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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质及富营养化变化趋势分析

毛新伟,徐  枫,徐  彬,高  怡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文水资源监测局, 江苏 无锡  214024)

摘要: 以太湖 1997~ 2006年系列监测资料为依据,对太湖近 10年的整体水质状况、富营养化状况以及主要

污染指标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 太湖水质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水体状况呈逐渐恶化的趋势, 富营养

化程度逐年加剧,太湖治污工作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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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and eutrophication in Taihu Lake

MAO Xin-wei, XU Feng, XU Bin, GAO Yi

(Monitoring Bureau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Taihu Basin Authority , Wuxi 214024, China)

Abstract:Ten-year water quality, eutrophication condition and main pollut ion indices in Taihu Lake were analyzed using

monitoring data from 1997 to 200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hu Lake was mostly polluted by organic matter, and water

quality deteriorated with eutrophication. Great effort is needed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in Tai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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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 是太湖流域人民的

母亲湖。近年来,太湖的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一直

是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太

湖流域管理局水文水资源监测局 1997~ 2006 年间

监测收集的系列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论述了太

湖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和变化的趋势。

1  太湖水质及富营养化概况

太湖现有水面积 2 338 km2。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太湖水质较好,以 Ò类为主, 完全符合饮用

水源地标准,水体以中营养和轻度富营养为主。据

记录, 1980 年以前, 太湖很少出现大面积的蓝藻。

从20世纪 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中期, 因受有机污染

影响,太湖水质的类别下降了 1个等级,全湖平均由

原来的以Ò类水为主变到以 Ó类水为主, Ô、Õ类

污染水域不断扩大。太湖水体营养状况上升了 2个

等级,上升到目前以中度富营养为主,个别水域已达

重富营养化。1987 年太湖水质高锰酸盐指数

( CODMn)、总磷( TP)、总氮(TN)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3130mg/L、01029mg/ L、1154mg/L ,至 2000年分别上

升为 5128mg/ L、0110mg/ L、2154mg/ L, 短短 13年间

分别上升了 60%、248%、65% [ 1O2]。

2006年全年期, 在 TN、TP 指标不参评的情况

下,太湖 9个湖区中 (湖区分布见图 1)水质 Ó类 4

个, Ô类 1个, Õ类 1个,劣于Õ类 3个,超标湖区水

体面积占3215% ,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 NH3-N)、五
日生化需氧量( BOD5)、化学需氧量( COD)、CODMn和

溶解氧(DO)。五里湖、竺山湖和西部沿岸区水质为

劣于Õ类,共占 1117% ,约 274km2;梅梁湖水质为Õ

类,占 513% ,约 124km
2
;南部沿岸区水质为Ô类,占

1515%, 约 363 km2; 其余为 Ó类, 共占 6715%, 约
1 577 km2。2006年全年期东太湖为轻度富营养水平,

占湖区总面积的 714%, 其他湖区均为中度富营养
水平,占 9216%(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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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湖湖区分布

表 2 1997~ 2006 年太湖各湖区全年期水质评价

年份 五里湖 梅梁湖 竺山湖 贡湖 东太湖 湖心区
东部

沿岸带

西部

沿岸带

南部

沿岸带

全湖

综合评价

达标

面积/ km2
达标

率/ %

1997 Ó Õ Ó Ò Ó Ó Ó 197713 9311
1998 Õ Ô Õ Ó Ò Ò Ò Ó Ó Ó 214614 9118

1999 劣于Õ Õ Ô Ò Ò Ó Ò Ó Ò Ó 214614 9118

2000 劣于Õ Õ Õ Ó Ó Ó Ó Ó Ó Ó 214614 9118

2001 Õ Õ Õ Ò Ò Ó Ò Ó Ó Ó 214614 9118

2002 劣于Õ 劣于Õ 劣于Õ Ó Ò Ó Ò Ó Ò Ó 214614 9118

2003 劣于Õ 劣于Õ 劣于Õ Ó Ó Ó Ò Ó Ò Ó 214614 9118

2004 劣于Õ 劣于Õ 劣于Õ Ó Ó Ó Ò Ó Ò Ó 214614 9118

2005 劣于Õ 劣于Õ 劣于Õ Ó Ó Ó Ó Ó Ó Ó 214614 9118

2006 劣于Õ Õ 劣于Õ Ó Ó Ó Ó 劣于Õ Ô Ô 157711 6715

  注:全湖综合评价采用各湖区面积加权平均法进行评价。

表 1 2006 年太湖各湖区水质类别及富营养化水平

湖区
湖区面积/

km2
水质类别 富营养化水平

五里湖 518 劣于Õ 中度富营养

梅梁湖 12410 Õ 中度富营养

竺山湖 6813 劣于Õ 中度富营养

贡湖 16318 Ó 中度富营养

东太湖 17214 Ó 轻度富营养

湖心区 97219 Ó 中度富营养

西部沿岸区 19918 劣于Õ 中度富营养

东部沿岸区 26810 Ó 中度富营养

南部沿岸区 36310 Ô 中度富营养

若考虑TN、TP, 2006年全太湖各个湖区的水质

均劣于Ó类,全湖综合评价水质劣于Õ类,水质单项
指标中, TN超标严重。

2  近 10年太湖水体状况评价

2. 1  水质综合评价

太湖为苏、浙省界湖泊,污染主要来自太湖西北

部的江苏省无锡市和常州市。监测结果表明, 1997

~ 2005年 9年间太湖水质基本保持稳定, 全湖综合

评价为 Ó类(TP、TN不参加评价) , 分湖区达标率在
90%以上, 2006年水质有所下降, 整体评价为Ô类,

上升了 1个类别[ 3]。详见表 2和图 2。

图 2 1997~ 2006年太湖水质达标率年际变化

从太湖各个湖区来看, 太湖湖心区、东部湖湾水

质较好, 长年保持在 Ò~ Ó类。其中湖心区水质较
为稳定,维持在Ó类;东太湖和东部沿岸区是目前太

湖水质最好的区域,但自 2002年以来水质已由Ò类

变为Ó类,下降了 1个类别。

1997~ 2005年, 西部沿岸区和南部沿岸区水质

尚可,南部沿岸区为Ò~ Ó类,西部沿岸区保持在Ó

类。2006年,西部沿岸区和南部沿岸区水质明显恶

化,南部沿岸区为Ô类, 化学需氧量超标, 西部沿岸
区为劣于Õ类, COD、CODMn, BOD5 和 NH3-N等有机

污染综合指标均超标。

北部湖湾区水质较差, 除梅梁湖 1997年达到 Ó

类外,各湖湾历年水质评价结果均超标,主要超标项

目为 COD、CODMn、BOD5 和 NH3-N 等。其中五里湖

为Õ~ 劣于Õ类, 2002年后水质保持稳定, 恶化程

度趋缓; 2002年前,梅梁湖水质略好于五里湖,一般

为Õ类, 2002年后为劣于Õ类, 2006年恢复至Õ类;
竺山湖近年水质不断恶化, 2002年前为Õ类, 之后

一直为劣于Õ类。

若考虑TN、TP, 1997~ 2006 年全太湖水质均不

达标, 1999~ 2001年全湖综合评价为Õ类,其余年份

均为劣于Õ类, TN超标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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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富营养化评价

表 3 1997~ 2006 年太湖各湖区全年期富营养化评价

年份 五里湖 梅梁湖 竺山湖 贡湖 东太湖 湖心区
东部

沿岸带

西部

沿岸带

南部

沿岸带

全湖

综合评价

中富

面积/ km2
中富

比例/ %

1997 中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12913 611

1998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19116 812

1999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180510 7712

2000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轻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52614 2215

2001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180510 7712

2002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195210 8315

2003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165316 7017

2004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180016 7710

2005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202919 8618

2006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轻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中富 218113 9313

  注: / 轻富0代表轻度富营养, / 中富0代表中度富营养。

表 4  1997~ 2006 年太湖水质单项指标超标率排序

序号
太湖平均 五里湖 梅梁湖 竺山湖 西部沿岸区

项目 超标率% 项目 超标率% 项目 超标率% 项目 超标率% 项目 超标率%

1 TN 8217 TN 100 TN 100 TN 100 TN 9418

2 TP 7411 TP 100 TP 100 TP 9412 TP 8113

3 COD 3214 BOD5 8412 NH3-N 7418 BOD5 8018 COD 3313

4 BOD5 3012 CODMn 6617 BOD5 7212 CODMn 6813 BOD5 1911

5 NH3-N 2511 NH3-N 6617 COD 6319 NH3-N 6713 CODMn 718

6 CODMn 2218 COD 6111 CODMn 5113 COD 6111 NH3-N 611

7 DO 514 DO 1310 石油类 412 DO 1713 DO 117

  根据 1997~ 2006年太湖富营养化监测结果, 以

年平均值进行评价,太湖整体已由轻度富营养化升

至中度富营养化。中度富营养化所占比例不断上

升,轻度富营养化水域面积由 1997年的 1995 km2 降

至2006年的 15715km2[ 3] (图3) ,表明近年来太湖富
营养化程度在不断加剧。

图 3 1997~ 2006年太湖富营养化比例年际变化

各湖区中, 位于北部湖湾区的五里湖、梅梁湖和

竺山湖富营养化较重, 其余湖区富营养化水平在

2000年后有小幅回落,至 2002 年起持续上升, 目前

仅东太湖能一直维持轻度富营养化水平, 其余湖区

均达到了中度富营养化水平。1997~ 2004年东部沿

岸区为轻度富营养, 2005 年后达到中度富营养水

平,西部沿岸区自 1999 年至今均为中度富营养, 其

他湖区目前均为中度富营养水平。详见表 3。

2. 3  超标水质指标评价
太湖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农业

面源污染, 影响水质的主要为有机污染, 例如 TN、

TP、COD、BOD5、NH3-N、CODMn和富营养化评价指标

叶绿素 a等。有毒化合物和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

近 10年的监测均未出现超标现象[ 3]。表 4中列出

了太湖主要污染指标在水质相对较差的湖区及太湖

水体中 10年间超标情况, 可以看出, TN、TP 是太湖

水体中超标最严重的, 其次为 COD、BOD5、NH3-N、

CODMn、DO等。叶绿素 a 是表征水体藻类含量的生

物指标, 也是反映太湖富营养化的重要指标, 10年

间含量逐年升高, 全湖均值增长了 237% , 增幅惊

人。各个单项指标低点出现在 1999~ 2002年,高点

出现在 1997年和 2006年。

3  变化趋势分析

3. 1  水质变化趋势

通过对多年监测值的评价统计,除去 TP、TN指

标不参评外, 太湖 2005年以前水质尚可, 基本维持

在Ó类,达标率在 90%以上, 但水质仍呈现恶化的

趋势[ 4]。2006年, 太湖水质整体下降为Ô类, 达标

率仅6715%。太湖各湖区中东太湖水质最好,近年
来部分污染指标含量有小幅上升, 水质类别由 Ò类
变为Ó类,上升了 1个类别。东部沿岸区、湖心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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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湖水质尚好, 近年来均保持在Ó类,污染指标含量
略有小幅上升。南部沿岸区和西部沿岸区水质呈现

恶化的趋势, 2006年前水质为 Ó类, 2006 年水质为

Ô类,其中南部沿岸区 2004~ 2006年水质由 Ò类变
为Ô类,每年上升 1个类别。

3. 2  富营养化变化趋势

太湖富营养化趋势较为明显, 已由轻度富营养

水平变为中度富营养水平, 且富营养化程度逐年上

升。叶绿素 a的含量逐年升高, 表明湖区藻类发生

量逐年增加, 富营养化加剧, 致使太湖蓝藻频繁爆

发,且其变化趋势已脱离营养盐的走势。

3. 3  水质单项指标变化趋势
太湖近年来有机污染指标浓度有升高之势,

NH3-N和 CODMn等指标与 1998 年相比升幅在 20%

以上。营养指标中, TN 浓度持续上升, TP 浓度在

2000年后有所下降,至 2002年出现最低值, 2002年

后又逐年上升。CODMn、NH3-N、TN 和 TP 指标在

1997~ 2006年间均出现先抑后扬的趋势, 总体呈逐

年升高趋势。叶绿素 a 近年有加速增长的趋势, DO

和 BOD指标基本持平。详见图 4。

图 4  太湖湖区主要指标均值年际变化趋势

4  结  语

1998年底实施太湖治污零点行动后, 太湖水体

恶化的总体趋势得到了控制,短期内水质有一定改

善,但水污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 5]。2000年

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太湖周边地区的污水不断

入侵,太湖水质又呈现逐年恶化的趋势,富营养化加

剧,太湖蓝藻频繁爆发。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大减

排、截污、引水、清淤、截流等综合治理措施的力度,

多头并举,点面兼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从根本上

实现太湖水体变清,达到人水和谐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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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举行

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问题,行动及政策于 2008年 10月 4~ 6日在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举

行。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和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陈阿江教授等 6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并作了大会主题报告。来自中、日、韩 3国的 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环境问题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东亚地区占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

口,环境问题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已经跨越了国与国的边界, 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7年,由河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学者发起成立了东亚环境社会学网络,试图从

整个地区发展的角度着眼,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以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更好对策。此次会议讨论了东亚各

国(地区)环境议题、环境运动以及环境政策的异同,如工业污染、水、空气、资源浪费、大型发展项目、能源(二

氧化碳、核、可再生资源)、环境保护等等。第 2届东亚环境社会学研讨会将于 2009年 11~ 12月在中国台湾

举行。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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