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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湖”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高级研讨会顺利召开 

2007-08-14 | 访问次数: | 【大 中 小】  

8月2日至3日国家环保总局在江苏南京组织召开了“三湖”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高级研讨会。会议由江苏省环保

厅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总局直属科研单位以及环保企业等40多家单位的120

多位湖泊专家学者，江苏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三湖一库”地区的环保部门代表也参加了研讨。会议

针对“三湖”流域水环境管理与监控预警；“三湖”富营养化控制理念、技术与管理；入湖河流水污染综合整治

技术及方法；以及“三湖”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护与供水安全保障技术四个主题，就太湖、巢湖、滇池和三峡水库

的水污染成因、趋势及控制与治理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研讨。 

会议由总局科技标准司赵英民司长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孟伟院长主持。江苏省张桃林副省长介绍了江苏省

的基本情况，对太湖的水污染控制工作也做了简要的介绍。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科学规

划、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采取控源、截污、引流、清淤、修复等多种措施，对太湖流域进行全面系

统、科学的治理。目标是力争用5年时间，使太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的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明显改善；再用8－10

年时间，基本解决太湖水污染问题，太湖湖体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在定量方面，从主要污染物减排、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主要入湖河流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等方面，提出了2010年的具体量化指标。最后张

桃林副省长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对与会代表表示诚挚欢迎，对国家环保总局支持江苏水污染控制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吴晓青副局长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与会代表出谋划策，为“三湖”一库治理提供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

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湖”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部署。经过前几个五年计划，“三湖”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客观上延缓和遏制了“三湖”水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但水污染治理的成效还是初步

的、阶段性的,导致水环境质量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三湖”水污染防治工作不仅是一项简单的环境污

染防治的技术工作，我们更应该从经济、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工作。水专项是“十一五”期间《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旨在重点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水污染

重大瓶颈问题，为水体主要污染物减排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水专项是总局的重点工作之一。为落实国务院领

导的讲话和批示精神，提升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的科技水平，细化完善水专项实施方案，吴局长希望各位

专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代表从“三湖”水污染的管理机制、体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等

方面，出谋划策，为“三湖”流域治理提供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共同开创湖泊污染治理新局面。 

江苏省环保厅姚晓晴副厅长介绍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方案。二十多位专家建言献策，发表了精彩演

讲。孟伟院长对专家发言进行了归纳，最后，赵英民司长进行了会议总结。 

赵司长指出研讨会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各具特色，展示了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的科学理念、成功经

验和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次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希望大家一要认真学习家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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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批示精神，全面开展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充分认识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机

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采取全面规划、严格管理、科学决策，预防“三湖”再次发生污染事件，使水体富营

养化加重的趋势得到遏制，并在“三湖”整治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全国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开创湖泊治污与控制工作新局面，依靠科技创新，组织实施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

项，结合各个湖泊的具体情况，一湖一策，科学提出各个湖泊污染物控制、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加强

领导，进一步做好协调配合工作，“三湖”污染控制与治理，牵涉到多个部门，跨越省、市行政区域，各地环保

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积极发挥环保部门在湖泊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提升我国湖泊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水平和质量，实现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孟伟院长对专家发言进行了归纳： 

（1）这次研讨使大家深刻认识了湖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本次高级研讨会通过专家演

讲，与会代表充分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介绍了技术与观点，交流了有关信息，对凝练关键技术，深化水专项实施

方案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2）会议重点讨论了太湖、巢湖、滇池和三峡水库的水环境状况与富营养化控制所开展的工作与技术成果，

湖库水源地环境质量与污染特征，同时也交流了国际典型湖库的污染控制情况，内容丰富，认识深刻。与会代表

介绍一些很好的技术。在水华监控与预警方面，介绍了基于3S的初始化蓝藻含量及动态预警技术，污染治理方

面，介绍了水体修复、生态修复与污水处理的新技术。 

（3）与会代表针对水专项，就湖泊污染控制与治理提出了很好的技术建议。既要重视科技创新、技术集成，

同时也要做好引进、消化工作，但不能忽视基础工作。与会代表建议在已经开展的“973”和“863”项目的基础

上，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关键技术。我国湖泊污染控制，要从流域出发，综合考虑，分区域，分阶段，分类型，重

视湖泊生态功能的修复。引导藻型向草型转换，把握基本规律，对水华的发生要重视预防、预测和预警工作，实

现水华预报。湖泊污染控制要体现系统性，不仅要关注机理研究、技术研发、工程示范，同时也要推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技术、管理和政策要同时发挥作用，中央、地方和企业要同时行动起来。不仅要考虑水环境问题，同时

也要考虑水生态、水资源和水工程的影响。我国水环境的治理，管理是关键，治理是手段，研究是基础，相互依

存，缺一不可，应努力形成三维一体的治理模式。 

（4）与会代表介绍了一些湖泊治理的新概念、新理念和新方法。目前我国的蓝藻暴发呈现五大趋势，水华面

积逐年扩大，水华浓度渐次提高，水华持续时间逐年延长，水华损坏湖泊生态系统与水环境的累计效应不断趋向

临界点，产毒水华蓝藻形成不容忽视的“有害水华”；水华蓝藻野外复苏与积温度之间有相关性；解决农业污染

物要实行“源头控制、过程阻断、末端治理”，介绍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截留技术，塔式生物虑池技术等；从机理

的角度介绍了沉积物－水界面的双界面过程与消化反消化过程；改性土壤的原位修复技术；湖泊演替的八个阶

段，静脉河道的低污染水治理以及源汇转化问题；湖泊治理以保护为主，修复为辅，以修养和条理为主，应急措

施为辅，遵循自然规律，维护和重建湖泊的重要功能。 

与会专家和代表踊跃发言，极大的促进了水专项和湖库水污染治理工作的落实，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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