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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太湖水环境质量在最近的十年中下降 % & ! 个等级 ’ %((" 年 )*’ +,的水体为!、"
类，到 !""" 年太湖水体 )-,为#类；%((" 年太湖水体为中 & 富营养化，!""" 年太湖水体以富营养

化为主 ’本文通过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水环境变化，认为太湖流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及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使水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环保意识落后、治理能力不足、

管理体制不合理是太湖目前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
关键词 太湖 水环境 变化 缘由

分类号 .+!#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流域面积 $*(""/0!，人口

$*"" 万，城市化水平 +" ’*, ’全流域 %((( 年国内生产总值 )("" 亿元，占全国的 %%,，财政收入

占全国的 %*,［%］’ 较 )" 年代初，太湖流域经济总量增加了近二十倍 ’太湖流域水资源在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水环境明显恶化 ’分析流域水环境变化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

于了解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保证流域经济社会、水资源协调，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保证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 太湖流域水资源及利用

! ’! 流域水资源量

太湖流域多年（%(+* & %(-( 年）平均年水资源总量为 %*! 1 %")0$，平均产水系数约 " ’$) ’其
中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 1 %")0$ ’因濒临长江，过境水量丰沛 ’长江干流多年平均下泄

入海水量多达 ($*" 1 %")0$，但本流域可利用水量受沿江引水工程规模限制 ’目前，苏南沿江及

上海的通江河道除黄浦江干流外均已建水闸控制，所需补充的水量通过引提工程取得，其中苏

南地区沿江水闸多年平均引江水量为 #+ 1 %")0$（治太前）’
太湖流域人均水资源仅 #+"0$，为全国平均水资源的 % 2 +，流域水资源供需总体能够保持

平衡，一靠从长江引水，%((% 年以来又兴建了治太骨干工程，能排能引，引水能力增加，但由于

引水受河网污水制约，引水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水资源需求矛盾尖锐 ’二是由于太湖地势平坦，

下游潮汐顶托，水流缓慢，水资源利用率很高，上游农业灌溉、生产、生活、工业的回归水，是下

游地区的引用水，水资源利用率高达 !"", & !+",，但河网污染问题非常突出 ’
! ’" 水资源利用

近 $ 年（%((-、%(()、%((( 年）太湖流域总用水量约 !(" 1 %")0$ ’ 其中农业用水约 %"" 1
%")0$，一般工业用水约 #" 1 %")0$，生活用水不到 #" 1 %")0$，火电用水约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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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 !""" 年太湖流域水资源公报，流域总用水量为 #$% & $ ’ !($)*，耗水量为 "" ’ !($)*，

回归水 !$+ ’ !($)* & 其中，火电用水 !(+ & $ ’ !($)*，实际耗水 , & - ’ !($)*，回归水为 "" & * ’
!($)* &一般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的回归率约 -(.（表 !）&

! 流域水资源质量

太湖流域近年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乡镇企业的繁荣，大量废污水排入江河湖泊，而

污水治理速度远跟不上排污的增加，使河流湖泊水体的水质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流域水质恶化

始于八十年代初，至今水质类别普遍降低了 ! / # 类（每十年下降一个级别），已达到全面恶化

的程度，大部分水域已丧失了原来的供水和环境功能 &

表 ! !""" 年太湖流域耗用水统计（!($)*）

012&! 31456 789:;)<4=89 =9 01=>; 31456:>5?

=9 !"""（!($)*）

项目 用水量 耗水量 回归水量

生活 *%&## !# &*$ #! &$%

工业 %#&*+ " &$% *# &-#

农业 !(!&%# +" &%# *# &((

小计 !,$&(( "! &+% $+ &*+

火电 !(+&$% , &%$ "" &*+

合计 #$%&$% "" &!# !$- &,#

表 # !""( 年太湖流域河网水质

012&# 31456 @;1A=4B 8C 6=D56 :B:45)
=9 01=>; 31456:>5?，!""(

评价时段 !类 "类 #类 $类 劣于$类

汛 期

非汛期

全年期

!(&+.

#*&$.

#!&$.

!$&".

#-&!.

##&!.

%#&*.

*(&$.

**&,.

!,&".

!!&#.

!*&*.

!(&*.

"&!.

"&!.

表 * !""( 年太湖水质!

012&* 31456 @;1A=4B 8C 01=>; E1F5 =9 !""(

评价时期 !级 "级 #级 $级

汛 期

非汛期

全年期

$( &,.

-"&(.

,(&,.

!"&*.

#,&-.

!-&$.

#&%.

!*&-.

!!&!.

! 按 GH*$*$ / $* 标准分级评价 &

太湖流域水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 & 河网水

体主要污染物为高锰酸盐指数（IJKL9）、氨氮

（MN*OM）&湖泊水体主要污染物为 IJKL9、总氮

（0M）、总磷（0P）和叶绿素 1（I>A1）&
! "# $% 年代太湖流域水质状况

! "# "# 河网水质 !""( 年太湖流域河网（评价

长度 !!+*F)）水质 %* &".为!、"类，劣于#类

占 -+Q!.，其中#类占 ** & ,.，$类占 !* & *.，

劣于$类占 " &!.（表 #）&
! "# " ! 太湖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 根据 !""(
年水质调查结果，太湖水质尚好，# / * 级水占

$+ &-.；部分区域（!* &-.）有少量污染（表 *）&
!""( 年，太湖富营养化水平整体评价为中

/ 富营养，年均 0P 达 ( & (-)R S E，0M 达 #Q#)R S
E& 其中，0P 指标 $! & #. 达中 / 富营养水平，

#Q%.达富营养水平；0M 指标 *# & $.达中 / 富

营养水平，+, &#.达富营养水平 &
! &! !%%% 年太湖流域水质及富营养化状况

#((( 年太湖流域水质按省界水体 $# 个监

测断 面 评 价，全 年 期 仅 !-. 未 受 污 染，其 余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为有机污染，主

要超标项目为 0P、IJKL9、HJK- &
据太湖 #% 个监测点监测统计，#((( 年全年

$,.的 监 测 点 水 质 劣 于#类，其 中#类 占

,!.、$类占 %.、劣于$类占 !#. & 主要超标

项目为 0P、HJK-、IJKL9等 & 与 !""( 年相比，!(
年间，太湖水质下降了 ! / # 个类别 &

在富营养化方面，#((( 年太湖水体以富营养化为主 & 太湖 #% 个监测点监测数据表明，全

年平均 #".达中 / 富营养水平，,!.达富营养水平 & 年均 IJKL9达 - &#$)R S E，0P 达 (Q!()R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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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 $%&’( ) *，分别超过国家规划 #+++ 年水质目标的 ,%-、.++-和 .%&- $
! $" 近 #$ 年太湖水质变化

#+ 世纪 /+ 年代以来，太湖水质污染发展可分为二个阶段：/+ 年代初水质以!、"类水为

主，#+++ 年水质以#类为主 $从 /+ 年代初期至今，太湖水质级别下降了 . 0 # 个等级，恶化趋势

十分显著 $ 而同期太湖富营养化发展可分二个阶段：/+ 年代初期以中营养 0 中富营养为主，/+
年代中期以中富营养为主（图 .）$“九五”期间，国家采取各项措施，加大对太湖的治理力度，太

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恶化的状况有所缓解，环湖河流和太湖湖区水质污染状况没有进一步扩

大 $

图 . 太湖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总氮均值年际变化（./12 0 #+++ 年）

34($. 5678(9 :; ’978 788<7= !>，5?@A8，!" 48B9C9D 48 !746< *7E9，./12 0 #+++

" 太湖流域水质恶化缘由

造成太湖地区水污染严重和水环境恶化，有多方面原因，既有人口、自然、历史方面的因

素，也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如该地区人口众多，城

乡居民点密集，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污染源 $而流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

快速变化与环保意识和防治措施的严重滞后是太湖目前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
" $#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流域用水量和废污水排放量相应增加，但污废水治理能力

严重不足

./1F 年太湖流域工农业总产值仅为 .F%+ 亿元，而 .///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F.+++ 亿元，在

这期间太湖流域经济总量增加了 #& 倍 $而近 #+ 年，城市化速度在太湖流域也十分之快，.///
年太湖流域的城市化水平已达 %.-，远高于全国 F.-的水平 $ ./1+ 年太湖流域用水量 ##, $, G
.+1’F，而 ./// 年用水量已达到 #1% G .+1’F，相应工业、生活污水量从 ./12 年的 F, G .+1H 增加

到 ./// 年的 &/ G .+1H，为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的 . ) F $
以无锡市为例，./1+ 年平均每人生活用水量为 .+%* ) B，./// 年增加到 #1&* ) B，生活用水每

天从 1 G .+&H 提高到 F# G .+&H $如果按排放系数 + $ 1 计算，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原来 , $ & G
.+&H ) B 增加到 #% $& G .+&H ) B，平均每日近百吨的 5?@ 随污水进入河网 $工业的快速发展，生产

用水需求相应增加 $仅来自城市自来水供水的每天生产用水量就从 ./1+ 年的 .. G .+&H，增加到

.//1 年的 F& G .+&H $近 #+ 年，无锡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增加了 F 0 & 倍 $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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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重复利用率有所提高，但因用水总量提高较快，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
目前，太湖流域污水处理率尚低于 "#$，因此，污水处理能力相对于废污水排放量来说严

重不足 !现阶段工业废水的治理仍以厂内处理为主，城市污水处理由于需要的投资大、运行费

用高，建设严重滞后 !从已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和运行来看，平均每建设日处理能力

%####& 的污水处理厂，约需投资 ’## 万元，每运行 %####& 的污水处理能力约需年度运行费用为

’" 万元 !如此高昂的投资和运行费用往往难以落实，故城市污水处理进展缓慢，%(() 年无锡市

区城市污水处理率仅 **$，包括郊县在内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 ")$ !
! !" 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方式与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对水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 年太湖流域的城市化水平为 ’%$，远高于全国 +%$的水平 !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 !小
城镇建设在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开发规模经营等方面有重要的变化 ! 据分析，"# 年来，太湖流

域城镇化土地面积扩大了 ")##,-"，占平原土地面积的 %#$ !
无锡市非农业人口从 %()# 年的 ). !. 万人增加到 %((( 年的 %/. !’ 万人，增加一倍 !市区人

口也从 %()# 年的 /. !*( 万人增加到 %((( 年的 %%% !.( 万人，城市建成区扩展迅速，%()) 年老城

区面积为 +* !(,-"，到 %((’ 年扩大到 .’ !’,-"，扩大了近一倍 !此外，乡村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

%((( 年 %’/ !% 万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占 ./ ! *$ !在乡村非农化的带动下，建

制镇数量逐年增加，%((( 年达 %#/ 个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点：

其一，历史上太湖流域地区的土地以种桑、捕渔、养渔、种稻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用地大量转化

为工业用地 !为保证农业（粮食）的总产出在总量上的相对稳定，除依靠科技进步外，不得不借

助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 !其中化肥投入对水稻、小麦产出增长的贡献额分别达 %# ! +$
和 +* !($，使得本地区粮食单产达 /’##,0 1 2-"，相当于全国平均单产的 % !* 倍 !

其二，为提高耕地的产出效益，近些年来对农用地内部土地利用方式进行了调整，粮经种

植面积比例从 / 3+ 调整到 ’ 3’，部分低洼地或水稻田被挖掘或整理为渔池，从事水产养殖业 !在
耕地非农化和耕地内部调整过程中，太湖水系遭到破坏，部分河流被填埋，丧失或改变了原有

的生态功能，影响了水系之间的正常水体和养分交换，降低了水环境容量和对污染物的稀释吸

纳能力 !
其三，农业生产对水环境的面源污染以肥料的流失为主 !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推测，太湖流

域内有机污染负荷中面源污染约占 +#$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

的变化，一方面农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由于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大量转向二、三产业，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生产方

式，如合理轮作、干耕晒垡、增施有机农家肥、传统的挖（河）泥作肥等不再存在，河道淤积严重 !
而土壤肥力下降，养分的回归与消耗不平衡，不得不增施化肥，其使用量逐年增加 !有机肥与化

肥的使用比例已由 )# 年代中期的 + 3/ 演化为 (# 年代中期的 % 3( !
据统计，太湖流域每亩农田施化肥 +) !’,0，施农药 " ! +,0，远高于全国平均的 "/ ! *,0 和 # !

/’,0!仅无锡市推算，全市每年流失氮 "%##& ! 农田使用化肥和农药后，农田水体中氮、磷、钾含

量明显增高，如遇雨水冲刷或管水不当，通过径流进入河道，既造成营养和有效成分流失，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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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水环境 !化肥施用的广泛性、分散性、季节性和流动性等特点，使之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

面源 !
"# 年代以后农业发展又出现对水域环境影响的新因素，随着养殖业的大规模发展，大量

的集中禽畜饲养场傍河湖而建，大量废水直接排放，已成为流域的一大污染源 !有些地方禽畜

养殖的污染甚至超过了生活污染负荷 !据统计，江苏省苏锡常三地禽畜养殖业就超过了一个

$%## 万人口城市生活排污的总量，远远超过工业污染源的排放量 !此外，水产养殖中大量使用

鱼饵，增加了水体的有机质含量，加速水体富营养化 !
! !! 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

太湖流域水质污染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编制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

划及 &#$# 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太湖污染治理工作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又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 $""’ 年底，全流域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和

沿湖的宾馆、饭店等单位排放的废水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第二阶段到 &### 年底，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和出入湖的主要河流水质达到地面水!类水质标准，实现太湖水体变清 !远期到 &#$#
年，基本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湖区生态系统转向良性循环 !

在过去五年中，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促下，江、浙、沪三省（市）积极组织实施《规划》，做

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 目前，流域内重点工业污染经 $""’ 年底“零点达标行动”后得到有效治

理［&］，工业污水 (#) * ’#)得到了控制，环湖宾馆饭店污水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一定规模的畜

禽养殖场的粪便处理得到了改善；含磷洗衣粉的禁用取得了成效［+］；氮肥、磷肥和农药的使用

受到了限制；网围养殖面积有所缩小；对通过太湖的船舶污染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通过治

理，太湖水质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部分河湖水质有所好转，但太湖总体水质尚水得到明显

好转，下游河网的水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的地方还有恶化的趋势 !
生活污水是太湖总磷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然而在 $"", * $""’ 年这三年中，对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重视不够 ! $""’ 年以后，虽然抓紧了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但进展缓

慢 !国务院在 $""’ 年批复的《规划》要求，&### 年底前太湖流域应建成 ", 座污水处理厂（包括

$""’ 年底前需建成的），工艺要求采用脱氮脱磷处理工艺 !后因乡镇调整，规划的污水处理厂

数目调整为 %- 座，目前建成的仅 &" 家，而且大多数城镇污水处理厂没有考虑专门的脱磷、脱

氮工艺，处理污水量也仅达到规划处理量 +&# . $#-/ 0 1 的 $ 0 +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因工作

难度较大，进展较缓 !前置库工程，尚未实施 !太湖围网水产养殖面积仍在 &%++ ! +23& 以上，远

超过规划要求的 $###23&（该项目标应在 $""’ 年底就已达到）!
" !" 现行水质、水资源的管理体制不合理

流域水污染治理主要是由江、浙、沪三省（市）按块负责，目前缺乏一个流域的日常监督机

构 !环保部门是水污染治理的主管部门，并由它来实施监督管理，对企业征收排污费、超标罚

款、限期治理等有效管理，而对承纳废污水的江河也未能有效管理，大量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江

河 !此外，城市供水、排水、排污、水质的管理，分属城建、公用事业、环保等多个部门，在一个行

政区域内，客观存在着“多龙管水”的问题，水管理现状是：“管水源的不管供水，管供水的不管

排水、管排水的不管水体水质”，最后的结果是“无人对水负责”!
河道虽属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但水行政主管部门如何防止水污染则缺乏法律依据，水行

政主管部门既不能对企业实行限期治理，也不能向企业收取排污费，更无力投资建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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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只好听任江河承纳污水 !目前这种水质、水资源不能统一管理的现状阻碍着水环境治理和

保护的进程 !
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在行政区域内部，要通过城市水务一体化体制的建立，来实现水资

源的统一管理 !只有实现了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才能对水资源优化配置，优水优用，也才能

够真正采用综合治理的办法，治理水污染 !
总之，太湖流域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不合理的农业生

产方式，使水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环保意识落后、治理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合理使得区域水

环境持续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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