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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6 条支流域非点源污染分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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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黄河流域6 条支流域的土壤、河床泥沙、河流水体的非点源污染物荷载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在黄河 6 条支流域土壤中, 洛河流域硝态氮含量高达 45. 2 m gökg, 远高于其他流域; 渭河、洛河、泾河流域土壤的铵

态氮、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均高于无定河、窟野河、皇甫川流域, 其中洛河流域土壤铵态氮含量最高, 窟野河流

域最低; 无定河、窟野河、皇甫川流域土壤pH 值高于渭河、洛河、泾河流域。各流域泥沙中硝态氮含量以渭河中的最

高, 并远高于其他河流; 皇甫川流域泥沙中铵态氮含量最高, 其次是泾河流域, 窟野河流域最低; 与土壤相比较, 6 条

支流域泥沙中的铵态氮含量明显高于土壤, 硝态氮含量明显低于土壤。渭河和泾河流域泥沙中的全氮含量差异较

小, 但均高于其余4 条支流域。流域泥沙中全磷含量总体差异不大; 泥沙中的有机质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窟野河流

域> 泾河流域> 渭河流域> 洛河流域> 皇甫川流域> 无定河流域; 窟野河流域泥沙中的硝态氮、铵态氮、全磷和全

氮含量在6 条流域泥沙中都是最低的, 但有机质含量在6 条河流中却最高。水体中pH 值以无定河流域的最大, 渭河

流域水体最小; 渭河流域水体硝态氮含量最高; 铵态氮含量以泾河水体中最高, 窟野河最低; 泾河水体的高锰酸盐

指数远高于其他河流; 6 条河流水体的COD 指数与高锰酸盐指数在 6 条河流中的差异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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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清洁水法修正案 (1977 年) 对非点源污染

的定义为: 污染物以广域的、分散的、微量的形式进

入地表及地下水体污染。人们一般认为非点源污染

是指溶解性或固体物质, 在大面积降雨和径流冲刷

作用下汇入受纳水体而引起的水体污染[1 ]。水环境

污染是点源和非点源污染共同作用的结果。非点源

污染的重要性随点源污染控制能力的提高逐渐表现

出来。已有研究[2 ]表明, 即使点源污染得到全面控

制, 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也仅为

42%～ 65% , 美国的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环境污染

的第一因素, 60% 的水污染起源于非点源污染。特别

是当点源污染控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非点源污

染势必成为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3 ]。这一现象已

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非点

源污染研究始于对北京城市径流污染的研究[4 ]。农

村非点源污染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湖泊、水

库富营养化调查和河流水质规划研究[5 ] , 曾先后在

于桥水库、滇池、太湖、鄱阳湖、巢湖、三峡库区等[627 ]

湖泊、水库流域及沦江内江段[8 ]、晋江流域、北江浈

水流域、淮河淮南段、辽河铁岭段进行过探索性的研

究[9 ] , 较好地把握了非点源污染的负荷、发生和分布

状况, 为湖泊、河流的水质规划与流域规划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 也为非点源污染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 对污染比较严重的黄河研究还比较少。由于黄

河流域地理条件独特、景观类型复杂、土地利用类型

多样、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 决定了该流域水土

流失是不可避免的,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

状况会愈演愈烈, 势必加重非点源污染问题。为了较

好地把握黄河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与发生状况, 本

研究对黄河 6 条支流的水体、河岸土壤和河床泥沙

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黄河的水质预测和流域水污染

控制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10 ]

黄河西界巴颜喀拉山, 北抵阴山, 南至秦岭, 东

注渤海, 干流全长5 464 km , 水面落差4 480 m。黄河

流域地形复杂, 其中大部分为山区和丘陵, 塬、梁、

峁、沟是黄土高原丘陵区的地貌主体。流域大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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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年降水量200～ 650 mm , 盛夏7～ 8 月降水量可占

全年降水总量的 80% 以上, 降水集中, 分布不均; 空

气湿度小、蒸发量大, 冰雹、沙暴、扬沙天气多, 无霜

期短。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总面

积 45. 4 km 2, 其中年平均侵蚀模数大于5 000 töm 3

的面积约15. 61 km 2。大量泥沙输入黄河, 淤高下游

河床, 是黄河下游水患严重而又难以治理的症结所

在。黄河水、沙的来源地区不同, 水量主要来自兰州

以上、秦岭北麓, 泥沙主要来自河口镇至龙门区间与

泾河、北洛河及渭河上游地区。泾河和洛河 (北洛

河)是渭河的两大支流, 虽然泾、洛是黄河二级支流,

但两河流域面积大, 来沙量大, 常与渭河并称为“泾、

洛、渭”。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为黄河中游, 是黄

河洪水和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汇入的较大支流有 30

条, 本研究选择以下 6 条具有代表性的支流域进行

采样分析。

1. 1　黄甫川流域 (H PCW )

黄甫川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的点畔

沟, 自西北流向东南, 在陕西省府谷县下川口村注入

黄河。干流长137 km , 流域面积3 246 km 2。海拔为

1 000～ 1 400 m , 属黄土丘陵沟壑区。黄甫川流域年

降雨量390～ 450 mm , 据皇甫水文站1954～ 1983 年

的资料可知, 黄甫川流域年均径流量 1. 86 亿m 3, 年

均输沙量0. 58 亿 t, 输沙模数1. 81 万 tökm 2。

1. 2　窟野河流域 (KYRW )

窟野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市的巴定沟,

流经伊金霍洛旗和陕西省的府谷和神木县, 于神木

县沙峁头村注入黄河。干流长 242 km , 流域面积

8 706 km 2。据神木县气象站资料可知, 其年平均降

雨量 475 mm ; 据温家川水文站 1954～ 1980 年实测

资料可知, 该流域平均年径流量 7. 47 亿m 3, 年平均

输沙量1. 36 亿 t, 输沙模数1. 56 万 tökm 2。

1. 3　无定河流域 (W DRW )

无定河发源于白于山北麓陕西省定边县境内,

流经内蒙古伊克昭盟和陕西的榆林、延安地区, 于清

涧县河口村注入黄河, 全长491 km , 流域面积30 261

km 2。该流域年降雨量为350～ 500 mm。据川口水文

站1971～ 1980 年的实测资料可知, 其年平均径流量

11. 41 亿m 3, 年平均输沙量1. 01 亿 t。

1. 4　渭河流域 (W RW )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 发源于甘肃的渭源县

鸟鼠山, 在潼关处注入黄河, 流经陕、甘、宁三省区的

87 个县市, 干流长 818 km , 总流域面积为 13. 5 万

km 2。渭河干流区流域面积62 450 km 2, 其中黄土丘

陵区面积占该流域面积的 40% , 地形破碎, 沟壑纵

横, 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渭河咸阳水文站以上

流域面积 46 856 km 2, 年平均径流量 55. 7 亿m 3, 年

平均输沙量 1. 71 亿 t, 径流模数 11. 9 万m 3ökm 2, 输

沙模数为 3 650 tökm 2。渭河流域年降雨量 500～

700 mm。

1. 5　泾河流域 (JRW )

泾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 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泾源县六盘山东麓, 于陕西高陵县境内注入渭河,

河长455 km , 流域面积45 421 km 2, 流经陕、甘、宁的

32 个县市。其中黄土丘陵沟壑区面积约占流域面积

的48. 8% , 除东部丘陵林区植被较好外, 其余地区地

形破碎, 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泾河流域年均降

雨量460～ 560 mm。泾河张家山水文站所测年均天

然径流量20. 0 亿m 3, 年均输沙量2. 82 亿t, 径流模数

5 万m 3ökm 2, 输沙模数6 500 tökm 2。

1. 6　洛河 (北洛河)流域 (L RW )

洛河发源于陕西定边县白于山南麓, 流向东南,

于大荔县境内注入渭河, 总长680 km , 流经陕甘198

个县市, 流域面积26 905 km 2, 其中71% 属于黄土丘

陵沟壑区, 流域年平均降雨量510～ 540 mm。洛河状

头水文站所测年均径流量为9. 24 亿m 3, 年均输沙量

0. 997 亿 t, 流域内径流模数为 3. 7 m 3ökm 2, 输沙模

数为3 960 tökm 2。

2　材料与方法

2. 1　主要仪器

　　自动定氮仪 (KJEL T EC SYST EM 1026 D ist ill2
ing U n it) , 连续流动分析仪 (F IA star 5000 A nalyzer

FO SS T ECA TOR ) , 紫外分光光度计, 赛多利斯pH

计 (Sarlo riu s PP220)。

2. 2　采样方法

2004205 在以上 6 条支流域内, 遵循典型性、代

表性、便利性原则分别采集 173 个土样、106 个水样

和106 个泥样, 其具体分布见表1。土样采样深度为

0～ 20 cm , 每个样点采10 钻土样混合。水样和泥样

分别在河流水体和河床底层采集, 同样分别取10 处

泥样和水样混匀。土样和泥样当天进行风干处理, 水

样放入0 ℃冰箱冷藏保存。

2. 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样和泥样中全氮含量的测定采用高氯酸- 硫

酸消化法[11 ] , 用自动定氮仪测定; 全磷含量采用钼

锑抗比色法测定[12 ]; 矿质态氮含量采用B rem ner 浸

提法浸提, 浸提液中的铵态氮含量采用连续流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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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仪测定; 硝态氮含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有

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 外加热容量法测定。水样

中的COD 含量采用重铬酸钾法测定; 高锰酸盐指数

以高锰酸钾为氧化剂, 测定其化学耗氧量; 硝态氮和

铵态氮含量的测定方法同土样。样品的pH 值采用

赛多利斯pH 计 (Sarlo riu s PP220)测定。
表 1　黄河 6 条支流域中采集的样品数

T able 1　N um ber of differen t samp les in the six w atersheds of Yellow R iver

样品
Samp le

皇甫川流域
H PCW

窟野河流域
KYRW

无定河流域
WDRW

渭河流域
W RW

泾河流域
JRW

洛河流域
L RW

土壤 So il 18 18 31 45 23 38

泥沙M ud 9 12 22 24 12 27

水体W ater 9 12 22 24 13 26

3　结果与分析

3. 1　黄河 6 条支流域土壤的非点源污染物负荷状

况比较

土壤是非点源污染物的直接接纳者, 对污染物

具有显著的吸附效应, 因而成为污染物的载体[13 ]。

土壤中污染物负荷的高低, 决定了流域非点源污染

程度的高低, 而非点源污染物对流域水体 (河流、湖

泊) 水质的影响, 也取决于流域土壤中污染物的含

量。黄河 6 条支流域土壤非点源污染状况见图1。

图 1　黄河 6 条支流域土壤中非点源污染物的含量

F ig. 1　Conten t of po llu tan t m atters in the six w atersheds so ils

　　从图1 可看出, 在6 条支流域中, 洛河流域土壤

的硝态氮含量高达 45. 2 m gökg, 远远高于其他流

域, 黄甫川流域土壤的硝态氮含量最低, 为 8. 8

m gökg。铵态氮含量以洛河流域最高, 为 7. 2

m gökg, 窟野河流域最低, 为 3. 5 m gökg, 渭河和泾

河流域的土壤铵态氮含量几乎相等, 无定河流域和

皇甫川流域也基本一致。6 条支流域中土壤有机质

含量为: 泾河流域> 渭河流域> 洛河流域> 窟野河

流域> 皇甫川流域> 无定河流域。6 条支流域中, 无

定河、窟野河和皇甫川流域土壤pH 值差别较小, 其

余3 条支流域相差也不大。对黄河流域来说, 由于土

壤侵蚀严重, 碳酸盐等弱酸盐大量存在, 使得6 条支

流域土壤pH 值均高于8. 3, 呈碱性。土壤中全磷含量

由高到低依次是渭河流域> 泾河流域> 洛河流域>

皇甫川流域> 无定河流域> 窟野河流域。全氮含量

的高低顺序与有机质含量的顺序完全一致。

3. 2　黄河 6 条支流域河床泥沙非点源污染物负荷

状况比较

泥沙对带有正价电荷的铵态氮具有较强的吸附

性, 解吸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泥沙的阳离子交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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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陪伴离子种类、水体中该养分离子的含量

等。由于泥沙颗粒较土壤小, 因此, 泥沙对铵态氮的

吸收量也较土壤高。泥沙对硝态氮基本没有吸附, 泥

沙中的硝态氮主要来自于土壤溶液。从理论上讲, 泥

沙中的销态氮含量应该与土壤中的硝态氮含量相

同, 但由于土壤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 加上水中缺氧

导致反硝化速率上升, 泥沙中NO -
3 被还原成N 2, 导

致泥沙中的矿质态氮 (硝态氮和铵态氮)与原位土壤

间存在一定差异[14215 ]。因此, 了解河床泥沙中非点源

污染物的含量, 对于提高利用水文资料估算非点源

污染物输送量精度具有重要意义。黄河6 条支流域

河床泥沙非点源污染物的负荷状况见图2。

图 2　黄河 6 条支流域河床泥沙中污染物的负荷量

F ig. 2　Po llu t ion load in the sedim ent of the six w atersheds

　　从图 2 可以看出, 渭河流域泥沙中的硝态氮含

量远高于其他河流, 分别是泾河、洛河、无定河、窟野

河和皇甫川流域的2. 1, 2. 6, 2. 2, 6. 7 和4. 4 倍。皇甫

川流域泥沙中铵态氮含量最高, 其次是泾河流域, 窟

野河流域最低。泥沙中的铵态氮含量差异明显大于

相应流域土壤中的铵态氮含量变化, 这是由于不论

是土壤有机氮矿化的产物, 还是施入土壤的铵态氮,

绝大部分最终在土壤中转化成了硝态氮[16 ]; 另外,

虽然泥沙的硝化作用强于土壤, 但是泥沙对铵态氮

的吸附能力较土壤为高, 在侵蚀过程中泥沙中硝态

氮会大量损失[17219 ] , 所以 6 条支流域泥沙中的铵态

氮含量明显高于土壤中的铵态氮含量, 而泥沙中的

硝态氮含量明显低于土壤中的硝态氮含量。渭河和

泾河流域泥沙中的全氮含量差异较小, 但其含量均

高于其余4 条支流域, 无定河、窟野河和皇甫川流域

泥沙的全氮含量差异不大。渭河、泾河、洛河流域的

全磷含量差异较小, 无定河和黄甫川流域差异也不

大, 其中泾河流域的全磷含量最高, 而窟野河流域明

显低于其他流域。泥沙中的有机质含量由高到低依

次为: 窟野河流域> 泾河流域> 渭河流域> 洛河流

域> 皇甫川流域> 无定河流域。

3. 3　黄河6 条支流水体中非点源污染物含量比较

河流水体不仅是非点源污染物的收纳者, 还是

非点源污染物的迁移载体。确定河流水体中的非点

源污染物含量, 既可以了解水体的污染程度, 又可以

根据水文资料匡算河流污染物的输送量。黄河6 条

支流域水体中的污染物含量见图 3。从图 3 可以看

出, 渭河水体硝态氮含量最高, 为 5. 98 m gökg; 泾河

水体次之, 洛河水体最小, 为 1. 78 m gökg; 窟野河与

洛河水体的硝态氮含量相差不大。泾河水体铵态氮

含量最高, 其次为渭河水体, 窟野河最小, 皇甫川水

体中铵态氮含量与窟野河相近。无定河流域水体的

pH 值最高, 其次为皇甫川水体, 渭河水体最低, 泾

河、洛河和窟野河水体的pH 值差异不大。6 条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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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体的 pH 值为8. 33～ 8. 672, 明显高于一般水

体。泾河流域水体的高锰酸盐指数最高, 为 21. 25

m göL , 远高于其余河流。6 条流域水体COD 指数与

高锰酸盐指数变化趋势相似。

图 3　黄河 6 条支流水体中的污染物含量

F ig. 3　Conten t of po llu tan t in the w ater of the six rivers

3. 4　土壤、泥沙和水体中非点源污染物含量的比较

流域土壤是非点源污染物的贮存库, 同时也是

释放源; 而在土壤侵蚀过程中产生的径流, 既是非点

源污染物的浸提者, 同时也是载体, 在河流中沉积的

泥沙也是非点源污染物的载体和富集体。因此, 比较

土壤、泥沙和水体中非点源污染物含量的差异, 对深

入了解河流水体中非点源污染物的含量具有重要意

义。

从表 2 可以看出, 所有 6 条流域中土壤、泥沙和

水体中的硝态氮平均含量大小次序为: 土壤> 泥

沙> 水体, 其中土壤的硝态氮平均含量约为泥沙的3

倍, 而泥沙中硝态氮平均含量约为水体的2 倍; 而铵

态氮平均含量的大小次序为: 泥沙> 土壤> 水体, 其

中泥沙中的铵态氮平均含量约为土壤和水体的2 倍

和36 倍以上。从表2 还可以看出, 泥沙和水体中硝态

氮含量之和仍然远小于土壤,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原位土壤中的硝态氮并没有全部

通过径流进入水体和泥沙; 二是水体和泥沙中的硝

态氮有部分通过反硝化作用而损失[20 ]。泥沙中的平

均铵态氮含量远大于土壤。泥沙中的全磷含量有的

已超过了土壤, 如无定河流域和黄甫川流域, 其原因

可能是泥沙对磷素有吸附作用, 也可能与本身的组

成有关。

由表 2 还可知, 各流域内不同样品测定结果间

差异很大, 变异系数最高可达 1 367% (泥沙的有机

质含量) , 最低也达 15. 45% (水体的COD 含量, pH

值的数据除外) , 这说明各流域内非点源污染情况不

尽相同, 变化十分剧烈, 这可能与农业活动、土地利

用方式、植被覆盖状况、降雨和侵蚀强度等存在差异

有关。在实际采样记录和调查统计中也发现, 在某些

采样点范围内的确存在点源污染, 尤其是在石油开

采区、煤矿区、炼铁厂及化工厂附近。在获得试验数

据的过程中, 对样品均进行了重复试验, 其结果保持

在0. 05% 的置信度内。

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 (如对森

林的滥砍滥伐、对草地的过度放牧等) , 以及不科学

地大面积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 使得土壤中氮、磷、

有机质含量以及污染物质含量相当高, 纵然有它们

的流失和土壤的自净作用, 其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仍

然很高, 这为黄河流域非点源污染创造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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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河 6 条支流域土壤、泥沙和水体中非点源污染物含量

T able 2　Conten t of po llu tan t in so il,m ud and w ater of the six w atersheds

样品
Samp le

样本数
N um ber
of sam 2

p les

项目
Item s

NO -
3 2N ö

(m g·
kg- 1)

N H +
4 2N ö

(m g·
kg- 1)

全磷ö
(g·kg- 1)

To tal P

全氮ö
(g·kg- 1)

To tal N

有机质ö
(g·kg- 1)
O rgan ic
m atter

pH

水分ö
(g·kg- 1)

W ater
con ten t

高锰酸盐
指数ö

(m g·L - 1)
Perm an2
ganate
num ber

index

COD ö
(m g·L - 1)

土壤
So il 173

平均值 A verage 24. 858 5. 572 0. 62 0. 76 12. 35 8. 617 10. 94 - -

标准差
Standard difference

52. 197 5. 547 0. 28 0. 63 11. 49 0. 409 6. 48 - -

变异系数ö%
Coefficien t variation 209. 985 99. 547 448. 630 824. 720 930. 190 4. 747 592. 010 - -

泥沙
M ud

106

平均值 A verage 7. 835 10. 685 0. 54 0. 51 9. 14 - 9. 21 - -

标准差
Standard difference

8. 583 17. 673 0. 14 0. 50 12. 50 - 5. 16 - -

变异系数ö%
Coefficien t variation

109. 550 165. 399 268. 360 988. 060 1 367. 0 - 560. 800 - -

水体
W ater

106

平均值 A verage 3. 641 0. 299 - - - 8. 621 - 3. 49 45. 50

标准差
Standard difference

4. 694 0. 065 - - - 0. 062 - 1. 665 7. 029

变异系数ö%
Coefficien t variation

128. 894 21. 876 - - - 0. 723 - 47. 675 15. 450

4　结　论

1)流域非点源污染物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分

异特征: 在6 条支流域土壤中, 渭河、洛河、泾河流域

土壤的铵态氮、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整体高于无

定河、窟野河、皇甫川流域, 唯独 pH 值是无定河、窟

野河、皇甫川流域高于渭河、洛河、泾河流域。除了窟

野河流域, 其余流域泥沙中全磷含量总体差异不大;

泥沙中全磷含量较低的无定河、窟野河和皇甫川的

全氮含量也较低, 且差异不大, 最低的依然是窟野河

流域; 窟野河流域泥沙中的硝态氮、铵态氮、全磷和

全氮含量都是最低的, 但有机质含量在 6 条河流中

却最高。

2) 水体中硝态氮主要来自于渭河; 铵态氮主要

来自于泾河, 其次是渭河; 全磷则主要来自于泾河,

其次是渭河。流域水体酸碱污染不严重, 但COD Cr值

为 45. 50 göL , 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基本

项目标准限值中的第Í 类水质标准的上限值 40. 00

göL , 属严重超标。水体中高锰酸盐指数符合水质标

准中的 2 类, 与COD Cr值相比较说明, 水体中难于氧

化的物质含量很高, 表明潜在污染程度大, 黄河流域

的非点源污染问题总体上较严重。因此, 流域非点源

污染的控制, 是预防黄河水质富营养化的重要措施。

3) 为减少非点源污染, 提倡合理使用化肥和节

水灌溉, 减少肥料流失, 建立氮、磷、钾合理配置的施

肥体系; 应重视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 加强水土保

持, 并在区域生态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

合理利用土地, 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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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dist r ibu t ion of non2po in t sou rce po llu t ion in Yellow R iver ca tchm en t

HAN Feng-peng, ZHENG J i-yong, ZHANG X ing-chang
(1 T he R esearch Cen ter of S oil and W ater Conserva tion & E colog ica l E nv ironm en t, S ta te K ey L ab. of S oil E rosion and

D ry land F arm ing on L oess P la teau , CA S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Colleg e of S ou rce and E nv ironm en t,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3 G rad ua te S chool of Ch inese A cad emy S cience, B eij ing 100039, Ch ina)

Abstract: Six typ ica l model of Yellow R iver (W eihe R iver, J inghe R iver, L uohe R iver,W uding R iver,

Kuye R iver, H uangpuchuan R iver) w ere cho sen to ho ld the non2po in t po llu tan t load and occu rrence condi2
t ion of Yellow R iver, to p rovide the dependab le basis of the m echan ism of non2po in t sou rce po llu t ion of

Yellow R iver. Samp les of the top 0- 20 cm of stream 2bed sedim en ts and so il w ere co llected du ring 2004 to

2005, a long these tribu taries. A t the sam e t im e, st ream w ater samp les w ere co llected at each of the six w a2
tersheds. T he pH , to ta l n it rogen, to ta l pho spho ru s, ammon ium n itrogen, n it ra te n it rogen, o rgan ic m at ter of

the st ream 2bed sedim en t, and the pH , ammon ium n itrogen, n it ra te n it rogen, COD , perm anganate num ber in2
dex of w ater samp les in the six typ ica l modes w ere m easu red. A cco rd ing to the research w e can know the

non2po in t po llu t ion load in the w ater and sedim en t of the six typ ica lmodel of yellow river: In the so il of the

six w atersheds, the con ten ts of n it ra te n it rogen of L uohe R iver w atershed are mo re than tho se of o ther w a2
tersheds. W eihe R iver, L uohe R iver and J inghe R iver w atershed con ta in mo re ammon ium n itrogen, o rgan ic

m at ter, to ta l n it rogen and to ta l pho spho ru s than W uding R iver, Kuye R iver and H uangpuchuan R iver w a2
tershed, especia lly the ammon ium n itrogen of L uohe R iver w atershed is m ax im al. Bu t the so il pH of W ud2
ing R iver, Kuye R iver and H uangpuchuan R iver w atershed is h igher than that of the o ther w atersheds. In

the six river sedim en t, the con ten ts of n it ra te n it rogen of W eihe R iver is mo re than o ther rivers. T he con2
ten ts of ammon ium n itrogen in the six river sedim en t,W eihe R iver sedim en t is the h ighest, nex t is J inghe

R iver sedim en t and Kuye R iver sedim en t is the low est. T he ammon ium con ten ts of the six river sedim en t

are obviou sly h igher than that of the six river w atershed so il, bu t the n it ra te n it rogen is con trary. T he con2
ten ts of to ta l n it rogen in W eihe R iver and J inghe R iver sedim en t have lit t le d ifference, bu t h igher than the

o ther river sedim en t. T he con ten t of pho spho ru s in J ing river sedim en t is the h ighest and in Kuye R iver

sedim en t is the least. T he change of con ten t of o rgan ic m at ter in sedim en t is: Kuye R iver sedim en t> J ing

river sedim en t> W ei river sedim en t> L uo river sedien t> H uangfuchuan sedim en t> W uding river sedim en t.

In the w ater, the pH of W uding R iver is the h ighest, and W ei river is the least. T he con ten t of n it ra te n it ro2
gen in W ei river is h igher than o thers. T he con ten t of ammon ium n itrogen in J ing river is h ighest bu t in

Kuye river it is the least. Perm anganate num ber index of J ing river is m uch h igher than tho se of o ther

rivers. T he COD and perm anganate num ber index of w ater samp les in the six typ ica l river bodies have sim i2
la r changes.

Key words: yellow river w atershed; so il po llu t ion; sed im en t po llu t ion; w ater body po llu t ion; non2po in t

sou rce po llu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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