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 泊 科 学 ,

,

东太湖的环境质量现状调查评价

石 建 华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

上海 月

提要 通过 一 年东太湖的水文
、

水质
、

底质和生物调查
,

对其水质作出评价井探

求营养现状 结果表明 东太湖的水质状况良好
,

营养状况已进入中
一

富营养状态

关键词 环境质过 富营 养化 东大湖

之名
‘

划 东太湖监测点分布图

论 、定 也

东太湖位于江苏省吴县东山半岛

以东
,

是太湖的一个大浅窄湖湾
,

也是

大湖出水的一个主要通道
。

水域面积

为
。

据历史记载
,

它的幼年时

期面积曾达到 召 一
,

经过长

期 的 自然 萎 缩
,

到 解 放 前 只 剩 下
, ,

东 山岛也因淤积和围垦与北

岸连接成为半岛
。

解放后的两次大围

垦 又使其面积减少了 ’。

同时南

端 湖 口 也在缩小
,

其宽度仅为 左

右 由于东太湖担负着汛期宣泄大部

分洪水的重 任
,

而且在今后太浦河开

通 后 将成为 向上海供水的源头
,

因此

其环境的 生态状况 引起 人们的关注
,

本文根据 一 年的资料
,

对东

太湖 的环境 现状 和水质质量进 行评

价
。

调查内容和方法

一 年间在东太湖布置了 个测点
,

每 个月进行一次同步监测
,

监测点分布

如图 所示
,

调查项 目分 大类

水文
、

气象 水深
、

风况
、

流况
、

水温

水化学 透明度
、

水色
、 。一 、 、 、 、 、 、 、

收摘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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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质 有机质
、 、

生物
、

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
、

底栖生物和高等水生植物
。

采 样在水深 处
。

分析方法参考《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等
,

评价方法采用
一

和
一

标准评价水质
,

同时对其底质
、

生物和富营养化进行评价和分析

调 查 结 果

东太湖是全湖最浅的一个湖湾
,

以 年 月为例
,

西太湖平均水深为
,

这里

仅为
。

但其水位变化却较大
,

如 年 月
,

平均水深为
,

年 月则达

到
。

在调查中还发现
”

和
打

点虽然相距不到
,

水深却要相差 一
,

这说

明东山岛南端东英嘴在淤积并向对岸延伸的趋 势依然存在
,

湖 口 流速 可达到 一
,

而湖内一般仅为 一
。

水质

主要水化学指标的年平均值列于表
。

可以看出
,

透明度是全湖最高的
,

特别是夏季
,

由

于这里有 良好的水生植物 固持底泥作用
,

大部分湖区可清澈见底
。

溶解氧两年均达到
。

从有机污染三项主要指标
、 、 一

来看
,

其值亦较低 次调查中 的最高值

达到
。

按汛期
、

非汛期
、

全年三个时期
、

并用 刁个指标对水质进行综合评价
,

结果

见表 和表
。

表 东太湖水质指标统计表
·

贻 讥 迈 砍已

时时间间 透明度度 〔 咬 肠 ‘‘ ,

。 。

。

表 水质评价标准

曲

单位 压

项项目目 级级 级级 级级 级级 级级

城〕〕 》

镇

, 一

汛期除 护 出现 级水外
,

其余各测点各个时期均为 级水
,

全年综合评价为 级水
,

显

示 了东太湖 良好的水质 出现 级水的主要原因是 月”
区域为艾草 苑 区域

,

夏季温度高
,

导致茂密区内 过低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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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太湖水质综合评价
切目 一 五 加 ‘ 山

时时间间 指 标标 口口 ‘‘ 吕,,

汛汛汛 洲〕〕

期期期 〔七

岛岛

一

综综综 合合

卜卜 口〕〕

汛汛汛 以

期期期 ‘‘

一

综综综 合合

全全全 「洲〕〕

年年年 石石

〕‘‘

一

综综综 合合

表中数字为水质级别
,

综合评价取最不利值 讯期以 ‘
、 、

月为代表 非汛期以
、

月为代表
。

生物

从调查和统计的数据来看
,

东太湖浮游藻类数量和生物量是全湖最少的
,

次调查的浮

游植物的平均含量为
,

仅为全湖平均值的 邝
。

浮游动物的数量也较全湖为低
,

个别靠近养殖区的监测点数据接近全湖平均水平
。

从整个太湖的大型水生植物分布状况来

看
,

尤 以东太湖发育最好
,

面积约
,

挺水植物以艾草为主
,

约占
。

从数量上

来看
,

微齿眼子菜
,

苦草和荚草群落分布面积较广
。

这种水生植被成为养鱼的主要饲料来源
,

同时也同化吸收
、

营养盐
,

对保持其 良好水质具有重要意义
。

么 富营养化状况

从生物和水质情况总体来看
,

其富营养化状况属于贫
一

中营养型
。

从
、

两个营养盐指

标分析
,

尽管低于全湖平均值
,

但其值却较高
。

按水利部城市供水水库富营养化状况
、

含

量指标 表
,

对其水质评价如表
。

表 月 湖泊营养类型划分标准
一 灿 日币。 巨

单位

营营养状况况 贫一中中 中中 中一富富 宫宫

一 一 让 一

一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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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太湖富营养化状况评价结果
以 晚 叫 加 坑 山

监监侧点号号 ‘ 应
翻心 西岸 朔心 东岸 太浦河口 西岸 溯口 湖口

侧道
。 。 。 。 。 。 。

评评评价结果果 中一富富 富富 中一富富 中一富富 富富 中一畜畜 中一富富 中一富富

侧值 , 协 今今 认 勺今今 认
。 。

认

评评评价结果果 中一畜畜 中一畜畜 中一百百 中一宫宫 中一宫宫 中一富富 中一宫宫 中一宫宫

综综合评价结果果 中一畜畜 富富 中一宫宫 中一宫宫 宫宫 中一富富 中一官官 中一宫宫

东
、

西二侧湖岸区为富营养化水域
,

湖心及其他区域则处在中
一

富营养状态
牡
由于太浦

闸常年关闭
,

水流不畅
,

导致该区域
、

浓度高于其他监测点
。

么 底质状况

从 年三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

东太湖底质中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西太湖
。

月

底质中有机质和 含量分别为
、 ,

分别是全湖平均的 倍
。

含量和全湖平

均相近
。

通过计算
,

底质有机指数为
,

属稳定淤泥
,

未受污染影响
。

从区域分布上看
,

太

浦河 口
、

湖口 区域有机质含量较低
,

而 刁”

菱草区域 底质有机指数达到
,

属腐败植物底

质
。

东太湖的底质肥力状况比西太湖高
,

但较杭洲西湖和武汉东湖低得多
。

问题和对策

根据东太湖 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
,

虽然水质状况较好
,

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间题
,

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淤积问题 前面已经叙述过
,

东太湖水浅流缓
,

又是太湖出水的主要通道
,

目前
,

东

菱嘴淤积严重
,

和南岸之 问的湖 口 断面越来越小
,

底质中有机质层厚度大
,

淤泥厚度最厚处

达到
,

淤积问题需引起重视
。

富营养化问题 随着太湖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
,

东太湖尽管有 良好的水生植被
,

但

湖水中
、

浓度亦逐年升高
,

尤其 含量增长较快 夏秋季节局部水域也发现有蓝藻水

华
,

这可能是随湖流由西太湖吹入的
,

也可能是东太湖自身藻类增生
。

水生植被和生态平衡问题 东太湖有较好的水生植被
,

渔业也很发达
,

周 围工业污

染源较少
,

水质状况 良好
。

但最近几年
,

围网养鱼规模盲 目扩大
,

水生植物资源的不合理开采

和利用
,

如艾草
、

芦苇等有时不及时收割
,

任其腐烂
,

势必影响水质
,

破坏湖内生态平衡
。

估计

在太浦河开通后
,

向黄浦江供水使得东太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

生态系统的保护也越来越

迫切
。

基于上述的原因
,

对其水资源保护 应着重从以下 个方面

为保持其良好的水质
,

有必要对 目前围网养鱼进行调整
,

控制大规模发展趋势
,

同

时对水生植物进行合理配置
。

在结构上
,

应剔除利用率较低的菱草
,

代之以优质水生植物
。

目前该湖区的淤积是和大量的植物残体由西太湖转移而来的少量泥沙造成的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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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层较厚的地方
,

清除淤泥及其底质中富含的
、

等营养盐
,

可以增加水深和改善水质

从
、

增长趋势和太湖的重要性来看
,

开展富营养化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周围工业点污染源不多
,

农田径流鱼塘等面源输入及西太湖的来水是东太湖营养物质

的主要来源 因此
,

除了把该湖区同整个太湖一起考虑外
,

针对其具体情况
,

开展有针对性的

分区研究也很有价值

。诀 加几尸 月 嘴宜, ,

刀‘“ , , 详 口

的
。助 , ,

战
。‘

电
, ,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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