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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治理工作回顾和加强基础性研究的建议

沈建荣，严飞，彭宇

（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２１）

摘　要：对无锡太湖治理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指出目前太湖“藻型生境条件”尚未根本改变，湖体中蓝藻数量仍处于较

高水平且随时有大面积暴发的可能，太湖治理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针对太湖基础性研究相对滞后制约科学治太

工作推进的问题，提出必须加强“太湖总氮来源及控制措施”“太湖蓝藻水华成因及控制措施”“太湖纳污能力”“太湖水生

态修复方法”等 ７项重点基础性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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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腹地，周边地区人口
密集，经济发达，流域内主要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和

上海市，分布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

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太湖水域面积２３３８ｋｍ２，

流域面积３．６９万 ｋｍ２。无锡太湖水域占全湖总面
积的３２．４％，占有太湖岸线１４２ｋｍ，约占沿湖总岸
线的１／３。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太湖流域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太湖水质污

染不断加剧，总氮常年劣于Ⅴ类，富营养化趋势不
断加强，蓝藻几乎年年不同程度暴发

［１－２］
。

１　无锡市太湖水污染防治工作回顾
作为曾经的“太湖明珠”，太湖水质的污染和

生态的恶化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７年太湖
蓝藻暴发引发供水危机后，无锡市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太湖治理的决策部

署，始终坚持把太湖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围绕国家《太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和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实施方案》，组织全市上下开展治太保源

“６６９９行动”和环保优先“八大行动”，扎实推进太
湖水污染防治工作。

一是全力构筑保护区管理体系。２００８年无锡
市出台了《关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无锡太湖

保护区的决定》、《无锡太湖保护区建设（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行动纲要》，将全市域纳入太湖保护区范
围，并以最严的政策要求、最实的工作举措、最大的

工作合力，全面推进太湖治理工作。

二是全力构筑控源截污体系。以环境保护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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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淘汰落后产

能，严格控制和大幅削减工业污染。“十一五”以

来，无锡市累计关停“五小”和“三高两低”企业

２１９４家，关停并转迁沿湖企业 ２０３家。加快建设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污水处理厂７３座，全市污
水主管网总长度近８０００ｋｍ，基本实现城乡污水接
管全覆盖、污水处理全覆盖。２０１１年完成第一轮
４１７２个片区雨污分流、控源截污工程，实现城镇污
水集中处理率超９０％，主城区达９５％。

三是全力构筑河道整治体系。积极推进“河

长制”，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全面

负责辖区内河流的污染治理，通过建立一河一档、

实施一河一策，强力推进河道综合整治。目前全市

１２８４条村级以上河道全部实行“河长制”管理。
四是全力构筑调水清淤体系。加快太湖生态

清淤，２００７年以来，太湖无锡水域累计清淤面积
５２．５２ｋｍ２，清淤量１３５６万 ｍ３。启动“引江济太”
工程，加速太湖水循环，缩短太湖换水周期，同时确

保太湖保持生态水位。

五是全力构筑蓝藻处置体系。建成 ８座固定
式、４座移动式藻水分离站，积极加强蓝藻打捞及
无害化处理。２００７年至今，共打捞藻水约２９２万 ｔ，
相当于从水体中清除了约７００ｔ氮和２００ｔ磷。

六是全力构筑安全供水体系。先后完成了南

泉水厂取水头部延伸工程、长江引水锡澄供水工

程、中桥水厂超滤膜深度处理工程、南泉水源厂预

处理工程和锡东水厂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程等

保障供水措施，形成了长江、太湖“双源供水、双重

保险”的供水格局，成为国内唯一拥有双水系水源

供水及原水高效预处理、自来水深度处理的城市。

七是全力构筑生态修复体系。全面开展沿太

湖２００ｍ范围退耕、退渔、退居，建设生态防护林和
入湖河道生态绿地；取消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和环

太湖１ｋｍ核心区域内的畜禽养殖。
八是全力构筑机制保障体系。加大水环境监

测预警建设，形成了水、陆、空、天“四位一体”的全

天候水环境在线监测体系，全市 ＣＯＤ排放总量
９５％以上的重点污染源实现在线自动监控，积极探
索和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许可、有偿使用与交易、

环境资源区域补偿、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制度。

经过长期的治理，太湖流域工业点源污染和城

镇生活污水治理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太湖水质有所

改善，截止２０１１年，全太湖主要水质指标总氮和总

磷与“九五”相比分别下降了 １８％和 ３１％。太湖
无锡水域的水质改善程度尤为明显，总氮和总磷与

“九五”相比分别下降了 ３６％和 ４４％，好转幅度明
显大于全太湖平均值。

２　进一步加强太湖治理相关基础性研究的建议
太湖治理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形势仍然不

容乐观，一方面，太湖“藻型生境条件”尚未根本改

变，湖体中蓝藻数量仍处于较高水平且随时有大面

积暴发的可能；另一方面，湖泊治理是一项长期的

系统性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太湖水质改善

趋势已明显放缓，湖体水质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

善。随着太湖治理工作的不断推进，基础性研究相

对滞后、铁腕治污缺乏科学引导的问题愈加突出，

成为制约科学治太的瓶颈。为此，太湖水环境治理

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深入研究科学治太的理论与技

术，在相关基础性研究上取得突破，为下一步太湖

深度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总结无锡以往的治太工作经验和成果，结合目

前的治太实际，建议建立全流域共同参与的研究工

作机制，由国家层面规划立项、江苏省具体牵头组

织实施、环湖各市积极配合落实，对以下 ７个方面
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目前的治太瓶颈。

２．１　太湖总氮来源及控制措施
太湖是典型的富营养化湖泊，其主要污染物为

氮、磷等
［３］
，其中尤以总氮浓度高而突出。经过多

年治理，太湖总氮浓度显著下降，２０１２年 １－８月
全太湖总氮已降至 ２．５０ｍｇ／Ｌ，但仍未达到中期
２ｍｇ／Ｌ的目标。作为太湖湖体中唯一一个长期劣
于Ⅴ类的水质指标，目前针对太湖氮源的研究并不
全面，包括空间分布、输入总量、种类占比、生消情

况、控制措施等仍有待研究，因此在下一步的治理

过程中，必须针对总氮来源做系统性的分析和研

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控制和削减措施。

２．２　太湖蓝藻水华成因及控制措施
长期以来，太湖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积

累，为蓝藻大规模繁殖和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内因条

件，近年来，太湖有机物浓度虽下降明显，但仍将长

期处于富营养化状态
［４］
，氮、磷浓度仍处在适宜蓝

藻生长的范围内，一旦气象、水温等外部条件成熟，

蓝藻随时可能暴发。而水体中营养物质、水温、气

象等因素对太湖蓝藻的繁殖、生长及水华的影响仍

未有充分的科学研究和定论，蓝藻水华形成机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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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因此，开展太湖中蓝藻水

华的成因分析对于科学预测蓝藻水华的产生，并采

取相应措施减少其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生态和

环境意义
［５］
。

２．３　太湖纳污能力
近年来，太湖水动力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湖体中污染物浓度及入湖污染物总量均有所下降，

太湖的纳污能力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合

理开发、利用太湖水资源，实现太湖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进行太湖纳污

能力的研究，只有进一步弄清楚太湖能承受多少污

染物，才能科学制定下一步太湖治理规划，合理确

定地区减排目标，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可持续

发展。

２．４　太湖水生态修复方法
太湖目前的污染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水质

持续改善，要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促使太湖水

生态早日进入良性循环，必须要采用水生态修复方

法进行深度治理。在运用该方法的过程中，必须要

考虑太湖的现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物种，研究

出无生态风险、生态系统稳定、对污染物波动适应

能力强的太湖水生态修复方法和途径。

２．５　入湖河流水环境监控与综合整治
太湖流域地形特点为西高东低，入湖河流主要

分布在西部，其水质的好坏对太湖水质有着相当大

的影响。从历年监测结果看，太湖西北部入湖河流

水质差于太湖湖体，主要污染物浓度高于太湖湖体

平均值，特别是竺山湖与直湖港地区水质年度均值

长期劣于Ⅴ类；其次太湖富营养化的形成，原因固
然非常复杂，但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及农业面源污

染，是太湖主要的致“富”原因。由此可见，太湖治

理工作的重点虽然是入湖河流，但关键却在岸上。

一方面要在现有太湖流域监测监控体系的基础上

进行优化完善，研究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入湖河

流监测网络，保证能说得清入湖河流的水质变化，

说得出流域水环境沿岸的变化情况
［６］
；另一方面

要加强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制定更完善更

有效的综合整治方案，既要突出竺山湖、直湖港等

重点地区的整治，又要强化流域内城市间的联动

整治。

２．６　资源再生与资源化利用
太湖目前的污染特性是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

而水葫芦、芦苇、水草、蓝藻藻泥以及淤泥对于有机

污染物和营养盐因子均具有良好的吸收效果，因此

在太湖水环境治理中做好水葫芦、芦苇、水草、藻泥

淤泥的资源再生与资源化利用，对太湖水质的净化

作用将非常明显。而如何加强水葫芦和芦苇种植

过程中的管理、水葫芦芦苇水草收割后的综合利

用、蓝藻藻泥与淤泥的资源再生和资源化利用与工

程应用
［７］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攻关。

２．７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太湖的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九五”以

来，太湖流域点源污染和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取得明

显进展，农业面源对太湖水体的污染问题便凸显出

来。据无锡市 ２００９年污染普查统计，在全年的废
水排放中，ＣＯＤ、总磷、总氮的农业源占比分别达到
４８％，５４％和３７％。农业种植、养殖过程中大量的
磷、氮物质流失并直接进入水体，成为影响太湖水

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太湖西部农田地表径流中总

氮、总磷污染物浓度分别达到 ２．０８～６１．５５ｍｇ／Ｌ，
０．１７～１１．５９ｍｇ／Ｌ，远高于太湖水体中的氮、磷浓
度。当前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

制，减量化使用肥料，提高肥料的使用效率等研究

还未到位，因此在下一步的太湖治理过程中，需针

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特点，开展成套污染治理技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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