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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友铭、王天厚、裴恩乐、崔心红、沈根祥编写的《上海内陆湖泊湿地湖滨带污染控制及生态修
复(生态上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对大莲湖及周边人工湿地生态现状及农业面源污染特征进行分
析，开展了土地塑造和水系调整技术、生态化种养殖模式及技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BMPs技术体系、
湖滨带植被群落恢复技术、人工滤床水质净化技术、生物多样性恢复技术等湿地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的
研发和集成，并实施了湖滨带综合治理工程、湖泊湿地关键物种保育、人工湿地水体净化系统、生态
种养殖模式等多项示范工程，提出了上海市太湖流域湖泊湿地功能修复和保育的实施方案，为环太湖
流域湖泊湿地修复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成功案例。

《上海内陆湖泊湿地湖滨带污染控制及生态修复(生态上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可供各级政府有关管
理人员以及从事湖泊湿地生态学、水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及规划、湿地动植物资源保护等高等院校师
生及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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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研究选取能够代表淀山湖流域典型性农业生产方式的大莲湖区域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大莲湖区域主要农业生产模式面源污染流失监测和区域水系水质四季监测，研究了该区域主要农
业生产模式面源污染流失特征、区域水系水质季节性变化规律以及区域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季节影响
规律，并以此为依据，从工程性技术措施和宏观政策体系两个层面，因地制宜地集成了适合当地特点
的大莲湖区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体系。
此外，基于先期建成的大莲湖区域湿地生态系统A片区和B片区，开展了封闭静态条件下对污染物季节
性净化作用与效果的监测评估和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1.农业面源污染流失规律及负荷特征 通过大田小区径流试验，得出了区域内最主要的
两种种植模式（茭白单作和茭白水稻轮作）面源污染流失规律。
结果表明，降雨产生的农田地表径流氮、磷含量受化肥施用量及施用时问影响大，氮、磷污染物排放
主要集中在降雨较多的6～9月份，分别占全年总排放量的97.5％及93.6％。
 通过水产养殖鱼塘排水定点监测，获得了大莲湖区域主要水产养殖模式的面源污染流失规律。
其中，鱼类养殖由于饲料投放量大，致使排水面源污染物含量高，污染贡献最大，TN、TP及COD排
放分别占各污染物年排放总量的37.2％、10.3％及71.7％。
 综合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情况，大莲湖区域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COD、TN、TP排放
总量分别为39.04 t／a、9.36 t／a、0.92 t／a。
通过等标污染负荷分析得出，大莲湖区域主要污染物是TP，占各类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63.2％；主要
污染源为鱼类养殖，其等标污染负荷比达50.3V00。
 2.区域水系水质季节性变化规律及富营养化程度 大莲湖及其主要支流入湖河段四季监测结果表明，湖
水水质与农业面源污染、水生生物生长等密切相关。
TN含量冬、春两季明显要高于夏、秋季节，而受水产养殖排水影响，TP含量夏、秋季远高于冬、春
季节。
对湖水水样进行浮游植物镜检分析发现，大莲湖藻类约有7门40属64种，四季均存在富营养型浮游植物
指示种群，并根据Pielou均匀度指数评价得出，大莲湖水域水体营养状态全年处于中营养一中至富营
养化之间，其中夏季富营养化程度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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