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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及新技术丛书：太湖污染底泥生态疏浚规划研究》内容系太湖污染底
泥疏浚规划研究成果之分析集成，主要包括：太湖底泥与污染情况调查、太湖湖面利用调查、太湖重
点污染湖区底泥释放试验和太湖污染底泥疏浚工程规划研究等内容。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及新技术丛书：太湖污染底泥生态疏浚规划研究》可供关心和研究太湖污
染治理及从事湖泊流域综合治理的相关人员参考借鉴，也可供 高校水利、环境等专业师生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湖污染底泥生态疏浚规划研究>>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湖泊疏浚的必要性及作用1.2 湖泊生态疏浚的理念与规划原则1.2.1 生态疏浚理念1.2.2 生
态疏浚规划的原则1.3 太湖生态疏浚规划思路与方法第2章 太湖湖底地形及沉积特征2.1 湖底地形特
征2.2 湖泊沉积2.3 底泥分布特征2.3.1 底泥测量2.3.2 底泥蓄积面积分布2.3.3 底泥蓄积量估算2.3.4 流泥分
布及蓄积量2.3.5 重点湖湾底泥分布特点2.4 小结第3章 太湖底泥污染特征研究3.1 底泥污染分析3.1.1 采
样点分布3.1.2 底泥采集3.1.3 底泥分析3.2 底泥污染特征参数的分布3.2.1 底泥主要物理指标3.2.2 底泥中
营养物含量3.2.3 底泥中重金属含量3.2.4 底泥中有机氯含量3.3 表层底泥间隙水污染物分布特征3.3.1 间
隙水主要物理指标3.3.2 间隙水及底泥中还原性铁锰3.3.3 间隙水有机质及氮磷含量3.4 重点湖区底泥污
染特征3.4.1 贡湖3.4.2 竺山湖3.4.3 梅梁湖3.4.4 东太湖3.5 小结第4章 太湖污染底泥对水质影响4.1 底泥静
态和动态释放试验方法4.1.1 静态释放4.1.2 动态释放4.2 太湖典型湖区测点底泥内源静态释放试验4.2.1 
实验室主要分析方法和质量控制4.2.2 氨氮静态释放4.2.3 磷酸根磷静态释放4.2.4 有机碳静态释放4.2.5 温
度对太湖底泥污染物静态释放影响4.2.6 底泥污染物静态释放的各湖区测点差异4.3 太湖典型湖区测点
底泥内源动态释放特征4.3.1 梅梁湖测点动态释放4.3.2 贡湖测点动态释放4.3.3 竺山湖测点动态释放4.3.4 
东太湖测点动态释放4.3.5 太湖底泥动态释放效应4.3.6 太湖底泥动态释放规律性和特异性4.4 湖区水质
改善对底泥释放影响4.4.1 不同湖区测点静态释放影响4.4.2 不同湖区测点动态释放影响⋯⋯第5章 太湖
底泥污染的关键影响要素分析第6章 太湖生态疏浚分区研究第7章 太湖污染底泥疏浚深度及规模第8章 
太湖污染底泥生态疏浚工程方案第9章 太湖底泥疏浚规划实践及经验附图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湖污染底泥生态疏浚规划研究>>

章节摘录

　　2.临界切应力分析法　　该法是根据浅水湖沉积物含水率或孔隙度等物理参数大多在表层有一突
变现象，根据湖底风浪切应力分析，估算浅水湖在一次风浪下的扰动深度，并将沉积物的理化特征在
空间上作分布均匀处理，根据湖流及波浪的观测结果，估算动力过程所可能造成的沉积物孔隙水向上
覆水溶出所带出的营养物量，从而估算内源动态释放。
这种方法未考虑泥层的剥离需对风浪强度的递增性和持久性有相当的要求，实际计算中难以将临界切
应力与底泥扰动厚度直接联系，估算的底泥扰动深度易过大而往往与210Pb和137CS的沉积物测年资料
相矛盾。
　　3.数学模型法　　该法与上述的临界切应力分析法相似，但进行了较多的改进，如考虑了风区长
度问题，由于参数的可变异性和自然状况与模拟时的差异，计算底泥扰动的结果与实际误差也同样较
大，尚需进一步加以修正。
　　4.环形水槽法　　该法将湖泊比作一个水槽，水体表面进行人造水流，把直槽长度转化为时间尺
度，模拟无限长水槽。
将风浪（或波浪）对底泥的影响转化为水流流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该法只能使用原状层理已破坏的底泥进行试验，上覆水层也相对较薄（≤25cm）。
浅水湖水底湖流实际很小，完全依赖水平移动的水流模拟风浪扰动效果，其等效性尚待改进。
　　5.直型水槽法　　该法是通过造波板产生的波浪造成槽底底泥悬浮。
由于槽底堆放的底泥不易保持原状层理结构，造波拍打的区域仅是全部研究区域的一部分，底部受力
不均。
上覆水深度（30cm）与实际湖深（200cm）差别较大，也存有不能将所造波浪与现场实际风浪相对应
的等效性问题。
　　6.Y型管旋桨法　　本方法采集原状柱状底泥，水深与现场湖水的深度相当，在底泥层理的原状性
和水深的可比性方面具有优势。
扰动力是来自调频电机控制的一斜向作用于底泥的旋浆，悬浮物垂向分布用直管中螺旋杆操纵调控，
可通过控制转速达到向界面传递风浪波浪能的作用，且易于进行多体系重复。
虽然该法可使水柱中悬浮颗粒物的垂直分布状态相对接近野外实际情况，但因实验体系相对小，风浪
的营造方式与实际风浪作用仍有一些差别。
　　对以上6种动态释放模拟技术进行比较，在主要考虑底泥的原状性、水柱高度的可比性以及定量
的情况下，本研究主要采用方法6（Y型管旋桨法）对太湖底泥进行动态释放模拟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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