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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磁湖污染源调查对近 5 年水质变化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磁湖水体已达到了产生水华的营养物水平 ,水体的

自净能力出现下降趋势 ,现在环境状况下不适宜再疏浚。提出进一步治理应调整水体功能定位 , 加大环境监管力度 ,推行

植物修复生态治理技术 ,注重对生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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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Cihu Lake pollu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ariation of water quality in

recent 5 years. The result showes that the lake water is eut rophied and the self - purification capability is decreasing and

dredging is unfit for t reating. Further t reatment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adjusting orientation of water function ,

enhancing management ,implementing plant s remediation t reatment method and st rengthening ecolog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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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磁湖 位 于 黄 石 市 中 心 , 磁 湖 径 流 面 积

6218km2 ,湖泊面积 812km2 ,平均水深 1175m ,湖

体容量 1748 ×104 m3 ,兼市防洪、排涝、养殖和游览

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水资源地。随着城市人口增加

及工业的发展 ,水质污染日趋严重 ,湖面面积逐年

减少。近几年来对磁湖沿岸已进行了部分整治 ,清

除了陈家湾、牧羊湖两片水域的 100 万 m3 的淤

泥 ,截流了磁湖南岸的部分工业和生活污水 ,湖面

面积缩小的趋势得到遏制。但由于磁湖与长江水

域隔开 ,水体不能得到置换 ,加之长期受到污染 ,水

体生态已非常脆弱。因此 ,应及时对污染状况进行

调查分析 ,剖析潜在的生态风险 ,为进一步治理磁

湖提供依据。

2 　污染源现状调查
2. 1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排入磁湖情况

2005 年 7 月对流入磁湖的工业污染源进行调

查 ,有 32 个工厂排污口直接排入磁湖 ,大多是水质

明显不达标的废水。近 5 年排入磁湖工业废水情

况见表 1。
表 1 　工业废水排放现状

工业废水
万 t

重点工业源排放量 t

CODcr 氨氮 石油类

2001 290 300 314 6170

2002 285 140 311 1170

2003 250 200 615 5190

2004 160 130 115 4190

2005 230 260 117 3103

　　表中数据表明 ,排入磁湖水体的工业废水量稳

中有降 ,截流工程使得进入磁湖的污水量已得到一

定控制。从水体中接纳重点源工业废水中污染物

总量来看 ,入湖污染物中氨氮有所控制 ,但 2005 年

化学需氧量比上年增加一倍。

2. 2 　生活污染源污染物排入磁湖情况

2005 年 7 月对流入磁湖的生活污水进行调

查 ,生活污水排水区面积为 21636km2 ,事业单位

25 个 ,学校 20 所 ,居民 2193 万户 ,人口 9188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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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6 个社区 ,其中 10 个社区垃圾未完全集中收集

处理 ,产生垃圾量为 1146 万 t/ a ,未收集的生活垃

圾在湖边堆放或随地表径流进入磁湖 。近 5 年排

入磁湖生活污水情况见表 2。
表 2 　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万 t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生活污水量 887 890 895 898 902

　　表中数据表明 ,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 ,人口地

逐渐增加 ,排入磁湖水体的生活污水量也随之缓慢

增加。5 年内上升年幅度为 014 %。

2. 3 　磁湖周边种植及养殖情况

2005 年 7 月对磁湖周边的其它面源点进行调

查 ,调查情况见表 3。

表中数据表明 ,由于磁湖周边的菜地种植和养

殖每年有大量有机污染物排入磁湖。

表 3 　磁湖周边田地及养殖情况调查

项目
湖堤菜地 湖边山坡菜地 渔塘 猪场 家禽养殖场

面积 面积 坡度 面积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数量 14450m2 4550m2 50～100 2113hm2 500m2 150 头 1000m2 2 万只

3 　水污染现状及分析
从 2001 至 2005 年在磁湖设 14 个监测点 ,对

水质每月监测 1 次 ,监测均值见表 4。

由表 4 可见 ,从 2002 年叶绿素 a 浓度的 300

倍 ,2004 年继续上升 56 % ,说明从 2003 年开始出

现藻类明显增殖。从水体中氨氮含量变化来看 ,水

体的氨氮从2002年至2004年以27 %、40 %的幅

表 4 　磁湖水质监测结果 mg ·L - 1 (p H 除外)

年度 p H 溶解氧 BOD5 CODCr CODMn 氨氮 TP TN 叶绿素 a

2001 811 6180 6129 - 4176 1146 0118 2187 01011

2002 811 7165 7142 - 4133 1150 0117 4119 01038

2003 810 7188 6167 - 4167 1109 0116 2114 1115

2004 813 7159 7166 - 6140 0165 0116 2128 1810

2005 813 7103 6182 28 6149 0198 0114 2175 1910

度下降 ,入湖污染物中只有工业废水排入量变化较

大 ,从 2002 年至 2004 年对水体浓度贡献值为

0118 mg/ L 、0137 mg/ L 、0108mg/ L ,说明水体中存

在较大氨氮生物消耗。TP 从 2002 年至 2003 年以

6 %幅度下降 , 2003 年与 2004 年持平 ,而入湖的

TP 含量变化不大 ,且有藻类增殖对磷消耗增加 ,

说明这期间底泥中释放出大量内源磷来满足生物

生长所需。水体化学需氧量 2004 年比 2003 年上

升 37 % ,2004 年又持续上升了 114 % ,而入湖有机

物量变化不大 ,说明水体有机物降解功能降低 ;水

体氨氮浓度下降而 TN 却保持较高水平 ,并呈上升

的趋势 ,说明氮的生物循环功能减弱。

4 　生态风险分析

4. 1 　水华暴发

磁湖是历史较长形成的城市浅型自然湖泊 ,污

染负荷能力较低 ,磁湖现与长江水域隔开 ,水体不

能得到置换 ,更容易导致水华的暴发。2005 年磁

湖水质与我国产生大面积水华的湖泊在出现藻类

繁殖高峰期水质指标比较 ,总磷、总氮、BOD5 、

CODCr各项指数均已接近或超出。如产生大面积

水华而影响供水的巢湖 ,磁湖的以上四项营养指标

均已超出巢湖[8 ] 。磁湖水体已达到了产生水华的

营养物水平 ,水体的自净能力已出现下降趋势。

4. 2 　疏浚造成的自净能力下降

由于水体长期接纳工业废水 ,水体一直控制为

弱碱性 ,降低了水体中重金属离子浓度 ,在底泥中

含大量重金属沉淀物 ,由水质分析知 ,近年疏浚造

成的底泥的扰动 ,已使大量内源磷重新进入水体

中 ,同时必然伴随底泥中的大量重金属污染物产生

悬扬[1 ] ,对当地的水生生物造成潜在的危险 ,底栖

生态系统也必将受到严重冲击 ,生态系统较以往更

脆弱。从有机物降解速度降低 ,氮的生物循环功能

变弱的现象说明微生物的活性已受到抑制 ,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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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净能力已出现下降趋势。

4. 3 　水体生物多样性降低

磁湖现已是独立的内陆湖泊 ,水体长期接纳含

重金属污染物工业废水 ,外来物种需很长时间才能

适应 ,水生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 ,很难恢复。磁

湖水容量小 ,水生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非常弱 ,水质

的变化对水生生物的冲击大 ,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已

降低 ,如现在湖体鱼的种类和数量已明显减少。

5 　对磁湖治理的建议

5. 1 　调整磁湖水体功能 ,做好利用规划建设

磁湖在黄石市内 ,其生态已岌岌可危 ,其散发

的臭味已影响到周围居住环境 ,为保证黄石市的可

持续发展 ,取消其养殖功能 ,停止围湖养殖和湖岸

农田耕种 ,湖岸设立防护区 ,建草坪和林地以减少

湖岸径流入污量 ,对磁湖利用进行合理规划 ,建成

以游览为主要功能的水资源地。

5. 2 　加大环境监管力度 ,杜绝重污染点源排放

在对污染源排放情况调查过程中 ,发现排入磁

湖水体的污、废水多为未处理或不达标排放。应加

大对污、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 ,防止水质恶化加剧。

5. 3 　科学疏浚 ,保护磁湖生态

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底泥疏浚对污染物去除、

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 ] 。对

于磁湖这个浅水湖泊来说 ,水土界面物质交换十分

频繁和充分 ,从水相磷含量变化的研究也表明 ,其

与平均水深无任何相关关系 ,水深加大不会对水质

产生显著影响[ 2 ] 。已采取的部分疏浚已使磁湖生

态功能降低。国内外一些河湖富营养化治理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重污

染水体疏浚与生态重建相结合的必要性[ 3 ] 。

磁湖生态重建非常困难 ,因而在磁湖现在条件

下不适宜再疏浚。

5. 4 　推行植物修复生态治理技术

众多研究表明 :环境中重金属含量与植物组织

中重金属含量呈正相关 ,植物组织中许多元素的含

量是环境中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水生植物对重金

属都有很强的选择吸收和在体内积累能力。水草

的存在也可有效降低沉积物中活性磷含量[2 ] ,并成

为底物的栖息地 ;大型水生植物可通过自身输导组

织将氧通过根部呼吸作用释放到沉积物中 ,还可对

矿质元素吸附、过滤、淀积 ,减少沉积物中矿质元素

向上覆水释放[ 5 ] ;大型水生植物对营养物质及光能

的利用是藻类有力的竞争者 ,某些还可分泌出克藻

素[ 6 ] ,可有效抑制水华的暴发 ,而且从水体中易移

除。如凤眼莲是一种浮游植物 ,具有发达的纤维状

根系和很高的生物产量 ,能很好地除掉污水中的

Cd、Cr、Cu 等重金属[7 ]

磁湖长期受重金属污染 ,营养水平又高 ,现在

的环境状况非常适宜采用此法。将现有的围湖耕

地和渔塘改建成湿地 ,栽种适宜的水生植物 ,既改

善了生态 ,又美化了环境。

6 　结束语

通过对磁湖污染源调查和近 5 年水质分析 ,说

明磁湖具有更大的潜在生态风险 ,不适宜继续疏

浚 ,需调整磁湖水体功能 ,加大对外源的控制 ,实行

植物生态治理 ,这样才能达到磁湖修复目标。此次

现状调查中 ,周围的老师、学生和黄石市环保局给

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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