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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江湖关系变化成为影响鄱阳湖水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立足于近年来鄱阳湖与长江江湖关系变化， 试图通过鄱阳湖发展演变及

江湖关系变化影响因素， 以及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入湖污染负荷、水质、沉积物和藻类水华影响等方面， 深入揭示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水

环境影响机理． 其中， 从 Ｎ、Ｐ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角度切入， 研究揭示江湖关系变化对水体和沉积物 Ｎ、Ｐ 等生源要素的产生、输移、转化与降

解过程以及赋存形态与时空分布等的影响机理； 利用水质⁃水动力耦合模型量化江湖关系改变对鄱阳湖水动力及水质的影响； 应用 ＳＷＡＴ 模

型以及 ＧＩＳ 技术， 定量估算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入湖营养盐负荷及其典型湿地植被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的影响； 利用现场观测和室内模拟

试验研究预测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藻类水华风险的影响， 并讨论分析了其影响的重点区域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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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与其沿岸湖泊构成

的复杂的江湖复合生态系统对保持江湖水生生态

系统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等发挥了重

要作用（杨桂山等，２０１０）．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的通

江湖泊（葛刚等，２０１０），不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重要水源地，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天然洪水调蓄

区，洪水期湖区水位每提高 １ ｍ，可容纳长江倒灌洪

水 ４０ 亿 ｍ３以上（鄱阳湖研究编委会，１９８８）．同时，
鄱阳湖也是长江和“五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
修河等）水体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天

然纽带，湖区水位每年 ４—６ 月随“五河”来水增多

而抬升，湖面上涨、漫滩、湖面扩大，洪水一片；７—９
月因长江干流洪水顶托或倒灌而壅高，１０ 月后稳定

退水，湖水落槽，滩地显露，水面缩小成一线（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正常的水位周期性变化是保持鄱阳湖

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处于良好状态最为关键的

因素之一．
鄱阳湖自形成至今，受自然及人类活动等影

响，一直在发生着演变．近年来，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以

来， 受长江干流来水、鄱阳湖流域降水减少、三峡水

库蓄水以及湖区采砂等因素影响，鄱阳湖与长江之

间江湖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水文形势变化明显，
由此导致丰水期高水位持续时间缩短，枯水期时间

提前且出现频率增加（闵骞等，２０１１）．该变化引起低

枯水位情况下鄱阳湖湖泊水面减小，湿地萎缩，生
物量下降等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引起枯

水期水环境容量变小，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水质恶

化．最终导致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水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工程性缺水严重及通航能力明

显下降等问题（王圣瑞等，２０１３）．产生这一结果，一
方面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用水量及入湖污

染负荷增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湖关系变化引

起的鄱阳湖水文情势改变密切相关．而以往针对江

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的相关报道较少．
因此，从环境科学的视角研究揭示江湖关系变化对

鄱阳湖水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鄱阳湖水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就江湖

关系变化及其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的科学认识，已
成为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科学问题之一．全面、准确地认知近年来江湖关系变

化特征及其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不仅是揭示 “河
湖”与“江湖”关系变化在水环境与水文过程等方面

影响机制的重要基础，而且是解决当前鄱阳湖保护

问题的关键步骤．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立足于近年

来鄱阳湖与长江江湖关系变化，试图通过鄱阳湖发

展演变特征及江湖关系变化影响因素分析，重点剖

析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入湖污染负荷、水质、沉
积物和藻类水华影响等内容，以期揭示江湖关系变

化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机制。

２　 近年来鄱阳湖与长江间江湖关系变化特征及其

水环境影响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１　 水位变化

水位是湖泊出水量变化的量度 （ 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适宜水位是维护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稳定以及生物完整性的重要保障．适宜水位不是一

个恒定值，而是一个数值区间，包括水位变动频率、
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和变动范围及其它规律性等重

要信息（刘永等，２００６）．水位变化是鄱阳湖与长江之

间江湖关系变化的核心（万荣荣等，２０１４）．根据江西

省水文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图 １），自建国以来，鄱
阳湖年平均水位为 １３．２ ｍ（星子站、吴淞高程），随
着时间的推移，鄱阳湖水位总体呈下降趋势．自 ２００３
年后，由于江湖关系变化影响，单向水位下降幅度

明显，基本保持年均水位下降 ０．１９ ｍ·ａ－１的速度，是
６０ 余年来鄱阳湖水位下降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

的时期，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水位更是达到历史最低水

平，比多年平均值低 ２．３９ ｍ．而年内水位变化则呈现

出枯水期低、枯水位出现时间提前且持续时间延长

的趋势，最低水位不断被刷新．
以星子站为例，进入枯水期（水位在 １２ ｍ 以

下）的时间在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期间为 １１ 月中旬，而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期间提前到 １０ 月下旬，平均提前了

２０ ｄ 左右；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间，枯水期为 １１ 月中旬至

３ 月下旬，而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间则提前到 １０ 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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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至 ３ 月下旬，平均延长了 ２０ ｄ 左右．

图 １　 鄱阳湖星子站年平均水位变化（吴淞基面）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ｉｔｅ Ｘｉｎｇｚｉ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水位改变对水环境有明显影响，鄱阳湖水位持

续降低，且低水位运行时间延长，使得入湖污染源、
湖泊洲滩及草洲淹没节律等均发生了变化，致使湖

泊生态系统、水生生物生境及效应也发生了变化．同
时，也将导致湖盆水量减少，水环境容量降低，自净

能力下降． 自 ２００４ 年后，鄱阳湖Ⅰ、Ⅱ类水仅占

５０％，Ⅲ类水占 ３２％，劣于Ⅲ类水质占 １８％，水体

ＴＮ、ＴＰ 和 ＣＯＤＭｎ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升高较快，水质

下降趋势明显（王圣瑞等，２０１３）．这与鄱阳湖年平均

水位变化趋势相反，表明水位降低可能是鄱阳湖水

质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水质较差的枯水期，低
水位使鄱阳湖水域面积明显缩小，湿地面积减少，
水环境承载力降低，水质下降和富营养化风险增加．
另外，三峡蓄水、泄水过程导致的湖区水位波动也

会对鄱阳湖水质产生一定影响（万荣荣等，２０１４）．三
峡蓄水期间，长江水位下降，湖水快速流入长江，湖
区水量减少引起水体自净能力下降，进而引起水质

下降；而在三峡泄水期间，长江水位提升，对湖区水

体产生顶托，致使湖区水体交换周期延长，营养盐

输入量和滞留时间增加，同样可对水质产生一定的

不利影响．
２．２　 水动力学变化

鄱阳湖属于典型的大型吞吐性湖泊，水动力变

化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枯水期水流归巢，湖流

流速较大，此时鄱阳湖河道特征明显．丰水期湖区水

位受长江洪水顶托，湖面大，水位较高，流速较缓，
水体交换慢．当水位大于 １５ ｍ 时，鄱阳湖水面呈水

平状，湖流主要受重力流和风声流的双重影响，流
速较小，为 ０．１ ～ ０．８ ｍ·ｓ－１；当水位小于 １５ ｍ 时，湖
泊水面呈南高北低趋势，湖面比降增加，湖泊流态

主要受到重力流影响，流速相对较大，可达到 １．４８ ～

２．８５ ｍ·ｓ－１（顾平和万金保，２０１１）．江湖关系变化致

使鄱阳湖低水位运行时间延长，湖泊水面高度差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其水体流速将呈增大趋势． 低水

位运行时间延长可导致鄱阳湖水体流速有所上升，
有利于湖泊污染物的扩散和降解．增加水体流速也

可对藻类“水华”聚集成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程

等，２００６）．但是在枯水期，水位下降会导致水深变浅

和水体流速增快，水流对沉积物的扰动增强，导致

沉积物中的污染物易于释放进入上覆水，可能增加

该时期水体的污染负荷（未发表资料）．
２．３　 泥沙变化

泥沙运动规律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环境的重要

因素之一．泥沙淤积对鄱阳湖的影响包括，汛期水位

升高，引起受灾面积扩大；枯水期易于形成滨湖沙

地，引起河床改道，阻碍航运交通，导致湖泊面积减

少、调蓄能力下降以及其它生态环境问题（左长清，
１９８９）．

鄱阳湖泥沙源于其流域和长江倒灌， 受“五河”
上游水利工程兴建等人类活动影响较大．根据泥沙

输入、输出特征，鄱阳湖泥沙总体表现 ４ 个明显阶段

（闵骞等，２０１１； 李英等， ２０１２）．①１９６５ 年前，入湖

沙量年均值约为 １５１７ 万 ｔ，出湖沙量年均值约为

１３００ 万 ｔ．②１９６５—１９８５ 年，“五河”入湖沙量呈增加

趋势，入湖沙量年均值约为 １７２７ 万 ｔ，这与该阶段流

域森林、植被等受破坏有关，而年均出湖量减值约

９６０ 万 ｔ．③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则是受上游和周边地区

水土流失的逐步改善以及“五河”上游水利工程的

兴建的影响，导致泥沙输入量和水体含沙量总体呈

现减少趋势，年均入湖和出湖沙量分别减少至 １２００
万 ｔ 和 ７２０ 万 ｔ．④２００１ 年后，年均泥沙入湖量减至

９５７ 万 ｔ，而年均出湖沙量增加到 １５００ 万 ｔ，出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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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始大于入湖沙量，湖区泥沙表现为净冲刷，年
净冲刷量约为 ６００ 万 ｔ 左右（罗小平等，２００８），并且

水体悬沙逐渐以细颗粒为主．
泥沙是 Ｎ、Ｐ 等营养元素从陆地向水体输送的

主要载体，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泥沙通常具有

较大的比表面积，并且含有大量的活性官能团，是
水体污染物的重要载体，泥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和生物效应（孙
剑辉等，２０１０）．随着鄱阳湖水体泥沙含量的不断降

低，泥沙对水体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将减弱，从而降

低泥沙对水体的净化能力（Ｐ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同时，
泥沙的减少将导致水体透明度增加，使水下光照条

件改善，有利于蓝藻等藻类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

可增加鄱阳湖发生“水华”的风险．
２．４　 洲滩面积及出露时间变化

鄱阳湖水位高低对水域面积与水体容积直接

相关．２００３ 年是鄱阳湖水位变化的转折点，导致洲

滩出露面积发生相应的变化． ２００３ 年前，鄱阳湖年

均水位为 １３． ５ ｍ，根据水位变化和湖泊容积关系

（李辉等， ２００８），推算鄱阳湖年平均面积约为 １３８０
ｋｍ２；２００３ 年后，鄱阳湖年平均水位为 １２．３ ｍ，年平

均面积约为 ７８８ ｋｍ２ ．因此，江湖关系变化引起的水

位下降将导致鄱阳湖露出水面的洲滩面积增加近

６００ ｋｍ２，且出露时间提前约 ２０ ｄ，持续时间延长达

到 ５０～６０ ｄ（林玉茹，２０１０）．
鄱阳湖与长江之间江湖关系变化引起的水位

变化，导致洲滩沉积物出露时间延长，致使出露沉

积物表层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出现变化，从
而促使表层沉积物营养盐含量、释放潜能和生物有

效性升高（Ｂｒｅ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ｎ，１９９５；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袁辉等，２００８）．来年丰水期出露沉积物再次覆

水，其营养盐释放可能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将影

响鄱阳湖水质（何宗健等，２０１４）．
２．５　 湿地植被面积及生物量变化

植被系统是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初级生

产者，在维护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

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鄱阳湖是现阶段我国大型浅

水湖泊中生态系统尚处于良好状态的湖泊之一．鄱
阳湖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引起洲滩出现干湿交替现

象，进而影响洲滩湿地水深梯度、透气性、光照、水
动力和营养盐状况以及沉积特性，导致不同季节水

生植物群落出现明显的差异．枯水期，洲滩地露出水

面，出现以苔草为主体的湿生植物群落和以芦苇为

主体的挺水植物群落．而在丰水期，以上植物群落随

洲滩湿地被淹而消失，进而形成了以马来眼子菜、
苦草和黑藻等为主体的沉水植物群落 （文其云，
２０１０）．

近 ３０ 年来，鄱阳湖沉水植物优势类群呈现共优

势类群间相互置换的特征，尚未发生显著逆行演替

（表 １）．但随着江河关系变化和污染物输入的增加，
水生植物分布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１９８４ 年沉水

植物类群分布面积占全湖面积的 ４９．７％（金相灿和

屠清瑛，１９９０），而目前丰水期沉水植物总分布面积

已经不足全湖的 ３０％．水生植物生物量也发生了一

定变化，尤其是沉水植物生物量明显下降．物种多样

性指数也不断降低，部分种群分布面积大大下降或

消失（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以上变化将可能导致鄱阳

湖水质恶化与水产品质量下降。

表 １　 １９８４—２０１３ 年鄱阳湖水生植物群落结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３

时间 高等水生植物群落 浮游植物群落

１９８４ 年 １０２ 种，沉水植物优势种为马来眼子菜、苦草、黑藻等
１５３ 种，优势种类为蓝藻、绿藻、甲藻和硅藻，平均藻密度为

４．７６×１０５ ｃｅｌｌｓ·Ｌ－１

２０００ 年
１０１ 种，芦苇、莲、菱等衰落， 沉水优势种为竹叶眼子菜、苦
草和轮叶

３１９ 种，绿藻（５２．９％）、硅藻（２２．９％）、蓝藻（１３．４％），藻密度

为 ５．１５×１０５ ｉｎｄ．·Ｌ－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水生植物群丛 ４２ 个．沉水植物优势种为轮叶黑藻、金鱼
藻、苦草、竹叶眼子菜，伴生种为藻、大茨藻、穗花狐尾藻、
微齿眼子菜、轮藻和鸟巢藻

１７８ 种，平均藻密度最高为 １．７６×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Ｌ－１

２０１３ 年 沉水植物优势种为苦草、轮叶黑藻、竹叶眼子菜、金鱼藻 １０１ 属，平均藻密度最高 ３．９８×１０７ ｃｅｌｌｓ·Ｌ－１

　 　 注： 数据来源：谢钦铭等，２０００；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０４；彭映辉等，２００３；王婷和胡亮，２００９．

　 　 丰富的水生植物是良好湖泊生态状况的重要

保证，尤其是沉水植物（高玉峰和刘连军，２００８），其
在提高水体透明度、增加水体溶解氧、改善水下光

照及吸收固定水体和底泥 Ｎ、Ｐ 等营养方面具有重

２６２１



５ 期 王圣瑞等：江湖关系变化及其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研究

要作用．同时，沉水植物能抑制藻类生长，在一定程

度上防止藻类“水华”（胡莲等，２００６）．近年来，受江

湖关系变化影响，鄱阳湖沉水植物分布面积、分布

高程和物种数均出现显著下降，这将直接导致沉水

植物对鄱阳湖的水质净化功能下降，增加水质下降

风险．
２．６　 水资源变化

水资源是湖泊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资源，是
湖泊生态系统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当地国计

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近年来，随着江湖关系

的不断变化，鄱阳湖水资源呈现明显的萎缩趋势．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鄱阳湖平均入湖水量为 ２８７．６ 亿 ｍ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平均入湖水量为 ３０５．９ 亿 ｍ３，入湖水

量增加 １８．３ 亿 ｍ３ ．而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平均出湖水量

３５７．５ 亿 ｍ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平均出湖水量为 ３７８．８
亿 ｍ３，出湖水量增加 ２１．４ 亿 ｍ３，减去新增入湖水

量，出湖水量净增加 ３．１ 亿 ｍ３，而 １１ 月到次年 ３ 月

多年平均星子水位为 ８．３ ｍ，增加出湖水量与此时平

均水位容积几乎接近，即枯水期鄱阳湖流出水量相

当于损失该时期一个鄱阳湖的水量（枯水期星子水

位 ８ ｍ 时，鄱阳湖容积为 ２．９７ 亿 ｍ３）．

３　 研究重点及其主要方法（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近年来，随着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环境

影响的逐渐显现，其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科研工

作者的重视，特别是其机理研究成为了湖泊研究的

热点问题之一．现阶段，已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

湖关系演变过程与机制、三峡运行对长江江湖分汇

河段与水沙交换影响、江湖关系变化下的鄱阳湖水

文、水环境和水生态效应及江湖关系优化调整原理

和对策等方面．
在充分借鉴已有针对鄱阳湖水环境特征及江

湖关系变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实验室分

析、模拟试验和现场观测等方法，研究了江湖关系

变化及其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结果表明，江湖关系

变化是影响鄱阳湖 Ｎ、Ｐ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水
质变化和藻类水华风险等的重要驱动力．为此，依据

Ｎ、Ｐ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揭示了水位变化对不

同高程鄱阳湖沉积物 Ｎ、Ｐ 含量、形态及其生物有效

性影响，揭示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 Ｎ、Ｐ 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影响机制；利用 ＧＩＳ 与 ＳＷＡＴ 模型

等技术，模拟计算了江湖关系变化，构建了水质⁃水
动力响应模型， 估算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入湖

径流、泥沙和面源污染负荷等的影响；根据藻类水

华风险评估预测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藻类水

华风险的影响，并识别了关键影响因子．
３．１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 Ｎ、Ｐ 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过程影响

以 Ｎ、Ｐ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为切入点，研究

江湖关系变化引起的湖泊水文水动力条件改变，及
其对水体和沉积物 Ｎ、Ｐ 等生源要素的产生、输移、
转化与降解等过程及赋存形态等的影响机理是揭

示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水质影响机理必须回答

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其中，《鄱阳湖发展演变及江

湖关系变化影响规律》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具体

介绍了鄱阳湖江湖关系历史变化过程，重点剖析了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发展演变的影响． 《鄱阳湖

沉积物氨基酸分布特征及其对江湖变化的响应》一
文则是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研究了由于水位变

化引起的不同高程沉积物氨基酸含量、分布和组成

特征的变化，试图从沉积物的角度，揭示江湖关系

变化对鄱阳湖富营养风险的影响． 《鄱阳湖沉积物

有机磷生物有效性历史变化特征及其对人类活动

的响应》一文运用磷形态分级和酶水解技术，从历

史演变的角度研究揭示人类活动（主要为农业发展

和江湖关系变化）对沉积物有机磷形态和生物有效

性的影响．
３．２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水质影响及数值模拟

研究

利用近年来鄱阳湖水文、水环境历史资料和现

场监测以及实验室分析数据，研究分析鄱阳湖出入

湖径流，水位及湖区内站点的特征性水文指标的变

化，通过构建鄱阳湖的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
细化了江湖关系改变对水动力及水质的影响．同时，
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面源

污染入湖负荷和入湖营养盐负荷及其典型湿地植

被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的影响．其中， 《近 １０ 年流域

与江湖关系变化作用下鄱阳湖水动力及水质特征

模拟》一文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明确了江湖关

系变化的程度和趋势，同时构建湖区模型，利用实

测湖区水动力及水质数据对模型进行率定验证，在
此基础上，模拟了江湖水文情景变化下，湖区的水

动力、水质之间的响应关系． 《江湖关系变化影响下

鄱阳湖面源污染入湖特征》一文利用 ＳＷＡＴ 模型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１０ 年间入湖的径流、泥沙和面源污

染负荷进行了模拟． 《鄱阳湖入湖 Ｎ、Ｐ 营养盐负荷

３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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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及其演变》一文估算了近 １０ 年来入湖 Ｎ、Ｐ 负

荷的演变． 《基于 ＧＩＳ、ＲＳ 的鄱阳湖典型湿地植被景

观格局时空变化及其与水质演变关系》一文重点介

绍了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湿地植被格局的影响．
３．３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藻类水华风险影响

研究

防止发生藻类水华是湖泊保护的重要任务．江
湖关系变化是否会对鄱阳湖藻类水华风险有影响

及影响程度如何是研究揭示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

湖水质影响的关键问题之一．需要重点围绕江湖关

系变化对藻类水华形成的影响及机理开展研究，预
测藻类水华风险重点区域和影响时段．其中， 《鄱阳

湖悬浮颗粒物絮凝沉淀典型藻类的动力学研究》一
文模拟了鄱阳湖水动力作用下颗粒物粒径以及不

同水动力条件（速度梯度、扰动时间）对藻细胞絮凝

沉降的影响效果及变化规律． 《鄱阳湖水体颗粒物

对 ３ 种典型藻类的生长及絮凝作用》一文从颗粒物

絮凝藻细胞角度模拟颗粒物对藻类影响． “鄱阳湖

藻类水华发生风险影响极其时空分布特征”一文综

合分析了不同水情条件下鄱阳湖浮游植物时空分

布及其影响因素．

４　 结语（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水环境影响的研究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研究在江湖关系变化对

鄱阳湖入湖污染负荷、水质、沉积物和藻类水华风

险等方面形成了 １ 组文章，供广大学者与管理人员

借鉴和指正，并期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参与到相关

研究中，能够为保护鄱阳湖 “一湖清水”目标的实现

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然而，由于该方面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基础资料掌握、技术应用以及监测数据

积累等存在不足，尚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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