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推荐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许多城市河段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此同时，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日渐不足及老城区改造困难，使

得大量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道中；加之垃圾入河、底泥污染严重，从而造成

城市水体出现季节性或终年黑臭现象。黑臭水体不仅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也严重影

响了城市景观，损害了城市人居环境。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提出了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相关要求、行动计划和考核

标准。 
为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黑臭水体治理的相关进展和具体措施，《环境工程学报》

编辑部策划组织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题”，邀请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等相关研究团队撰文，在国内同行的支持下予以刊发。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题”围绕 2015—2018 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论证了

黑臭水体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国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分布现状，从治理

方案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污染防治理念以及治理的具体措施等方面，梳理了黑臭水体

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后期治理提供指导；针对

我国黑臭水体的成因及特征污染物，重点阐述了控源截污、内源控制、生态修复、补

水活水等黑臭水体治理的主要技术及措施；通过分析上海市水环境现状及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的分布特征，明确了导致上海市城市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并根据已采取的

治理措施评估了上海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以沈阳市为例，从黑臭水体分布、已完成

的整治措施及问题识别与诊断等方面总结了沈阳市建成区黑臭水体的治理现状及进

展，提出了黑臭水体整治近期目标；运用三维荧光光谱结合平行因子方法对黑臭水体

中水溶性有机质(DOM)的组成进行了表征，并通过与卫星遥感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

DOM 与表观和固有光学量进行了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 UVvis(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与多元统计相结合的方式，识别黑臭水体中 DOM 组成、结构及腐殖化水平，为黑

臭水体的溯源及整治提供理论依据；以 S2–的氧化率为主要考察指标，比较单株菌和

硫氧化复合菌对 S2–的氧化效果，考察硫氧化复合菌对黑臭水样中 S2–的氧化效果及

COD 等污染物的去除效果，为黑臭水体的微生物法治理提供参考。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黑臭水体治理的现状、存在

的问题和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基于具体城市案例探讨了导致城市黑臭水体的原因和

治理措施，运用理论分析和卫星遥感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为黑臭水体的溯源和治理提

供了科学依据。 
《环境工程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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