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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蓝藻暴发的根本措施

  2007年5月，太湖多处湖面暴发大规模蓝藻，在情况特别严重的湖区，湖水几乎像绿色油漆一样浓稠，导致无锡城区部分自来水用户受到

“臭水”影响。随后，巢湖、滇池相继暴发蓝藻，连20年未曾出现大规模蓝藻污染的武汉东湖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局。至7月初，北方城市长春

的重要水源地水库也发现了蓝藻，并且迅速地大量繁殖。  

  面对突发事件，人们首先考虑应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尝试引水稀释污染水源。实际上，因湖区范围太大，采用稀释手段，一时也难奏

效。采用化学方法，如：向水中投入少量硫酸铜灭藻，只能杀灭藻类，却不能改善水质。在短时间内，几乎找不到有效控制的办法，只能听

天由命。 

  今年藻类数量迅速增加的几个因素 

  部分湖区藻类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1、今年以来，降水量偏少，水位较低，日照强烈，气温偏高，有利于藻类大量繁殖； 2、湖水中

的营养性物质氮、磷的含量较高，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比较严重，养分充足，适合藻类的生长需求，为藻类的生长和大量繁殖创造了有利的内

部条件；3、再加上藻类有随风向、湖流漂移的特性，因此，水域中水体流动性差，藻类相对集聚；流动性相对较好的水域则藻类较少，藻类

过度繁殖、大量衰亡腐烂时会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并产生异味。藻类聚集后逐渐死亡腐烂，快速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导致水体缺氧性腐

变，令水体产生异味。 

  藻类数量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 

  类似此次蓝藻爆发，藻类污染水源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如以往某市东湖的蓝藻水华问题；南方一些城市的自来水水源，遭

遇“青苔水”堵塞滤池的困扰；一些乡村住宅旁的“风水塘”，因藻类增多，满塘碧绿，影响其使用功能和景观作用；即使在太湖湖区，蓝

藻每年都会暴发，但这次规模最大，程度至甚，对自来水供应的影响也最严重。近年来，在我国近海海域频繁暴发的赤潮，也是由于水域中

的浮游藻类过多而引起的。 

  从表面上看，蓝藻暴发起因是高温，缺水，甚至还归咎于气候变暖等客观因素，人们似乎没有责任，也无计可施。由藻类引发的生态事

故如：水华和赤潮等，并非不可预知和不可防控。水生态学早已给出答案：水华是由藻类，主要是蓝藻（或称为蓝细菌）、绿藻、硅藻等引

起的，水华发生时，水一股呈蓝色或绿色；赤潮是海洋中某些微小的浮游藻类、原生动物或更小的细菌，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暴发性繁殖或

突然性聚集，引起水体变色的现象。其最根本原因乃人类经济的活动，对大自然造成了许多干扰，使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大量增加，造成

淡水、海水的富营养化，为水中这些微小生物的暴发性疯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藻类疯长的各个因素的监测，进行

预测。控制导致水域富营养化的各类污染，可防止水华或赤潮的发生。 

  目前已开展的工作 

  在监测方面，可选取与富营养化关系密切的参数，如湖水透明度和水色，水中N、P的浓度，DO、COD、BOD以及藻类种群、生物量或叶绿

素a的含量等作为评价指标，制定判别标准，区分不同类型。检测手段，可侧重于检测N、P营养因子；或侧重于检定藻类种群构成与叶绿素等

生物学指标；或仅选择透明度及化学性状指标。有条件的，可采用3～5种以上的参数进行综合分析。 

  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在防治水域富营养化方面，我国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区还处于管理失控的状态，非要到无水可用的

境地，才会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目前，各级水环境监测部门，已逐步增加了检测水域富营养化的指标，如珠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早在

1980年代，就较为系统地进行了水域中底栖动物监测、浮游动植物监测、菌类监测等方法研究，在河流、湖泊、水库等不同水域进行采样和

效果比对分析，对不同水域的采样方法、样品保存、样品的定性、定量分析，形成了一套适合珠江出海口水域的生物监测方法以及水质评价

方法。在进行局部区域的水环境评价以及部分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发挥了作用。但我们的监测评价结果只是作为决策部门参考的资料，并

未成为有效的预警报告，有关部门未能对可能发生的水环境事故进行有效的干预，一旦发生突发污染事故，没有应对措施和处理预案，只好

抱着侥幸心理，听天由命，此时采取应急补救措施已为时晚矣。相信各地水环境保护的同行也有与我们相同的感受。 

  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对于营养盐指标如总磷，河流与湖、库的限制值有所不同，同样是三类水标准，河道中的标准限制值为

0.1mg/l，湖泊中的标准限制值为0.025mg/l，河道中三类水标准限制值是湖泊的三类水标准限制值的四倍。当总磷浓度符合三类水标准的河

道水体，流入水库湖泊后，即超过了湖泊的四类水水质标准，与水中超量的总氮共同作用，容易形成水库湖泊的富营养化。太湖环湖有100余

条小河流入，以这样的形式向湖区输入氮磷，自然会累积在湖区，形成富营养化。采用引江济太方案，也容易向湖区输入大量的氮和磷。许

多引蓄河水的水库湖泊，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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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蓝藻暴发的根本措施 

  在防治方面，首先应限制湖库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增加，控制集中排入湖库的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及湖库

流域内其他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主要来自农牧地区地表径流(包括农村村落污染)、城镇地表径流、林区地表径流、以及大气降

尘、降水等面源排放；以及通过合理养殖和种植，削减湖泊底泥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盐，等等。 

  在蓝藻未形成危害之前，可采用生物操纵方法治藻，取得较好效果的有武汉东湖和深圳水库，研究人员总结出生物操纵措施，利用鱼类

控制富营养化，控制微囊藻水华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各个湖泊暴发蓝藻，超出了利用生物处理的能力，只能采用被动的做法，利用人

工捞取的方法收集富藻水，逐次浓缩、脱水后得藻泥。由于蓝藻中富集了大量的氮、磷、钾、有机质及重金属等，在富营养湖泊中水华蓝藻

大量暴发时，机械除藻，对控制蓝藻水华污染，有效降低水中的内源氮、磷等污染物负荷，可减少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几率。但以上举措

都是众多企业和用户排污，把污染物排放到水体，再由某个部门来治理、修复，实际上就是默认和纵容排污。这种由政府买单处理的被动做

法，耗费大量的资金用于治理被污染的水域，收效甚微，并非明智之举。 

  一些制定了严格保护措施的重点饮用水库，如新丰江水库（万绿湖）、新安江水库（千岛湖）等能够在今年避免爆发蓝藻，就是有力的

证明。为了控制污染，保护湖泊，当地政府出台了严格的保护条例，限制排污，投资建造污水处理和环保设施，并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县

与乡、乡与村，层层签订环保责任状，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进行考核。同时，下游受惠地区采取相应措施支持上游库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省政府给予库区群众更大力度的扶持，促进水库水源环境保护工作发展。 

  当地政府通过严格的管理，限制网围养殖面积和农业面源污染，不准污染企业上马，严格控制排污，把污染限制在源头，并在上游区域

设立生态保护区，建立更大范围的保护屏障。库区人民牺牲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那些污染严重

的湖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今只好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防止蓝藻暴发的关键还是要靠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不是仅靠政府来治理。 

  作者单位：珠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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