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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叉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监测与水华灾害预警技术研究与系统集

成”顺利通过中期评估(图文)

2009-11-17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中科院重大交叉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监测与水华灾害预警技术研究与系统集成”中期进展暨评估会于11

月11-13日在无锡太湖站召开，来自国家环保部、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太湖水

污染防治办、清华大学、中科院资环局、综合计划局、高技术局、安徽光机所、上海微系统所、生态环境中心、

南京土壤所、武汉水生所、以及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相关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的领导、专家及项目参加单位

的研究骨干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别由院资环局潘锋副局长、蔡道基院士主持，与会专家主要就项目及各课题阶段目标完成情况、存在

的主要问题以及总目标完成的预期可能性进行把关。项目主管沈吉研究员、六个课题负责人分别向各位专家与领

导汇报了工作进展及取得的成果。 

   2008-2009年度，项目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和进展：（1）初步揭示了藻

类越冬与复苏过程中的适应机制及影响因素，发展了微囊藻群体在底泥中越冬与复苏的监测技术；研究并率定了

蓝藻敏感生化参数的监测指标与藻类生消过程中关键的生物监测指标、藻类快速生长与积累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

子；开展了微囊藻群体演替规律的成灾监测指标（藻毒素）以及蓝藻水华分解后的成灾机理的研究。（2）建立

了较完善的地面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已经完成11个自动站点的建设；完成了中程数据传输网节点样机研制及野外

布设与试运行，实现7个站点间的无线组网通信，5个水上站点的水质、水文数据自动采集与传送。（3）建立了

水质组分观测与数值分离分析方法，提出太湖水体遥感数据大气纠正方法，在高分辨率、高光谱叶绿素浓度监

测、基于MODIS数据的高频次叶绿素监测、多云条件下水面漂浮藻类的雷达监测技术方面取得较大突破；通过系

统集成，形成了较完整的水质参数和蓝藻水华遥感监测技术体系。（4）持续开展了每周2次的水质人工巡测，为

蓝藻水华预警提供数据，报送《人工巡测水质监测报告》83份，《人工巡测营养盐分析报告》41份。（5）在激

发光纤与发射光纤组成的叶绿素光纤传感探头研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6）基本掌握了太湖底泥分布与营养

盐蓄积特征，重点开展了太湖西部9条河流水质调查与入湖营养盐通量的研究。（7）基本完成了太湖功能水域划

分和风险等级的评价，为蓝藻水华灾害预警提供了定量化的标准。（8）完成了太湖三维蓝藻水华预警模型的开

发，构建了太湖水体监测和水华灾害预警软件平台。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形成了一支研究太湖蓝藻水华灾害的科

学队伍，初步实现了交叉学科在太湖的研究合作与探索，与信息技术初步实现了融合和支撑，是信息技术和资环

领域结合的示范，同时对项目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杨桂山所长代表项目主持单位对各位专家与领导的支持与建议表示了感谢，他认为通

过这个项目提升了太湖研究的综合能力，希望项目组加强研讨，通过中期评估检查进展与目标的完成情况，同时

希望加强创新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冯仁国副局长总结时指出，该项目稳定培养了一个队伍，起到了导向作用，高新技术在该

项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合作还要进一步坚持下去，通过高技术深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同时指出项目

组应把监测系统完善好、运行好，项目结束后能够移交到应用部门，同时要重视阶段性的成果产出。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以及项目存在的问题，11月13日项目组织各课题召开了讨论会，进一步落实了各课题目



前的研究重点与成果产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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