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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专项“巢湖水污染治理与富营养化综合控制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

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9-09-13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国家“十一五”重大水专项——巢湖水污染治理与富营养化综合控制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自2008年启动至

今，在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项目及课题负责人的共同努力下，各课题顺利完成了实

施方案规定的阶段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确保水专项巢湖项目的最终完成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项目针对巢湖东端饮用水源区的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频发问题，开展了水源湖区水污染控制及水环境修复的

关键技术研究与生态修复工程示范。其中受工业污染入湖河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先后进行

了地质地形勘测、受污染底泥采样与分析、污染源调查分析、示范工程小试以及示范工程选址与初步设计等工

作，完成了课题年度规划任务；自然本底营养对巢湖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及其控制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已经完成

了研究区域的联合调查4次，各单位独立调查15次，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研究基地正式启用，已先

后有80余人次到研究基地工作；湖泊直立堤岸基底改善与湖滨带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对东部湖区和西部

湖区开展了水向湖滨带生态系统修复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立堤岸基底改善与生态岸带修复技术，陆向湖滨带生

态修复与入湖低污染水处理技术等，并完成了试验设计，落实了试验用地，湖区试验场已完成建设，将投入使

用；巢湖水源保护区物理－生态净化与水质保障技术及工程示范课题对水源地的水体和底泥中的污染物进行了全

面调查，并追溯其来源；课题组人员已制作蓝藻打捞船只一艘，研制了水下气幕拦截蓝藻水华设备，研发了分层

水样采集器一种，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开展了室内水生植物栽培和室内污水强化净化试验，完成冲刷岸段

和湖湾生态修复工程方案和大水面水质生物调控工程方案的初步设计及水源保护区景观设计，并定期对巢湖水源

保护区进行了勘测、背景调查与分析，获得了可靠的数据。流域面源水污染控制与生态环境管理技术方案课题完

成了子课题实施方案细化与调整，以湖区及主要入湖河流水质－水文同步调查、流域主要污染源调查、流域社会

经济调查为主的水污染系统调查已全面展开。基本建成巢湖生态环境观测现场实验室，深入开展流域营养要素代

谢循环和巢湖生态动力学模型研究，巢湖水污染治理决策支持系统也进入开发阶段。各课题在巢湖边的野外研究

基地已经或即将投入运行，课题已经与巢湖环境监测站签订第三方监测合同，对示范工程实施效果将进行全程监

控。 

   本项目自实施以来，充分尊重巢湖市地方环保、水利、建设、农业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走访、召

开座谈会等形式，先后在3月7日和8月31日请当地的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开会，进行沟通与协调，不断对

研究与工作方案进行细化和完善。地方环保部门充分肯定了项目即将实施的示范工程在巢湖污染控制与治理中的

作用及可行性，并对每一个示范工程的实施地点、规模和地方需求均给予确认，同时提出了示范工程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项目组与地方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消息往来渠道，目前项目实

施进展顺利。地方政府部门专门设立了协调小组，帮助课题组与相关部门一一接口，解决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该机制的建立十分有利于课题的研究和示范工程的顺利实施。安徽省和巢湖市人民政府已按课题进度进行了

部分配套，项目组正配合安徽省环保厅，积极准备汇报材料，争取安徽省政府对本项目示范工程配套经费的全面

落实，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推进巢湖污染治理与富营养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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