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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29日，中科院重大交叉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监测与水华灾害预警技术研究与系统集

成”课题验收会议在无锡召开。验收专家组由蔡道基院士、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土

壤研究所、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高等研究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苏省水利厅、无锡市太湖

水污染防治办的9位专家组成，蔡道基院士担任验收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邓麦村秘书长、资环局范蔚茗

局长、计财局赵志刚处长、资环局庄绪亮处长、周桔副处长、高技术局申荣铉博士，中科院南京分院谷

孝鸿副院长、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杨桂山所长、项目主管沈吉研究员、首席秦伯强研究员、王营冠研

究员、各课题组长及研究骨干、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科研处等同志出席了课题验收会。 

该项目由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持，共设六个课题，主要参加单位有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对地观测与数

字地球科学中心、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验收专家组成员、院领导在项目及课题组成员的陪同下，首先对太湖蓝藻水华自动监测系统平台进

行了野外现场考察。验收组专家听取了六个课题的汇报，并就每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任务完成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的核查，验收组专家认为各课题完成了合同规定的考核指标和任务，验收组专家一致同意该项

目六个课题通过验收。 

通过系统研究与集成，各课题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提出了蓝藻水华越冬、复苏、早

期暴发及致灾的敏感性指标，构建了表征蓝藻水华从发生到致灾全过程的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成果为提

升我国富营养化过程监测和灾害预警水平提供了扎实的科研基础。二是提出了富营养化水体的大气纠正

算法，提高了蓝藻水华及水质参数遥感反演的精度,研制了蓝藻水华和水质参数遥感监测系统并进行了

高频次运行服务。研发了蓝藻水华的微波遥感监测技术、发展了基于谱形匹配的水质参数反演方法，提

高了水质遥感模型的精度和适用性，可实现云雨条件下的藻华应急监测。三是研发了水体蓝藻及其污染

物原位在线监测技术体系和设备，建设了包括18座自动监测站的覆盖北太湖的水质在线监测平台，为

蓝藻水华灾害预测预警提供了实时数据。四是开发了中程湖区覆盖传感网系统、水面分簇微网系统、数

据集成控制中心，为太湖水质及蓝藻水华监控提供了统一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分析、数据发布

平台。五是定量确定了不同环境条件下内源对上覆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质的贡献量，建立了外源营养盐

排放总量及负荷的估算模型，估算了外源营养盐通过主要河道进入太湖的污染物总量。六是构建了蓝藻

水华生长的生态模型，开发了基于三维水动力的蓝藻水华形成与迁移堆积模拟模型；建设了基于遥感影

像监测、地面在线监测和人工辅助监测三位一体监控系统的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发生的预警、预报系

统及可视化展示平台，并在太湖进行了示范运行，为地方政府蓝藻水华灾害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 

与会专家在肯定项目各课题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各课题需进一步加强

创新性成果的凝练，加强太湖蓝藻水华预测预警系统长期稳定维护及业务化运行，加强与地方政府部门

及地方业务部门的合作，为蓝藻水华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邓麦村秘书长对项目研究及前期基础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需做好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

优化蓝藻水华监测预警平台的规范化运行。范蔚茗局长指出要加强蓝藻水华生态毒理学的研究，加强与

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加强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建设。 

杨桂山所长代表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与会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指出在中科院相关业务局

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取得了突出性成果，形成了一支稳定的人才队伍，蓝藻水华灾害预测预警为实现

是太湖治理“两个确保”提供了技术支撑，希望能在蓝藻水华预测预警及治理技术的研发方面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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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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