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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淡水湖泊比较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绝大多数湖泊为浅水

湖泊)所有的城郊湖泊都已经富营养化#其他湖泊的营养状况均为中营养*富营养#处于富营养

化的发展中)这些湖泊富营养化的原因同流域上的人类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工业+农业

和城市生活污水正源源不断地向湖泊中排放#另一方面#人类通过湖泊围垦+湖岸忖砌+水产养

殖 等 破 坏 自 然 生 态 环 境#减 少 营 养 盐 输 出 途 径)国 际 上 对 于 浅 水 湖 泊 富 营 养 化 治 理 的 经 验 表

明#即使流域上的外源污染排放降到历史最低点#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其原因与浅水湖

泊底泥所造成的内源污染有关)动力作用导致底泥悬浮#影响底泥中营养盐的释放#也影响水下

光照和初级生产力)控制浅水湖泊富营养化#除了进行外源性营养盐控制之外#还必须进行湖内

内源营养盐的治理)治理内源营养盐的有效途径是恢复水生植被#控制底泥动力悬浮与营养盐

释放)而要进行水生植被恢复#必须进行湖泊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及生态修复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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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湖泊是相对于深水湖泊而言的湖泊范畴)所谓深水与浅水湖泊之分#并无明

确的界限)一般认为#深水湖泊在夏 季 都 会 出 现 热 力 分 层 的 现 象#而 浅 水 湖 泊 则 几 乎 不 出

现/%0)至于深度#绝大多数浅水湖泊均不超过 $&1/$0)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浅水湖泊分布

最 集中的地区#五大淡水湖中有四个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分布于此)据统计#
长江中下游平原湖泊面积在 %21$以上的共有 34%个#其中面积大于 %&&21$的有 %’个/-0)
从湖泊成因来看#多与洼地蓄水及长江水系的演变有关/.#40#如江汉湖群诸湖5在长江三角

洲地带#湖泊的形成与发展#还与海涂的发育及海岸线的变迁有直接联系/.0)湖泊由于长期

泥沙淤积#面积日趋缩小#湖床抬高#洲滩发育#普遍呈现出浅水湖泊的特点#多数湖泊水深

小于 %&1#平均水深仅 $1左右/.#40)
长江中下游地区浅水湖泊是我国富营养化湖泊分布的主要地区/30)针对富营养化发生

过程与机制#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报道/6780#但是机理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出于经济及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国内外对浅水湖泊富营养化的治理均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实践与探索#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说至今尚未有哪个浅水湖泊的富营养化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
从一方面突出说明对于浅水湖泊富营养化的机理研究远远落后于生产实际的需求)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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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关部门的安排!我国将在"十五#期间大规模开展湖泊水环境治理!其中"三湖#治理是纳

入国家计划的环境治理工作$%&’!而"三湖#中的太湖与巢湖就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且均为

浅水湖泊(面对国际上目前缺乏成功的可借鉴的经验情况下!必须加强我国在浅水湖泊富营

养化方面的机理研究!为国家大规模地开展湖泊治理进行技术储备(本文在分析长江中下游

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有关浅水湖泊富营养化研究与治理的认识与实践!
探讨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治理的可能途径与技术方案(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富营养化的发展状况与人类活动影响分析

)()湖泊富营养化状况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目前我国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区域!而且绝大多数为浅水湖泊(在改革

开放以前!该地区山青水秀!许多地区如苏南太湖地区均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伴随着近 *&年

来经济发展!湖泊水环境日趋恶化!不少湖泊富营养化形势严峻!水质性缺水在很多地区已

经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纵观诸湖泊的富营养化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富营养化范围扩大-程度加剧-进程加快

*&世纪 .&年代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浅水湖泊除一些城郊湖泊以外!普遍 水 质 较

好(.&年代后期至今!大部分湖泊已经呈现中营养或中富营养化以上水平$%%!%*’!有些湖泊

已达超重富营养化!如巢湖-武汉东湖$%&!%/’(一些原本处于中营养化水平的湖泊如固城湖!

*&&&年监测表明已经达中富营养化$%0’(
以太湖为例+表 %,$%12%.’!按现行的3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45/./.6..,7!太湖在 *&世

纪 8&年代属92:类水体;<&年代发展至:类;.&年代初平均为:2=类;.&年代末则全

面进入=类!局部>和?类;@&年代中期平均已达>类!%A/湖区为?类$%&’(表现为平均每

%&年左右水质下降一个级别!近 %&多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这种变化在 .&年代以前表现

为以 BC和 DEFGH增加为主!与当时的区域农业生产发展密切相关;.&2@&年代以 I和叶

绿素的显著增加为特征!受流域内城市化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显著(从营养状态来

看!太湖在 *&世纪 8&年代处于贫中营养水平!至 .&年代达贫中2中营养水平$%<’!@&年代

初上升到中富营养!至 *&&&年已以富营养化为主!监测表明!*&&&年全年平均太湖 *@J为

中富营养水平!<%J已达富营养水平$%.’(
表 %太湖水体主要环境指标变化 单位KLMAN

BOP(%DQOHMRSTULOVHRHWVXTHLRHYOZVH[R\RSVHBOVQ]NÔR

年份 总无机氮+B_C, 总氮+BC, 总无机磷+IE0/‘I, 总磷+BI, 化学耗氧量+DEF,

%@8&$%1’ &(&1 6 &(&* 6 %(@&
%@.%$%8’ &(.@0 &(@& &(&%0 6 *(./
%@..$%8’ %(%%1 %(.0 &(&%* &(&/* /(/&
%@@*$%<’ 6 *(.< 6 &(&. /(<
%@@/$%<’ 6 *(8* 6 &(&@ 0(/
%@@0a %(%/1 *(&1 &(&%& &(&.8 1(<<
%@@1a %(%1< /(%0 &(&%% &(%%% 1(1/
%@@.a %(1.* *(/0 &(&&< &(&.1 1(&/
%@@@a %(<@ *(1< &(&&0 &(%&1 0(@@
*&&&$%.’ 6 *(10 6 &(%& 1(*.

a 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试验站在太湖 %0个样点的平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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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藻类种群演替$数量上升$水华蔓延

水生植被在浅水湖泊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过去&长江中下游湖泊水

生高等植物茂盛&湖水清澈&水质较好%近 ’(年来&受围垦$水产养殖$入湖污染物负荷增加

等影响&水生植被大量萎缩%在富营养化较严重的湖泊中&藻类已经完全替代高等植物成为

优势种群%在太湖&近 ’(年来&水质不断恶化&伴随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转变&除东太湖外&
水生植被严重退化&而藻类数量不断上升&但藻类种群数减少)*+,%从藻类演替来看&武汉东

湖在富营养化初期!"(世纪 -(年代#主要优势种为甲藻$绿藻&到富营养化中期!.(/0(年

代#&演替为绿藻和蓝藻为主&进入 1(年代优势种为蓝藻&进入重富营养化时期)*2,%
伴随着富营养化程度的加剧&水华现象频繁发生&损失巨大&在太湖)"*,$巢湖)*",$淀 山

湖)"*,等地爆发的蓝藻水华&已经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在太湖&随着富营养化进

程的加快&梅梁湾$竺山湖$西太湖沿岸等水域蓝藻水华频频发生&到了 +(年代&在太湖南部

和东部也开始出现较明显的水华)*+&"(,%
3%4湖泊富营养化发生原因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多为浅水湖&理论上不会发育贫营养型湖泊&这与其洪泛平原的背

景有关%在人类活动影响之前&这些营养充分的湖泊之所以没有呈现富营养化的态势&主要

得益于大量的湿地与水生植被的发育%正是由于水生植物的存在&一方面有效地削减了排入

湖中的外源营养盐负荷&同时又大量地遏制底泥中营养盐的释放%在美国 567789:;77湖&
无水生植被的敞水区与有水生植被发育的湖滨区 <=的浓度分别为 (%(+->?@A和 -/*(
>?@A)"’,%

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表现就是湖泊内 <B&<=含量过高&超过湖体的自净能力%人类出

于经济生产的需要&忽视自然规律&一方面以点$面源形式通过河渠$径流等水文过程向湖体

排放工业$生活和农业废水&另一方面又采取种种措施破坏水生植被!如水产养殖#$缩小湖

体自净容量$在沿岸带进行各种工农业生产活动!如围垦$筑堤#&从而加剧了湖泊富营养化

进程%
随着流域内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生产水平!表现为化肥的大量使用#的发展&用水量和

废污水排放量相应增加%不同地区的湖泊&其营养盐来源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

关%据统计&在巢湖流域!*++-年#&.2C的 <B和 02C的 <=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D而在

太湖流域!*++’年#&.(C的<B来自生活污水&<=来自农业面源和生活污水分别占 20%-C
和 "-C)*(,%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用水量的增加&在污水处理能

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入湖营养盐总量逐年增加并不意外%以太湖流域无锡市)"-,为例&*+1(
/"(((年&生活用水总量从 1%(2E*(’F@G提高到 2(%*E*(’F@GD同期生产用水量就从 *+1(
年的 ’**.E*(’F@H&增加到 "(((年的 1-*+E*(’F@H&而目前无锡市区城市污水处理率也仅

’"%-C!"(((年#&包括郊县在内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 "0%-C% 另一方面&肥料流失是

农业面源的主要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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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矛盾进一步恶化%在大量耕地流失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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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借助于农业投入的增加如大量施用化肥$
农 药 和 除 草 剂%在 无 锡)"-,&化 肥 投 入 对 水 稻$小 麦 产 出 增 长 的 贡 献 额 分 别 达 *(%2C和

2’I+C&每 年 化 肥 使 用 量 已 由 1(年 代 中 后 期 的 "-6?@9>"增 加 到 ’-6?@9>"&仅 水 稻 田 约

*"C/*0C的氮素会随径流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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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以来!由于过分地强调改造自然!满足人口增加的物质需要!对湖泊资源的开

发利用处于过度的状态!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主要表现为修堤筑坝"围垦造田和水产养殖#堤
坝建设可以防洪兴利!围垦增加耕地!养殖提供水产$$种种眼前利益曾几何时让人们欢欣

鼓舞!而随之而来的湖滨湿地大面积受到破坏!入湖营养盐大量增加#在%千湖之省&的湖北

江汉平原!’(世纪 )(年代的湖泊有 *(+个!至 ,(年代仅存 -(+个!面积减少 ’*)./0’1洞庭

湖在建国初期有 2-)(/0’!因围垦面积减少到 ’2-’/0’!太湖流域自解放以来!累计围垦湖

泊面积达 )’+/0’324#围垦后的湖泊或湿地!在挖渠排水后!改造成农田#由原来的减少营养

盐入湖功能改变成增加营养盐输入功能#因此!人类活动不仅在源源不断地向湖泊中排放污

染物!同时!又通过对湿地等环境的破坏减少了营养盐的输出途径!从而加剧湖泊富营养化

的发展趋势#

5对浅水湖泊富营养化发生机制与控制途径的若干认识

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研究与治理开展得比较早3,4!到目前为止!富营养化控制的方法主

要有四大类6营养盐控制"直接除藻"生物调控和生态工程修复3’*4#但是!由于对浅水湖泊富

营养化机制认识不足!这些措施在浅水湖泊的实践!效果并不如意#如日本3’.4"美国3’2!’,4"匈
亚利3’+4"丹麦3-(4!以及其他国家的富营养化浅水湖泊3-78-+4!包括中国的太湖"巢湖等湖泊#
在对经验和教训的反思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浅水湖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富营养化控制

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
5#9浅水湖泊中蓝藻水华对外源营养盐控制反映迟缓

在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湖泊生态系统!特别是在富营养化的浅水

湖泊成为优势种的蓝藻对于外源性营养盐的控制反映迟缓!有的湖泊几乎没有反映3’+!2(4#
从而使得所有希望通过控制外源性营养盐来控制蓝藻水华的努力难以奏效#蓝藻水华是全

世界关注的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焦点#目前!产生水华的主要是蓝藻门:;<=>?@A<B=C!特别

是微囊藻:DEFG?F<HBEH C和鞭毛藻:IE>?JK=LMKK=BMH C3’.4!二者都具有较强的上浮和下沉功能#
在浅水湖泊中!有规律的动力扰动使得其中的光照与营养盐浓度梯度发生昼日变化!其他外

部动力扰动:风"浪等C产生的变化!也导致营养盐分布和光照不断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即便

是营养盐并不十分充分!蓝藻其特有的上浮和下沉功能可以顺应其环境变化而迁移3274#由

于蓝藻具有这种竞争优势!在富营养化的浅水湖泊中出现暴发性的生长是预料之中的#值得

注意的是!目前有报道出现蓝藻水华的湖泊!其营养盐浓度范围大致相近!即 NO在 787(
:’(C0LPQ!NR在 (#(78(#7:(#’C0LPQ#而氮磷比值可以判断其中起限制作用的营养元

素#如果一个湖泊的营养盐浓度在此范围以外!往往很难再看到蓝藻水华的发生#
5#5浅水湖泊中动力扰动对湖泊生态环境起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在外源性营养盐控制的情况下!其水体中的营养盐浓度变化同蓝藻

浓度一样响应迟缓#这也同水体较浅"湖泊沉积物在营养盐赋存"降解和释放等循环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等因素关系密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动力过程的作用#风浪过程:特别是波

浪过程!在浅水湖 泊 的 底 泥 悬 浮 过 程 中!约 .(S的 动 力 作 用 来 自 风 浪 过 程C导 致 底 泥 的 悬

浮#浅水湖泊底泥悬浮导致释放的问题国际上研究较少#只是近年才有一些有关的报道#位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T@?/=湖是一个浅水湖泊:面积 7’)/0’!平均水深 7#.0C也是一个极

富营养化的湖泊:NR达 (#7,*0LPQ1NO达 2#2,,0LPQ1;AKU=为 (#7(*0LPQC3’,4#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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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动力作用在湖泊内源磷循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风浪将沉降在湖底的浮游植物

悬浮起来!#&$’也将位于沉积物最顶部的 &()的底泥中的可溶性磷*+,-.释放出来%同样地’
位于顶部 &()的底泥中的有机物质也常常被氧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个浅水湖泊/0
122(34522中’也发现了相类似的情况!"6$%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因为研究发现在悬浮

物浓度较低*7 #89:.和溶氧较低的情况下*7 ;)89:.’沉积物 -的释放可以达到静态的

浓度扩散的 &<;=倍%但是’在低悬浮物浓度和高溶氧条件下’悬浮物可能吸附溶解性的营

养盐而沉入水底%
实验室实验研究发现对氨氮而言’悬浮作用*悬浮>扩散.造成的上覆水营养盐浓度增

加可以达到单纯由扩散产生的营养盐浓度的数十倍!"#$%在 ?@41A湖的研究也发现了动力悬

浮对 +,-的作用没有氮的作用显著’悬浮导致的 +,-浓度远较没有悬浮情况下的 +,-浓

度为高B在该湖不同地点采取的底泥柱状样中’孔隙水中的 CD"0C和 +,-的浓度在表层

&()之后的沉积物中呈现明显的浓度随深度的变化而增加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太湖的底

泥 孔隙水营养盐浓度的垂直变化中也存在!""$%对丹麦的 ?EE2F4湖*面积 ";1)#’平均水深

#%G).的野外调查发现’动力悬浮产生的营养盐浓度增加可以达到原先的 #H<6H倍的数量

级’统计显示’悬浮颗粒浓度与 I-J风速相关程度较好’沉积物中的有机物含量随深度的增

加而减少’而 +,-的浓度*主要为 CD"KL0-.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6"$%在 ?@41A湖和 /1220
(34522湖’沉积物中 -的形态主要为 M20和 ?L0结合态的磷’或者是 KA0或 N80结合态的磷%
前者较易为生物利用’而后者较为稳定%在 ?@41A湖’表层 H<6H()中’可溶性的及较易吸

收 的 -占 I-的 ;HO<#"O’而 在 深 层*;6"<;6&().’较 易 吸 收 的 -占 I-的 比 例 不 到

;O%大部分为不可吸收的 -!"P$B在 /122(34522湖’底泥中不可吸收的 -占多数’可吸收的 -
仅占 #O’但是在湖滨地区’可吸收的 -比例上升到占 I-的 ;HO<;QO!"P$%氧化还原环境

对沉积物中 -的形态转化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氧化环境下’活性 -的浓度将减少B在还原环

境下则增加B同样地’酸性环境*@D7P.有利于活性态 -的浓度增加B这中间 M2与磷的结合

在氧化环境下将增加’预示着 M2是调节 -形态的重要环境要素!"=$%总之’在浅水湖泊中’有
机颗粒物质在底泥的掩埋产生的还原环境中发生降解’析出进入孔隙水’动力悬浮使得表层

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底泥发生悬浮’底泥孔隙水中营养盐发生释放’在风浪过程结束后’悬
浮沉积物沉降至湖底’有机物继续降解等待下一次风浪的来临%

正是由于浅水湖泊这一特性’使得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在进行外源控制的同时’必须重视

对湖内营养盐’即内源负荷的控制%事实上’/122(34522湖沉积物中 -的累积速率在 #H世

纪较 ;G世纪增加了一倍%而在 #H世纪下半叶’较上半叶增加了四倍’从 ;G;H年的 #PH89
*)#RA.增加到 &H年代的 ;HHH89*)#RA.!#"’"Q$%显然’这些富含营养盐的沉积物’将源源不

断地向湖体输送营养盐%
S%T浅水富营养化湖泊的治理必须营养盐控制与水生植被恢复并举

当前’无论国内和国际上’对于富营养化湖泊外源性营养盐的控制都给予了足够的重

视U相应地’发展了一些方法与措施来进行营养盐控制U但是’对于内源性营养盐的控制既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有效的办法%国内在若干湖泊采取的清淤的方法’效果并不理

想%这说明’单纯地采取挖泥’并不奏效!"&$%例如’底泥疏浚的深度如何控制’达到多深的情

况下’新暴露的沉积物不会再成为内源营养盐的释放源%这些又同湖泊营养状况的历史演

化J及营养盐在沉积物中的形态转化与氧化还原环境和微生物环境有关’显然’没有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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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的开展与认识的深化!是不可能在内源营养盐控制方面取得切实可行的技术突破"
#$$$年!美国 %&’与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委员会通过对 ()**+,-.**湖的营养盐来源与

负荷的调查!提出的一整套治理方案/"在该方案中!特别提出四项措施!即0#1由于外源性

的磷输入主要来自于暴雨径流!因此建议建立类似于水库一样的蓄水区来大规模地削减因

暴雨径流造成的外源性磷的输入2031确定不同来源磷的负荷!并针对不同的来源负荷确定

不 同的处理办法2041通过疏浚等办法来降低内源磷负荷2051恢复湖滨湿地!降低湖泊水位

以保护湿生植物不被破坏"但是报告同时指出!该湖泊治理将需要较长时间!许多问题尚需

进行试验与研究"
富营养化浅水湖泊的治理!最易使人们联想到水生植被的恢复"事实证明!在有沉水植

物存在的水域!底泥营养盐的释放可以有效得到控制!水质可以有效得到改善65$7"原因是水

生植物可以遏制沉积物的动力悬浮过程!同时可以吸收水体与沉积物中的营养盐!降低营养

盐负荷!遏制蓝藻水华发生"在太湖地区!89年代高等水生植物的分布范围较 :9年代大为

缩小6;97"这一现象在国外也有报道6;#7"这是湖泊富营养化对高等水生植物损害的结果"在

()**+,-.**湖!约有 599)<3!为茂密的沉水植物所覆盖6357"湖泊或水域中只要有水生植物

存在!水质往往清澈透明"历史上!许多浅水湖泊都有不同程度的水生植被发育"但是!由于

湖泊的富营养化!使得许多湖泊从草型湖泊转化为藻型湖泊"是什么原因导致湖泊从草型向

藻型转化=这是水生植被恢复的一个关键技术!是富营养化湖泊生态修复必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 ’>-)?湖在 #$5@年之前!曾经是一个沉水植物茂盛的浅水湖泊!一次强烈的风暴过

程!破坏了湖泊原有的水生植物群落!使得湖泊逐步转向高浊度A蓝藻水华频繁发生的藻型

湖泊6;37"一旦水生植被遭到破坏!底泥将非常容易地被悬浮起来!底泥悬浮将导致沉积物中

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悬浮过程也将改变水体原来的光学特性!使得蓝藻水华频繁发生"这
是一个正反馈的效应6;4!;57"要恢复水生植被!就是要打破这个循环过程"一旦水生植被恢复

成功!将形成新的一轮反馈过程!保持相对的稳定!除非外部的强烈作用改变这种过程"除

了强烈的动力作用外!高水位也将对湖泊沉水植物产生不利的影响"在 ()**+,-.**湖 38
年的观测资料显示!沉水植物生物量与高水位呈负相关!与透明度呈正相关6;57"#$$$年!在

()**+,-.**湖开展的水生植被恢复试验证实!不光强烈风暴将对水生植被有破坏作用!连

续稳定的高水位将延缓水生植被的恢复6;57"

B结语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淡水湖泊较为集中的地区!也是目前湖泊富营养化较为严重的

地区"全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富营养化湖泊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国家计划在C十D五E期间开

展治理的C三湖E!有两个湖泊0太湖A巢湖1就位于该地区"纵观整个地区的湖泊营养状况!绝
大多数湖泊营养水平均比较高"虽然近年来!各级管理部门采取一些环境治理的措施!但是!
湖泊生态环境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而国际上近年来开展的以外源污染治理为主的措施!在深

水湖泊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浅水湖泊治理方面!却很不理想"这同我们对于浅水湖泊

富营养化的发生机制缺乏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浅水湖泊由于水浅的特点!湖泊沉积

物在动力作用下!积极参与水体中营养盐的分布与循环过程!从而成为浅水湖泊营养盐来源

8$# 湖 泊 科 学 #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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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单纯对外源营养盐控制采取措施是无法解决浅水湖泊富营养化问

题!必须重视对于湖体内部的营养盐控制!对湖泊本身的营养盐进行控制"不外乎挖泥和种

植沉水植被!前者必须对湖泊营养演化的历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才能确定挖泥的区域

和深度"避免使得新暴露的沉积物成为内源营养物质的来源!恢复水生植被"既可以控制底

泥因动力作用而发生悬浮"使得内源营养盐得以释放"又可以吸收水体中的营养盐"降低内

源负荷!湖泊富营养化"有的可以表现为茂盛的水生植被"有的却表现为频繁发生的蓝藻水

华!是什么原因导致湖泊从草型转向藻型"如何才能使湖泊转回草型"这是水生植被恢复需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国外的研究表明"强烈的外部扰动加上高水位将导致草型湖泊逐步退化

为藻型湖泊"而一旦"藻型湖泊形成后"将维持较为稳定的循环过程!恢复水生植被"就是要

打破这个循环"使得水生植被得以恢复"水质得到改善!有鉴于此"建议加强有关浅水湖泊富

营养化发生机制与控制对策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大规模地开展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提

供理论储备与技术支撑!

致谢#张运林同志帮助收集资料"陈伟民同志帮助审阅和修改了有关内容"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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