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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不会忘记，2007年的那个夏天，太湖爆发大面积生态危害并直接导致无锡市部分地区的供水危机
，惊动了省委、省政府和沿湖地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更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
胡锦涛总书记发出“重现太湖碧波美景”的伟大号召，温家宝总理亲临太湖视察指导⋯⋯。
自那以后，以重现碧波美景为目标的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伟大社会系统工程在太湖地区展开了。
按照“铁腕治污、科学治太”的治理思路，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太湖水质持续好转、水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水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
我们在欣喜太湖生态环境向好转变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无锡市水利同行们在太湖水环境治理中所做
出的特殊贡献！
现在将与我们见面的《太湖无锡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一书，就是他们三年来为了维护太湖
健康生命而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无锡，是一个因太湖而生、因太湖而兴、因太湖而美的滨湖城市，太湖是这个城市最为亮丽的城市名
片。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唱出了无锡人对太湖的无限情思。
当太湖的健康生命面临严峻挑战之时，也是无锡人首先站到了太湖水环境治理的最前沿，特别是无锡
市水利人承担了水环境治理最艰巨、最复杂、最繁重的任务，他们一手组织调水引流、打捞蓝藻、生
态清淤以及治理“湖泛”等应急措施，一手推进控源截污、节水减排、河网整治、沿湖生态湿地建设
以及扩大引江济太等太湖生态重建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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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湖无锡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简要介绍太湖无锡地区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湖水
系基本情况。
概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功能区划；河湖水污染生态环境退化及原因，污染
总量及内外源控制；建闸控污，河湖清淤，恢复水生态系统和湿地保护；治理湖泛“及蓝藻爆发，调
水增容，加强水源地保护；列举了河湖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改善典型工程实例。
《太湖无锡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总结了太湖无锡地区实践经验，对全国保护河湖水资源、
治理水环境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太湖无锡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内容丰富，供全国水利和环保的规划、设计、科研、
管理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亦可供政府管理部门及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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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水系特点（1）水网密布无锡市共有规模河道（长度一般在500m以上）5993条，总
长6998km，以不含太湖的陆域面积3286km2。
计，河网密度达到2.13 km／km2，若计人规模以下的断头浜和小河浜1万多条，则估计河网密度将达
到3km／km2以上。
河网纵横交织，与河网内的小湖泊和湖荡相互连接，并与北部的长江、南部的太湖相互沟通，共同起
着泄洪排涝、蓄洪储水、调水供水、航行和改善水环境的作用。
（2）属平原低洼河网区无锡市属长江三角洲，地势平坦而低洼，地面相对高程很低，平均地面高程
不足10m；境内平原为典型的湖荡水网平原，属于平原低洼河网区，低洼地区高程一般为3.5～4.5m，
其中相当多是圩区，其面积占到全市陆域面积的27％，圩区的高程均在河道全年平均水位以下，容易
受洪涝影响；全市境内的河道受降雨影响及太湖、长江水位的变化，流向往往顺逆不定，特别是锡澄
片（包括无锡市区和江阴市）大部分河道为双向流动河道。
（3）平原河道坡降平缓泄水能力小，水体自净能力小，环境容量小。
平原河道的底坡一般在1／10万－5／10万之间，其间圩区河道坡降一般为零，河水在平时一般不流动
；锡澄片河网排水一般北排长江，南排太湖和江南运河，东排望虞河，其中有部分通过望虞河再排人
长江，虽然排水河道很多，但由于大多数排水河道断面积偏小，排水骨干河道框架未形成，且北排长
江时，经常受到长江高潮位顶托，只能靠动力抽水排涝，所以平原地区泄水能力小，易发生洪涝灾害
；一般河道的流量小，水体的流速也小，其中圩区河道在平时的流速几乎为零，再加上水生态系统退
化，河道的水动力条件差、自净能力小，所以环境容量很小。
（4）可调节水量多  长江和太湖是无锡市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9730亿m3，太湖
水位2.99m时的蓄水量有44亿m3，北部沿长江口均已建闸控制，在干旱的年份或干旱的季节可以适量
的调取长江、太湖之水补充河网之需要，所以全市可调节水资源量比较丰富，但大部分的调水量需要
用动力提取。
（5）适合一片河网同时改善水环境河网间河道、湖泊、湖荡相互连接，大多数可以双向流动，期间
的污染物也随河水一起流动，所以，河流水污染治理一般不宜一条自然河道单独治理、改善水环境，
只能通过河网小流域综合治理水污染的方式，从整体上同时改善一片河网的水环境。
若把一条河道或一片河网建成相对可封闭的水域，则通过综合治理，就比较容易改善其水环境。
（6）太湖外泄通道泄流量小太湖排水仅主要北靠望虞河、东依太浦河、南排杭州湾，三条主排水通
道和一些次排水河道，排水量有限，遇较大洪水时的排泄历时长。
（7）太湖生态修复潜力大太湖现水面积2340km2（含退鱼塘还湖水域），其中无锡水域面积613km2。
广阔的太湖水面，其一，有湖流和较大的风浪，使太湖有较强的自净能力，有利于改善其水环境；其
二，太湖有较长的湖岸线，湖岸边水域水较浅，非常适于种植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及发展其他水生物
；其三，太湖水深不超过2m的沿岸水域可建立多层次的水生态结构，发展多种大型生物群落。
以上三点为该区域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可进行生态修复的广阔水域，所以太湖
生态系统修复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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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湖无锡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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