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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和渭河的水质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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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实地调 查的基础 上 ，结合泾河和 渭河的断面监测 资料 ，分析 了两河的泥 沙含 量及 污染状 况。 

认为其高泥沙含量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结果；泾河和渭河的有机类污染非常严重，渭河的水质 

污染程度更 甚于 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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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泾河为渭河的主要支 

流水系之一。这两条河流曾经孕育过中华民族的古 

老文明及灿烂文化。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研究泾河 

和渭河水质状况 ，对于科学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处理 

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 ，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意 

义 。 

1 泾渭河概况 

1．1 渭河基 本情况 

渭河发源于甘肃省鸟 鼠山，向东流经陇西、武 

山、甘谷、天水 ，于凤阁岭进入陕西省，再经宝鸡、咸 

阳、西安、渭南，到潼关注入黄河 。全长 818．0 km，流 

域面积 134 766 km。。在陕西境内河长 502．2 km，流 

域面积 33 784 km。(不包括泾、洛河)。河床平均比降 

为 1．3‰ ，上游河床 比降较大 ，中下游河床 比较平 

缓。渭河上游甘肃省境内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是渭河 

泥沙的主要源地。北岸支流既长且大，南岸支流一般 

短小。中下游在陕西境内，两岸支流也不对称 。北岸 

黄土高原广阔，河流稀少，源远流长。河流流经黄土 

区，植被差，暴雨洪水猛烈，河流含沙量大。南岸秦岭 

北坡陡峻 ，河流多而短小，河床比降大，水流急，水量 

较大，含沙量小。渭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 75．7× 

10。in。Ll ；咸阳站平均流量 170．6 rfl。／s，实测年最大 

径 流量 111．7×10。rfl。，最 小径 流量 2O．72×1O 
m 3[2]

。  

1．2 泾河基本情况 

泾 河发 源于 宁夏 六盘 山东麓 ，向东 流经 甘肃 省 

平凉、泾川，于杨家坪进入陕西长武县，再经政平、亭 

口、彬县 、泾 阳，于高 陵县泾渭 镇注入渭 河。全长 

455．1 km，流域 面积 45 421 km。，陕 西境 内河 长 

275．3 km，流 域面 积 9 236 km 。河 道平 均 比降 

2．47‰。泾河在黄土高原上发育，水系密布，各支流 

多深切于黄土丘陵与黄土高原中，河道狭窄 ，呈“S” 

形辐射集中于政平及亭 口附近，状若鸡爪。泾河干流 

河谷宽阔，一般在 1 km 以上。中上游比降较大，张 

家 山至河 口段的下游地区，进入关 中平原，地势平 

坦 ，河段平均比降 1‰。泾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21．40 

×10。rll。，陕西省境内为 6．02×10。rll。[1]。据张家山 

水文站资料 ，泾河多年平均流量 62．2 m。／s，历年最 

大实测 流 量 为 9 200 m。／s(1933—08—05)，最 小 流 量 

为 1．94 rN。／s(1977—04—15)，多年平均径流 量 20．7× 

10。m。，实测最大径流量为 42．06×10。m。，最小年径 

流量 8．475×10。rfl。。径流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也 

极不 均 。 ‘ 

1．3 泾 渭交汇处 

泾渭交汇处附近，北为黄土堆积而成的白蟒塬 ， 

塬下为冲积平川及滩地，塬 JlI’滩层次分明。由于河 

流侧方侵蚀强烈，北岸所在的白蟒塬区不断后退，形 

成塬面高出汇水 区水面 25 m 以上、倾角 80。左右的 

陡壁。滩地宽阔，蒿草、红柳等草被滋生 ，并夹有莲塘 

等草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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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泾渭两河水质提供 的环境信息 

2．1 泥沙含量 

从 表 1可 看 出，泾 河 和渭 河 的多 年平均 泥沙 含 

量都是相当高的，且泾河高出渭河 2倍以上，这两条 

河 流 已无一 条 “清河 ”可 言 。渭 河 每年 向黄 河输 送 

4．92×10。t泥沙，干流含沙量 由林家村 (63．7 kg／ 

ITI。)、魏 家 堡 (49．9 kg／m。)至咸 阳(31．1 kg／m。)逐 

渐减小 ；成 阳以下 ，河流 含沙量 又急剧增 加 ，如 临潼 

站 (55 kg／m。)及华县 站(49．3 kg／m。)。 

前 者是 由于渭 河进 入关中平原后 ，河谷 变宽 ，河 

床比降大减 ，水流携沙能力降低 ，于是上游带来的泥 

沙便沉积于河床中。另外 ，由于两岸支流含沙量均较 

小，加之宝鸡峡引渭渠的导流作用 ，其对渭河水流的 

混浊程度有稀释作用，后者则是为泾河流域侵蚀带 

来大量泥沙的结果。泾河流域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张 

家 山站从 1932--1970年 ，实测 最大 含沙 量 为 1 430 

kg／m。，多 年平 均 含沙 量 141 kg／m。，多年 平 均输 沙 

模 数 7 150 t／kin ，每 年 向渭 河输 送 3．O9×10 t泥 

沙 ，是 渭河泥沙 的主要源地 。 

表 1 泾渭两河泥 沙特征值表 

Tab．1 Feature of m ud and sand in the Jing River and W ei River 

根据 1959— 1968年 在张 家 山和林 家村 分别 测 

得泾渭两河各 自的平均含沙量来看，泥沙的年 内分 

配 很 不 均 匀 。泾 河 1月 份 平 均 含 沙 量 为 0．208 

kg／m。，7月份 为 326．4 kg／m。。渭河 1月份 平均 含 

沙 量为 0．634 kg／m。，7月份 为 180．9 kg／m。。泥沙 

主要集中在汛期 ，非汛期泥沙含量很小。这是两河流 

域摧毁森林草场、不合理地扩大农业用地的必然恶 

果。由于林草地具有 ：对地表土壤的保护作用 ；拦蓄 

和渗透降水、减少地表径流作用；分散滞缓地表径 

流、调节河川径流和削弱洪峰作用；过滤地表径流、 

避免土沙进入河川水库以及固土作用等，林草地 的 

消失必然出现水土流失 ，耕地 日益瘠薄 ，水旱灾情加 

剧，库塘因淤积而容量减小等 。 

2．2 污染物指 标 

泾河和渭河分别发源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及甘肃 

省 ，在陕西高陵县泾渭镇汇合后 ，于潼关流入黄河。 

在 两河 1 273 km 长 的干流及其支 流上 ，分 布着许多 

排污口，由于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污 

水多是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彻底的，于是就造成了泾 

河及渭河 不同程度 的污染 。 

根 据 2001年 1O月 31日在 泾渭 交汇 区实 地 考 

察，可以看出，渭水黄浊，泾水亦黄浊，但水汇之后的 

合流中，在约 500 ITI范围内，两股水流仍然“泾渭分 

明”，表现为泾水黄而渭水带有黑的色调 。据当地人 

讲 ，枯水时节 ，泾水黄而渭水黑 ，即使汇水后 ，两股水 

流颜 色差异依然非 常明显 。 

从两河交汇处所取得水样分析结果如表 2。对 

照国家环保总局 1999年 7月 2O日颁布的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可以看 出，所测得的 6个污染物指标 

中，化学需氧量均高于 V类水质 ；生化需氧量渭河为 

14．91，远大于 1O，超过 V类水质 ，泾河为 4．24，属 Ⅵ 

类 水 质 ；石 油类 泾 河 为 V类 水 ，渭 河 污染 超 过 V类 

水；非离子氨泾河和渭河均属 I～ I类水；两河悬浮 

物均超过 150 kg／m。；仅 pH值一项达到水质标准。 

同时 ，分析数据反映除 pH值外 ，其他各项污染指标 

值渭河均高于泾河 ，说明渭河污染程度非常严重。 

泾河流域仅有甘肃省平凉市和西峰市这两个中 

小型城市，而渭河流域却串珠状分布着天水市、宝鸡 

市、成阳市、西安市和渭南市这 5个大 中型城市，渭 

河流域的工业规模、人 口数量及其产生 的环境污染 

压力远 大于泾河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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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是宝鸡市环境监测站在宝鸡地区渭河各监 

测断面 2001年第 3季度污染指标统计表 ，可以看 

出，渭河刚进入关中平原时(林家村)，主要是悬浮物 

及氨氮、亚硝酸盐氮指标超标 ，其他各项指标反映渭 

市范围内总体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到蔡家坡桥断 

面时，渭河总体呈现 V类水质。由于关中平原区段内 

渭河 流程短 ，因引渭渠 分流而流量较 小 ，于是 自净能 

力大大降低 ，经过咸阳市 ，尤其是西安市后 ，有机物 

河水质符合 I类水质标准，而这些污染指标在宝鸡 及无机物对渭河水质的污染程度不断提高。 

表 3 渭河各监测断面污染指标监测统计表 

Tab．3 Index sign of the pollutant of the cross sections in the W ei River 

表 4是咸阳市环境监测站在高陵县泾河桥监测 

断面 2001年 7月 16日及 9月 17日测 量所得 的 污 

染指标值。通过对照分析可以发现，① 泾河 的悬浮 

物从 7月到 10月是不断增加的；② 有机类污染指 

标挥发酚为 Ⅲ一1V类水 ；③ 无机类污染指标均符合 

I～ I类水质标准。这说明泾河的水质主要遭受有 

机类污染。由7月到 1O月底 ，随着径流量的变化，有 

机类污染有加重的趋势 ，这与泾河稀释净化能力的 

降低有关。 

表 4 泾河桥 监测断面污染物 指标监测值 

Tab．4 Index sign of the pollutant of the cross sections in the Jing River 

3 结 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 ： 

1)泾河和渭河的高泥沙含量是两河流域植被 

遭到破坏 ，不合理地扩大农业用地的必然结果，是生 

态环境恶化的集中反映。 

2)泾河和渭 河 的污染 ，尤 其是有机类 污染相 当 

严重，泾渭交汇处两河多项污染指标反映其为 Ⅳ，V 

类水质 ，甚至远远超过 V类水质污染。滑河的污染程 

度比泾河严重得多。 

泾河和渭河是孕育黄土高原古老文明及灿烂文 

化的河流，现正受到水质污染 。希望有关部门及沿岸 

人们能够善待 自然 ，尊重 自然规律 ，科学地、理性地 

处理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切记 自然界是人类赖 以生 

存发展的场所，破坏 自然就是毁灭人类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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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更要不断地突破 旧的研究方法的局限，加大创 

新力度，紧跟时代步伐 。由于计算机技术在地学领域 

的飞速发展 ，地学新技术层出不穷 ，并逐步成熟，使 

得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引入新技术成为可能。本文 

针对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未来发展的需要，探讨了 

在历史地理学中引入数字地图技术、地学图解系统、 

虚拟现实技术 、遥感技术及其他一些先进地学新技 

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供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参考，相 

信借助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必能推动历史地 

理学 取得更大 的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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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geographical 

technology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ZHU Li—wei，M A Yao—feng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Xi an 710061。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ing work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geographical technolog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s 

expounded．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ap，geographical cartography and VR technology and RS in the 

historical map is analyzed．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with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tech— 

nology，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geographical technology in the historical ge— 

ography will more and more obvious． 

Key words：historical geography；GIS；VR；new technology i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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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ty researching on water quality of 

the Jing River and the W ei River 

HAN Jing—we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Enrironment，Baoji College of Arts& Science，Baoji 721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using the monitoring material of the section in Jing River and Wei 

River，the content of silt and polluted situation the two rivers are analyzed，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got．First，the·high silt content is the result of soil erosion and vegetation destroyed．Second ，the pollu— 

tion is very serions because of the organic matter，and it is more serious about the W ei River． 

Key words：Jing River；W ei River；silt；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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