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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水问题中，湖泊水污染及富营养化问题十分
突出，已成为关系到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太湖、滇池、巢湖等三湖为代表的我国湖泊水质迅速恶化，使我国成为世界
湖泊富营养化的“重灾区”。
尽管进行了长期的治理，但湖泊水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太湖流域是我国人口最集中、经济规模最大、经济活力、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最为突出的核心经济区
之一。
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并大大超过水体纳污能力，经济发展与水环
境保护的矛盾格外突出。
例如，2006年太湖除东部沿岸为轻度富营养状态外，其余湖区均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
2007年5月底，太湖流域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蓝藻水华，面积达全太湖的1／3，对流域水生生态系
统构成了破坏，并威胁到无锡市饮用水源地水质与安全供水，导致太湖流域数百万居民守着太湖却无
水可用，严重影响了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身体健康。
解决好太湖流域的水问题关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意义重大、刻
不容缓。
温家宝总理在太湖蓝藻爆发后作出批示，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水污染的原因，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
大综合治理的力度，研究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国务院还先后两次在无锡市召开会议，对应急处置和环境综合治理作出重要部署。
此外，《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太湖流域污染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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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应急研究
项目——湖泊流域的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而成。
《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从太湖流域的基本特性入手，以湖泊流域“
自然一人工”二元水循环的水量水质过程为主线，较为系统地对流域水污染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诊断，
构建了流域水质、水量、水生态全要素、全过程综合调控体系方案；针对太湖流域的特点，借助系统
论与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对流域水污染的源头减排、末端治理、水体修复与应急管理以及管理体制改
革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剖析与政策设计。
　　《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可供水利、环保、城建、农业、国土资
源等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等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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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5 缺水严重太湖流域的缺水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水质型缺水。
太湖流域生活和工业对于优质水（水质Ⅲ类以上适合于饮用水源和一般工业用水）的需求量约61亿m3
，而目前流域内优质水资源供给量26亿～41亿m3，现有条件下正常年份太湖流域优质水资源缺水量
达20亿～35亿m3；从空间上看，优质水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山区水库、太湖湖心区、东部湖区和太浦
河，需求量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下游地区，供需具有相当的不匹配性（朱威，2003）。
二是季节性缺水。
“空梅”与少雨天气时，大量水稻用水和蒸发，会造成太湖水位快速下降，产生季节性缺水问题。
例如，1997年6月太湖水位降至2.57m，导致周围地区用水十分紧张（王浩和王建华，2007）。
2.2.6 洪水的困扰近500年来，太湖流域洪涝范围达15～20个县的共有35年，以苏州、松江、嘉兴等低洼
地区和湖州、宜兴等滨湖地区为重。
新中国成立后，流域性的洪水发生在1954年、1991年和1999年，洪水灾害损失分别为6亿元、113亿元
和142亿元，损失程度呈明显增加趋势。
2.2.7 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太湖流域水生态系统的脆弱与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藻类水华与
生物多样性锐减。
自1998年以来，太湖叶绿素a含量逐年上升，10年间全湖均值增长了137％，且近年有加速增长的趋势
。
其中梅梁湖相对较多，每升水中藻类数量达450万～2亿个。
随着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太湖爆发的藻类水华面积不断扩大，并向湖心伸展；藻类种属发生变化，
耐污类增加；藻类发生时间延长，春秋季可以显见（陈荷生和华瑶青，2004）。
太湖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多样性降低，鱼类由20世纪60年代的160种减少为当前的60～70种。
（2）湖泊生物淤积与沼泽化。
目前，东太湖90％面积生长水生植物，年生长量达112万t（陈荷生和华瑶青，2004）。
由于围网养殖覆盖水面造成水草收割困难，大量水生植物就地腐烂，加速了湖泊的生物淤积和沼泽化
过程。
（3）河网生态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河道中水生植物得益于有机污染供给而疯长蔓延，几乎占据了整个河道，
苏州河2000年的大量浮萍事件和2001年的大量水葫芦事件已引起人们关注（陈荷生和华瑶青，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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