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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太湖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污染治理提供参考数据，对 5::"—!44: 年江苏省环太湖

河道的入湖水量、入湖污染物量和入湖水质进行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环太湖河道多年平

均入湖水量为 B4H; 亿 D#，主要入湖河道的 (I#C(、+2、+(、1/J7@平均入湖量分别为 5H#B 万 K、5#;4 K、
!H;# 万 K 和 #HBB 万 K，环太湖河道超"类水标准的断面占断面总数的 B5H6L M :6H#L，其中 5::"—

!44A 年超"类水质的断面呈上升趋势，水质逐渐恶化，而 !446—!44: 年超"类水质的断面渐趋下

降，水质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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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中国三大淡

水湖之一，具有防洪、排涝、供水、航运、旅游及养殖

等多种功能。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太湖作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的地位越显突

出，它不仅是周边城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地，还承担通

过环太湖出湖河流向太湖周边地区以及上海水源地

供水的任务，因此，保护好太湖水资源显得极为重要

与迫切［5］。

随着太湖流域地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高

度集中，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适当处理便

排入太湖，使太湖水体中 (I#C(、2 等耗氧物质浓度

升高，增加了水体营养物质的负荷量；而为了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化肥的施用量也逐年增加，化肥经雨水

的冲刷也进入水中，更增加了水体营养物质的负荷

量；在水产养殖方面，为达到渔业高产，一些地区在

水中投放饵料，这也成为水体接纳 (、2 等营养物质

的主要渠道。太湖几乎每年发生不同程度的蓝藻暴

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

影响巨大。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各部门在太湖水

污染治理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太湖水质恶化

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太湖富营养化问题仍较严重［!］。

本研究通过对比 5::"—!44: 年环太湖河道的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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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入湖污染物和入湖水质的变化情况，分析太湖

水质的变化趋势，旨在为太湖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

水污染治理提供参考数据。

! 环太湖河道入湖水量的计算

! !! 布设水文监测站点

在环太湖布设水量巡测入湖口门 ""# 个，其中

江苏省 $# 个，浙江省 %& 个。布设环太湖进出水量

监测站 "& 段 "" 站，其中浙江省 % 段 % 站，江苏省 ’
段 $ 站。江苏省环太湖河道设有大浦口、白芍山、犊

山闸、瓜泾口、望亭（立交）、太浦闸（平望）等国家基

本水文站。

对环太湖河道进行水文巡测，要在进出湖水量

比较大的主要河道上设置流量测验断面，建立基点

站和单站，每日定时进行流量测验，而在其他较小河

道，则根据水情变化采取巡测的方法不定时进行流

量测验。在基点站和单站每日进行定时流量测验，

其中，河流站一般每天测 % 次日流量；在洪水期，视

水情变化情况，各站随时加密测次，以测得完整洪水

过程。闸坝站则在闸门开启变化时随时加测（开闸

时每天测流两次）。各巡测段每月上半月、下半月各

巡测 " 次，时间定在每月的 ’ 号、%# 号左右；汛期大

水时随时加密巡测测次。在所有入湖口门，进行水

量、水质同步监测。

! !" 计算环太湖河道入湖水量

根据水系特点，将沿湖巡测段分成若干小段，在

各段的基点站流量与该段巡测断面的总流量之间建

立关系，推求各段的进出湖水量。对一些受水利工

程控制或不能放在一个巡测段内建立关系的河道，

则采取设站委托测验的方法，单独推算其入湖水量。

苏州市有 ( 段 % 站共 (# 个进出水口门，无锡市

有 # 段 ( 站共 #’ 个进出水口门，常州市有龚巷桥和

雅浦桥 % 个单站及漕桥、黄埝桥两个基点站。根据各

站、段推求出的逐日流量，可分别计算其入湖水量。

! !# 环太湖河道入湖水量的变化趋势

"$$’—%&&$ 年环太湖河道年平均入湖水量为

)&*+ 亿 ,#，年最大入湖水量为 $-*( 亿 ,#（%&&# 年）、

年最小入湖水量为 ((*$ 亿 ,#（"$$$ 年）。年最大入

湖水量是年最小入湖水量的 "*+$ 倍。近年来，环太

湖河道年入湖水量有明显下降趋势［#］。"$$’—%&&$
年环太湖河道入湖水量年变化情况见图 "。

"$$’—%&&$ 年，浦南区、阳澄淀泖区、武澄锡虞

区、湖西区年平均入湖水量占总入湖水量的比例分别

为 ’*-.、%*".、%%*".和 +)*#.。入湖水量的在年

内分配也不均匀。上游降雨量较大时，河道闸坝相继

开闸放水，导致入湖量较大；汛期（(—$ 月）入湖水量

占年入湖水量的 (#*).，其中 +—$ 月的入湖水量占

-+*".。多年平均月入湖水量最大月份是 ) 月，占年

入湖水量的 "#*#.；月入湖水量最小的月份是 % 月，

占年入湖水量的 (*-.。"$$’—%&&$ 年平均各月环太

湖河道入湖水量占总入湖水量比例的情况见图 %。

图 " "$$’—%&&$ 年环太湖河道入湖水量年变化过程

图 % "$$’—%&&$ 年平均各月环太湖河道

入湖水量占总入湖水量的比例

" 环太湖河道水质评价

" !! 评价范围

本文选取环太湖河道 %% 个水质断面、湖区 %+
个水质断面作为水质评价范围。

" !" 评价方法

选取的水质评价参数是 /0、10/23、45#64、78；

依据的水质评价标准是9:#’#’—%&&%《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采取的水质评价方法是单指标评价法（对最

差的项目赋全权，即以水质类别最差的参数的类别代

表该测点的水质类别。该方法又称一票否决法），当

出现不同类别的标准值相同时，按最优类别确定。

" !# 评价结果

对 "$$’—%&&$ 年环太湖河道的水质［-］监测结

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类水标准的断面占断面

总数的 )"*(. ; $(*#.，其中 "$$’—%&&- 年超!类水

质的断面数呈上升趋势，水质逐渐恶化；%&&(—%&&$
年超!类水质的断面数渐趋下降，水质有所改善。

"$$’—%&&$ 年环太湖河道水质评价结果见表 "。

"$$’—%&&$ 年环太湖河道 45#64、78、74 的多

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 %*’+ ,< = >、&*%%+ ,< = > 和

(*&%,< = >，45#64 的年均质量浓度最高值是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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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环太湖河道水质评价结果 !

年份
各类水质断面占总断面比例

! " # $ "$ 超"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 ./ 0 1、最低值是 )--$ 年的 #’+* ./ 0 1；23 的

年均质量浓度最高、最低值分别为 #$$$ 年的 -’)*$
./ 0 1 和 )--% 年的 -’#%* ./ 0 1；24 的年均质量浓度

最高、最低值分别为 )--( 年的 *’*, ./ 0 1 和 #$$% 年

的 +’(*./ 0 1。#$$%—)--$ 年环太湖河道污染物质

量浓度值及水质类别见表 )。

表 $ !""#—$%%" 年环太湖河道污染物

质量浓度值及其水质类别

年份

45+64 23

!（45+64）0
（./·17 #）

水质

类别
!（23）0

（./·17 #）

水质

类别

!（24）0
（./·17 #）

#$$% #’%, $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劣$ -’)+% # &’$-
)--% #’+, # -’#%* " +’,#
)--$ #’+* # -’))- # &’--

在江苏环太湖的 & 个分区（浦南区、阳澄淀泖

区、武澄锡虞区、湖西区）中，#$$%—)--$ 年多年平均

入湖河道 45+64、23、24 的质量浓度值湖西区均为

最大，阳澄淀泖区、武澄锡虞区次之，浦南区最小。

考虑多年水质资料的完整性，在众多环太湖入湖

河道中，选择直湖港、梁溪河、漕桥河和陈东港 & 条河

道作为入湖河道的代表，分析河道水质变化趋势。

#$$%—)--$ 年，直湖港的综合水质类别均为劣

$类。其中 89、:98;<、23 均以" =#类为主；45+64
除 )--$ 年为$类外，全部为劣$类。可见 45+64 是

直湖港最主要的污染物。

#$$%—)--* 年，梁溪河的综合水质类别均为劣

$类，)--, 年起，其水质渐趋好转，至 )--% 年，其综

合水质类别已达"类水标准。在 #$$%—)--* 年间，

梁溪河的 89、23 均以# =$类为主，45+64 全部为

劣$类。

#$$%—)--$ 年，漕桥河的综合水质类别均为劣

$类。其中 89 为$类、:98;<为#类、45+64 为劣

$类、23 为$类。可见 45+64 是漕桥河最主要的污

染物。总体而言，漕桥河水质较差，污染严重，但自

)--, 年以来，其水质呈明显好转趋势，其 89 的年均

增长率达 +(’&!，23、24、45+64、:98;<的下降率分

别达 ),’#!、#(’-!、),’%!和 #(’,!，水质指标改

善显著。

#$$%—)--$ 年，陈东港的综合水质类别均为#
类，其中 89、:98;<、45+64、23 均为#类。其 89 的

年 均 下 降 率 为 )’(#!；24 年 均 增 长 率 最 高，达

*’#%!，其 次 为 23、45+64，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和 &’*-!；:98;<基本保持稳定，无明显变化

趋势，其年均下降率为 -’#%!。总体而言，陈东港

水质优于漕桥河，但多年来其水质呈下降趋势，而自

)--, 年以来，其水质又呈好转趋势，但好转幅度小于

漕桥河，其 89 年均增长率达 +’)!，23、24、45+64、

:98;< 下 降 率 分 别 达 #(’*!、+’#-!、#$’+! 和

*’*,!，水质指标趋于好转。

& 环太湖河道入湖污染物量的分析

& >! $%%" 年

)--$ 年 江 苏 省 环 太 湖 河 道 的 45+64、23、24、

:98;<的入湖量分别为 #’), 万 ?、-’#, 万 ?、+’)) 万 ?、

&’,* 万 ?，分别比多年平均（#$$%—)--, 年）入湖量

减少 &#’)!、增加 #’*!、减少 #-’(!、减少 %’+!，

比 )--% 年 入 湖 量 减 少 %!、增 加 )#’&!、增 加

#,’(!，环太湖的 45+64、23、24、:98;<平均质量浓

度值分别为 #’,$./ 0 1、-’)+./ 0 1、&’()./ 0 1 和 ,’(%
./ 0 1［(］。

湖西区的 45+64、23、24、:98;<的入湖量占总

入湖量的 ,(!左右，武澄锡虞区占 )-!左右，阳澄

淀泖区占 &!左右，浦南区仅占 #!不到。

)--$ 年 江 苏 省 环 太 湖 河 道 汛 期（(—$ 月）的

45+64 入湖量为 -’(% 万 ?、占总量的 &(’&!，23 的入

湖量为 $*% ?、占总量的 (,’%!，24 的入湖量为 #’*#
万 ?、占总量的 &$’$!，:98;<的入湖量为 )’,% 万 ?、
占总量的 (%’&!。45+64 入湖量最大的 & 个月出现

在 &—, 月，占总量的 &-’&!；23 入湖量最大的 & 个

月出现在 (—% 月、占总量的 (-’#!；24 入湖量最大

的 & 个月出现在 (—% 月，占总量的 &+’*!；:98;<入

湖量 最 大 的 & 个 月 出 现 在 *—$ 月、占 总 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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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环太湖主要河道的 &’$(& 入湖量 !

年份 望虞河 武进港 太氵鬲运河 漕桥河 殷村港 社渎港 官渎港 洪巷港 陈东港 大浦港 乌溪港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

$ ," 逐年

(++)—"##+ 年江苏省环太湖河 道 -.$/-、01、

0-、23456的多 年 平 均 入 湖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7)’
89 : ;、#7"$ 89 : ;、&7#* 89 : ; 和 %7&) 89 : ;，多年平均

入湖总量分别为 "7#( 万 !、#7(% 万 !、$7&) 万 ! 和

&7(+ 万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年江苏省

环太湖河道 -.$/-、01、0-、23456有明显增长的趋

势，到 "##$ 年达最大值，但从 "##’—"##+ 年有减少

的趋势［*］。

表 $ )%%*—"##$ 年江苏省环太湖河道入湖污染物量

年份
入湖水量 :

亿 8$

入湖污染物量 :万 !

-.$/- 01 0- 23456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 %(7$’ (7"* #7(% $7"" ’7%*
平均 %#7*& "7#( #7(% $7&) &7(+

$ ,$ 主要河道

重点分析 (& 条主要环太湖入湖河道中的 (( 条

河道，即望虞河、漕桥河、武进港、社渎港、太 氵鬲 运

河、陈东港、乌溪港、太氵鬲南运河（殷村港）、大浦港、

洪 巷 港、官 渎 港。 因 资 料 所 限，分 析 年 份 选 为

"##$—"##+ 年。

"##$—"##+ 年 (( 条主要入湖河道 -.$/-、01、

0-、23456年平均入湖量分别为 (7$% 万 !、( $*# !、
"7*$ 万 ! 和 $7%% 万 !，分别占同期江苏省环太湖河

道入 湖 污 染 物 总 量 的 *+7*<、)$7&<、%"7&< 和

%"7$<。因为 01、0-、23456与 -.$/- 的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所以主要河道污染物各年度的变化情况可

通过其 -.$/- 入湖量来反映，见表 ’。

各主要河道中，-.$/- 平均入湖量最大的河道

是陈东港，占主要河道 -.$/- 总入湖量的 "(<，其

次为殷村港，占 "#<；01 平均入湖量最大的河道是

陈东港，占主要河道 01 总入湖量的 ""<，其次为殷

村港，占 (*<；0- 平均入湖量最大的河道是陈东

港，占主要河道 0- 总入湖量的 "$<，其次为殷村

港，占 (&<；23456平均入湖量最大的河道为陈东

港，占主要河道 23456总入湖量的 "*<，其次为殷村

港，占 (+<。

"##+ 年主要入湖河道的 -.$/- 入湖量为 ))$’ !，
占总入湖量的 %#<；01 入湖量为 ($++ !，占总入湖量

的 )"7$<；0- 入 湖 量 为 "$ *’+ !，占 总 入 湖 量 的

%$7’<；23456入湖量为$’&(" !，占总入湖量 %"7&<。

! 结 语

计算江苏省环太湖河道的入湖水量、入湖污染

物量，评价入湖河道的水质，可为太湖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太湖水污染的治理提供参考数据，对保护太湖

水资源起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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