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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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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水生态安全监测是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环境的关键和基础, 也是水生态安全保护和修复的前期工

作。水生态安全监测就是对水环境、水生物相关的因子(包括大气、土壤、生物以及人为因子)的监测, 重点

是水质和生物。介绍了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现状, 分析了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特点和存在的不

足。最后, 就更好地做好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 提出了研究建立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体系, 进行鄱阳

湖水生态安全监测分区,扩充和增设监测站点(重点是增设遥感和无线监测站点) , 扩大监测要素的范围

(从以水质为主逐步向水生态发展)和构建鄱阳湖水生态监测数据平台以形成数据共享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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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quatic Security Monitoring of Poya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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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quat ic eco�security monito ring system is the basic and pr imary w o rk providing fundamental

data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to re aquat ic eco�env ir onment . Aquat ic eco�security monito ring is to assess the

relev ant factors about aquat ic environment and habitat , including atmosphere, soil, bio logy, and aspects o f

human influences. It emphasizes w ater quality and biolog y.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urr ent situat ion about

aquat ic eco�security monitor ing in Poyang Lake and tr y to analysis it s characters and def iciencies. In o rder to

make the monitor ing w ork bet ter, the paper gives five suggest ions to fo rm a data sharing mechanism, w hich

ar e to improve the aquat ic eco�security monitoring system , to divide the monito ring system into subareas,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monitoring spo ts( especial ly the remote sensing and w ireless monitoring spots) , to en�
larg e the scope of monitoring aspects( develop f rom w ater quality to w ater ecolo gy) , and to const ruct the data

plat fo rm of aquat ic eco�monitoring in Poyang Lake.

Keywords: aquatic security; monitoring; Poyang Lake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用水量远远超出了水资源及水环境的承载力,

导致水资源及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面临多种威胁,如

湖泊污染及面积减少、湿地退化、河道断水、水体污染

加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入海水量减少等等。水资

源、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因素 [ 1] ,其核心就是水生态安全问题。

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水生态安全问题,积极开

展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作,加强了水生态安全的

监测与保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我国河流、

湖泊和水库等水域的水生态问题依然日趋严重。水

生态安全监测是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环境的关键和基

础,也是水生态安全保护和修复的前期工作, 为确保

水生态安全,必须超前谋划,提前实施
[ 2]
。因此,对水

生态安全监测的思路、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必须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



1 � 水生态安全监测

水生态安全即水生态系统的安全。水生态系统

由水生生物和水环境组成,故水生态安全应该涵盖水

环境和水生生物的安全, 而对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安全

的最大威胁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活动, 其直接

关系到水生态系统的安全,进而影响人类的安全。

水体中的水、溶解物质、悬浮物、底质和水生生物

等作为完整的自然综合体构成了水生生态系统。

绿色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统称为� 水生生物�, 而
非生命物质就是水生生物所处的�水环境�。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否会受到

破坏,其生态功能是否会受到损害。当一个生态系统

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或数量出现异常时, 则表明该系统

的生态安全受到了威胁, 即处于 �生态不安全�状

态[ 3]。提出�生态安全�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生态系统

自身是否安全, 即其自身结构是否受到破坏; 二是生

态系统对于人类是否安全,即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

是否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并强调生态系统自身的安

全是生态安全的基础。当影响生态系统安全(或健

康)的一个或多个因子发生变化, 并且这种变化超过

生态系统自身调节能力, 生态系统便失去平衡, 也就

是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出现生态安全问题。水生态系

统也是如此。

水生态安全是指人们在获得安全用水的设施和

经济条件的过程中, 所获得的水能满足清洁生态和健

康环保的要求, 既满足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又使自然

环境得到妥善保护的一种社会状态。水生态安全不

仅涉及家庭到社会的水安全问题, 也涉及到水资源统

一管理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4]。

因此,水生态安全监测就是对水环境、水生物相

关的因子的监测, 包括大气因子, 如光、热、温、湿、降

水、风等、空气质量、降尘等; 水因子, 如水量、水质等

水环境特征;土壤因子, 如土壤结构、质地、有机物和

无机物的营养状态、酸碱度等土壤的各种特性; 生物

因子,即同种或异种生物间的各种相互关系等; 以及

人为因子,即人类对生物和环境的各种作用。人为因

子是水生态安全监测的重点。

2 � 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现状

2. 1 � 主要监测部门概况

( 1) 环保部门。江西环境监测在国家统一部署

下起步于 20世纪 70年代,环境监测组织机构,分省、

地(设区市)、县 (区、县级市) 3 个层次。截止 2008

年
[ 5]
, 全省共有各级监测站(点位、断面) 90个, 其中

包括 4个国家级监测站、1个省级监测站、11个地(设

区市)级监测站、78个县(区、县级市)监测站(点位、

断面)。另外在化工、电力、冶金、农业、轻工等多个行

业内部,还相继成立了各具特色的行业监测站。

( 2) 水文部门。湖泊地表水监测: 至 2008 年

底
[ 6]
,在全省布设了省控湖泊水环境质量监测点 25

个,重点开展的是鄱阳湖水质监测工作。另外, 还在

鄱阳湖设立了国控水质监测点 4个,每年监测 3次。

江西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及其水文、水质监测站网

起步较早, 从 1959年开始结合水文观测进行了天然

水化学分析,到 7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常态的水质监

测工作,分析监测项目也逐渐增加,并逐渐达到国家

有关标准所要求的监测项目, 如�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GB3838�1988, 2002) , 目前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项目已达到 24项。江西省水环境监测中心下设鄱阳

湖水环境监测中心,重点对鄱阳湖水质进行监测。全

省 77条主要河流布设的水质监测点有 269 个, 鄱阳

湖常规水质监测点 29个, 典型调查点 14个。

( 3) 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该站是近几

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江西省有关

部门协助下设立的,于 2005 年 12 月开始组建, 2009

年已经开始监测业务。其目标是研究湖泊湿地生态

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规律; 江湖水动力和水域生

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和机理; 以及湖泊 � 流域相互
作用及其系统模拟。为此, 设置了 2条路线共 25 个

采样点进行监测。

此外, 江西省遥感信息系统中心等也在鄱阳湖实

施水生态安全的遥感监测和无线监测(立项研究中) ,

但还没有形成常态的监测, 没有固定的时间间隔, 数

据亦不完整,基本上处于试验、研究阶段。

2. 2 � 水生态安全监测内容
( 1) 常规监测。如前所述,目前鄱阳湖水生态安

全的监测主要是省水文部门和省环境保护部门在执

行。最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结合湿

地监测也开始了相关的生态监测,其站点设置和监测

指标等具体情况见图 1 � 2和表 1。

( 2) 遥感监测与无线监测。鄱阳湖水生态安全

的遥感监测与无线监测,尚处在研究起步阶段。江西

省遥感信息系统中心已有相关的研究课题在进行这

方面的研究,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鄱阳湖水生

态安全监测预警技术研究�、江西省科技厅资助的�基

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水环境质量监控系统�等,

其监测的内容、技术方法等还在研究中, 更谈不上实

现业务化应用。目前, 监测主要集中在植被种群、叶

绿素, 以及水质、泥沙、透明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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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单位或部门在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的监

测中,尤其是在常规监测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为鄱

阳湖水生态安全的监测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数

据积淀。

� � � � 图 1� 水文、环保部门监测站点位置图 � � � � � � � � � 图 2� 鄱阳湖湖泊湿地监测研究站监测路线及采样点位置
� � � � � � � � (据水文、环保部门资料编制)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于陈宇炜所撰 2008 鄱阳湖站报告)

表 1 � 鄱阳湖水生态安全常规监测站点情况

监测

单位

监测站点

或路线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站点布设与监测

项目设定依据

监测起始

年份

江西省

环境环

境监测

中心站[ 5]

目前为止只

有都昌站、蛤

蟆石站、莲湖

站和康山站

共 4 个站提

供监测数据。

水温、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

氟化物、硒、砷、汞、镉、铬 ( 六

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

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粪大肠菌群、透明度、叶绿素。

都昌站、莲湖站、康山站为常

规监测站, 每年监测 3 次, 近

几年增加监测次数, 一般 2 个

月监测 1 次; 蛤蟆石站为自动

监测站 , 根据需要随时提取

数据。

20 世纪

70 年代

江西省

水环境

监测中

心[ 6]

常规监测点

29个 (河流控

制水 文站 8

个, 入湖口、鄱

阳湖各代表湖

域、出湖口 21

个) ,典型调查

点 14个。

水温、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

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

氟化物、硒、砷、汞、镉、铬 ( 六

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

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粪大肠菌群, 以及五毒监测项目

4项。

常规监测点按每年的丰、平、

枯水 3 次进行全湖常规水质

监测, 出湖控制断面(湖口)每

月监测 1 次。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 GB3838�2002)

20 世纪

70 年代

鄱阳湖

湖泊湿

地观测

研究站

采样路线按照

湖 口� 吴 城
沿赣江主航道

和 星 子� 都
昌� 鄱 阳 沿
饶河主航道,

分别设点取样

分析

物理、化学要素 pH 值、矿化度、

风速、风向、气温、水温、电导率、

透明度、悬浮质、溶解氧、硝态

氮、亚硝态氮、氨氮、磷酸根、总

磷、总氮、COD 和 BOD 等; 重金

属元素和石油类含量 (选测) ; 水

生生物要素叶绿素 a、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浮游细菌、底栖生物

和沉水植物等。

每季度进行

1 次湖面调查

拟每 2 个月

进行 1 次湖

面调查(逢单月)

近期为

2009� 2011年

远期为

2012�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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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特点

( 1) 建站早及站(点)固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建立了技术体系。如鄱阳湖

水文局下属的星子站,已有 70 a 多的建站史; 江西省

环保监测总站在鄱阳湖所设立的 4个站点,已经积累

了 10 a多的资料。

( 2) 有一支固定的监测队伍, 技术力量强, 经验

丰富, 技术成熟。如与江西省水文局合署办公的江西

省水环境监测中心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已有 30 a

余的水质监测历史。现有从事水环境检测工作人员

8名,其中高级工程师 1人, 工程师 2 人,助理工程师

2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7 人, 专业涉及水环境监测、

环境工程、分析化学等
[ 7]
。

( 3) 监测的项目稳定、规范, 测试结果符合国家

有关的技术规程、标准或规范。近年来, 随着科学认

知的深化,以及人们对水生态监测研究的深入,结合

人类活动对水生态影响的加剧, 不断调整、增加水生

态安全相关的监测指标, 以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目前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仍存在一些问题。

( 1) 监测站点的分布不尽合理,大多数站点布设在河

道入湖口,针对性不够强, 不足以反映鄱阳湖大水体

水生态安全的真实状况; ( 2) 监测指标项中水质指标

多,生态指标少,尤其是反映水生动、植物的指标特别

少; ( 3) 站点监测本身不足,仅能反映出很小范围的

水生态状况,而目前可以反映较大面积的遥感监测尚

没有达到固定点位、固定时相和周期的要求; ( 4) 存

在部门鸿沟,信息不通, 更谈不上数据共享和构建起

�联合、共建、共享�的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数据

交换平台。

4 � 对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几点建议

( 1) 研究建立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体系。进

行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的指标体系、水生态安全标

准和规范的研究, 以规范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业

务;针对各部门的行业特点和优势, 在现有监测业务

的基础上合理分工, 合作完成监测任务。

( 2) 进行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分区。水生态

分区是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美国环境保护署( USE�
PA)首次针对河流、湖泊等淡水水体提出的生态分区

方案
[ 8]
。经过 20 a 余的发展和普及, 这种基于水生

态分区的河流、湖泊管理和研究已经成为水体生态保

护和环境管理、评价的热点 [ 9] , 成为水生态安全监测

网点设计的有效辅助手段
[ 10]
。

水生态区能够建立区域和监测点之间的联系, 在

适宜的统计方法支持下,基于水生态区的分析可以精

确预测那些没有大量进行现场监测的水体的状况, 而

这些水体往往是没有机会或者条件开展定点研究和

调查的[ 11�12]。采用水生态分区的技术与方法[ 8] , 按照

水生态功能与特点,将鄱阳湖区划分成不同水生态安

全监测分区; 参考国际水生态监测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 以国家标准和规范设置各分区的重点监测指标

项, 有重点地进行监测, 以期获得最佳的监测效果。

( 3) 扩充和增设监测站点。充分利用鄱阳湖现

有的监测站点,在水环境监测的基础上, 扩充和增设

水生态安全监测站点, 重点是增设遥感和无线监测

站点。

( 4) 扩大监测要素的范围,从以水质为主逐步向

水生态发展。引入遥感和无线传感监测技术手段, 以

生物等为监测主体,逐步形成与常规监测同步的业务

化流程, 实现多方位、全面的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

目前,尽管遥感监测可以弥补常规监测无法实现

的一些优点,有些监测技术也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标

准, 但受信息源、气候条件以及物体本身光谱特性的

限制,尚没有形成常规的业务化, 监测站点也不固定,

影响了其成果的应用。因此, 当前的重点, 一是加强

某些特定水生态因子的遥感监测研究,争取在短期内

获得成熟的技术; 二是要针对特定区域, 建立固定的

遥感监测场, 这样监测的数据才有可比性; 三是要选

择适当的遥感信息源,该信息源应该较少受到气候等

条件的影响, 接收信息稳定, 时相能保证监测的需

求等。

( 5) 构建鄱阳湖水生态监测数据平台,形成数据

共享机制。建议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确定牵头部

门, 联合与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监测有关的各部门、各

单位,本着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数据交换

平台,实现�联合、共建、共享�,即,联合构建起鄱阳湖

水生态安全监测的数据平台,共建鄱阳湖水生态安全

监测网络体系,逐步形成数据共享机制, 为鄱阳湖水

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数据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 1] � 王会肖, 王红瑞. 中国水环境水生态的若干问题及其对

策[ 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6( 1) : 21�24.

[ 2] � 林祚顶. 水生态监测探析[ J] .水利水文自动化, 2008( 4) :

1�4.

[ 3] � 郭中伟. 建设国家生态安全预警系统与维护体系: 面对

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对策[ J] . 科技导报, 2001( 1) : 54�56.

(下转第 121页)

102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1 卷



3. 4. 3 � 唐岛湾景观改造工程中存在的不足 � 通过对

唐岛湾景观改造工程跟踪观测,发现两种方案均有不

足,改进的盲管排盐技术方案中少量隔盐层中有土壤

颗粒渗入现象, 这样可能会减小隔盐层的孔隙度,降

低隔盐效果,时间长久可能会造成排盐管的堵塞。隔

盐过滤技术方案中没有发现隔盐层中土壤颗粒渗入

现象,但出现隔离层中少量积水现象, 这样可能会降

低隔盐效果,时间长久可能会造成绿地返盐[ 6] 。

如果采取在隔盐层上铺设 5 cm 以上的压实稻草

或麦秆,作为过滤层,防止土壤颗粒渗漏; 隔离层下设

置盲管进行排盐等改良措施, 可以避免上述不足。

3. 4. 4 � 唐岛湾景观改造工程的经济效益 � 唐岛湾景

观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后, 亮相在胶州湾西海岸人民面

前的是一个美丽的�海上西湖�,加上完善的休闲娱乐
设施以及便利的交通设施,极大地带动青岛西海岸第

三产业的发展, 提升青岛开发区的城市品位。

4 � 结论

盲管排盐隔盐土工技术,是一项把排除土壤盐分

(即改造盐渍环境以适应生物)与引进筛选耐盐植物

和提高其耐盐能力(即以生物适应盐渍环境)两者有

机结合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盐土改

良与绿化的创新技术, 项目可选择的植物种类多, 能

够形成丰富而持久的景观效果。

应用不同的绿化改造技术, 筛选耐盐碱植物树

种, 施用改良肥、苗木的栽植方式等, 有效地减少地表

水分的蒸发, 降低地下水位, 并抑制盐碱的上移和积

累, 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是搞好盐碱地绿化的一个

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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