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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实施后
,

作为摘水沿线上最大调蓄湖泊的洪泽湖
,

其水位将

提高 。 ,

并趋于稳定
。

这一结果对该湖的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研究结

果表明
,

透明度
、

值在某些湖区将有所降低
,

而敞水区无变化 短时间调水
,

湖水中营养盐含量

基本无改变
,

但长时间连续调水
,

无机氮化合物将增加
,

可溶性磷下降 浮游生物数量仅在局部湖

区有增减
,

全湖无大的差异 腹足类下降而河规数量将增加 水生维管束植物全湖生物量将减少

敞水性的鱼类增加
,

草食性鱼类或以水生维管束植物为产卵基质的鱼产量将下降
。

关银词 南水北调 生态环境 水生生物 洪泽湖

为解决华北
,

特别是京
、

津
、

冀缺水而兴建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

是一项大型跨流域的调

水工程
,

所设计的调水量之大
,

调水线路之长
,

均超过了世界上已完成的同类工程
,

工程起

点是江苏扬州附近的三江营
,

输水路线大体沿京杭运河逐级北上
,

途经洪泽湖
、

骆马湖
、

南四

湖等
,

其中一期工程设计的抽江水量为
,

进入洪泽湖流量为
,

出洪泽湖的

流量为
。

由于江水的出入
,

洪泽湖灼年平均水位提高
,

蓄水面积因此而有所

增加
,

而且水体的交换速度加快
,

按一期工程多年平均进人洪泽湖水量计算
,

其换水次数是

调水前的 倍
,

因而对洪泽湖的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位

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
,

洪泽湖的年平均水位将提高
,

其死水位
、

汛期限制水位和

非汛期蓄水位分别由 目前的
、 、 ·

增加到
· 、 · 、 · 。

因

此
,

在一般的年份
,

除汛期外
,

湖水位将有所增高
,

且水位亦 趋于稳定
。

透明度

洪泽湖透明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湖水中泥沙的含量
,

其含沙量一般为 ’ ,

汛

本项目由水利部南水北调办公室委托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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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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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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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 一 〔 〕。

长江水的含沙量大于洪泽湖
,

调水江段的透 明度约
,

但通

过 多公里的输水线路后
,

江水中泥沙的含量
,

一部分将沉积于输水河道中
,

江水 的透 明

度将有所提高
。

另外
,

洪泽湖本身的透明度较低
,

一般为 一
,

因此
,

进入湖体的江

水对洪泽湖的透 明度影 响不大
。

洪泽湖湖面开阔
,

水浅
,

湖水 中的含沙量易受风浪
,

航运等影响
。

调水后
,

水位的提高
,

水

面进一步扩大
,

湖岸侵蚀在一段时期内有所增强 水生维管束植物分布和数量的减少
,

消浪

固底作用削弱
,

加大了风浪的扰动作用
,

导致洪泽湖局部湖区的透明度下降
,

其中湖水透 明

度受影响较 明显的水域为 目前水生维管束植物生长较多的西部湖 区
。

此外
,

当湖水从徐洪河

北调时
,

受透明度较低的大湖体 来水的影响
,

成子湖及其邻近水域的透 明度亦将下降
,

敞水

区的透明度本来就低
,

故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

值

据 年 月一 年 月的每月实 和参照有关的资料〔,卫 ,

其变化幅度在 一

之间
。

淮河入湖 门 及敞水区的 值较低
,

而西部一些湖区的 值稍高
。

长江水的

值变幅为 一
,

江水引入湖后
,

湖水 值不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

但西部湖区在调水后
,

水生维管束植物分布面积和总生物量将减少
,

成子湖区也因调水而引起透 明度降低
,

藻类的

生长繁殖受到影响
,

光合作 用减弱
,

降低对水中 量的消耗
,

故西部及成子湖区的 值

变幅减小
。

营养盆

调水后
,

由于湖水位提高而淹没低位滩地
,

也加剧对 胡岸
,

尤其是结构松散的湖岸土壤

侵蚀 水生维管束植物总生物量的减少亦会降低对营养盐类的吸收量
,

这些都是促使湖水中

营养盐含量增高的条件
。

长期调水
,

湖水 中无机氮化合物亦将增加
,

因为江水中无机氮总量

比湖水高 表 另外
,

长期调水
,

洪泽湖湖水中磷的含量将下降
,

因为湖水中可溶性磷的平

均值 年 一 月为
,

年 月为
。

而江水中可溶性磷 含量较

低
,

据大通站 年的资料
,

仅为
·

一
·

‘

表 各种无机氮含量 单位 灯

水 域

长江 南京段 ,

洪泽湖
洪宇不湖

年

一

无机氮总虽 钱态氮童 亚硝态氮址
。

硝态氮量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调水后
,

引起洪泽湖生态环境的改变
,

尤其是水位的提高
,

对水生生物将产生不同程度

的影响
,

其中影响最明显的
,

莫过于水生维管束植物
,

而它的变化
,

又给其他一些水生生物带

来直接或问接的影响
。

水生维管束植物

水生维管束植物是一些水生生物的饵料或栖息
、

繁殖的场所
,

它的生长发育
,

常受环境

条件的制约
,

更受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

如洪泽湖 年三河闸建成后
,

平均水位上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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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

茂密的植被多被淹死 另外
,

为了农 田灌溉等需要
,

洪泽湖每年 月至翌年 月

大量蓄水
,

这段时期为增水期
,

水位较高
,

而其他月份从防洪考虑以及农田大量用水则为减

水期
,

水位较低
。

水位的这种变化与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恰好相反
,

因为冬
、

春季

节湖水位升高
,

不利于晒滩增温和春季植物的萌发
。

低水位时
,

尤其是每年 一 月份
,

水位

降至最低
,

以致滩地显露
,

使 一 正需要水的一些沿岸带水生维管束植物因缺水而

受损或枯死
。

调水后
,

水位从现时的 提高到
,

上述一些现象将更为突出
,

水生维

管束植物将进一步衰退
,

在种群分布上亦发生变化
,

首先是 高程以下的湿生和挺水

植物受到严重影响
、

部分芦苇被淹死或受损
,

生物量将减少 少一 曰 少
,

进而被其他

植物所替代 在 以下高程的一些沉水植物
,

特别是 以下高程的约 的沉

水植物
,

因光的强度随水深而减弱
,

光照不足而影响它的萌发
,

生物量将下降 ’一

创
,

所以
,

南水北调对水生维管束植物造成的后果是 全湖水生植被的 总面积缩小
,

总生

物量亦将相应地降低
。

鱼类

除受人为因素影响外
,

其数量变化还与环境条件
、

饵料基础等有密切的关系
。

南水北调

后
,

湖水位提高
,

并且相对稳定
,

改变了过去因水位陡降
,

甚至湖水干涸所造成的鱼产

量大幅度下降现象
,

如 年和 年两次干涸
,

致使 年
、

年的鱼产量 比上年

分别减少 和 另外
,

浏水稳定有利于 围网养鱼等养殖业的发展
,

这为渔业生产

创造了有利条件 水位提高
,

湖面进一步开阔
,

增加了银鱼和梅脐等敞水性鱼类的生态位
,

其

产量亦可望增加 但水位提高
,

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分布面积和生物童减少
,

草鱼
、

团头妨等草

食性鱼类和以水生维管束植物为栖息场所或产卵基质的鲤
、

娜
、

乌鲍等鱼类产量将下降 另

外
,

调水后
,

湖水交换周期缩饭
,

交换次数增加
,

而且调水季节正 值仔幼鱼孵化不久
,

游泳能

力很弱
,

这样鱼苗随水流的流失量增加
,

而作为补充 水源的长江
,

目前鱼苗资源枯竭
,

又要经

过 多公里的输水河道和 个抽水泵站
,

故不可能 勺洪泽湖提供丰富的鱼类后备资源川
。

但是在调水后
,

山于该湖的环竣
’子及水生生物一般变化不大

,

故鱼产潜力
、

种群结构将不

会发生大的变动
。

底栖动物

底栖动物的优势种群为河规和环棱螺等
。

调水后
,

水位提高
,

一些湖区的水生维管束植

物数量减少
,

因而以此为食或为栖息地的螺类开始有所下降
,

但经一段时问后
,

局部淹没的

低位滩地会生长 出新的水生维管束植物
,

这又为螺类的生长繁殖提供新的场所
,

产量会逐渐

回升 规类一般分布在敞水区
,

调水后
,

为它的生长繁殖提供更大的空
,

无疑是有益的
。

近

年来
,

沙蚕在洪泽湖的分布面积和数量逐年增加
,

在一些湖 区正形成新的优势种群
,

它原为

海栖动物
,

可溯长江至南京一带
,

在该湖出现
,

与过去引江入湖有关
,

但根据沙蚕的生活 习

性
,

它成为全湖性优势种群的可能性不大 洪泽湖作为调蓄湖泊后
,

水位波动较小
,

在利于底

栖动物的繁衍
,

如 年水位低
,

资源受损害而影响到 年的产量
,

年的底 栖动物

年平均密度为 个
,

年平均生物量为 年则分别减为 个
,

盯
。

总之
,

南水北调对底栖动物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

藻类

藻类数量的多少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

南水北调后
,

洪泽湖蓄水量虽增加
,

但透 明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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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盐等总体上变化不大
,

因而藻类的种群和数量亦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某些湖区由于透

明度的增加或降低
,

直接影响到光在水体 中的透射率
,

对藻类的数量影响还是较大的
,

据

年 号航标处测点的逐月采样分析结果
,

其中 月 日
,

当时的透明度为
,

藻

类数量达 沐 ’个
,

为一年中最高值
,

而其他月份采样时的透明度均为 。 左右
,

藻

类数量只有
‘一 ‘个

,

亦比该测点 年 月 日 透明度 的藻类

数量多 倍 一些营养盐含量的增高
,

有利于某些适应于富营养化水体的藻类
,

尤其是蓝藻

的大量繁殖
,

近年来蓝藻数量逐年增多
,

年 月一 年 月的年平均数量分别为

沐 ‘个压
、 ‘个

、 ‘
个 对藻类影响较大的将是出水 口 的成子湖区

,

年 月洪泽湖调查的所有测点中
,

该湖区藻类数量占首位
,

达 ’个
,

但因从

该处调水北上
,

部分藻类随水流而带走
,

补给水中的藻类数量远较此处为少
,

故成子湖区的

藻类数量将减低
。

‘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中的浮游甲壳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较为明显
,

据 年 月和 年 一

月该湖浮游动物调查资料相比较
,

原生动物和轮虫数量的变化不大
,

而浮游甲壳类的数量变

化则较显著
。

另据 , 一 年连续观测的资料表明
,

浮游甲壳类的年平均数量呈递增趋

势
,

分别为 个
、

铭 个 和 个
。

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
,

湖水的透 明度
、

水

温
、

溶解氧的变化虽不大
,

但水位上升
,

一些湖区的藻类
、

悬浮有机质增 加
,

为浮游动物提供

了较丰富的饵料
,

对它的生长繁殖是有利的
。

另外
,

与藻类一样
,

浮游动物的数量亦以成子湖

区的数量较多
,

当在该处调水时
,

大量的浮游动物被带出
,

来水中它的数量亦较少
,

其数量势

必受到影响
。

从总的看
,

调水后因影响浮游动物的主要环境因子变化不大
,

故它的优势种类

组成及其数量不会 出现大的变动
,

但对局部湖区的影响而产生较大差异还是存在的
。

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
,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实施以后
,

对洪泽湖的环境因子和水生生物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 水位提高
,

并相对稳定 透明度
、

值
、

营养盐等变化不大
,

但长

期连续调水
,

营养盐中无机氮和可溶性磷将有所增减 水生维管束植物将衰退
,

全湖生

物量减少 钓 水位提高且稳定
,

有利于一部分鱼类和底栖动物生长繁殖
,

同时水生维管束

植物的减少
,

又给另一部分鱼类与底栖动物带来不利的因素
,

总的是对底栖动物利多弊少
,

对鱼产量的相对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

但洪泽湖鱼类资源的“ 小型化
”

趋势将更加突出

浮游生物在局部湖区有增减
,

总体上变化不明显
。

南水北调工程是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

也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

程
,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很复杂的
,

有的影响显而易见
,

有的则要长期才显露出来
,

加上进入

洪泽湖的各种污染源和外源性的物质较多
,

而江水
、

输水河道与湖水有关可比性的近期资料

很少
,

以及人为因素的加强
,

围网养殖业的不断扩大
,

均增加对该湖由于调水而引起水生生

物及其生态环境变化的预测难度
。

所以
,

在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后
,

仍需对该湖进行定期和

不定期的观测与研究
,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以确保兴利除弊和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之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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