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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nonpoint source（NP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in a typical
agricultural catchment draining to Chaohu Lak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export from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were simulated using an improved export coefficient model based on monitoring data and survey data from 2018
to 2020.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exports of NP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in this catchment were（261.33±173.87）t·a-1

and（11.03±9.98）t·a-1 during 2018—2020. The significant inter-annual variation was attributed to radical fluctuations in the hydrologic
condition. The headwater sub-catchments we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total NP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The annual average export of total nitrogen（TN）was（32.76±21.80）t·a-1 in the Yang River headwater sub-catchment.
The average annual export of total phosphorus（TP）in the Tong River headwater sub-catchment was（1.81±1.64）t·a-1, both of which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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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巢湖典型农村流域面源氮磷污染特征及来源，以巢湖北岸烔炀河流域为对象，基于 2018—2020年监测数据和流域

污染源调查数据，采用改进的输出系数法，模拟了该典型流域氮磷污染输出时空变化。结果表明：2018—2020年烔炀河流域面源

污染氮、磷输出平均值分别为（261.33±173.87）t·a-1和（11.03±9.98）t·a-1，水雨情条件大幅改变造成污染输出的年际差异显著。源

头子流域为流域面源污染总量的首要贡献者，炀河源头子流域的总氮年均输出[（32.76±21.80）t·a-1]和烔河源头子流域总磷年均

输出[（1.81±1.64）t·a-1]最高；生活污水和土地利用的氮磷输出在炀河源头子流域最高，畜禽养殖的最高氮磷输出位于烔河源头子

流域。农田对全流域面源总氮和总磷污染输出的贡献分别高达 81%和 52%，化肥施用强度高依然是农村流域面源污染的核心问

题。流域污染组成结构的高度异质性表明农村流域面源污染防控应抓住重点，且分区、分类施策。

关键词：输出系数；富营养化；农业面源；降雨；畜禽养殖；生活污水；化肥；营养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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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是湖泊生态系统所必需的生源要素，但由于

人类活动加剧导致的过量氮磷入湖极易诱发水体富

营养化和藻华暴发[1]。随着点源污染得到有效管控，

面源污染开始成为氮磷入湖的重要驱动过程与来源，

阐明入湖流域面源污染机理与调控机制是湖泊污染

治理的关键瓶颈问题，而面源污染模拟则是解决这一

瓶颈问题的重要环节。面源污染的随机性、分散性、

广泛性等复杂特征加大了污染输出核算的难度，仅用

监测手段难以完全反映污染输出在流域尺度上的时

空异质性。现阶段常用的面源污染模型有流域水文

模型和统计型模型。其中常用的流域水文模型包括

SWAT模型、HSPF模型、AnnAGNPS模型、HYPE模型

等[2]，模型从最初的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到逐渐耦合

泥沙和营养盐等模块，可对流域子系统内污染物迁移

转化的物理过程进行定量化描述，但此类模型通常包

含较多概念性参数，需要翔实的实测数据对其进行参

数率定以及验证，参数识别复杂[3]。统计型模型的代

表是输出系数模型[4]，其方法成熟且应用简单，因此被

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输出系数模型是基于不同来

源污染物的输出强度对流域内输出总量的多年均化

进行估算，考虑到降雨作为面源污染的直接驱动力以

及地形对面源污染传输路径的重要影响，有研究在输

出系数模型中引入了降雨和地形因子[5-8]，这为流域面

源污染的时空差异模拟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方法。

巢湖是长江中下游大型浅水湖泊，作为我国水污

染防治的重点水体，其富营养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已有研究表明面源污染是巢湖入湖氮磷污染的主要

贡献源[9-10]。巢湖入湖流域多为农村流域，农村流域

的面源污染来源广泛、成因复杂、核算难度大。2018—
2020年巢湖流域水雨情变化显著，2019年是巢湖流

域的极枯年，2020年巢湖流域则经历了百年一遇的

特大洪水，这为分析流域面源污染特征在典型水雨情

条件下的差异提供了难得的现实场景。烔炀河作为

直接入湖的重要河流之一，其流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经

济特征在巢湖农村流域中极具代表性。鉴于此，本文

以烔炀河流域为研究区域，模拟近 3 a不同典型水雨

情条件下面源污染氮磷输出，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

解析流域分区、分时的污染组成结构与来源，以期为

削减入湖面源污染和保障巢湖水环境健康提供科学

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烔炀河流域是巢湖北岸一支入湖农村小流域（图

1a），流域总面积为 89.3 km2。流域内的烔河（自西北

向东南）和炀河（自西向东）两条主干河流在入湖口上

游交汇为烔炀河后流入巢湖。根据巢湖小流域划分

及编码技术规定，将烔炀河流域划分为 24个子流域

（图 1b）。流域总体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上游以丘

陵岗地为主，中下游的镇区-2号子流域为高密度人

口聚集地，下游烔炀河干流-1号子流域为平原圩区，

其地形地貌在巢湖流域中具有代表性。流域内土地

利用类型以林地和农田为主，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水

稻、油菜和小麦等，建设用地主要位于烔炀镇镇区。

烔炀河流域属北亚热带气候区，年均气温约 16 ℃，多

年平均降水量约 1 030 mm，雨量充沛，汛期时降雨事

件频发，流域面源污染问题突出[11]。根据前期调研，

该流域面源氮磷污染输出主要来自于种植业化肥流

失、农村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等，具有巢湖农村流域

面源污染的统一特征，因此在该流域研究面源氮磷的

污染特征和组成结构，对治理农村流域面源氮磷污染

和防治巢湖富营养化具有重要意义。

1.2 数据来源和模拟方法

1.2.1 数据来源

（1）气象水文。烔炀河流域内建有烔炀雨量站，

具有连续小时尺度的降雨量数据。笔者前期针对烔

炀河流域已搭建了HSPF水文模型，烔河干流处设有

一处矩形薄壁堰，基于每日河流流量监测值已进行模

型参数率定（模拟值和监测值的纳什系数为 0.7）[11]，

因此可获得流域内各河流的模拟流量数据，用于计算

the highest of all the sub-catchments. The highest exports of TN and TP from domestic sewage and land use were from the Yang River
headwater sub-catchment, whereas the highest exports of TN and TP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were from the Tong River
headwater sub-catchment. Croplands contributed 81% and 52% of the NP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respectively. High-
intensity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as the key issue of NPS pollution in this typical agricultural catchment. The high heterogeneity of the NPS
pollution composition indicates the need to focus on critical areas and implement classified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NPS pollution in
agricultural catchments.
Keywords：export coefficient; eutrophicatio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rainfall;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domestic sewage;

fertilizer;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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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流域入湖污染通量。

（2）下垫面。烔炀河流域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数据（图2a）和土地利用类型图

（图 2b）由当地管理部门提供，精度均为 1∶10 000，其
中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水田、旱田、林地、草地、城镇

和水域。

（3）污染源。烔炀河流域内点源污染来自于烔炀

镇污水处理厂，尾水直接排入烔河干流（3号河流）尾

端，通过每日的尾水水质和水量监测数据可计算流域

内点源氮磷污染输出量。流域面源污染源主要考虑

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土地利用。农村人口数量

根据自然村位置以及常住人口调研获取，根据现场走

访调研和烔炀镇污染源调查数据得知，研究区内共有

13家畜禽养殖场，养殖种类为羊、肉鸡、蛋鸡和鹅。

（4）水质监测。烔炀河水质自动监测站根据《地

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建设

图1 烔炀河流域地理位置及子流域和水系

Figure 1 Location，sub-catchments，and rivers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图2 烔炀河流域数字高程模型和土地利用类型

Figure 2 DEM and land use type of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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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运维，高频观测数据被生态环境部门用于考核烔炀

河流域入湖断面水质达标情况。该自动监测站位于

入湖河段中下游（117°38′10.26″E，31°39′40.20″N），

距离入湖口约 700 m，可对总氮、氨氮、总磷、化学需

氧量、pH值、水温等水质指标进行实时监测，监测频

率为每 4 h一次。根据入湖河流的流量和总氮、总磷

浓度即可计算烔炀河流域氮、磷污染物总量，由于 4 h
频次的氮、磷监测浓度和日均模拟流量数据存在尺度

差异，因此对每日浓度数据取平均值，再结合日均流

量数据进行入河污染负荷的计算。

1.2.2 面源氮磷污染输出模拟

（1）改进的输出系数模型。输出系数模型是用于

模拟流域面源污染输出的常用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基

于不同污染源的源强系数，结合土地利用面积和污染

源单位数量等进行计算。传统的输出系数模型未能

将降雨和地形的影响考虑在内，但这二者是决定流域

面源污染输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改进的输出

系数模型，对烔炀河流域面源氮磷输出进行模拟，具

体公式如下：

Li = α × β ×∑
j = 1

n

Ei, j × Aj （1）
式中：Li为第 i种污染物的输出量，kg；α为降雨因子；β

为地形因子；Ei, j为第 i种污染物第 j个污染源的输出系

数，kg·hm-2·a-1、kg·人-1·a-1或kg·只-1·a-1；Aj为第 j种污

染源的土地利用面积、人口数量或畜禽养殖数量等。

（2）降雨因子取值。本研究采用降雨因子表征降

雨年际差异对流域面源污染输出的影响。前期的相

关研究表明面源污染氮磷负荷与降雨量存在一定正

相关性[12]，则第 i种污染物第 t年的降雨因子（αi, t）可表

示为：

αi, t = Li, t
-
Li

= fi ( rt )
fi ( )r̄ （2）

式中：Li, t为第 i种污染物第 t年的面源污染负荷，kg；-Li
为第 i种污染物的多年平均面源污染负荷，kg；rt为第 t

年的降雨量，mm；r̄为多年平均降雨量，mm；fi表示第 i

种污染物面源污染负荷与降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本研究根据入湖口断面处氮磷监测浓度与流量计算

流域氮磷污染负荷总量，再减去点源负荷即可计算烔

炀河流域面源氮磷负荷，并采用 2018—2020年烔炀

雨量站月降雨量与月负荷进行拟合，方程如下：

LTN=0.099 3r2+9.503r+216.8（R2=0.86，P<0.05）（3）
LTP=0.011 46r2+0.349 8r-16.69（R2=0.98，P<0.05）

（4）
式中：LTN和 LTP分别为总氮和总磷的月负荷，kg；r为月

降雨量，mm。

（3）地形因子取值。本研究采用地形因子表征子

流域坡度空间差异对流域面源污染输出的影响。前

期研究表明，流域面源污染输出与坡度存在幂函数关

系[12]，因此地形因子可根据下式进行计算：

βj = Lj
L̄

= f ( θj )

f (
-
θ )

= cθdj

c
-
θ
d

= θd
j

-
θ

d （5）
式中：Lj为第 j个子流域的面源污染输出量，kg；θj为第
j个子流域的坡度，（°）；-θ为研究区平均坡度，（°）；c和

d为常量。根据相关文献 d取值为 0.610 4[13]，基于烔

炀河流域的 DEM 数据计算出该流域平均坡度为

3.34°，由此可根据各子流域坡度计算地形因子。

（4）输出系数取值。本研究涉及到的污染源包括

生活污水、畜禽养殖以及土地利用下的地表径流，为

保证输出系数的取值具有相对的准确性，本文选择巢

湖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文献作为相关系数的

取值依据。畜禽养殖的氮磷污染输出系数由饲养周

期、粪尿排泄系数、粪尿流失系数以及污染物平均质

量比[14-16]综合计算获得，生活污水和各类土地利用的

氮磷输出系数参考相关文献[17-23]取值。烔炀河流域

污染源的具体输出系数汇总如表1所示。

2 结果与讨论

2.1 面源氮磷输出时间变化

传统输出系数模型未能考虑降雨年际差异对流

域面源污染输出的影响，估算结果仅为多年平均值。

表1 烔炀河流域污染源输出系数

Table 1 Export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污染源

Pollution
source
总氮

总磷

生活污水
Domestic sewage/
（kg·人-1·a-1）

0.142
0.018

畜禽养殖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kg·只-1·a-1）

羊粪
Sheep
manure
0.327
0.116

羊尿
Sheep urine

3.833
0.537

肉鸡粪
Poultry
manure
0.004
0.002

蛋鸡粪
Laying hens

manure
0.024
0.012

鹅粪
Goose
manure
0.004
0.002

土地利用Land use/（kg·hm-2·a-1）

林地
Forest
3.27
0.154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11
0.51

草地
Grass
10
0.2

农田
Farmland

29
0.596

水域
Water
17.33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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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烔炀河流域近年来雨情年际大幅变化这

一特征，在输出系数模型中引入降雨因子对该流域

2018—2020年的面源污染氮磷输出进行重新模拟，

结果如表 2所示。近 3 a的烔炀河流域面源污染总氮

和总磷输出平均值分别为（261.33±173.87）t·a-1 和

（11.03±9.98）t·a-1，年际差异显著，这与降雨量的强

变化幅度密切相关。巢湖流域 2019年为大旱年，烔

炀河流域全年降雨量不足 700 mm，远低于多年平均

水平。而 2020年巢湖流域在梅雨季节暴雨事件频发

且强度大，累积降雨量居近 30 a之首，形成大面积洪

涝灾害[24]；烔炀河流域在此期间降雨量高达 832.3
mm，全年降雨量为1 424.7 mm，约是2019年年降雨量

的两倍。由于面源污染与降雨量的非线性关系[公式

（3）和公式（4）]，2020年面源污染总氮输出总量高达

453.53 t·a-1，为 2019年的 3.9倍，2020年面源总磷输

出总量为 22.20 t·a-1，是 2019年的 7.4倍，降雨是造成

氮磷输出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国内其他相关研究也

有类似报道。王宏等[25]对 2012—2013年间沱江农业

小流域的氮磷排放特征展开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

7—9 月的高降雨量造成该年份氮磷流失量远高于

2013年。张林等[26]通过研究兰陵溪小流域在雨季的

氮磷输出发现，丰水期降雨是土壤中氮磷污染输出的

主要驱动力，期间由降雨径流携带流失的总氮和总磷

负荷分别占雨季氮、磷流失量的88%和90%。降雨量

对面源总磷输出的影响相对于总氮更为明显，磷相比

于氮更容易吸附在颗粒物上，降雨-径流和土壤侵蚀

过程增强了磷的排放与传输[27-29]，因此总磷输出对

2020年高降雨量的响应比总氮更敏感。王赵飞等[30]

的研究表明，烔炀河流域中农田颗粒态磷的流失较

高，而流域农田面积占总面积的 50%以上，因此应密

切关注强降雨期间的农田总磷流失。

2018—2020年流域面源污染入河量由流域入湖

污染总量与点源尾水入河量相减获得，流域面源污染

入河量与面源污染输出量之比即为入河系数[31]。

2018—2020年流域面源总氮和总磷的入河系数分别

为 0.08~0.15和 0.19~0.26，与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入

河系数取值基本处于同一水平[32-34]，这也进一步验证

了本研究采用的改进输出系数方法及系数取值在巢

湖典型农村流域的适用性。

2.2 面源氮磷输出空间变化

本研究考虑了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土地利用为

流域面源污染源，各污染源的氮磷输出在空间上的差

异明显。如图 3a和图 3b所示，镇区-2号子流域和炀

河源头-24号子流域具有生活污水总氮和总磷的高

污染输出。镇区-2号子流域内统计常住人口为4 500
余人，居子流域之首，炀河源头-24号子流域位居其

次。但由于炀河源头-24号子流域地处上游，坡度较

高（坡度因子为 1.21），镇区-2号子流域处于流域中

下游，地势平缓（坡度因子为 0.67），地形因子的引入

使得炀河源头-24号子流域的生活污水总氮和总磷

年均输出最高，分别达到 677.87 kg·a-1和 113.73 kg·
a-1。烔河左支-6 号子流域内虽自然村常住人口仅

400余人，但该片区内包含烔炀中学和烔炀敬老院两

处高密度人口聚集点，据统计烔炀中学现有师生1 500
余人，敬老院常住人口 110余人，这使得烔河左支-6
号子流域的生活污水氮磷输出仅次于镇区-2号子流

域和炀河源头-24号子流域。

烔炀河流域内畜禽养殖带来的面源总氮和总磷

年均输出为 7.73 t·a-1和 1.87 t·a-1，其中超过 64.31%
的总氮和超过 55.25%的总磷输出来自于烔河源头-
11号子流域（图 3c和图 3d）。烔炀河流域现有 13家

畜禽养殖场，总体数量上以家禽为主，烔河源头-11
号子流域内有一家拥有 600头羊的养殖厂。由于羊

的粪尿排泄系数远高于家禽，使得该分区内的畜禽养

殖氮磷污染非常突出。在炀河左干-17号子流域中

有 3 家畜禽养殖场，其氮磷污染输出仅次于烔河源

头-11号子流域。

烔炀河子流域在 2018—2020年的土地利用氮磷

污染输出受到地形因子、土地利用面积及其输出系数

的综合影响。如图 3e和图 3f所示，炀河源头-24号子

流域的土地利用氮磷污染输出年均值最高（总氮

32.08 t·a-1、总磷 1.17 t·a-1）。该分区总面积为 10.83
km2，为所有子流域之首，且其中农田面积高达 4.91
km2，农田的氮磷输出系数受化肥施用影响而相对较

高。此外，该分区地处上游低山丘陵区，地形因子也

高达 1.21。综合以上因素，炀河源头-24号子流域的

表2 烔炀河流域面源氮磷污染源输出总量

Table 2 Expor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项目 Item
降雨量/mm

总氮降雨因子

总磷降雨因子

总氮输出/（t·a-1）

总磷输出/（t·a-1）

2018年

1 169.9
1.23
1.41

215.49
7.90

2019年

699.1
0.65
0.50

114.97
3.00

2020年

1 424.7
2.58
3.96

453.53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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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烔炀河子流域不同污染源的氮磷输出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xpor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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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氮磷污染输出最高。此外，烔河源头-11号

子流域和烔河左支-10号子流域由于同样原因也造

成氮磷污染输出较高。地形坡度对氮磷污染输出的

影响可通过烔河左支-6号子流域的模拟结果体现，

该分区面积第二，农田面积最大，但由于子流域平均

坡度小，地形因子仅为 0.78，使得土地利用氮磷污染

输出低于10号和11号子流域。

综合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和土地利用的模拟结果

（图 4），面源总氮污染年均输出最大的子流域为炀河

源头-24号子流域[（32.76±21.80）t·a-1]，总磷污染年

均输出最大的子流域为烔河源头 - 11 号子流域

[（1.81±1.64）t·a-1]，二者分别是炀河和烔河的源头子

流域。以单位面积污染强度来看，炀河源头-24号子

流域的输出强度略有下降，而烔河源头-11号子流域

具有最高的总氮年均污染强度（4.48 t·km-2·a-1）和总

磷年均污染强度（0.29 t·km-2·a-1）。对总氮而言，炀

图4 烔炀河子流域面源氮磷污染输出量与强度的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xport and export intensity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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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左支-20号子流域和炀河左支-22号子流域虽面积

较小，但污染强度仅次于烔河源头-11号子流域，主

要是由于其包含农田、水域以及羊粪尿等高输出系数

的污染来源。对总磷而言，炀河左干-17号子流域的

排放强度高达 0.22 t·km-2·a-1，仅次于烔河源头-11号

子流域。

2.3 面源氮磷输出来源分析

2018—2020年烔炀河流域面源总氮和总磷的年

均输出量分别为 261.33 t·a-1和 11.03 t·a-1，其组成结

构（图 5）中农田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特别是总氮，

农田的输出量占比高达 81%。烔炀河流域现阶段土

地开发强度较低，农田依然超过总面积 50%，且存在

尿素、复合肥等化肥的过量施用以及利用率低等问

题。据当地农户问卷调查统计，烔炀河流域的化肥折

纯量施用强度为 307 kg·hm-2，高于发达国家为防止

化肥施用造成环境危害设定的上限值（225 kg ·
hm-2）[35]。这种过量施肥的现象在巢湖农村流域普遍

存在。前人研究表明，巢湖流域的种植业施肥强度居

全国前列，是长江中下游化肥流失的重污染区域[36]。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合肥市政府明确了“巢湖流域一

级保护区水稻生产化肥 2021年底实现零增长、2022
年底实现零使用”的目标任务。这一举措势必将从源

头上控制营养盐向土壤中的直接输入，从而减少面源

氮磷污染输出。水域是烔炀河流域氮磷输出贡献的

第二来源，坑塘为该流域水域的主要组成部分。坑塘

是环巢湖地带的特色水适应性景观单元，在烔炀河流

域中分布广而密[37]，据统计坑塘约占该流域总面积的

9%，且其中大部分被开发利用为养殖池塘。在现阶

段高投入、高产出的养殖模式下，饵料和饲料通常被

过量投放，从而极易造成氮磷的流失。在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十年禁渔的政策背景下，以内陆养殖为导向的

坑塘开发利用模式所带来的氮磷污染新形势需要被

重点关注。畜禽养殖对面源总磷输出的贡献达到了

17%，是仅次于农田的第二大污染源。据调研，烔炀

河流域现存养殖场虽规模较小，但粪污仍以直接还田

这种“自循环”处理方式为主，应加强好氧堆肥和厌氧

治沼等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从而减少畜禽养殖氮磷

污染输出。

子流域中污染源的组成结构（图 6）呈现空间异

质性。从面源总氮污染输出来看，超过 90% 的子流

域中土地利用的贡献高于 75%。畜禽养殖的总氮污

染贡献比例在烔河源头-11号子流域和炀河左干-17
号 子 流 域 中 较 为 突 出 ，分 别 达 到 了 17.84% 和

13.96%。生活污水总氮污染输出贡献仅在镇区-2号

子流域中高于 8%。各子流域中面源总磷污染输出的

组成比例与总氮具有一定差异，总磷污染强度最高的

烔河源头-11 号子流域中畜禽养殖的贡献达到了

56.96%，在炀河左干-17 号子流域中的贡献超过了

50%，在炀河左支-16号子流域也达到了 40.13%。生

活污水总磷污染贡献同样表现为镇区-2号子流域最

大，高达 28.14%，因此应切实推进该区域人口聚集区

的污水管网改造，加强生活污水的收集纳管，整治雨

污混接、错接问题。

3 结论

（1）采用改进的输出系数模型模拟了烔炀河流域

2018—2020年面源污染氮磷输出，降雨因子和地形

因子的引入细化了模拟结果，结果表明近 3 a烔炀河

流 域 面 源 总 氮 和 总 磷 污 染 输 出 年 均 值 分 别 为

（261.33±173.87）t·a-1和（11.03±9.98）t·a-1，2019年和

图5 烔炀河流域面源污染氮磷输出组成结构

Figure 5 Composition of nonpoint sourc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xport in the Tongyang River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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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水雨情条件的大幅变化造成污染输出的年际

差异显著。农田是研究区面源污染的首要来源，其对

总氮和总磷的污染输出贡献分别高达81%和52%。

（2）子流域层面下面源氮磷污染输出总量、强度

和组成结构呈现空间异质性。源头子流域的面源氮

磷污染输出总量居首，其中烔河源头子流域具有最高

的畜禽养殖氮磷污染输出，炀河源头子流域具有最高

的生活污水及土地利用氮磷污染输出。

（3）烔炀河流域土地利用中农田占比高，农田化

肥过量施用以及利用率低的问题，是巢湖其他农村流

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切实推广“化肥使用零增长、零

使用”等政策将从源头上减少污染输出。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更应把握重点分区，基于污染来源因地制宜地

配置管控措施，针对烔河源头-11号和炀河左干-17
号子流域应加强畜禽粪污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针

对镇区和烔炀中学等人口密集区应加强生活污水收

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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