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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东湖水生植物的调查结果表明,东湖现存水生维管束植物共计 20科 25 属 33 种,其生物量约为 1, 137t ,

分布面积仅占东湖总面积的 0. 7% ,其中挺水植物分布面积占总面积的 98%。与 1957 年、1962～1963 年和 1988～1994

年相比, 东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分布面积和生物量进一步减少。认为造成东湖水生植被衰退的主要原因包括富营养化作

用加剧、过度放养草食性鱼类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 武汉东湖;水生植被; 衰退;演替分析

中图分类号: X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141( 2003) 08- 0054- 05

　　武汉东湖( E114. 49°, N30. 32°)是长江中游有代

表性的一个中型浅水湖泊, 面积约 28km
2,平均水深约

为 2. 21m ,最大水深 4. 5m。20世纪 50～60年代东湖

是一个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的草型湖泊。40多年来, 随

着湖泊集水区内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

量生活和生产废水排入东湖,水体污染严重,加之不合

理的水产养殖活动,水生植被遭到破坏,加速了湖泊富

营养化进程, 严重影响了正常功能的发挥, 治理东湖已

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恢复水生植被是重要的生物治

理措施, 1957～1994年期间东湖水生植被均有文献记

载
[ 1- 8]

, 1994 年以后则未见相关调查资料, 笔者于

2001年 9月对东湖水生植被的现状做了全面调查, 以

期为水生植被的恢复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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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2001年 9月,按陈洪达和何楚华所设置的断面 [ 2]

调查东湖的水生植被, 用面积 1/ 6m
2
的带网铁铗采

样,每点 2～3次, 按水生植物种类分别称取湿重,计算

生物量,另增加环湖采集路线,调查水生植物群落的分

布面积和单位面积生物量。全湖水生植物生物量用群

丛法计算。按文献
[ 9]
测定水体理化参数。

2　研究结果

2. 1武汉东湖水质状况

目前东湖已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子湖, 由于各子湖

的污染源和污染程度以及渔业操作水平和集水区内土

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各子湖的水质状况也不同。表 1列

出了东湖 5个主要子湖的水质指标。按《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 3838- 2002) , 东湖各子湖水质均低于Ⅲ

类,总氮、总磷等指标则低于Ⅴ类水标准; 从营养状况

看,各子湖均处于富营养和重富营养水平
[ 10]
。

2. 2武汉东湖水生植物的种类组成

笔者于 2001年 9月,按图 1所示断面全面调查了

东湖各子湖的水生植被,采样点的设置与陈洪达大致

相同,但略作调整,共采集到水生维管束植物 33种, 分

别隶属于 20科 25属(表 2)。

表 1　东湖主要子湖湖区水质理化指标( 2001 年 9 月)

透明度
( m ) pH

高锰酸盐指数
( mg/ L)

生化需氧量
( mg /L )

总氮
( m g/ L)

总磷
( mg/ L)

水果湖 25 8. 25 7. 05 9. 14 2. 770 0. 356

郭郑湖 28 7. 89 6. 05 7. 86 2. 025 0. 334

庙湖 25 8. 35 7. 30 10. 60 3. 100 0. 695

汤林湖 50 8. 30 5. 16 4. 28 2. 210 0. 065

后湖 48 8. 12 6. 66 5. 50 2. 470 0. 053

2. 3　武汉东湖水生植被面积与分布

目前东湖水生植被面积仅为全湖面积的 0. 7%。

各子湖的水生植被分布极不平衡。水果湖、郭郑湖、庙

湖几乎没有水生维管束植物,菱角湖只有少量分布, 汤

林湖、牛巢湖、后湖是水生植物主要分布湖区,但此三

个湖区的水生维管束植物也仅限于沿岸带(水深约 0

～1. 5m )分布, 湖心地带仅发现若干菹草的石芽。莲、

香蒲是东湖水生植物群落的优势种, 其次是芦苇、艹杏

菜、菱和大茨藻,一些对污染较为敏感的或为鱼类所喜

食 的 水 生 植 物, 如 微 齿 眼 子 菜 ( Potamogeton

maackianus ) 、黑藻 ( Hydri lla v erticillata ) 、水车前

( Ottella alismoides)、水马齿( Callit riche stagnal is)、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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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东湖水生植被调查断面布置图[ 1]

表 2　武汉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名录

Ⅰ蕨类植物 Pterodophyte

1苹科 Marsileaceae

( 1)苹 Marsil ea quar if ol ia L.

Ⅱ双子叶植物 Dicotyledoneae

2蓼科 Polygonaceae

( 2)两栖蓼 Polyg onum amp hibium L.

( 3)旱苗蓼 Polyg onum lap athif olum L.

( 4)喜旱莲子草 A lt ernathe ra p hi loxer oid es Gris eb.

3睡莲科 Nymphaeceae

( 5)芡实 Eu ry ale f erox Salis b.

( 6)莲 N elumbo nul if era Gaertu .

4金鱼藻科 Cer atophyl laceae

( 7)金鱼藻 Ceratophyl lum demersum L .

5菱科 Hydrocaryaceae

( 8)菱 T rap a bisp inosa Roxb .

( 9)野菱 T rap a incisa Sieb. et . Zucc.

( 10)四角矮菱 Tr ap a natans( L. ) var. p umila Nakano.

6小二仙草科

( 11)穗花狐尾藻 Myriophyl lum sp icatum L.

7龙胆科 Gent ianaceae

( 12)艹杏菜 L . nymp hy oid es( L. ) Hoffm . et . Link.

8狸藻科 Lentibulariceae

( 13)黄花狸藻 Vtricu laria aur ca Lou r.

Ⅲ单子叶植物 Monocotyledoneae

9香蒲科 T yphaceae

( 14)狭叶香蒲 Typ ha angust if olia L .

10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 15)菹草 P otamogeton cri sp us L.

( 16)马来眼子菜 Potag emon malaianu s Miq.

11茨藻科 Najadaceae

( 17)大茨藻 Naj as maj or All. .

( 18)小茨藻 Naj as minor All .

( 19)草茨藻 Naj as g raminea Del .

12泽泻科 Alism ataceae

( 20)慈菇 Sagit tar ia trif olia (L . ) var . sinensis( sims)M ak ino.

( 21)野慈菇 Sagit tar ia t rif olia L.

13水鳖科 Hydrocharitaceae

( 22)苦草 Val li sner ia sp iral is L

14禾本科

( 23)芦苇 Phr agmi tis communi s T rin

( 24)稗 Echinochloa crusg all ia( L. ) Beauv

( 25)菰 Ziz anic cad ucif lora Tur cz

15莎草科 Cyperaceae

( 26)水葱 S cirp us lacust ri s( L. ) var tabernaemontani T rau v.

( 27) 草 S cirp us t riquete r L.

16天南星科 Araceae

( 28)菖蒲 A corus calamus L.

17浮萍科 Lem naceae

( 29)浮萍 L emna minor L .

18鸭跖草科 Commilenaceae

( 30)水竹叶 A ne ilema keisak H assk.

19雨久花科 Pon tedriaceae

( 31)凤眼莲 Eichhor nia c russip es Solms .

( 32)雨久花 Monochor ia K or sakovi i Regel et M aack .

20灯心草科 Juncaceae

( 33)灯心草 Juncus ef f use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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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草( E riocaulon buergerianum)等已从东湖消失
[ 6]。其

它一些种类如苦草、金鱼藻和马来眼子菜只有零星分

布。

2. 3. 1 挺水植被

东湖目前的水生植被主要由挺水植物组成, 挺水

植被面积约占水生植被总面积的 98% ,分布较广的为

香蒲群落和莲群落,在汤林湖、牛巢湖和后湖等子湖港

汊和岸边浅水处形成较大面积的群落, 伴生种有喜旱

莲子草、慈菇、菖蒲和水葱等。此外,芦苇在汤林湖和牛

巢湖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菱角湖有少量挺水植物分

布,其余湖区则几乎无挺水植物分布。

2. 3. 2 浮水植被

东湖浮水植被包括艹杏菜群落、菱群落,且主要分

布于汤林湖、牛巢湖的沿岸带,其余湖区除凤眼莲外,

基本无浮水植物分布。浮水植物群落多为单优种,伴生

有零星的穗花狐尾藻和苦草等。

2. 3. 3 沉水植被

东湖现存沉水植被面积仅占水生植被总面积的

0. 5% ,分布最广的是大茨藻,主要分布于牛巢湖。此

外,穗花狐尾藻在牛巢湖和汤林湖各有 40m 2～50m 2

的分布,其余沉水植物如苦草、金鱼藻、马来眼子菜仅

有零星分布, 水果湖、郭郑湖、庙湖、菱角湖几乎无沉水

植物分布。

东湖现存水生植被结构简单,伴生种类极少或为

单优群落。水生植物分布呈镶嵌式样。植物群落仅在

沿岸浅水处分布, 沉水植物向岸边退缩,在污染严重的

湖区尤为明显,仅在局部湖汊可以见到自岸边向湖心

由挺水植物、漂浮植物、浮叶根生植物和沉水植物形成

的水平与空间分布格局。

表 3　武汉东湖水生植物群落的面积和生物量(湿重)

生活型 群丛
面积

( m2)

单位面积

生物量

( g/ m2)

群丛

生物量

( t )

占植被

总面积

百分比

( % )

占总生

物量

百分比

( % )

挺水植物 香蒲群丛

莲群丛

芦苇群丛

蓼群丛

92, 900

91, 200

8, 800

4, 400

7, 976

3, 480

3, 017

5, 899

741. 00

317. 00

26. 55

25. 95

46. 17

45. 33

4. 37

2. 18

65. 20

27. 89

2. 34

2. 28

小计 197, 300 5, 628 1, 110. 50 98. 05 97. 71

浮叶植物 艹
杏菜群丛

菱群丛

凤眼莲群丛

900

500

1, 500

1, 173

1, 900

5, 400

1. 05

0. 95

8. 10

0. 45

0. 25

0. 75

0. 09

0. 08

0. 71

小计 2, 900 3, 483 10. 10 1. 45 0. 88

沉水植物 大茨藻群丛

穗花狐尾藻群丛

900

100

1, 800

300

16. 00

0. 03

0. 45

0. 05

1. 41

< 0. 001

小计 1, 000 1, 603 16. 03 0. 50 1. 41

合计 201, 200 5, 649 1, 136. 58 100. 00 100. 00

2. 4武汉东湖水生植物生物量

由于东湖水生植物群落面积较小, 且多分布于湖

区沿岸带,分布极不均匀,如果按断面法计算则每个采

样点的数据均对全湖生物量的计算产生影响,结果导

致总生物量偏高, 故采用群丛计算法来计算生物量(表

3)。

3　 结果讨论

3. 1武汉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生活型组成变化。

表 4　武汉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生活型组成

生活型
1957 1962～1963 1988～1994

种数 比例( % ) 种数 比例( % ) 种数 比例( % )

2001

种数 比例(% )

挺水植物

漂浮植物

浮叶根生植物

沉水植物

27

8

9

12

48. 2

14. 3

16. 1

21. 4

40

9

13

21

48. 2

10. 8

15. 7

25. 3

38

9

13

20

47. 5

11. 2

16. 3

25. 0

15

2

7

9

45. 4

6. 1

21. 2

27. 3

总计 56 100 83 100 80 100 33 100

　　注: 1957, 1962～1963, 1988～1994数据分别引自文献[ 1]、[ 2- 3] ,

[ 5- 7]

从表 4可以看出, 1957～1963 年, 东湖水生维管

束植物物种有所增加, 1988～1994年水生植物物种数

量基本和 1962～1963年接近。至2001年, 东湖只采集

到水生维管束植物 20科 25属 33种,物种数量分别只

有 1962～ 1963 年的 39. 8%和 1988～ 1994 年的

41. 3%。从表 4还可以看出, 40多年来,东湖各种生活

型水生植物组成比例没有发生变化, 依次是挺水植物

> 沉水植物> 浮叶根生植物> 漂浮植物, 只是各种生

活型的 物种数量逐 渐减少, 一些种 类如水 蕨

( Ceratop teri s thalit rodes)、微齿眼子菜、黑藻、水车前、

水芹( Oenanthe j avanica)等已从东湖消失。

3. 2 武汉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分布面积和生物

量变化

对东湖水生植物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50 年代。

1957～2001年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的变化见表

4。1957年水生植物分布面积和生物量未见有资料记

载。1962～1963年间,东湖水生植被面积为23. 78km
2 ,

占全湖总面积的 83% ,水生植物生物量为 30, 440t [ 2]。

1972～1978年微齿眼子菜分别从郭郑湖和汤林湖消

失[ 3]。1987～1988年间,水果湖、郭郑湖和汤林湖三个

湖区共有水生植物 50种,其中挺水植物 19种, 浮叶植

物 7种, 漂浮植物 6种,沉水植物18种[ 4]。植被分布面

积以汤林湖最大, 约占该湖区面积的 90%。1991～

1993 年水生植被面积为 0. 8km 2, 不到全湖面积的

3% ,水生植物生物量为 3, 070t
[ 5]
。1992年东湖水生植

被的面积曾高达全湖面积的 12. 45%, 主要是因为后

湖水生植物的繁茂。此后,后湖及其它子湖再也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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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1992年水生植被繁茂的情况。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东

湖水生植被面积仅为 0. 2km 2, 占全湖面积的 0. 7% ,

水生植物生物量采用群丛法计算为 1, 137t。

3. 3武汉东湖水生维管束植物群落演替分析

植物群落演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往往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它反映了植物与环境的动态关系。植物群落

演替最明显的特征是优势种的更替。40多年来,东湖

水生植物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 50年

代末期东湖主要种为芦苇、菰、微齿眼子菜、满江红

( A z olla imbricata)、艹杏菜等
[ 1]
。60年代初期的优势种

为微齿眼子菜、大茨藻、黑藻、穗花狐尾藻和金鱼藻, 其

中微齿眼子菜的分布面积和生物量占绝对优势。水生

植被划分为 14个群丛, 主要群丛类型为大茨藻群丛、

微齿眼子菜群丛、微齿眼子菜+ 黑藻群丛和微齿眼子

菜+ 穗花狐尾藻群丛。自 1965年以后水生植被分布面

积越来越小, 庙湖、烧箕斗和水果湖的水生植物相继绝

迹,郭郑湖仅沿岸和个别湖汊有植物零星分布, 其它湖

区则由大茨藻、穗花狐尾藻和金鱼藻各自形成单优群

丛。1972年和 1975年,微齿眼子菜分别从郭郑湖和汤

林湖消失,大茨藻代之而成为绝对优势种。到 70年代

末期,除莲群丛和大茨藻群丛继续存在外, 其它群丛都

接近消失或已经消失[ 3]。80年代末期水生植被开始恢

复,群丛类型增加,但原有的微齿眼子菜群丛、微齿眼

子菜+ 黑藻群丛、金鱼藻群丛等未见出现, 绝大部分为

大茨藻群丛分布
[ 4]
。九十年代初,东湖仍未发现微齿眼

子菜, 水生植被以大茨藻、穗花狐尾藻和苦草占优势,

划分为十个群丛:即大茨藻群丛、苦草群丛、穗花狐尾

藻群丛、大茨藻+ 苦草群丛、苦草+ 穗花狐尾藻群丛、

菹草群丛、金鱼藻+ 穗花狐尾藻群丛、香蒲群丛、菱群

丛和莲群丛, 除几个优势种形成单优群丛外,开始出现

共优群丛[ 5, 11]。2001年, 黑藻、水车前等也从东湖消

失,水生植物以挺水植物香蒲和莲占绝对优势, 植物群

落包括结构单一的莲群丛、香蒲群丛、芦苇群丛和蓼群

丛,此外还有小面积的艹杏菜、菱、凤眼莲、大茨藻和穗

花狐尾藻群丛,水生植物生物量大大降低。

植物种类的减少、优势种的更替、群落类型的改变

和分布区的缩小,使东湖水生植物群落的带状分布和

层次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40多年来东湖水生植被调

查表明,挺水植物群落、浮叶植物群落和沉水植物群落

的植物带分别按 0～4. 0m(分布水深)、0～3. 5m、0～

2. 3m
[ 11]逐渐从湖心向湖岸退缩至本次调查的 0～1. 5

m, 植物带逐渐变窄。

3. 4武汉东湖水生植被衰退的原因

3. 4. 1 水生植被衰退与水体富营养化的关系

20 世纪 50～60年代, 东湖周边地区城市化水平

较低, 1950年湖滨人口只有 2万人左右 [ 12]。东湖水质

清澈,水生植物丰富。此时东湖正处于由中营养型向富

营养型化转化的阶段, 1957年东湖水生植物中耐肥种

有 13种,标志着它已成为富营养型湖[ 1]。但此时人为

的影响尚属次要, 从整个湖来说,还是天然富营养作用

为主。60年代以后,东湖周边地区城市化不断提高。20

世纪 70年代东湖周边人口已超过 10万人[ 12] , 90年代

滨湖地区人口更是达到了50多万。目前全湖区人口已

逾百万。大量的氮、磷通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

进入东湖。据测算
[ 13]

, 每年输入东湖的氮总量为 536.

3t , 磷为 87. 8t ,而输出的氮仅为 213. 1t , 磷为 70. 1t ,

这样每年积累在东湖的氮和磷分别为 323. 2t 和 67.

7t。从而人为加速了东湖富营养化进程。1956～1964

年,东湖水的氮磷比为 13左右,磷素限制着浮游植物

的初级生产, 浮游植物以甲藻和硅藻为主,生产力较

低,水生植物能充分利用沙底泥中的营养而大量生长

和繁殖,生物量和分布面积较大。1973～1993年,氮磷

比为 8～12之间。到 2001年,东湖水氮磷比进一步降

低,水果湖、郭郑湖和庙湖等污染严重的湖区甚至降至

4～8, 丰富的营养和适合的营养比例刺激浮游植物大

量繁殖,生产力提高,数量迅速增加, 种类组成转变为

以蓝藻和绿藻为主,夏、秋季常暴发“水华”,水质恶化,

悬浮颗粒增多,透明度下降,限制了水生植物尤其是沉

水植物的生长和分布。穗花狐尾藻和金鱼藻能通过增

大叶绿素含量在苗期适应弱光环境[ 14] ,成长后其植株

的部分集中于水表层获得对光的生理需要。大茨藻的

光补偿点较低, 其种子即使在黑暗条件下亦可以萌

发
[ 15 - 16]

, 成长后形成较长的枝条, 部分枝叶处于水体

表层,故受透明度下降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可能是穗花

狐尾藻、金鱼藻和大茨藻尚能在东湖少量存在的原因。

同时随着浮游植物生产力的提高,养分循环加速,湖泊

沉积物稳定性下降,不利于沉水植物扎根。春季沉积物

表层中有机物的分解所造成的厌氧状态还会影响沉水

植物种子的萌发[ 17]。此外藻类分泌的化感物质及藻类

死亡后分解的物质对水生植物的生化克制作用亦影响

水生植物的兴衰
[ 18]
。这些都是富营养化水平不利于沉

水植物生长的方面。在这些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沉

水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 生态位压缩,从湖心向

沿岸浅水处退缩直至消失。

3. 4. 2 水生植被衰退与渔业养殖之间的关系

东湖原来是一个以捕捞天然渔业为主的湖泊, 此

时草食性鱼类的数量对水生植被的威胁不大。从 20世

纪 50年代开始,东湖渔业逐步转为人工放养。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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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后人工放养量逐年增加,同时为了渔业增产

的目的,大量草食性鱼类被放养,致使草食性鱼类的摄

食量大大超过了水生植物再生产能力
[ 19]
。鱼类的捕食

作为一个强大的选择压力[ 7] ,淘汰了那些对捕食敏感

的水生植物, 只有那些再生能力强和具备各种物理和

化学防御机制的物种才能维持其生存。微齿眼子菜根

系不发达,植株再生能力较弱,同时因粗纤维含量低、

营养成分易消化吸收而为草鱼 ( Ctenopharyngodon

idel lus)、团头舫(M egalobr ama ambly cephala)等鱼类

所喜食 [ 19- 20] ,因而随捕食强度的不断增大而从东湖消

失。金鱼藻、穗花狐尾藻虽含丰富的蛋白成分, 但粗纤

维含量亦高而为鱼类不喜食
[ 20]
。大茨藻的枝叶具有较

厚的棘刺和角质层,鱼类对其选择性也较低。东湖的汤

林湖、牛巢湖和后湖与其它湖区相比, 水质较好, 透明

度较高,有利于沉水植物的生长,但由于附近渔场放养

的草鱼性鱼类的捕食, 苦草、菹草、金鱼藻和马来眼子

菜等沉水植物在这三个湖区数量锐减甚至消失
[ 19, 21]

。

3. 4. 3 水生植被衰退与其它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自然演变和人为活动(围

垦、随意填塞等)的影响, 东湖面积逐渐缩小
[ 22]
。尤其

20 世纪 60年代末以来, 为了渔业养殖和城市建设的

需要,人为地在各湖区之间修路筑堤,东湖被分割成几

个子湖,几十个湖湾港汊也被隔离、填没, 大大削弱了

东湖的自净能力。湖岸筑堤以后,减少了湖滨沉积作

用,沿岸带底质逐渐变硬, 湿地生境丧失, 不利于芦苇

和菰等具有复杂的地下茎和根系的挺水植物的生长,

限制和破坏了挺水植物带的发育,各湖区靠近堤岸的

地方,几乎无挺水植物分布。此外,各湖区之间的分隔

还阻碍了水生植物种源的散布,限制了水生植物的分

布和恢复速度 [ 11]。由于各湖区的富营养化程度不同,

水生植被衰退程度也不同。郭郑湖、水果湖和庙湖湖区

污染程度最严重, 属于重富营养化类型,已基本无水生

植被分布。牛巢湖、后湖、汤林湖和菱角湖主要用于渔

业养殖,污染程度较轻,是水生植被的主要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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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重庆“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
　　“生态保护行动计划”自 2002 年 10 月启动以来, 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大部分专项已完成了资料收集

整理、野外调查、采样和数据处理、典型分析与评价、图件编制

等工作, 正在编写专项报告,其中“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对策

研究”已通过验收。该行动计划包括重庆市农村面源污染调查、

外来物种入侵和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查、生态环境脆

弱性评价及生态破坏经济损失评估、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生态

功能比较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制及对策研究等专

项。其将为该市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规划以及重庆三峡库

区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编制, 生态保护的宏观决策和监

督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吕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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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 f HRT and superficial velocit ies, t he carr y-out o f

Anea robic Ammonium Ox idation and technics mending .

Key words: U 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 low str eng th

w ast ewat er o f the lower temperature

Optimization of Simplified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Models

L iu Fang, Gu Guowei

( P ollut ion Contr ol and Resources Resear ch Stat e Key

Labor ato ry , T ongji Univ er 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In o rder t o pr omo te the sim plified activated

sludge pro cess models fr om the operat ion, t he opt imization

must be used to enhance the sim ulation precision. T he ext end

Kalman filter , t he neural netw ork, the simple err or s feedback

system and those simulat ion r esults w ere induced. The

simula tion r esults show ed that the qualitative change behav ior

of the optimization ROM w as similar to t ha t of ASM 1, the

simula tion result s of PO3-
4 and NO-

x of neur al netwo rk were

perfect and t hat the simulation per formance of the simple

err o rs feedback system w as well.

Key words: simplified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models;

optimization; the ex tend Kalman filter ; the neural netw ork;

the simple er r or s feedback sy st em

Review On Spray Dryer Absorption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Technology

Pan Zhaoqun

( Sout h China U niver sity o f Technolog y, GuangZhou 510641)

Abstract: Spr ay dry er flue gas desulfur ization techno lo gy

has been applied in China in these year s. In this paper the

pro cess and the mechanism have been int rodu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efficiency and the chem ical r atio, near

saturat ed t emperature , inlet g as temperature , sulfur diox ide

concent ration have been ana ly zed in details. This new method

get s advant ages over more simple sy stem, lower investm ent ,

less operational cost and t he residue w hich is ea sier to deal

w ith.

Key words: spra y dr ying absorption; flue gas

desulfur ization

Relating the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ood
Sheng Yiling

( Jinhua colleg e of pro fession and t echnolo gy ,

Jinhua 321000)

Abstract: In the light o f the action that many contr aband

ar e used on fo 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od qua lity and safet y, r aising the

feasibility and urgency for g r een food development . We are

sur e that gr een food must have w ide development open space

by the incr easing o f people's lev el.

Key words: food safety ; g reen fo od; development pr o spects

Some Problems about Feasibility Repor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when Construction Project Carry Out

Zhao Kejun, He L iquan, Zhang Yong , Zhao T ongxin

( X injiang chem ical eng ineering design&research

inst itute, U rumqi 830006)

Abstract: Ba se the many years' w o rk experience, the

author analyse some problems about Feasibility repo rt and

Envir 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Const ruction pr oject ,

ra ises how make full use o f Feasibility repo rt about

Constr uction pr oject for Env ir 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

and how make Env ir 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cur ate if

ther e is no Feasibility r epo rt . In a w ord , one o f the main a im o f

this art icle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 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harm onize r elation w ith Env ir 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 event pollut ion fr om constr uct ing.

Key words: construction pro ject; environment al impact

assessment; feasibility r epor t; env ir onmental pr otectio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quatic Vegetation in Lake Donghu,Wuhan
Wu Zhenbin, Chen Deqiang , Q iu Dongru, L iu Baoyuan

( The State Key Labor ato ry of F resh Water and Biotechnolog y ,

Inst itute o f Hydrobiolog 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

Abstract: The invest iga tion show ed that ther e were 33

species aquatic plants belonged to 25 genus and 20 families in

Lake Donghu. The distr ibution ar ea of the aquat ic plants w as

only 0. 7 per cent of t he tot al area of t he lake and t he biomass

w as 1, 137 t on. Compared to the data in 1957, 1962～1963 and

1988～1994, the aquatic vegetation in the lake has declined

seriously , especially the submerged vegetation. T he paper

discussed t he main r easons of declinat ion o f aquat ic vegetation

including t he eut rophication, the excessiv e breeding o f

herbiv or ous fishes and the effect o 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lake Donghu of Wuhan; aquat ic v eget ation;

declination; ev olut 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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