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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人口的不断增加，排放的污染物日趋增多。
从太湖富营养化总体变化形势看，太湖的水环境问题远没有解决。
由于太湖属浅水型湖泊，具有垂直空间边界层界限模糊，风生流特征明显，底泥再悬浮作用显著，物
质和能量交换剧烈，以及人类活动影响显著等特点。
这些特点增大了对太湖水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变化和富营养化发生机理研究的难度’，’特别是目前
对太湖流域富营养化发生机理的研究没有从全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观点将陆域、河网和水体作为一个
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致使太湖流域富营养化发生机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及室内实验研究，获取
了大量的资料，取得了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基于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并于2002年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
理研究”，在2003～2006年4年的研究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和室内实验研究，并在太湖流域创建
了多个示范研究基地；同时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进行了考察和交流。
这些工作为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的持续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研究成果也为我国众多的浅水湖
泊富营养化控制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
本书主要特色如下：（1）首次将陆域、复杂平原河网、大型浅水湖泊有机耦合在一起进行污染物迁
移转化机理研究。
（2）在机理研究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非点源、河网水体污染物对太湖富营养化的贡献，采用野外
调查、选择典型区进行野外实验、进行室内模拟实验等方法，开展了污染物迁移转化的机理研究；并
建立氮、磷、有机污染物在土壤、河网及湖泊水体中的迁移转化定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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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目前太湖富营养化特征及其治理的主要科学问题与关键难点，本书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环境污染控制目标和地方政府需求，把复杂的太湖流域生态系统分解为陆域、河网及湖泊3个子
系统，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各子系统中水流与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内在联系耦合为一体进行
研究。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内容：一是流域非点源营养物质在水一土界面的迁移及量化研究；二是太湖
流域河网水体污染物质累计和迁移规律；三是太湖污染物累计和迁移规律；四是太湖流域污染物负荷
承载力与污染控制原理研究。
本研究采用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从机理到模型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污染物在水一土界面和河网及
湖泊中迁移、转化的模型系统。
    本书可供水文学与水资源、环境水利、自然地理、土壤学、水利工程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
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以及从事水资源管理专业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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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1　概述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总面积36894.9km2，人口4533.39万，在
占0.4％的国土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国约11％的工农业总产值，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之一
。
该地区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排放的污染物日趋增多。
1990年7月，太湖蓝藻水华暴发，梅园水厂无水可取，迫使无锡市116家工厂企业停产，直接经济损
失1.6亿元。
仅20世纪90年代，太湖藻类就暴发了4次，近期太湖藻类暴发的频次越来越高。
无锡市为了保证水源地的供水质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次将城市水厂取水口向湖心方向迁移，
但1996年耗资6亿元新建的离市区约20km的贡湖水厂，现又面临夏季蓝藻水华暴发的威胁。
1998年底，两省一市联合进行的太湖流域“零点达标”排放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工业污染负荷
，遏止了水环境恶化的趋势。
然而，从水质和富营养化的总体变化形势来看，太湖的水环境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太湖水质恶化与富营养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发达国家相关研究人员认为，流域上非点源污染是造成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其中，农业污染占非点源污染的64％。
由于我国污染治理程度和国外有较大差异，如何准确界定各类污染源对湖泊富营养化的贡献是一个非
常有意义的研究内容。
污染物在土壤系统中的迁移转换过程，过去很少深入研究，一般将土壤系统作为“黑箱”处理，该方
法局限性大，无法开展深层次研究。
国际上十分重视非点源污染迁移转化机理及定量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其研究成果
在国内的应用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我国正日益重视非点源污染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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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研究》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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