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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太湖五里湖湾生态重建大型围隔示范工程的现场观测结果，分析了湖泊生态重建措施对浮游植

物的影响，结果显示：（1）在生态重建的第一年，尽管生态重建区内种植了大量水生植物，水体氮磷含量

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水体透明度也被提高了近一倍，但是藻类却大量生长，并暴发了蓝藻水华；第二年，

生态重建区的环境条件逐渐对藻类（包括蓝藻和其中的微囊藻）产生了抑制作用，开始出现藻类生物量下降

趋势；表明生态重建措施（以水生植被重建为中心的生态系统重建组合措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当年）建

立起一定规模的水生植物群落，有效降低水体氮磷营养盐，提高水体透明度，但要在较短时间内（2年内）

完善一个较大的水生态系统结构、有效降低藻类生物量（特别是夏季）有一定困难. （2）尽管氮磷营养盐

对水体藻类总量增加有较大影响，但并不是蓝藻大量暴发的决定因素，上行作用力对蓝藻的控制（bottom-

up effort）表现弱于下行作用力（top-down effort）. （3）较低的TN/TP比值（15.9-35.6,平均30.5）既

是蓝藻水华暴发的原因，也是其作用的结果，其可能有利于蓝藻的大量暴发. （4）生态重建措施较大幅度

地改善了水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提高藻类多样性指数（Shannon index），因此，单凭藻类多样性指数并不

能完全反映水环境改善状况，在评价水环境质量方面需要结合其它多种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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