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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鄱阳湖 9::9 D !##" 年的水质水文资料，分析了鄱阳湖 9# 多年来水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目前，

产生水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面源污染加重；矿山开采产生的含重金属废水的污染；人们环境意识淡

薄；行政部门对环境治理力度滞后和执法力度不够。为保护鄱阳湖水环境，应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移，

并加强沿湖和湖内污染防治，恢复沿岸水生植被，增强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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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鄱阳湖概况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西省北部，是我国最

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

水 % 条河流的来水，调蓄后经湖口注入长江，是一过

水性、吞吐型湖泊，其南北长 9X" R<，东西平均宽约

9$Y: R<，最宽处约 XF R<，最狭处约 !YA R<。湖面以

松门山为界分为南（东）、北（西）两部分，南西湖面宽

阔，为一主湖区，北部湖面狭长，为湖水入江水道

区［9］。鄱阳湖流域面积 9$Y!! 万 R<!，占长江流域面

积的 :Y#Z，平均年径流量 9 F%# 亿 <"，占长江流域

的 9%Y!Z，可见其水量非常丰富。鄱阳湖区包括沿

湖 9! 个县（区），即隶属于南昌市的南昌县、新建县、

进贤县，隶属于九江市的永修县、庐山区、星子县、德

安县、湖口县、都昌县及共青城和隶属于上饶市的余

干县、波阳县，土地面积为 9::9#YFR<!，截至 !### 年

底，鄱阳湖区人口为 $F$Y$ 万人［!］。

鄱阳湖水位涨落受 % 条河流来水及长江干流水

位顶托双重影响，每当洪水季节，水位升高，湖面宽

阔，茫茫一片。湖口水文站水位 !!Y%A<（吴淞高程，

下同）时，湖面面积 F#X# R<!，对应容积 "!# 亿 <"［"］。

枯水季节，洲滩显露，湖水归槽，蜿蜒一线。湖口水

文站水位 %Y:# < 时，湖面面积仅 9F$ R<!，对应容积

FY% 亿 <"［"］。鄱阳湖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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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湖区 ! "#$ % ! #"# &&，湖

面 !’"()*&&，分布自南向北递减，边缘低山丘陵高

于滨湖平原和湖面［’］。

! 鄱阳湖地区水资源

! +" 地表水资源

鄱阳湖地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 #(’), &&，年

径流深 (!*)$ &&，年蒸发量 ! $-$ &&。全区多年平

均降水量总量 ,!$)" 亿 &"，产水量 .(-)( 亿 &"。

! +! 地下水资源

鄱阳湖地区地下水资源的年总量为’()$ 亿 &"，

约为本区地表径流量的 !,)*/。但分布不均，可供

国民经济建设规划的可开采地下水资源年总量为

."), 亿 &"。

! +# 入湖、入江水量

鄱阳湖多年平均由湖口入长江的水量!’#)(亿 &"，

赣、抚、信、饶、修 # 条河入湖水量 !.,)# 亿 &"，占入

长江水量的 -,)-/。入湖、入江水量的变化系数分

别为 $)., 和 $).(。一般每年的 . % , 月份，# 条河入

湖水量大于入江水量，是鄱阳湖的蓄水期，总蓄水量

!()-亿 &"。( 月至次年 ! 月均为鄱阳湖主要排水

期，多年平均入湖、入江水量均为 !’#)( 亿 &"，达到

平衡。最高水位多出现在 # % ( 月，入江最大流量在

, % * 月。

# 鄱阳湖水环境状况分析

鄱阳湖水的化学类型主要为重碳酸钾钠型和重

碳 酸 钙 盐 型 两 种，总 硬 度 年 平 均 为 !"), %
.")$&0 1 2（345），属 软 水。67 值 年 平 均 为 ()$ %
(),，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全湖属中性水［#］。

鄱阳湖污染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据统计，各种污

染物主要来源于“五河”入湖河道，流域内的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而汇

集于鄱阳湖。

# +" 水质状况分析

$% !**! % !**# 年，整个湖区水质参数平均值均

能达到地表水!类标准，水质良好。

溶解氧质量浓度：年均值 ,)* % -)" &0 1 2，随季

节变化较大。冬季（枯水期）,)’ % !’)! &0 1 2，夏季

（丰水期）#)- % ()$ &0 1 2。这除受水温影响外，还与

湖流有关。丰水期受长江高水位顶托，湖水流动缓

慢，复氧条件差；枯水期，湖面的南北落差大，水流湍

急，复氧条件好，水体中含氧量增高。化学耗氧量质

量浓度：全湖年均值 !)! % !)- &0 1 2。冬季湖水量

少，358 浓度较高，春汛后，随着湖水增多，环境容

量增大，358 值降低。生化需氧量质量浓度：全湖

在 $)! % ,). &0 1 2 之 间。 各 月 的 均 值 为 !)’ %
.).(&0 1 2，与 358 有很好的相关性。枯水期 958#

质量浓度高，平均为 .)" &0 1 2，进入丰水期后，全湖

的平均值下降到 !)$ &0 1 2，湖水量最大时，958# 质

量浓度降到 $)!&0 1 2。

&% !**, % .$$$ 年，全湖水质基本维持在! %"
类水标准，水质较好。全湖平均有 ,’)./的断面为

!类水，"$)#/的断面为"类水，超标断面为 #)"/。

从超标情况来看，总磷、挥发酚、氨氮以及高锰酸盐

指数等项目在不同的水期，部分的监测断面出现超

标。从污染分担率情况来看，入湖口以总磷、挥发

酚、氨氮及高锰酸盐指数污染比重大，湖区以总磷和

高锰酸盐指数污染比重大，出湖口以总磷、高锰酸盐

指数和挥发酚污染比重大。从污染负荷比情况来

看，入湖口以赣江南支口和信江东之口污染相对较

重；湖区以蛤蟆石和都昌污染相对较重。从污染趋

势来看，全湖氨氮、总磷和综合污染指数以上升趋势

为主，高锰酸盐指数以下降趋势为主。

’% !**! % .$$$ 年，鄱阳湖监测断面所显示的全

年平均值：#类水断面自 !**, 年就不再出现了，!
类水断面于 !**( 年出现的断面数量多，随后出现的

断面是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类水断面自 !**(
年以后逐年增加。从表 ! 中可以看出，鄱阳湖水质

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有 !**( 年的水质因为各

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较 !**, 年有所好转。

表 " 鄱阳湖监测断面地表水水质

状况（以全年平均值为例）

年份

#类水质 !类水质 "类水质

断面

数 1个
占总断面

比例 1 /
断面

数 1个
占总断面

比例 1 /
断面

数 1个
占总断面

比例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污染物分担率和全年逐月水质监测情况来

看，!**! % .$$$ 年生化需氧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

总磷和氨氮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总磷和氨氮指标自

!**, 年后，就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一直处于超标状

态［#］（表 .）。

# +! 底质状况分析

鄱阳湖底质中主要污染物是 3:、;<、=>、3?、70
和有机氯。3:、;<、=> 主要污染湖体东部，即鄱江和

信江三角洲的水下部分；3? 主要污染赣江三角洲和

湖口地堑水域；70 主要污染抚河、信江和鄱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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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总磷、总氮超标情况

水期

!" !#
实测值 $

（%&·’( )）
!类水标准

值 $（%&·’( )）

超标

倍数

实测值 $
（%&·’( )）

!类水标准

值 $（%&·’( )）

超标

倍数

枯水

（)* 月份）
+ ,-./ + ,0 + ,1* + ,+20 + ,+*- * ,/*

平水

（. 月份）
* ,01 + ,0 3 ,20 + ,).1 + ,+*- . ,2*

丰水

（1 月份）
+ ,20/ + ,0 * ,)* + ,+30 + ,+*- ) ,-*

洲的水下部分；有机氯污染鄱江和赣江三角洲；45
在全湖分布较均匀，背景值高；67 在底泥中未发现

明显污染区域［3］。底质中有机质污染主要出现在赣

江三角洲边缘；磷在沿湖港汊含量较高，湖心和河道

含量较低；钾在赣江中支河口，都昌县城以西较高。

" ," 水生生物状况分析

生物体内 67、#8、69 的含量比湖水中高很多，且

随着食物链等级的提高而增高，如 #8 在鱼体中的质

量比为 +:+30 %& $ ;&，是水中含量的 0 倍；在水生动

物体内的质量比为 +:*3 %& $ ;&，是水中含量的 )*:01
倍；在水草中质量比为 ):1* %& $ ;&，是水中含量的

13:3/ 倍［/］。

铜、锌在水中的含量均出现超过渔业用水标准，

其中铜最高超标 ):1 倍，锌最高超标 )):0 倍。芦苇

等水草中重金属污染物的蓄积量依次为 6< = 69 =
>?，且水草中的含量比芦苇的含量稍高。对鄱阳湖

水生生物群落影响最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锌，其次

是铜，再次是有机氯、镉。

不同鱼类重金属含量不同，其中虾肉中的重金

属含量显著高于其他鱼类鱼肉中的重金属含量，而

且虾皮中的金属含量最高，这是由于虾长期生活在

底泥表层中造成的［1］。

# 鄱阳湖水环境质量下降原因分析

造成湖泊水环境质量下降的因素很多，根据鄱

阳湖的实际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 治理力度滞后

至 *++0 年，全省废水排放量为 )):*+ 亿 @，其中

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 亿 @，生活废水排放量为

3:)2 亿 @。但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只有 10:+3A，

生活污水处理率只有 0:/-A。鄱阳湖汇集了江西

省 2/A的径流，既是聚宝盆，又是纳污地。各河带

入湖的污染物是造成鄱阳湖水体环境质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各河入湖氨氮量占总量的 3*:.A，化学需

氧量占 1-:3A，酚、砷和重金属都占 2+A以上。

# ,! 面源污染加重

近 *+ B 来，全省农药、化肥施用量增加，全省平

均单 位 面 积 施 氮 量 )22- C )222 年 为 */0:) C
*11:2 ;& $ D%*，已 超 过 了 国 际 上 公 认 的 施 氮 上 限

**- ;& $ D%* 的水平；农药使用量，)22- C )222 年以年

增长 /:-A的速率递增，农药用量快速增长［2］。化

肥施用后实际利用率只有 0+A C .+A，其余 3+A C
/+A的化肥进入环境，污染水体和土壤。农药施用

后 )+A C *+A附着在植物体上，1+A C 2+A散落在

土壤和水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后，残留物经暴

雨径流的冲刷，相当一部分会流入河湖水体中，形成

对水体的污染，成了典型的面状污染源。

# ," 矿山不断开采所产生的含重金属废水

江西省是有色金属之乡。在鄱阳湖近旁，西有

武山铜矿，南有东乡铜矿。在入湖河流乐安河上有

德兴铜矿，信江上有永平铜矿。另外贵溪是全国著

名的铜生产基地，赣江流域的钨矿、稀土矿和抚河上

游的铀矿也均是名列全国之前茅。随着矿山的不断

开采以及水土流失加剧，矿中的有害元素随地表径

流滚滚入湖。铜、铅、锌是伴生在一起的，鄱阳湖的

铜、锌污染主要来自乐安河上的德兴铜矿和信江上

的永平铜矿；铅污染与乐安河上的德兴铜矿和抚河

上游的铀矿有关。赣江上游的钨矿是钨、镉共生矿

床，在对钨矿的开发中，部分镉随着泥沙向下游移

动，也就造成了鄱阳湖镉的污染。

# ,# 环境意识淡薄，环境执法力度不够

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对环境保

护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水污染造成的巨大灾害认识

还很不足，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宣传上，不能贯穿

在实际生产中。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

境法律体系，但监督管理机构还不健全，很难对排污

大户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另外，河流水环境的管

理机制存在“多龙管水”却“无龙管水”的现象，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有发生。

% 综合治理对策［2"))］

鄱阳湖的水环境质量总体情况尚属良好，是全

国淡水湖泊中水环境质量最好的湖泊之一，但现在

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污染程度有逐年加深

的趋势。为了更好地保护鄱阳湖，提出几点建议：

&’ 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移。根据造成鄱

阳湖水质污染的主要途径及其接纳了江西省 2/A
的流域江水之实际，只有实行污染源控制，才可能

“以源控江，以江保湖”。在分区分质对河流污染进

行治理和控制的同时，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对重点

污染源进行治理，兼顾一般污染源。对赣江上最大

的污染单元南昌市进行控制，兴建城市污水处理厂，

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江西造纸厂、江西棉纺织印

·3*·



染厂、江西化工实验厂、南昌电化厂、江西氨厂等重

点污染源进行厂内治理。对乐安河上的德兴铜矿和

信江上的永平铜矿进行综合治理；加强各矿区环境

保护工作，减少废水排放量；综合回收废水中有用物

质，变废为宝；清污分流，废水循环使用，尽量减少排

放量，具体措施是将矿山所有废水截流收集，排入尾

矿库澄清后回抽作为生产用水；坚持工程治理与生

物治理相结合，积极进行矿山和尾矿山库坝体的植

被恢复和土地复垦，保护生态平衡。

!" 面源污染控制。建设鄱阳湖流域内生态林

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以防止水土流失带来的面源

污染；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上，充分考虑土壤特性和

作物生长状况，根据作物对养分和农药的需求量，合

理安排施肥量、施肥方式、施肥时间，扩大以有机肥

生产和使用为重点的生态农业建设；设计适当的农

田景观，在农田和水体间设置适当宽度的植被缓冲

带，在地形转换地带建立适当的树篱和溪沟；实行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在空间上的合理搭配以及不同农作

物间作、套种和轮作。

#" 加强沿湖和湖内污染防治。加强湖岸周围

经济开发的环境管理。沿湖 ! "# 以内的企业排放

的污水，必须达到国家地表水!类标准；对沿湖拟建

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港口

码头的环境管理实行船舶排水处理及废弃物回收处

理；对湖内航行的船舶包括渔船丢弃的废物进行限

制，制定船舶污染排放标准，尤其要加强湖内运载化

学品、石油类物品等的管理，防止湖泊水质的污染。

$" 恢复沿岸水生植被，增强自净能力。沿岸水

生植被能起到抑制风浪、促进沉降、固定水土和吸收

净化水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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