 ) 二 1
.

9 1 13 8 5 6 3 9 3 9

B ( 4 ) = 一 0
.

0 1 0 1吐8 8 8 1 7 1 1 4

共中
,

R o u为相关系数
,

这里给出的系数是以第一监测断面的 il[ 归方程为例
。

2
.

计算污染带平均浓度C P

污染带 平均浓度 C p 的计算
,

是根据各个断面污染带 内各监测点 B O D 的浓度
,

以及污 染

带流量 Q c来计算的
,

其计算模式如下所示
:

C p ` , = 一

录万 会 (q , k 十 C ` j k
·

·

( q c 1 J k

9

一 q
c 1 j k ) ( 1 2 )

k = 1

在 ( 12 ) 式 中
,

C i kj 为污染物质 B O D 的垂线平均浓度
; n 为污染带 内监测点数 ;

g “ ij k
、 :

一 g c ij k为部份污染流量
。

其计算结果可参看表二

3
.

求出 C
。 、

Q : 、

L与 C P

的关系

假设已知污染源的污染物质 ( B O D ) 的平均浓度 C o 和断面过水流量 Q z ,

以及污染源的

距离 L
,

求出污染带平均浓度 C p ,

根据这一设想
,

建立其数学模式如下所示
:

C p = f ( C o ,

Q z ,

L ) ( 1 3 )

为找出 ( 13 ) 式的函数关系
,

采用了多元回归方法来建立回 归方程
,

其回归方程的模式

为

C p = B o + B
, ·

C o + B
: ·

C
。 2 + B

3 ·

C
。 3

+ B
` ·

Q
: + B

。 ·

Q
.

“ + B
。
Q

z “

+ B
, ·

L + B
, ·

L
“ + B

。 ·

L
“

( 一4 )

在 ( 1 4 ) 式中
,

B
。 ,

B
、 , ·

一
,

B
。 ,

为方程的系数
,

经计算其系数值为
:

R O U = 0
.

6 9 5 2 7 0 7 4 6 9 4 4

B ( 0 ) = 一 5
.

9 2 0 9 6 7 3 1 2 0 9

B ( 1 ) = 0
.

1 2 4 8 7 9 5 4 5 4 0 9

B ( 2 ) = 一 2
.

7 0 8 0 9 8 15 7 2 6 E 一 0 4

B ( 3 ) = 1
.

7 7 8 1 8 9 3 4 8 7 4 E 一 0 7

B ( 4 ) = 0
.

1 3 9 3 2 7 2 3 0 4 1 4

B ( 5 ) = 一 2
.

0 2 0 4 1 8 9 6 0 5 6 E 一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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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6 ) = 8
.

7 3 8 5 8 5 0 3 7 2 8 E 一 0 8

B ( 7 ) = 一 0
.

2 5 9 6 6 3 3 8 7 7 1 6

B ( 8 ) = 5
.

2 6 7 1 4 3 6 52 19 E
一 0 4

B ( 9 ) = 一 2
.

4 3 5 8 7 4 7 4 9 3 8 E 一 0 7

其中
,

R o u 为复相关系
。

4
.

求出 C 。 、

Q
: 、

L与cB 的关系

其实
,

计算 B c
的方法

,

与前一步计算 C p的方法基本上相同
,

回归时的实验数据 B c
的不同

,

因为计算 B c 的数学模式为
:

B e = f ( C o ,

Q z ,
L )

设 ( 1 5 ) 式的回归方程模式为
:

B e 二 b
n + b

、 。 。 + b
: 。 乙+ b

3 e 己

所不同的地方也只是 参 加

( 1 5 )

+ b二 Q z + b
。 ·

Q呈+ b
。 ·

Q要

+ b
, ·

L + b
: ·

L
“ + b

。 ·

L
3

( 1 6 )

在 ( 1 6 ) 式 中
,

b
。 、

b
` 、

b
: 、 ”

一
,

b
。 ,

为回归方程的系数
,

经计算其系数值为
:

R O U == 0
.

7 7 8 5 3 1 7 2 9 4 5 1

B ( 0 ) = 1 6
。

0 3 7 5 1 0 5 8 7 3

B ( 1 ) = 0
.

3 2 7 0 8 0 9 5 3 8 3 2

B ( 2 ) = 一 6
.

2 7 2 3 1 5 7 0 6 4 6 E 一 0 4

B ( 3 ) 二 4
.

10 8 1 0 3 7 1 0 9 3 E 一 0 7

B ( 4 ) = 1
.

4 0 9 9 4 15 6 1 0 2 E 一 0 3

B ( 5 ) = i
。

2 5 6 9 12 i 0 9 4 2 E 一 0 4

B ( 6 ) = 一 1
.

0 5 6 5 7 0 0 4 8 8 2 E 一 0 7

B ( 7 ) = 0
。

1 6 3 4 3 9 2 1 4 8 1 2

B ( 8 )
= 一 9

.

2 7 0 8 2 8 4 8 4 8 6 E 一 0 4

B ( 9 ) = 5
.

17 4 6 9 0 4 0 0 4 E 一 0 7

由于我们的工作水平及资料有限
,

且对本课题的计算又是初次探讨
,

所以在整个工作过

程和计算中难免有不到之处
,

请各方面给以指正
,

我们表示万分感谢
。

另外
,

在本课题的所有回归计算中
,

都得到张正铀和刘连芳同志的帮助
,
在此 表示礴

瘤
甄,

卜卜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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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些奎爹生丝生竺鱼吏丝立}基些应西杠剑
一
, 来样断面

」匕

表

N O B i H i Q i Q 2 B Z H Z Q 3 S U M U i B 3

1 7 0
.

6

2 16 1
。

4

3 2 3 1
。

9

4 3 3 2
。

4

5 4 3 2
。

8

6 2 3
.

6 3
.

9

7 1 2
。

5 4
。

9

8 2 0
。

5 5
.

4

9 1 9
。

4 6

1 0 1 6
。

1 6
。

3

3 1 5 3
。

2 5
。

8

Q Z ( 1 ) = 3 0 4

9
。

8 1 8 2
。

8 3 3
。

5 2
。

8 1 8 2
.

8

1 9
.

6 1 8 2
。

8 1 9
。

1 3
。

9 3 6 5
。

6

2 9
。

4 1 8 2
。

8 1 1
。

1 5
.

4 5 4 8
.

3

3 9
.

2 1 8 2
.

8 9
.

3 6 7 3 1
。

1

4 9 1 8 2
。

8 8
.

5 6
。

3 9 1 3
.

9

5 8
.

8 1 8 2
.

8 7
.

8 6
.

6 1 0 9 6
.

7

6 8
.

6 1 8 2
。

8 7
。

8 6
。

6 1 2 7 9
。

5

7 8
。

5 1 8 2
。

8 8 6
。

5 1 4 6 2
。

2

8 8
.

3 1 8 2
.

8 8
.

2 6
.

5 1 6 4 5

9 8
。

1 1 8 2
.

8 8
.

1 6
。

5 1 8 2 7
。

8

3 0 4 1 8 2
.

8 1 0
.

8 5
。

8

H ( 1 ) 二 6 1

5 6 6 6
。

2

4 4

9 2
.

7 0
.

1 0 6 3 3
.

5

7 4 0
。

1 3 2 5 2
。

6

5 9
.

6 0
.

1 6 5 6 3
.

7

5 5
.

5 0
。

1 7 7 7 2
。

9

5 3
。

6 0
。

1 8 3 8 1
。

5

5 1
.

8 0
.

1 8 9 8 9
。

3

5 1
。

9 0
。

1 8 9 9 7
。

1

5 2
。

4 0
。

1 8 7 1 0 5
。

2

5 2
。

7 0
。

1 8 6 1 1 3
。

3

5 2
。

5 0
。

1 8 7 1 2 1
.

4

5 6
。

8 0
。

1 7 3 2 9 1
。

2

表一说 明
:

B
,

为单宽宽度
,

即 B

Q
:

为单宽平均虚流量
,

即 q

; H 为单宽平均水深
,

即 H
, 了J

、

, Q
,

为单宽累加流 量
,

即 q
: J 、 ;

,
.

11 , B
:

和 H
Z

为调整后的单宽宽度和单宽平均水深
,

即 ( 7 )式

中角卜 儿和卜
J i ; Q

。
为单宽平均虚流量的累加和

,
`

夕U M为单宽面积
; v 】

为单宽平均流速
,

。

为调整后的单宽即 B
Z

的累加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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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说明
:

(1 )该表所给出的数据
,

的数据在本文中省略
。

是第一监测断面三十二天内的计算结果
。

其它几个监测断确
( 2 ) 表 中的内容从左至右为

:

第二列为断面污染带宽度 B 。 ;

{
1

第三列为断面污染带流酬
C p ,

第四列为断面污染带生化耗氧量 B O D的平均浓度 ,
第五列为断面过水流量 , 第六列 为

断面过水水位
;
第七列为污染源即亭子冲排斥口内

,

生化耗氧量 B O D的平均浓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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