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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滴水湖的水源大治河水质较差 ,总体为 V类。滴水湖生态系统脆弱 ,水体已呈富营养化 , 2006年 —2008年连

续 3年的湖水年平均富营养化指数 ( TL I)均超过了 70,透明度呈逐年下降趋势 ,氮、磷是滴水湖污染最重要的因素。据此 ,

提出了“立法先行、加强监管、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硬件保障、科技创新 ”的滴水湖水质保护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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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 ishui Lake, located in L ingang New City of Shanghai, was the largest artificial lake excava2
ted on the unhardened beach. W ater of the D ishuiLake came from the Dazhi R iver whose water quality was rela2
tively poor and belonged to level V according to“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or surface water”of China.

The ecosystem in the D ishui Lake wasweak and eutrophicaition had been confirmed. The annual average of com2
p rehensive nutritional statue index ( TL I) exceeded 70 in 2006 to 2008 with the decreasing transparency. N itro2
gen and Phosphoru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pollution of the D ishuiLake. The p rincip le of water qualtiy p rotection

could be concluded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legislation, management, pollution control, hardware construc2
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D ishui Lake; W ater quality; Eutrophicaition

收稿日期 : 2009 - 10 - 08;修订日期 : 2009 - 12 - 12

作者简介 :徐建官 (1963—) ,男 ,上海人 ,工程师 ,学士 ,从事环

境监测与管理工作。

　　滴水湖位于上海市南汇区临港新城 ,是目前在

尚未成陆海滩上开挖的国内最大人工湖 , 2002年 6

月正式开挖 , 2003年 10月开始蓄水。滴水湖呈正

圆形 ,直径 2. 66 km、总面积为 5. 56 km
2

,平均水深

3. 7 m,最深处为 6. 2 m。来自黄浦江的水流经大

治河后 ,从新场 —南芦公路段 —中心河 —涵闸西专

用通道 ,经 5条引水河汇入滴水湖。

1　滴水湖水污染现状

1. 1　滴水湖水系

滴水湖位于临港新城主城区中心。其水系以

沪城环路为分界线 ,可划分为内、外水系。外部水

系由胜利塘随塘河、人民塘随塘河、农场中心河、白

龙港、五尺沟、黄沙港、芦潮引河、石皮泐港等支流

组成 ;内部水系由 3条环状的河流 ,即内链河、中链

河、外链河及 A、B、C、D、E、F、G7条港组成 ,除 A

港为滴水湖出水港 (排水港 )外 ,其余 6条港均为

引水港。石皮泐港将外部水系几条河流相连贯通 ,

通过港城内部水系进入滴水湖。见图 1。

1. 2　滴水湖水质现状

汪海英等 [ 1 ]调查发现 , 2005年 5月 —2006年

5月 ,滴水湖总体呈轻度富营养状态 ,并有向中度

富营养状态发展的趋势。根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

心和南汇区环境监测站《2006年滴水湖富营养化

监测评估报告 》中的数据 ,依据《湖泊 (水库 )富营

养化评价方法及分级技术规定 》的推荐方法 ,采用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对滴水湖现状调查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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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滴水湖内部水系分布

Fig. 1　 Interior water system of D ishui Lake

价 [ 2 - 4 ]。结果表明 , 2006年滴水湖富营养化指数

为 72. 5,已达富营养水平。

王延洋等 [ 5 ]
2007年对滴水湖的浮游生物现状

进行了分析 ,认为滴水湖水质为中度富营养水平。

连续 3年对滴水湖进行水质监测所得的各指标年

平均值表明 ,氮、磷是湖水最重要的污染物 ,滴水湖

3年年均重度富营养化 ,见表 1。

表 1　滴水湖 2006年 —2008年湖区主要污染

指标变化情况 ①

Table 1　Concentration changes of main pollutants

from 2006 to 2008 in D ishui Lake①

监测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富营养化指数 72. 5 70. 9 71. 9

l (透明度 ) / cm 64. 0 48. 7 44. 3

ρ(氨氮 ) / (mg·L - 1 ) 0. 230 0. 234 0. 310

ρ(总磷 ) / (mg·L - 1 ) 0. 110 0. 101 0. 088

ρ(活性磷 ) / (mg·L - 1 ) 0. 049 0. 096 0. 077

ρ(总氮 ) / (mg·L - 1 ) 1. 33 1. 02 0. 929

ρ(叶绿素 a) / (mg·m - 3 ) 9. 14 9. 81 6. 91

浮游植物种类数 /种 61 74 42

浮游动物种类数 /种 28 30 26

①数据来自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及南汇区环境监测站的监测

结果。

1. 3　污染来源

目前临港新城尚处于建设阶段 ,各大功能板块

尚未形成 ,因此 ,滴水湖污染物 ,特别是营养盐主要

来自于引水水源。根据南汇区环境监测站 2008年

的监测数据 ,大治河 6个监测断面的氨氮、总氮全

部为劣于 Ⅴ类 ,总磷为 Ⅳ—Ⅴ类 ,五日生化需氧量

为 Ⅳ类。营养盐和有机物是大治河的主要污染物。

由大治河通过外部及内部水系引水至滴水湖

湖区 ,营养盐含量不断降低 ,显示随着污染源的远

离、加上河道自身的净化作用 ,水质有所改善。因

此滴水湖湖区的水质优于水源大治河。

1. 3. 1　构成其水污染的点污染源为

(1)周边建筑工地的施工污染。整个临港新

城尚处于建设初期 ,中心区有多个建筑工地正在建

设 ,涵盖了大厦、商业街、大学和商品房等建设项

目。在整个承建过程中 ,大量民工聚集入住 ,虽多

数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能按规定排入中心区的雨

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厂 ,但仍存在将生活污水直排入

链河的现象。

(2)工业废水污染。调查显示 ,目前近芦潮引

河、随塘河、石皮泐港的企业约有 20余户 ,涉及机

械制造、金属制品、服装、纺织和食品等行业。有个

别企业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

(3)禽畜与水产养殖业的污染。在石皮泐港、

农场中心河交界处有 2个养鸭场 ,农场中心河中段

分别有 1个养鸭场和 5个精养塘。养鸭场规模较

大 ,鸭粪直接进入水体 ,污染水环境。精养塘需进

行人工喂食养鸭和换水 ,其外排水中氮、磷等含量

均较高。

1. 3. 2　滴水湖的面污染

(1)生活污水。书院镇、芦潮港镇部分居住区

现有常住人口约 3万人 ,以农村居住人口为主 ,其

生活废水大多经简单的化粪池处理后直接排入附

近的石皮泐港和随塘河 ,使滴水湖的水源水质

恶化。

(2)临港新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吸引了大

批的游客 ,各类水上运动、垂钓等活动不断出现 ,如

果疏于管理 ,则会给滴水湖的水质保护带来一定的

影响。

(3)临港新城城区绿化喷药与施肥构成潜在

威胁。临港新城绿化占地和待开发的荒地约

50% ,整体开发后绿化面积覆盖率将超过 30%。

为保证绿化景观效果 ,不可避免给植物喷药施肥 ,

农药和化工肥料经雨水冲洗汇入雨水管道通过水

系最终进入滴水湖。

(4)农业面源污染。芦潮引河北侧、农场中心

河交界处有大面积农用地。在农民耕地时 ,需要喷

洒大量的农药和施用大量的复合肥 ,这些多余农药

和农肥的残留物经雨水或灌溉水直接进入芦潮

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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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滴水湖水质监管措施

滴水湖承担着临港新城防汛排涝、置换水体的

功能。同时 ,对于塑造城市景观生态、优化地区小

气候起着重要作用。其规划中的水质目标为 :近期

为 Ⅳ类 ,不产生水华 ;中期为 Ⅲ—Ⅳ类 ;远期为 Ⅲ

类 ,局部功能区达到 Ⅱ类 ,水的透明度为 50 cm～

100 cm。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以“统筹兼顾、综

合管理、全面发展、分期实施 ”为原则 ,做到“立法

先行、加强监管、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硬件保障、科

技创新 ”。

2. 1　立法先行

国家和地方政府均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就形式而言 ,基本上形成了一

个较为完善的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然而 ,很多

法律条文对特定水域而言 ,过于原则化和粗略化。

滴水湖作为在尚未成陆海滩上开挖的国内最大的

人工湖 ,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资源情

况、气候特点、人文环境和历史背景 ,这就决定了对

于滴水湖的保护 ,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地方特色 ,因

地制宜 ,符合临港乃至整个上海市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

(1)尽快制定《滴水湖水域管理办法 》,明确滴

水湖的地位、水系范围、功能区划、保护原则、管理

机构和职责、具体实施细则及奖励与处罚等。

(2)制定《滴水湖综合执法办法 》。滴水湖水

系的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涉及多个行政部门 ,各

部门也都有其权限内的执法权 ,各行政部门条块分

割的情况客观存在 ,滴水湖水系综合管理出现多个

“婆婆 ”的情况一时也很难消除。因此 ,很有必要

制定《滴水湖综合执法办法 》,明确特定项目集中

执法的管理机构、职权范围 ,尽可能消除各部门法

律、法规处罚条款间交叉、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地

方 ,明确可能会有争议的概念 ,解决可操作性的

问题。

(3)制定《临港新城城市排水管理办法 》。根

据规划 ,至 2020年 ,临港新城规划区内实际居住人

口将为 83万 ,其中城镇人口约 81万人 ,城市化水

平超过 95%。该管理办法将明确临港新城城市排

水的定义 ,排水管理的总体原则 ,行政主管机构和

职责、城市排水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排水设施保

护、养护与使用的各项规定。

(4)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我国“十一五 ”规

划中明确 ,到 2010年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10% ,节能减排形势严峻。如前所述 ,滴水湖当

前水污染主要来自于引水 ,然而 ,如果不对污染物

排放加以控制 ,那么 ,随着临港新城人口的汇入 ,各

板块功能的逐渐实现 ,滴水湖水系污染物的排放总

量将急剧增加。当务之急即是引入市场机制 ,试行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

制度在许多发达国家均已实施。2008年 ,江苏省无

锡市正式启动太湖流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 [ 6 ]。相对于太湖流域复杂的行政区划 ,滴水湖水

系结构相对简单 ,在该水系尝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 ,对于今后上海地区排污控制也有示范作用。

(5)执行一级排放标准 ,或制定《滴水湖水系

污染物排放标准 》。《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规定 ,排入一般水域的污水 ,可执行二级标准。鉴

于滴水湖的特殊性 ,可对其中的部分污染物质执行

一级标准 ,或制定《滴水湖水系污染物排放标准 》,

作为前述各项办法和制度的技术基础。

2. 2　加强监管

建立和健全滴水湖水环境管理机构 ,对滴水湖

水资源的规划、监测、立法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切实把好三关 ,即“建设项目准入关、在建项目管

理关、污染排放监控关 ”。具体操作时 ,还可成立

滴水湖环境监察、监测和研究的专门组织机构 ,加

强对滴水湖湖区的常规监测 ,同时对引水河上游水

质加强监控。

为维护滴水湖生态系统的稳定 ,确保临港地区

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有必要尽早编制《滴水

湖水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预案内容包括应急机

构和职责分工、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分级、预测与预

警、应急响应、保障措施、预案管理与更新、演习等

内容。

2. 3　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在有法可依、监管得力的基础上 ,可有效开展

滴水湖水系的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对不同类型

的污染源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对企业点污染源要

求其内部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对于城市污水 ,要

求全部纳管处理后达标排放。

对于雨水 ,有必要建立初雨收集处理系统 ,使

初雨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对于沿湖面源污

染 ,可结合滴水湖坡岸设计 ,借鉴人工湿地等处理

模式进行减量 ;也可建设环湖污水管道收集系统 ,

收集污水后纳管处理达标排放。

(下转第 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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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的损害 ,应用大气污染损害率评价大气环境

质量 ,涵盖的污染物更全面 ,对 AP I评价法是一种

补充。另外报出了次要污染物 ,这使市民对身边的

污染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在次要污染物与首要污

染物 AP I值相差甚微时 ,使市民认识到空气中存在

其他污染 (例如 SO2 或 NO2、O3 等 )的危险 ,使得空

气质量级别及描述的论定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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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引用水源 ,可采用多种处理方法 ,打造滴水湖

引水净化工程。如可建设源水水质净化厂 ,采用工

程净化手段降低污染负荷 ;也可设置前置库 [ 7 ]
,通

过自然的生态处理以净化水质 ;还可借助引水河道

自身 ,通过在河道中构建生态修复系统 ,和在河岸

建造人工湿地 [ 8 - 9 ]
,以实现水质改良的目标。

而何种方法更佳 ,或如何组合 ,尚有待作进一

步的研究和成本核算。鉴于滴水湖为新开挖的人

工湖 ,其生态系统结构脆弱 ,功能不稳定。因此 ,有

必要通过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提高湖区生物多样

性 ,在湖区构建合理的生态系统 ,以结构复杂、功能

齐全、耐冲击能力强、稳定的生态系统自身来有效

调控湖区水质 [ 10 ]。当然 ,所有这些控制措施都需

要足够的硬件保障 ,如区域内管网的建设等。

2. 4　科技创新

滴水湖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人工湖 ,有着面积

大、盐碱土层、引水质量差等特点 ,因此极有必要开

展一系列的科学研究 ,如滴水湖水系环境质量评价

标准、生态环境演变规律、滴水湖生态系统人工构

建可行性研究等生态环境方面的科技创新 ;以及滴

水湖水系面源污染与控制系统研究、建立湖泊在线

监测及基础信息系统 [ 11 ]、原水净化工程研究、引水

前置库净化技术、滴水湖水系生态修复可行性研究

等一系列污染控制技术方面的科技创新。这些科

技创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滴水湖水质的保护 ,同时

对上海市、乃至全国大型人工湖泊的建设具有示范

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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