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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藻类状况分析 

江耀慈 丁建清 张虎军 (无锡市环境监测中。站 无锡 214000) 

摘 要 对太湖藻类发生的内园、外因作了阐述，就有关的环境因子与藻类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对太湖藻类的监测工作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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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湖藻类基本情况回顾 

1．1 基本成圆 

引起太湖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是营养性物质 

(氮、磷)的含量呈逐步振荡上升趋势，两者之间的比 

值变化朝着有利于藻类生长繁殖的方向发展。当气 

温、光照、水文气象等外部条件适宜时，藻类会迅速 

生长甚至季节疯长，出现大面积“水华”现象。 

1．2 危害回顾 

近 1O年来的每年夏季，太湖的某些水域都不同 

程度的出现大量藻类，特别在 1990年和 1998年夏 

季，局部水域(如竺山湖、梅梁湖、太湖西部沿岸区等 

水域)两度发生藻类大量暴发，藻类总密度(监测点) 

最高分别达到 7，6亿个／L、4．3亿个／L。其来势之 

猛、波及面之大、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之严重，都是迄 

今为止最为突出的。1990年夏季梅梁湖水域约 100 

km2水面藻类密度在较高的数量水平上持续 25 d， 

自来水被迫大幅度减产，近百家工厂相继被迫减产 

或停产，经济损失超亿元。由于供水量不足、水质不 

好，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2 太湖藻类监测结果 

1998年夏季，藻类平均密度较高水域达到 1000 

万个几 以上的是自夹浦、椒山、拖山一线以西、以北 

的西沿岸区、竺山湖和梅梁水域，其中较为严重的大 

浦口、小湾里附近水域达2300万个／L；1000万个／L 

一 500万个／L之间的是 自小梅口、竹山、漫山、小贡 

山、沙墩港一线以西的水域；其他的太湖东部、南部 

水域均在500万个／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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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仅有沙墩港附近的小块水域藻类密度 

达200O万个儿 以上；椒山～大贡山一带和梅粱湖 

北部水域达 200O万个／L一1000万个／L；竺山湖北 

部、梅粱湖南部等水域达(1000万个 一500万个)几； 

西部及西南部沿岸区维持在 500万个／L 100万个 

几 的水平；湖心及东太湖区的大面积水域的藻类密 

度均在 100万个／L以下。 

梅粱湖水域 1998年平均密度最高，达 3000多 

万个几 ，最高点密度达4．3亿个几；其他年份平均密 

度均在 1000万个／L以下。(参见图 1) 

圈1 1994—1999年太瑚梅粱湖区藻类变化趋势 

梅梁湖水域 2000年夏季藻类现状：6月底藻类 

密度明显增加，最高平均密度 1．2亿个几 出现在 8 

月初，最高监测点的藻类密度达 2．1亿万个／L；7月 

中旬 一8月下旬为藻类繁殖的高峰期；一般情况下， 

9月中旬以后藻类密度则大幅度下降。(参见图2) 

图2 20130年夏季梅粱瑚藻类变化趋势 

期 

髓婚糕错 

【1、 一 
越铝糕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ww
w.
ch
in
ac
it
yw
at
er
.o
rg

中
国
城
镇
水
网

http://www.cqvip.com


 

3 

第14卷第1期 江耀慈等／太湖藻类状况分析 21301年3月 

3 太湖藻类种群结构比例及其变化 

监测成果表明，太湖水体中出现的藻类有七个 

门类共 97个种别。8o年代，以蓝藻、硅藻、绿藻为 

总体优势群，分别占2o％、28％和 40％；而 90年代 

以来，蓝藻 门则 占绝对优势，最高时约 占总量的 

94％，其中又以单一铜绿微囊藻为主。近两年来，除 

微囊藻外，出现了平裂藻、微小胶鞘藻，并占有较大 

的百分比。可以认为，自90年代以来由单一微囊藻 

占优势的状况已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太 

湖水体富营养化已初步得到控制。 

4 太湖水体富营养化指数变化趋势 

根据多年监测资料，太湖水体富营养化指数 自 

8O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I997年达61．67， 

1998年达61．39；1999年降到 58．88(太湖水污染防 

治规划的控制目标为 <60)。梅梁湖水域的富营养 

化指数与藻类密度也存在着较好的相关性。 

5 太湖藻类发生及分布特征 

太湖水体中氨、磷含量的比值是藻类能否大量繁 

殖的关键条件之一。一般说来，氮磷 比值为 15—20 

时是藻类大量繁殖的最佳条件。多年监测资料表明， 

藻类密度与氮磷比值之间存在着较好的相关性。 

叶绿索 A是衡量水体生物生产力大小的主要 

指标之一。藻类繁殖及其密度与叶绿素 A的浓度 

呈较好的相关性。 

藻类密度与水情有关。以 1999年为例，由于当 

年的水量较大，夏季虽有藻类出现，但大部分水域的 

藻类密度均在 1000万个儿 以下，最高的监测值为 

1090万个儿 ，比前几年明显降低。 

藻类大量繁殖及其持续的时段与气温变化密切 

相关。据监测资料表明，哪一年的水温高、哪一年的 

高温来得早，藻类就出现得早且密度高；哪一年高温 

持续时间长，则大量藻类持续的时段也就长。 

藻类分布与风力、风向密切相关。太湖藻类大 

量出现一般在夏季，由于太湖地区夏季东南风居多， 

漂浮在水面上的藻类受风的影响向下风向水域聚 

集，所以，太湖西部沿岸、北部的竺山湖和梅梁湖湖 

湾水域容易看到较多的藻类。 

6 太湖藻类监测工作的问题和建议 

现用的计数法，方法落后，实验观察仪器设备落后， 

工作量大，不可能实现高频次、多点位的大规模监测； 

各家的采样方法、点位设置原则、监测频次和时 

段、评价方法均不统一，可比性差。 

建议：要统一规范，加大对环境监测部门的经费 

投入，形成更高的生物(藻类)监测能力。 

(收稿日期：1999—12—21) 

(上接 29页) 

印染过程本质上是能量、物质的迁移过程，可以 

以车间为单位，开展物质、能量衡算，找出节约能源、 

原材料和降低污染的方案，并将其与建立环境管理 

体系结合起来，制定环境指标和管理方案。将环境 

管理体系与现行的全面管理体系相结台，能有效地 

避免“两张皮”现象。 

明确职责权限，各负其责。企业应授予职能部 

门相应的权限，并提供资源保障，环保部门要有参与 

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改扩建及中长期发展目标的 

制定权力。 

在 IS014000环境管理专家的指导下，建立环境 

管理体系文件，抓住运行控制这一有效手段。运行 

控制措施落实情况，直接影响体系的运转。企业应 

对异常状态和紧急状态下的处理方法给予高度重 

视，加强监测与测量、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这三级监 

控工作，认真做好纠正与预防措施。 

对于已有 IS014000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应在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对于尚 

未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应在引人 IS09000质 

量管理体系的同时，引入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 

推行体系文件(程序)共用化，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 

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根据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统一的原则，企 

业在制订总体发展规划时应考虑环境管理体系的保 

持与维护的要求，考虑预防污染和持续改进的需要， 

通过不断更新环境指标、不断完善环境管理体系、提 

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用环境管理水平的 

提高促进企业整体管理水平迈向现代化，使企业真 

正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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