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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太湖流域点源污染治理的“零点”行动对减轻太湖及流域水质的污染具有积极的

作用%削减&’(量占入湖&’(总量的")%"*，"))$年主要入湖河道&’(监测浓度年平均值比

"))+年平均值下降!,%+*，"))$年太湖湖水&’(年平均浓度比"))+年的平均浓度下降了!"%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太湖水质恶化的趋势%但若从根本上改善太湖水质，尚需结合流域

地区内其它污染治理措施，形成综合治理%
关键词 “零点”行动 水环境 效果 太湖

分类号 -./.%.

湖泊及其流域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迅速，水污染

治理滞后，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入河、湖水体，湖泊及其流域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

坏，造成水质污染，富营养化日趋严重，导致流域的水质性水资源危机，直接影响到流域内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0/］%
自,#年代以来，太湖水质的污染明显加剧，表现为平均每"#年左右水质下降一个级别%

目前全流域+#*的河湖受到污染，$#*的河流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地面!类水标准，全湖

水质达富营养、局部重富营养水平，严重地影响到湖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饮用水的

安全%太湖的水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有关太湖及其流

域水环境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有效的重视［10$］%为有效地控制太湖富营养化污染的进程，减轻

太湖水质污染的危害，国务院于"))+年批准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和!#"#年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的治理方案，并于"))$年底联合流域内二省一市实行了太湖流域污染源达

标排放行动（简称“零点”行动）%“零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外源营养盐负荷，对遏制水环

境恶化起到了一定作用［)0""］%但是，从")))年和!###年太湖水质监测资料来分析，太湖的水

环境问题远没有解决%为客观地评价“零点”行动的水环境效果，从行动前（以"))+年为基准）

后（以"))$年为基准）的入湖河道水质、入湖污染物削减率和湖体水质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和评价%

! 零点”行动概述

根据“规划”的要求，太湖流域地区内日排工业废水"##2和&’(&3.#45以上的重点排污企

业"#.1家，在"))$年底以前达标排放（即所排工业废水中&’(&3浓度小于"##65／7），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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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日止，通过工程验收达标排放的企业有#$%家，正在调试或停产治理的有&"
家，责令关闭的有&’家，其它原因破产或停产的!(!家，总达标率为")*%+*其中，江苏在列

入“零点”行动的))(家重点排污单位的治理中，通过工程验收达标排放的$,!家，正在调试的

)家，责令关闭的"家，由于其它原因破产或停产的!(!家，未完成治理任务停产的&家，总完

成率""*)+*
达标排放以来，江苏))(家重点点源污染物排放量处于下降趋势（表!），“零点”行动后的

!""#年!&月-./排放量比行动前的!"")年平均月排放量减少)%*#+；至!"""年"月以

后，-./排放量趋于稳定，为&(&#0／月—&&%)0／月，比!"")年平均月排放量削减了#’*(+—

#&*’+，较达标前有较大幅度的削减*

表! 零点”行动前后江苏))(家重点点源-./12排放量变化状况（0／月）

345*! 642740789:8;-./-279))(<479=4:0>:8?2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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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行动环境效果分析

本次“零点”行动的考核指标为-./，因此，本文在分析“零点”行动环境效果时，仅采用

-./指标*
&*! 对入湖河道水质变化的影响

太湖流域内重点排污企业位于城填地区，其污染物排放后大都经河道入湖*根据“规划”，

入湖污染物主要经入湖河道入湖，其中河道带入-./量占入湖总量的#!*$+*因此，分析“零

点”行动前后入湖河道水质的变化，可以反映出“零点”行动的水环境效果*
根据!"")年和!""#年太湖主要入湖河道-./浓度监测资料，利用!""#年)月、"月、

!!月、!&月及!""#年平均值与!"")年平均值的比较，结果如表&所示*表&中，!""#年)月

各河道-./监测浓度与!"")年平均值比较，各河道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平均下降了

!’E#+，其中乌溪港桥河下降幅度最大，下降率为&(*%+，殷村港、大溪港桥和节制闸下降幅

度最小，下降率均为!(*,+*!""#年"月各河道-./监测浓度与!"")年平均值比较，平均下

降了%"E#+，其中，除合溪河和大港桥河有所反弹，分别上升了!)*,+和$*!+外，其余河道

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浓度下降的河道中，大溪港桥河下降幅度最大，下降率为$#*’+，新塘

河下降幅度最小，下降率为!$*&+*!""#年!!月各河道-./监测浓度与!"")年平均值比

较，平均下降了%!*"+，除合溪河有所反弹，上升!&*%+，其余河道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浓度

下降的河道中，大钱口河和社渎港河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和,(*$+，夹浦河和小

溪港桥河下降幅度最小，分别下降了#*#+和!&*%+*!""#年!&月各河道-./监测浓度与

!"")年平均值比较，平均下降了&(*,+，除大溪港桥河、庙港桥河和小溪港桥河有所反弹，分

别上升$(E,+、!$*)+和$*#+外，其余河道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浓度下降的河道中，大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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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姚巷桥河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和&&#"%，大钱口河和新港口河下降幅度最

小，仅为’#$%和"#’%#总体而言，())*年各河道+,-监测浓度年平均值与())"年平均值

比较，各河道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平均下降了.$#"%，其中吴塘桥河和社渎港河下降幅度最

大，分别下降了’)#$%和’*#&%，合溪河和大溪港桥河下降幅度最小，分别下降了(#*%和

(/#(%，说明“零点”行动对削减入湖河道中+,-浓度是有效的#

表. 太湖主要入湖河口+,-01浓度“零点”行动前后变化的比较（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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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值

下降（%）

())*年(.月比

())"年平均值

下降（%）

())*年平均值比

())"年平均值

下降（%）

姚巷桥 I("#) I$"#! I($#’ I&&#" I’$#$

百渎港 I(&#) I!.#" I’"#* I("#$ I’/#"

黄埝桥 I("#! I$/#* I(’#& I("#! I."#’

殷村港 I(/#! I(*#& I’$#* I.’#" I..#&

社渎港 I(.#& I!/#$ I!/#$ I&/#& I’*#&

大浦口 I("#’ I’’#’ I&&#/ I’.#/ I.*#)

官渎桥 I($#& I’(#! I&.#! I()#. I."#&

乌溪港桥 I./#’ I.’#" I&!#* I’.#. I’/#!

大港桥 I(.#( $#( I&*#! I!"#$ I."#)

夹浦 ／ I("#$ I*#* I.(#) I($#.

合溪 I("#! ("#! (.#’ I()#’ I(#*

新塘 I("#$ I($#. I.’#/ I’.#" I..#’

新港口 I(!#" I.!#! I&)#/ I"#’ I.&#’

小梅口 I(!#& I.$#) I&&#. I.)#& I.)#/

大钱口 I()#$ I.$#* I!!#& I’#$ I.$#’

大溪港桥 I(/#! I$*#& I..#& $/#! I(/#(

庙港桥 I($#" I$$#" I(!#’ ($#" I./#&

小溪港桥 I(!#( I$"#( I(.#’ $#* I.(#)

雅浦桥 I((#" I’!#/ I’$#) I’/#( I.*#’

吴塘桥 I("#$ I!$#! I&&#" ／ I’)#$

节制闸 I(/#! I’&#. I&*#. I’)#! I’’#(

平均 I(&#* I’)#* I’(#) I./#! I.$#"

!#! 对入湖污染物削减率的影响

据国家环保局南京环科所“太湖流域污染源调查及污染负荷分析”（())"年），流域内重点

工业污染源排放+,-量占入湖总量的.!#*"%#本次“零点”行动中，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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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削减率以江苏为例（表$），$%%&年$’月的排放量与$%%(年平均月排放量比较，削

减率为()*&+*因此，“零点”行动对削减污染物入湖总量的比例中，!"#为$%*$+*
!*" 对湖体水质的影响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生态系统研究站逐月监测资料的统计，结果见

表)所示*
以$%%(年为“零点”行动前基准年，$%%&年为“零点”行动效果年进行比较，湖水!"#浓

度下降了’$*’+*说明经过$%%&年“零点”行动，湖水水质有所改善*但$%%%年和’,,,年度

水质再度恶化，其中，$%%%年均值比$%%&年均值上升’*)+，!"#浓度上升的湖区有贡湖、宜

兴武进片区、湖心区和东太湖区，上升幅度在’*-+至.*)+之间，说明这一地区的污染治理有

所松懈；!"#浓度下降的湖区有五里湖、梅梁湾和湖州长兴片区，下降幅度在$*(+至.*(+
之间，说明这一地区的污染治理得到重视*’,,,年均值比$%%(年均值上升-*%+，!"#浓度

上升的湖区有五里湖、贡湖、湖心区和东太湖区，上升幅度在$*-+至’/*-+之间；!"#浓度

下降的湖区有梅梁湾、宜兴武进片区和湖州长兴片区，下降幅度在/*/+至$-*(+之间*

表) $%%(年至’,,,年度太湖水质!"#01变化状况（23／4）

567*) 869:6;:<1=<>?6;@9AB6C:;D>9<2;E@D@69<>$%%(;<’,,,:156:EB46F@

湖区 $%%(年 $%%&年 $%%%年 ’,,,年

五里湖 (*(/ .*%/ .*&’ &*$/
梅梁湾 -*%( -*.% -*)$ -*//
贡湖 ／ )*(- )*&& /*.(
宜兴武进片区 ／ .*)- .*-$ -*&-
湖州长兴片区 ／ /*-$ /*)) )*&,
湖心区 /*-. )*&. /*,$ /*/.
东太湖 ／ )*)$ )*-’ )*).
全太湖平均 .*,% /*&, /*%$ -*$,

" 小结及讨论

（$）“零点”行动对减轻太湖水质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减轻幅度在$%*$+G
’.*(+*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达标行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年底基本完成，再经过$%%%年

上半年的深入和巩固，至$%%%年%月，达标行动的重点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稳定在一定的水

平上*如以江苏为例，参与“零点”行动的((,家重点点源$%%(年!"#!9平均的排放量为

$’.%-;／月，$%%&年$月的排放量为%$%$;／月，$%%&年$’月减少至))’(;／月，至$%%%年%月

后，!"#!9排放量稳定在’,’&G’’)(;／月之间*
（)）太湖湖体!"#!9浓度，经过$%%&年的“零点”行动，水质有所改善，但$%%%年和’,,,

年度水质再度恶化，但未超过$%%(年的水平，说明“零点”行动对太湖水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

的作用*但由于其它污染源未得到同步有效的控制，单项的工业点源污染（“零点行动”）的治理

效果，整体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仅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遏制了太湖水质恶化的趋势*若从根

本上改善太湖水质，尚需结合流域地区内其它污染治理措施，形成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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