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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湖无锡水域 !$$= 年 " 月底至 H 月初发生的供水危机，是以蓝藻为主的藻类大暴发引发“湖泛”造成

的。“湖泛”是剧烈的生化反应，是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有其明显的特征和极大的危害性。阐述防治“湖泛”的

综合性措施有：清淤，打捞蓝藻，合理规划调水路径，控制外源入湖，修复水生态，加强监测和制订应急预案，

以确保安全供水和改善太湖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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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平原淡水湖，现面积 ! GF$ L9!。自 !$ 世

纪 J$ 年代以来，太湖由于大量外源进入和内源污

染，水污染和富营养程度日益严重。!$$= 年 " 月底

H 月初产生大规模“湖泛”，湖水发臭，造成无锡市供

水危机，影响 !$$ 余万人的饮水安全，引起国内外高

度关注。

! 关于“湖泛”

“湖泛”是湖泊在气温较高状态下，以有机污染

物为主的严重污染底泥在厌氧等特定环境下发生强

烈生化反应后的一个现象。“湖泛”是新发现的太湖

水污染的一种形式，“湖泛”的防治已在 !$$J 年被正

式列入治理太湖的方案中。

其实太湖在 !$ 世纪 =$ 年代前也存在“湖泛”现

象，但发生次数少。!$ 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通过河

湖罱泥作为农田有机肥，湖泊底泥淤积很少；人粪尿

均用作农肥，工业污染少；当时入湖污染负荷少，底

泥受污染轻；太湖中也有藻类，但不多，藻类及其残

体进入底泥的数量也很少；“湖泛”影响范围很小，发

生程度很轻，有异味但不重。此类“湖泛”称为小型

“湖泛”。

“湖泛”自 !$ 世纪 %$ 年代起，发生几率增多，

“湖泛”发生规模较大和程度比较强烈，此类“湖泛”

称为规模型“湖泛”。

" 历次规模型“湖泛”

#%%$ 年前存在的小型“湖泛”，由于影响程度和

范围很小，且没有影响到太湖水源地安全供水，有关

文献较少。#%%$ 年起太湖年年发生藻类暴发，常引

发规模型“湖泛”，同时又危害水源地安全的有以下

几次：

#%%$ 年 = 月，梅梁湖藻类大暴发，梅梁湖三山

以北同时产生一定规模的“湖泛”，当时取水能力 #"
万 9G M N 的梅园水厂减产 =$O，影响 #" 万居民 !" N
的用水，##= 家工厂停产，当时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PG 亿元。

#%%F 年 = 月初，梅梁湖三山以东以北产生严重

的规模型“湖泛”和藻类暴发，导致中桥新水厂（取水

能力 H$ 万 9G M N）和梅园水厂自来水发臭，影响全市

近百万市民生活。

#%%" 年 = 月上旬，梅梁湖三山以北由于在较短

时间内大量进入污水，引起规模型“湖泛”，其间也存

在藻类暴发，!（Q,）接近于零，!（(1）R JPFJ 9S M T，

!（(/）R $P!J"9S M T，整个湖水发臭，梅园水厂 = 月 "
日 U J 日停产 F N，影响 G$ 万市民生活和生产。

#%%J年 J 月，梅梁湖发生规模型“湖泛”、藻类

大暴发，严重影响小湾里取水口和梅园水厂取水口

水质，造成 J 月初梅园水厂停产 " N，影响了数十万

市民的生活和生产。

!$$= 年 " 月底至 H 月初，贡湖水源地发生特别

严重的规模型“湖泛”，由于当时东南风使太湖藻类

富集、堆积在贡湖，引起藻类大暴发，藻类大量死亡

并沉入水底，一方面消耗水体大量氧气，另一方面使

底泥中有机质大量增加，有机质质量分数最大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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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为贡湖同期底泥平均值 "#&%的 "#’
倍，加上当时 "$(以上的气温，引起大规模强烈“湖

泛”，形成“黑水团”，面积 " ) ’ *+,。当时!（-."/-）

最大值达到 !,#’ +0 1 2，藻类全部死亡，水体颜色呈

浓酱油汤，很臭，严重影响南泉水厂供水，造成臭自

来水事件（即太湖无锡 3#,4 供水危机），损失严重，

为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竺山湖水域为无锡、常州共有。近几年水质一

直为劣!类，主要污染指标为 5-、56，,$$& 年 3 月 ,7
日 ) 7 月 4 日，竺山湖发生较长时间的规模型“湖泛”，

影响竺山湖北部和中部水域，面积大约 !$ ) !7 *+,。

期间!（5-）8 &#," ) !"#’+0 1 2（均为劣!类）、!（56）

8 $#’, ) !#$, +0 1 2（均为劣!类）。水域呈酱油色

（接近黑色），水体散发出强烈的臭鸡蛋味。竺山湖

此次规模“湖泛”发生时间比较长，历时 !" 9。其原

因有："气温、水温较高，当地气温 !: ) "$(，水温

," ) ,7(，且太隔运河、漕桥河、殷村港与其他河道

长期把大量污水送进湖中，使底泥污染加重，积累大

量有机质、-、6、; 等。#“湖泛”发生前，入湖河道中

污染严重，<= 质量浓度很低（$#! ) !#$ +0 1 2）的大

量污水进入，周铁镇附近水域有较严重的藻类暴发、

聚集和死亡现象，加重底泥的有机污染，严重污染的

底 泥 在 厌 氧 状 态 下 发 生 强 烈 生 化 反 应，期 间

!（-."/-）8 : ) & +0 1 2，水面上看不到聚集的藻类。

$该水域目前可能调进较好的水，只能靠水体自身

的湖流、波浪等因素消化、减弱和消除“湖泛”，所以，

该次“湖泛”表征减弱直至消失的时间段比较长。但

此水域无饮用水水源地。

! “湖泛”现象产生的环境条件和特征

! >" 环境条件

太湖容易发生规模型“湖泛”的环境条件有以下

几方面。"时间：一般均发生在春末%盛夏%秋初，高

温闷热晴好天气。#水深：!#3 ) ,#3 +。$底泥：表

层底泥、浮泥中的有机污染重，且呈正释放状，并有

一定量含硫物质和大量微生物、细菌存在，其中含硫

物质主要来自工业、城市污水，如 !4&& 年入太湖河

道中含硫物质达到 !4#$, +0 1 2［,］。&水体：污染严

重，5-、56、?=<、-."/- 浓度高，营养盐含量多，水体

达中富营养化或重富营养化。’风力：缓和微风。

(水流：滞缓。)氧气：表层底泥严重缺氧，水体溶

解氧低，一般小于 ! 或接近 $。

! ># 发生水域

太湖容易发生规模型“湖泛”的水域一般为以有

机污染为主的重污染底泥分布区，水污染严重的湖

区；物质与能量异常的作用区域。具体地说，太湖最

易发生规模型“湖泛”的水域是梅梁湖（太湖西北部

的湖湾，面积 !,’ *+,）、竺山湖（太湖西北部偏西的

湖湾，面积 37#: *+,）和贡湖（太湖北部的湖湾，面积

!’&*+,），原因是这些水域入湖河道多、入湖污水多，

以及由于上述湖湾形似口袋，容易在风力作用下堆

积藻类等因素，当然太湖其他局部水域也可能发生

规模型“湖泛”。

! >! 现象与特征

发生规模型“湖泛”的主要现象与特征有：“湖

泛”水域呈浆（黑）褐色水体，透明度很小，混浊；发出

类似下水道、臭鸡蛋的刺激臭味、有硫化氢的恶臭；

有大量气泡、臭气逸出；“湖泛”区内鱼虾、底栖动物

无法生存，水面常见漂浮鱼虾、底栖动物（如湖鳅）死

亡残体，或鱼类迅速逃离该水域，而发生小型“湖泛”

时，鱼类因缺氧仅是浮在水面上，发生“浮头”现象，很

少有死亡的；湖面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发生面积一般

较蓝藻暴发面积要小得多；发生期相对较短，一般为

数天至十多天；在原地发生，基本没有风力的聚合作

用，“湖泛”可在不大的水域范围内移动；不定时发生。

! >$ 性质和产物

规模型“湖泛”以典型有机厌氧生化反应为主

导，反应强烈。反应中，底泥有机质中含硫的蛋氨酸

等物质在厌氧环境下转化为二甲基三硫为主的硫醚

类物质，是产生恶臭的主因［"］。湖泛”过程中有大量

?.’、.,;、-."/- 等气体逸出，以及产生硫化物与有

机体（蛋白质、脂肪）等生化反应后的生成物或衍生

物。“湖泛”产生的恶臭一般并非是藻类的直接代谢

物，其机理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发生“湖泛”的主要因素

$ >" 基本因素

必须满足前述太湖发生规模型“湖泛”的基本环

境条件：包括时间、水深和温度条件，底泥有机污染

重、水体污染严重、厌氧等特定环境，微风、水流滞缓

等条件。

$ ># 特定因素

太湖规模型“湖泛”多发除上述基本因素外，还

有以下特定因素。

%& 与藻类暴发有关。由于太湖富营养状况日

益严重，!44$ 年起太湖藻类年年暴发，并且由于风

力作用造成藻类在某一水域聚集、堆积、大批死亡并

沉入水底，藻类死亡腐败过程消耗大量氧气，造成该

水域严重缺氧和增加了底泥的有机污染，污染严重

的底泥在厌氧状态下进行强烈的生化反应，频频形

成规模型“湖泛”。高浓度的 .,;、-."/- 能杀死藻

类，根据以往积累的资料和观察分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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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 " #$% & ’ 时，藻类几乎全部死亡，所以一般在

规模型“湖泛”区见不到本湖区产生的藻类漂浮，仅

有部分外水域藻类经风力富集到本湖区，且漂来不

久即死亡，进一步加剧“湖泛”。强烈的厌氧生化反

应能分解藻毒素，经一段时间就监测不出藻毒素。

但并不是每次藻类暴发均要引发规模型“湖泛”。据

不完全统计，自 ())* 年 " +**# 年的 () 年间，藻类年

年暴发，但引发规模型“湖泛”仅为 ! 次，如 +**, 年 #
月，梅梁湖发生大规模藻类暴发，但未引发规模型

“湖泛”，其原因是没有满足发生“湖泛”的全部因素。

!" 与高浓度污水大量入湖有关。自 +* 世纪 #*
年代起，入湖河道带入太湖的生活、工业污水，以及

其他污染物日渐增加，特别是梅梁湖、竺山湖和贡湖

周围的入湖河道多，河道水质从 +* 世纪 !* 年代的

!类水变为 )* 年代至 +( 世纪初的劣"类水，并且

河道带入污水量多，当水体和湖泊底泥污染到一定

程度，特别是某一时段入湖河道把大量高浓度、溶解

氧很低的污水带入太湖，推进到湖泊一定纵深范围，

并满足“湖泛”发生的厌氧等基本条件，就发生规模

型“湖泛”。

#" 在上述两种情况共同作用下产生规模型

“湖泛”

$ -% &’’( 年后“湖泛”加重的原因

“湖泛”加重包括规模范围和剧烈程度两方面。

“湖泛”加重的基本原因是：#河湖罱泥作为农田有

机肥的现象已不存在，使太湖底泥沉积大幅增多；

$由于大量生活、工业污水进入太湖，及地面径流污

染太湖等因素，底泥受 .、/ 和有机污染程度很重；

%太湖中以藻类为主的水生物残体大量进入底泥。

规模型“湖泛”的影响范围较大，可达到数 0$+；发生

程度相当严重，臭味很强烈，湖水中鱼类和底栖动物

都不能存活，就是耐污染的藻类一般都不能存活。

) 规模型“湖泛”的防治

要保护太湖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生态系

统和确保水源地安全供水，必须防治规模型“湖泛”。

总体要求是：减少有机质和其他有关污染物进入底

泥和水体，清除已存在于底泥和水体中的此类物质，

增加底泥及其上覆水体的氧气，降低水温，以此减少

规模“湖泛”发生的可能性和减弱可能发生“湖泛”的

规模和强烈程度。主要防治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 适时适量生态清淤。清除污染底泥及其中

大量的有机质、.、/、1 等污染物质。一般清淤深度

为 ,* " 2* 3$。如以往为解决梅梁湖、贡湖“湖泛”的

后遗症和防治再次发生“湖泛”，多次进行了生态清

淤：#梅园水厂水源地清淤。())4 年、())2 年夏天

此处水源地发生藻类暴发和引发规模型“湖泛”，影

响供水，即进行清淤。清淤工程位于梅梁湖北部梅

园水厂取水口周围，清淤面积 *5(2 0$+，因为取水口

比较深，所以清淤平均深 (54 $，清淤量 ++ 万 $,，

())6 年 , 月至 4 月清淤。改善水环境的效果很好，

如 789:;，清淤后为 456 $% & ’，而 ())2 年!（789:;）

同期为 #52$% & ’，下降 425)<。$小湾里水源地清

淤。())4、())2 年夏天梅梁湖小湾里水源地发生藻

类暴发和引发规模型“湖泛”，影响供水，所以 ())6
年春天进行清淤。清淤工程位于梅梁湖东部的小湾

里水厂取水口周围，清淤面积 *52 0$+，清淤平均深

*54 $，清淤量 +* 万 $,，当年有较好改善水环境效

果。%贡湖南泉水厂水源地清淤。因为 +**! 年 2 " 6
月贡湖南泉水厂水源地发生藻类暴发和引发规模型

“湖泛”造成无锡 25+) 供水危机，所以在 +**! 年 ! 月

" +**# 年上半年进行清淤。清淤范围在贡湖北部

的南泉水厂、锡东水厂取水口周围 (*5) 0$+，清淤深

度 +* " ,* 3$，平均 +6 3$，采用环保型绞吸式挖泥船

清除 +* 世纪 !* 年代后淤积的污染底泥及底泥中活

的藻 类 细 胞，清 淤 量 +#+ 万 $,。清 淤 后，水 质 从

+**! 年的劣"类改善为"类，有效改善了水源地水

质，以后未发生“湖泛”。&竺山湖清淤。因为 +**#
年 2 " 6 月竺山湖发生大规模“湖泛”（该水域无取水

口），决定在竺山湖进行 (0$+ 的试验性清淤，清淤深

度 +* " 4* 3$，清淤量 ,* 万 $, 左右，以后再扩大清

淤范围。

!" 打捞、清除藻类。为阻止藻类在取水口及重

要水域大量聚集、死亡和沉入水底，并取走水体中大

量藻类及其所载的大量有机物和 .、/ 等污染物，无

锡市已在易发生“湖泛”的水域组建 4! 支打捞藻类

专业队伍，主要采用机械化打捞，利用离心泵吸取藻

类，在机械无法作业的水域进行人工辅助打捞，确保

易发生“湖泛”水域无藻类大量堆积现象。+**! 年、

+**# 年已经分别打捞藻水（含藻类干物质 *52< "
(<的藻类与水的混合体）() 万 $,、2* 万 $,，并对藻

水进行机械化分离、脱水，大幅度减少藻水运费，并

对脱水后藻类进行生产沼气 = 发电、制造肥料等资

源化利用，基本上控制了因大规模藻类暴发引起的

“湖泛”。

#" 合理规划调水路径。在易发生“湖泛”和有

条件进行调水的水域，在气温较高（4 " (* 月）或最

高温度!+*>时，进行调水，促进水体流动，以增加

环境容量，增加溶解氧和降低水温。同时应该注意

调水路径，使易发生“湖泛”水域的水体能进行有序

流动，以充分起到上述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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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议

! !" 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市政管网建设，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

青岛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在规模和质量上均不能

满足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间，青

岛市将在市区的墨水河、楼山河、李村河、海泊河和

尼布湾等排污单元进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新建和扩

建，扩大污水处理厂规模，提高污水处理率。但是污

水处理厂在结构设计和处理深度上与发达国家仍有

一定差距，例如生活污水的再利用率低，，有些污水

处理厂尚不能脱氮，对污水只能进行一级和二级处

理等，因此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尚需加强。

市政管网建设落后，存在雨污混流现象。在暴

雨发生时，暴雨溢流严重，地表污染物大量入海，对

海域水质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应加强市政管网建

设，制订应对暴雨溢流的措施，同时加强入海排污口

的有效管理［!］。

! !# 进行胶州湾环境容量计算，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基础数据

当前，海湾的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海湾环境

容量和陆源污染物入海量的研究也备受关注［"!#］。

胶州湾是半封闭性海湾，其水文、水动力条件不利于

污染物的迁移扩散，很容易造成局部海域水质恶化，

因此进行环境容量计算可以预测陆源污染物的输入

量，为陆源污染物的削减提供依据 !
! !$ 加强湿地的保护和恢复

逐渐开展“退耕还草”、“退池还海”，把已失去经

济价值的养殖池、耕地和超出批准使用年限的养殖

池等逐步收回恢复湿地生态环境。

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逐步恢复湿地景观，开发

生态旅游业，充分利用湿地景观和生物资源开发相

应的旅游项目（如湿地科普性项目）吸引游人，最大

限度的发挥该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价值；以旅游业带

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发展与该区

域资源相适应的服务业、水产加工、盐业等行业，使

该区域的生产发展活动都逐步与湿地保护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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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削减外源入湖。大幅削减生活、工业、

农业污水入湖，减少有机质、/、0、1 等污染物质进入

水体和底泥。

’& 水生态修复。在适当的环境条件和时间，种

植水生植物，阻挡、削减风浪和固定底泥，吸收底泥、

水体中有机质和其他污染物质，减少参与“湖泛”的

基本物质和降低水温［#］。

( & 做好“湖泛”监测和应急预案。加强对容易

发生“湖泛”水域，特别是有可能影响供水水域“湖

泛”的监测，包括：底泥（浮泥）中耗氧有机物、微生物

和细菌，水体的污染物，底泥表层和水体的厌氧条

件，生化反应的生成物质等。同时做好发生“湖泛”

的应急预案。

) 结 论

规模型“湖泛”造成的危害性很大，但通过清淤、

打捞蓝藻、合理路径调水、控制外源入湖、水生态修

复等综合性防治措施是可以防治和得到控制的。无

锡市采用上述措施，使 ),,- 年下半年和 ),,. 年易

发生“湖泛”的梅梁湖和贡湖水域均没发生规模型

“湖泛”。估计经 $, 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基本可控制

“湖泛”和消除规模型“湖泛”，确保太湖供水安全和

水环境的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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