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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是一个资源型缺水城市，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首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1999～2000年持续两年的特大干旱，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形势。
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9．2亿m3，1999年来水2．56亿m3，2000年来水2．64亿m3。
密云水库是北京地表水供水的主要水源，市区饮用水一半以上要靠密云水库提供，水库多年平均来水
量8．9亿m3，1999年来水1．33亿m3，2000年来水0．97亿m3。
1999年和2000年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来水总量只有7．50亿m3，却用掉两库库存水量14亿m3。
　　对于北京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中央领导曾多次指示，要解决好北
京的水资源问题。
北京市政府和水利部联合编制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时任总
理朱镕基明确要求：10年任务5年完成。
因此，加快解决北京地区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官厅水库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库，由于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域、地貌条
件和水文气象条件，决定了其水资源量少、蒸发量大、暴雨冲刷强度大、表土易流失等不利因素。
同时，随着流域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城市及其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及生产力
的提高，各种污水及固体废弃物的产量急剧增加，官厅水库正面临着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危
机，并于1997年被迫退出饮用水水源地的功能。
　　官厅水库流域水质改善与水污染防治是国家确定的全国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之一，是实施《21世纪
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奥运的重点内容。
为恢复官厅水库作为北京市第二饮用水源地功能、确保北京的供水安全、同时为官厅水库流域水质改
善综合治理工程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2000年8月北京开展了“官厅水库流域水质改善总体技术方案研
究”课题（该课题研究成果由另一本著作《官厅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总体规划研究》介绍）
。
2002年8月，针对该课题研究成果提出了恢复官厅水库饮用水源功能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北京市又
开展了“官厅水库流域生态工程技术研究、库区水体净化与水华防治技术研究、官厅水库流域河道源
水净化技术研究、水库底泥污染控制的综合技术与生态处置技术研究”四个专题研究，并列入北京市
科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本书以四个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期冀为全国类似流域修复提供翔实
的参考资料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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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官厅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官厅水库流域生态工程技术研究
”、“库区水体净化与水华防治技术研究”、“官厅水库流域河道源水净化技术研究”、“水库底泥
污染控制的综合技术与生态处置技术研究”四个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了北方地区人工湿地水质
净化技术、官厅水库水华防治技术、官厅库滨带生态防护技术、水库底泥污染控制与生态处置技术、
河道源水净化技术以及流域水体修复规划实施与技术推广应用等内容。
《官厅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可供从事流域生态修复和水生态环境改善
的水利工程、环境工程、生态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科技工作者与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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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水葫芦越冬保温　　水葫芦在湿地系统中具有良好的水质净化作用，且收获管理比沉水植物
方便，污染物去除彻底，在控制区内可自然密集生长，不存在浮萍等浮水植物因平面空间争夺而部分
死亡沉入水底产生二次污染的缺点。
但在北方地区冬季寒冷，野外无法越冬。
官厅地区水葫芦于10月上旬即开始衰败，需进行越冬保温保苗。
本研究开展了阳光温棚、野外坑埋、地窖三种越冬保苗方案。
采用阳光温棚并适当加温，确保温度大于5℃，可确保水葫芦越冬，该方案比较保守，实践表明，由
于水葫芦喜肥，室内保苗期水池内也需适当施肥才能确保鲜活。
野外试验为利用植物休眠特性，在自然萎缩脱水状态下，具有较强抗低温能力的特点，在野外挖坑堆
埋保苗，以求低成本大批量保苗工艺，可能由于脱水、通风不充分，本试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有待
进一步研究。
地窖方案正在进行之中。
　　（二）湿地运行水力要素调节管理　　人工湿地碎石床水位控制为离床面5cm左右，为促进根系
往深处发展，宜在第2年、第3年从夏季末期起逐步降低水位以引导根系向深处发展。
　　每年农历冬至（约12月20日）前后为天气变温水面封冻时期，故在12月5日前应做好湿地越冬运行
前期准备工作，如检查各处水位是否达到冬季运行要求、水井上盖、易冻损部位是否做好防冻准备、
各处水流是否正常、检修水泵避免冬季无法正常运行等。
冬季经常巡视观察是否有异常现象，并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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