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第３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３月

Vol３８　No３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Mar　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zk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２

三峡库区汉丰湖水质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①

黄　祺１,２,　何丙辉１,　赵秀兰１,　王宇飞１,　曾清萍１

１ 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４００７１６;

２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阳５５００８１

摘要:采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汉丰湖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聚类分析上,水

质变化可划分为３类,对应蓄水期和汛期,在蓄水期中水质受三峡库区蓄水影响,而在汛期中暴雨引起水质变化较

大;在空间分析中,水质随空间划分为２类,反映出汉丰湖水质被扰动状态和变化程度,与汉丰湖水质的空间分布

相符．汉丰湖呈现富营养化现象主要受 ChlＧa,TP,TN,NO－
３ＧN,DO,pH 的影响,而高猛酸钾指数和 TSS的干扰不

可轻视．按照主成分综合得分对采样断面的污染程度排名依次为镇东大丘,石龙船大桥,东湖郡,头道河大桥,三河

交汇,东河大桥和调节坝．汉丰湖水质东河最好,南河最差,南河应作为重点治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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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丰湖位于三峡库区小江流域的上游,由于人类活动、工农业发展、湖泊消落带等污染源释放出较

多的营养物质对小江流域水质影响较大[１－３]．至２００７年来,小江流域多次出现水华,使部分区域水质污

染程度加重[４],多处河段处于中营养和富营养化状态[５]．２０１２年调节坝试运行后,于次年５月发生水华

现象,使得该湖泊水质恶化加剧,因此研究并治理该湖泊已显得刻不容缓．本文以三峡库区汉丰湖作为

研究对象,探究影响该湖泊水质的主要污染因子,以期为治理汉丰湖以及对三峡库区水质环境治理方案

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汉丰湖位于重庆市开县城区(３１°１１′１３″N,１０８°２５′０１″E)与三峡水库澎溪河回水末端相连,该湖是我国

西部内陆最大的城市人工湖泊,周长为３６４km,经南河和东河汇聚,呈“Y”字形沿县城东西延展,蓄水量

８０００万 m３,常年水面１４８km２,东起乌杨桥水位调节坝,西至南河大桥坝,南以新城防护堤高程１８０m
为界,北到老县城所在的汉丰坝至乌杨坝一线[６]．

１２　研究区样品采集与处理

根据汉丰湖湖区支流的入湖情况及湖泊采样点位设置原则,在湖区设置了７个采样点(图１),在位于

澎溪河的出湖口调节坝(HF１)布置１个采样点,围绕县城的南河设置包括东湖郡(HF２)、头道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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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４)、石龙船大桥(HF５)及镇东大丘(HF６)４个采样点;东河采样点设在东河大桥(HF３),在三河交汇

(HF７)处设置１个采样点．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逐月进行了水质监测,用多参数水质仪现场测定温

度(TEMP)、透明度(SD)、pH、叶绿素(Chla)、可溶解氧(DO),同时采集水样,当日运回实验室,参照«水

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７]分别对氨氮(NH＋
４ＧN)、硝态氮(NO－

３ＧN)、总磷(TP)、总氮(TN)、化学需氧量

(CODMn)、总固体悬浮物(TSS)等水质指标进行测定．

图１　汉丰湖与采样断面分布图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系统聚类分析法(HCA)与因子分析法(FA)对汉丰湖水质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运用 Ward方法和欧式距离生成聚类树;在因子分析之前,进行 KMO 与Bartlett检验,结果 KMO 值为

０６３９,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p＜００１,表明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可行,且分析结果较好[８]．数据处理采用

Excel２０１０,SPSS１３０与 Arcgis．

２　分析结果

各采样点水质变化范围和年平均值统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汉丰湖水质统计描述

参　　数
采　　　样　　　点

HF１ HF２ HF３ HF４ HF５ HF６ HF７
温度 TEMP/℃ 范围 １０８１~３２５ １０９４~２９８ １０９６~３００ １０７３~２６００ １０６６~２９５０ １０４３~２９３０ １１１７~３０００

平均值 ２０６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８７８ ２１０４ ２０９５ ２０３１

透明度SD/m 范围 ０１２~２９１ ０１９~２９１ ０１０~３０２ ０３０~２８８ ０１６~２９０ ０１２~３００ ００８~３１７
平均值 １２７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１０ ０９６ ０８３ １２２

pH 范围 ６７０~９４３ ６９３~９１３ ６８６~９３６ ７５１~９１６ ７１８~９１２ ６８７~９１２ ７５１~９２７
平均值 ８３８ ８３６ ８５１ ８３８ ８３５ ８３１ ８４８

叶绿素(ChlＧa)/(mgm－３) 范围 ０６３~１０２２ ０６４~２００３ ０６５~５２８０ ０７０~１２１９ ０７０~３０７５ ０８２~２６４６ ０６９~１６８８
平均值 ４６２ ６９７ ８０１ ５３２ ８６８ ９９２ ５９０

氨氮(NH＋
４ＧN )/(mgL－１) 范围 ００５~０３３ ００３~１９０ ００４~０４７ ００６~０９６ ００４~０６４ ００４~０３９ ００５~０９３

平均值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９

总磷(TP)/(mgL－１) 范围 ００７~０１７ ００９~０３３ ００４~０２２ ００４~０２５ ０１２~０２８ ０１３~０３０ ００５~０２９
平均值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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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参　　数
采　　　样　　　点

HF１ HF２ HF３ HF４ HF５ HF６ HF７
总氮(TN)/(mgL－１) 范围 ０５０~２５３ ０６７~３４８ ０５６~２９０ ０５２~２９３ ０５２~３３１ ０７２~３６９ ０４３~３２６

平均值 １６１ １９４ １４０ １５６ １９３ １９９ １８０

高锰酸钾指数(CODMn)/(mgL－１) 范围 ２１７~５７９ ２６５~５３１ １５４~５５８ ２８１~５１０ ２６０~５３１ ２６９~５３１ １７９~５６１
平均值 ３３０ ４１７ ２９２ ３９５ ４３７ ４５５ ３９２

总固体悬浮物(TSS)/(mgL－１) 范围 １３３~１８５５０ １５０~９１００ １３３~１３９００ １５０~８２００ １６７~８８００ １００~１０２５０ １３３~２２２００
平均值 ２６１８ １６１５ １９０８ １６４２ １６２２ ２２１９ ２７９６

硝态氮(NO－
３ＧN )/(mgL－１) 范围 ０１９~１２３ ０２３~１９０ ００５~１０３ ００７~１７７ ０１５~１５７ ０１１~１６７ ００５~１５３

平均值 ０５７ ０８１ ０４７ ０６９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６４

DO/(mgL－１) 范围 ２１１~１０３０ ２１２~９７２ ２１９~１０９６ ２５１~７９８ ２４２~１１１０ ２６２~９０６ ２４８~１００６
平均值 ５６３ ５５０ ６１０ ５７５ ５６７ ５４９ ５５９

图２　研究区水质采样时间聚类分析图

２１　时空聚类(HCA)分析

根据时间尺度的变化,采取系统聚类分析多

元统计方法对三峡库区汉丰湖为期１年的监测的

１１个水质指标所得的采样数据进行分析．由图２
看出,研究区域的水质按时间可分为３个时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为一个时期(A 期),

２０１３年５,６,８月和９月为一时期(B期),２０１３年

７月为一时期(C期)．其中 A 期属于该流域的非

汛期(三峡 蓄 水 期),根 据 实 际 蓄 水 情 况 来 看,

汉丰湖蓄水时期与三峡库区运行一致[９](水位＞

１６０５m)说明湖区水位受三峡库区蓄水影响,同时在该期内降雨量较低;在该期内湖区水文基本无

变化,水质中污染物累积得不到排放,同时自净能力差,加之当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时,使该期水质恶

化具有独特 的 性 质[１０]．B期 与 C 期 属 于 汛 期(三 峡 水 库 非 蓄 水 阶 段),在 该 期 内 三 峡 库 区 水 位 在

１４３２２m,而汉丰湖未下闸蓄水水位(该年未蓄水)基本保持在１６００m,不受三峡库区水位影响;同

时B和 C期与该流域汛期相对应,B和 C期受降雨影响较大(该流域B和 C期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７５％[９])．但 C期７月作为一个时期,由于该月采样正直暴雨天气,同时根据重庆市万州气象局重要

天气消息及预警报道,该月降雨量大、且集中,截至采样当日已连续降雨多日,降雨量＞２００mm[１１],

经测定该次水样总固体悬浮物高达到１３０mg/L,含量最高,说明降雨将地表物质带入汉丰湖对水质

的变化有较大的影响．在对地表水质聚类分析中,张清靖等[１２]在北京陶然亭湖研究中得出,如果按照

季节或者丰水期和枯水期为标准划分所表达信息会产生偏差,还与污染指标变化有关,王召唤等[１３]

对喻家湖水质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说明汉丰湖水质在(非汛期)三峡库区蓄水阶段与

汛期中水质变化存在差别;在汛期中,暴雨造成水土流失对水质影响较大,按照蓄水期和汛期能有效

的说明时间聚类结果．
结合表１数据进行地点聚类．由图３所示,根据水质因子以及地理位置的相似性将研究区的７个采样

点分为两类:P１和P２;P１为采样点 HF１~HF６,P２为采样点 HF７．在P１分组中,各采样点周围人类活动

频繁,水质受扰动和受污染的类型相似,变化特征相近．在P２分组中,从空间来看,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

置与水文特点,使 HF７号点归为一类;结合图１的空间位置,该点在整个湖区处在东河、南河与澎溪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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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处,该点湖面宽阔且处于中心地带,受人为影响较小;根据表１所示,东河大桥和三河交汇的地方其

总固体悬浮物浓度远高于其他各点;在三河交汇后,由于东河与南河的水质间存在差异且在三河交汇引起

水质较大的变化．因此,处于湖心的监测点 HF７三河交汇与其他监测点水质呈现不同变化．根据水质空间

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聚类结果分析,将水质随空间变化分为两类,说明汉丰湖水质按人为扰动程度、水文、

支流水质影响划分符合实际,能够有效表达水质特点的空间分布．

图３　研究区水质采样地点聚类分析图

２２　水质因子(FA)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出影响汉丰湖水质的主要影响因子,取各采样点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３月的水质监测

结果进行因子分析,通过降低原始变量的维数共提取出了３个主成分,参见表２,分别为 K１,K２,K３,累积

的贡献率达到７１１７２％(可表达总体２/３的信息),其中 K１的贡献率为３６９３６％,其中 ChlＧa,TP,TN,

NO－
３ＧN,DO所占的比例较大,高锰酸钾指数为次较高因子,能够反映出水体受营养盐的影响,同时表达出

水体会引起藻类的繁殖,从而导致水体富营养化．K２的贡献率为１８７８５％,透明度为载荷量较高的负相关

因子,TEMP,TSS表现为载荷量较高的正相关因子,高锰酸钾指数为次较高因子,说明水体中受总固体悬

浮物的影响,从而引起透明度的降低,也受到了有机污染物的影响．K３的贡献率为１５４５１％,正相关的因

子主要是pH,TSS次之．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一年的时间变化的因子分析中,汉丰湖水质主要受ChlＧa,TP,TN,NO－

３ＧN,DO的

影响,而TSS、有机污染物(高猛酸钾指数)的干扰不可忽视．这说明只要有充足的氮源、磷源等,便会促进

水中的浮游生物的生长,胡圣[１４]等对三峡水库香溪河库弯水体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表２　研究区水质因子载荷矩阵

指　标
因　　　子

K１ K２ K３
指　标

因　　　子

K１ K２ K３
温度 －０６０３ ０６６８ －０１６４ 高猛酸钾指数 ０４９２ ０４６２ －０３０４

SD －００９４ －０８７５ ００４１ TSS －０１０５ ０６６６ ０４６３

ph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７ ０８７６ 硝态氮 ０８２９ －００８１ ０３７２

叶绿素 ０７７７ －００１ ０１０６ DO ０７９２ －０２２４ －００６４

氨氮 ０４５４ ０１６１ －０６０６ 贡献率/％ ３６９３６ １８７８５ １５４５１

总磷 ０７０６ ０１５２ －０２７１ 累计贡献率/％ ３６９３６ ５５７２１ ７１１７２

总氮 ０８７６ ０２５４ ００５１

　　注:粗体表示较高的水质因子载荷量．

通过参考文献[１５－１７]计算出各采样点因子得分与各采样点因子综合得分．表３所示,石龙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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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东大丘、东湖郡 K１,K２,K３得分均较高,表明这３个断面的污染物含量均较高,受人为扰动较大,水质

的污染程度较为严重．东河大桥和调节坝 K３均高于 K２,K１,说明受ChlＧa,TP,TN,NO－
３ＧN,DO的影响较

弱,水质受到污染相对较小,可能与水质自身的清洁程度和水体在移动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有关．
而头道河大桥K１相对K２,K３高,由于生活、生产污水的影响,使其水质受到污染,有富营养化潜质．在东

南河交汇湖心地带,水质受东河水质影响后,ChlＧa,TP,TN,NO－
３ＧN,DO 的污染相对较弱,而总固体悬浮

物含量较高,原因可能为东河的含沙量较高,大量的泥沙在交汇处淤积,同时当三河交汇时,水体受水文

的干扰,在河岸水流拐角处不断侵蚀岸边土壤,悬移质增加所致;同时pH 变化也较大．
因子综合得分可以反映出各采样点的污染程度,采样点因子得分越高,其水质越差．结果表明,汉

丰湖采样点的受污染程度大小顺序为镇东大丘,石龙船大桥,东湖郡,头道河大桥,三河交汇,东河大桥和

调节坝,镇东大丘污染程度最严重,而东河大桥和调节坝受到污染最弱．从空间来看,镇东大丘、石龙船

大桥、东湖郡、头道河大桥４个监测点作为南河周边的重点断面与开县县城联系紧密,受人为干扰严

重,致使水质受到严重的污染．三河交汇和调节坝水质质量与东河水质有关,东河水质较好,两河交汇

后水质得到改善;同时两河水质流经调节坝的途中,周边植被与水生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污染程度有

所减低,使水体得到了净化．
表３　采样点因子得分与排名

监测点
采样因子得分

K１得分 K２得分 K３得分 综合得分
排名

调节坝(HF１) －２９３０ －０７０７ ０４２０ －１１４８ ７

东湖郡(HF２) １３５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０ ０４８６ ３

东河大桥(HF３) －２９３０ －０８９０ ０７１０ －１１４０ ６

头道河大桥(HF４) ００５０ －０３４４ －０２９７ －００９２ ４

石龙船大桥(HF５) ２２７５ ０６７６ －０５７４ ０８７９ ２

镇东大丘(HF６) ２４２２ １０７２ －０３３０ １０４５ １

三河交汇(HF７) －０２３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３ ５

　　为了使ChlＧa,TP,TN,NO－
３ＧN,DO,pH 等６个显著的水质污染指标在空间上反映得更直观,采用GIS

中的 Kriging插值方法,以汉丰湖采样点为基准,湖岸为界,生成汉丰湖主要影响指标的空间分布图．由图

４可以看出,汉丰湖pH 值,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在东河大桥断面最高,pH 值在空间上表现为东河较

高,湖心次之,南河pH 值较低．DO的质量浓度随空间地理差异而不同,但有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的趋

势,DO质量浓度在空间上表现为东河较高,湖心次之,南河pH 值较低．TP质量浓度由东向西南呈递增,

在空间上表现为南河最高,湖心次之,东河较低．TN质量浓度由东向西南呈递增,在空间上表现为南河最

高,湖心次之,东河较低．ChlＧa质量浓度由东向西呈递增,在空间上表现为南河最高,东河次之,湖心较

低．NO－
３ＧN的质量浓度随空间地理差异而不同,有东向西南呈递增趋势,其质量浓度在空间上表现为南河

最高,湖心次之,东河较低．从整个湖区来看,污染程度为南河污染严重,东河水质较南河好,经两河交汇

后向调节坝逐步减弱．因此,南河应作为主要防治对象．

３　结　论

在时间聚类分析上,将采集水样按时间划分为蓄水期和汛期,在蓄水期中水质受三峡库区蓄水影

响,而在汛期中暴雨引起水质变化较大,说明水质具有时间变化特征;从空间聚类的分析结果来看分

为两类,汉丰湖湖区水质在一定程度上受人为扰动程度、水文、支流水质的影响,与汉丰湖水质空间

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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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主要影响指标插值空间分布图

因子分析中,对各采样点提取了３个公因子,说明汉丰湖呈现富营养化现象主要受 ChlＧa,TP,TN,

NO－
３ＧN,DO,pH 的影响,而高猛酸钾指数和 TSS的干扰不可轻视．
通过主成分综合得分对采样断面的污染程度排名依次为镇东大丘,石龙船大桥,东湖郡,头道河大桥,三

河交汇,东河大桥和调节坝．根据排序结果,结合空间地理分析可知汉丰湖水质东河最好,南河水质最差,

南河应作为主要治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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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Spatiotempor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
ofWaterQualityofHanfengLakeinThreeGorges

ReservoirRegionofChina

HUANG　Qi１,２,　HEBingＧhui１,　ZHAOXiuＧlan１,

WANGYuＧfei１,　ZENGQingＧping１

１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outhwestUniversity;KeyLaboratoryoftheThreeGorges

　 ReservoirRegionsEcoＧEnvironments,MinistryofEducation,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２HydroChinaGuiyangEngineeringCorporationLimited,GuiyangGuizhou５５００８１,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thespatiotemporalvariationsinwaterqualityofHanfengLake,awetlandofthe

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arestudiedwiththemethodsofclusteranalysisandfactoranalysis．In

temporalclusteranalysis(TCA),variationsofwaterqualityofHanfengLakearedividedintothreecateＧ

goriesand,correspondingtothestorageperiodandthefloodingseason,waterqualityisshowntobeinfluＧ

encedbywaterstorageofthelakeinthewaterＧstorageperiod,andconsiderablevariationsinwaterquality

occurduringheavyrainsinthefloodingseason．Atthespatialscale,thewaterqualityofsamplingisclusＧ

teredintotwogroups,reflectingthedegreeofvariationsinwaterqualityanditsdisturbanceatdifferent

geographicalpositionsanditshydrologicalcharacteristics,whichareconsistentwiththeactualspatialdisＧ

tributionofHanfengLakewaterquality．Theeutrophicationofthewaterbodyisprimarilyinfluencedby

ChlＧa,TP,TN,NO－
３ＧN,DoandpH,andCODmnandTSSshouldbealsopaidenoughattentionto．Based

ontheresultsof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theintegrativescoresofpollutiondegreeofthe

samplingsectionswereintheorderofZhendongDaqiu＞ ShilongchuanBridge＞ EastLakeCounty＞the

ToudaoRiverBridge＞theThreeＧRiverIntersection＞theEastriverBridge＞theRegulatingDam,thus

indicatingthatthewaterqualityisthebestinEastRiverandtheworstinSouthRiver．Thelattershould

bethefocusoftheobjectofgovernance．

Keywords:waterquality;multivariatestatisticalanalysis;spatiotemporalvariation;Hanfeng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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