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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与风速风向的关系研究
徐恒省，翁建中，李继影，王亚超
（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４）

摘要：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的启动问题基本解决，但监测响应日期和周期却一直难以确定。统计分析了太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蓝藻预警监测、现场观测的历史资料，研究蓝藻水华在水体中的分布与风速风向之间的关联规律，从环境监测部门蓝藻
预警监测工作的实际出发，划分出了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的响应级别，提出具体的监测要求，较好解决了预警监测的响应周
期问题。为环太湖地区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蓝藻预警监测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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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最典型的浅水型湖泊，湖底较为平坦，平均水深
１． ８９ ｍ。周边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
人类活动对湖泊影响甚大。近年来太湖水体富营
养化严重，蓝藻水华频繁爆发，尤其是２００７年５月
２９日“无锡太湖水危机”发生以后，太湖更是成了
全球关注的焦点［１，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
此问题高度重视，相继编制了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
测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或应对预案等，这些方案在
近年的蓝藻防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
解决了蓝藻预警监测工作的启动问题，却不能确定
每次监测的周期和结束时间，致使目前的蓝藻预警
监测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１　 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现状
水华爆发是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要素之间关系复
杂［３，４］。因此，蓝藻水华预警监测是一项庞大的工

程，目前国内有关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工作处于起步
阶段，各方面尚不完善。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环太湖地
区各级环保、水利、气象、科研院所等部门在上级领
导的指示下，对全太湖展开了网格式的重复监测工
作，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更是增加了“湖泛”和黑
水团的调查。近３年来，主要采用的是大范围人工
现场巡测，传统网格化布点采样和实验室水质分析
的方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实际上太湖大部
分地区的蓝藻水华并不会对饮用水水源地构成直
接威胁，所测得的数据只有极少量能为政府决策起
到参考作用。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太湖蓝藻
预警监测工作，达到既减少工作量又能够预防蓝藻
水华、及时发现“湖泛”和黑水团的效果，是当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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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相关部门急须解决的难题。
笔者全面参与了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太湖蓝藻预警

监测工作，进行了近５００天的蓝藻水华现场观测，
发现风速风向与蓝藻在水体中的分布存在内在的
联系，甚至是决定因素。然而在目前各级政府编制
的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或应
对预案中，主要关注的是藻类生长规律和太湖气候
季节特点，不够重视气象因素对蓝藻水华的影响。

２　 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工作的主要环境制约因子
太湖面积２ ３３８ ｋｍ２，湖岸线总长４０５ ｋｍ，南北

长６８． ５ ｋｍ，东西宽３４ ｋｍ。湖岸形态，南岸为典型
的圆弧形岸线，东北岸曲折多湾，湖岬、湖荡相间分
布，湖底地势由东向西倾斜，湖盆形态呈浅碟形。
太湖集中式水源地多分布在其北部（无锡市主要水
源）和东部（苏州市市区、吴江市及供应上海市部分
水源）沿岸湖区。太湖如此的自然生态特点，以及蓝
藻全湖生长和随风聚集、水源地分布近岸等特点，直
接决定了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工作的复杂性。

在之前的蓝藻预警监测中，大家重视的气象条
件主要是温度和小风速，风速风向主要应用于判断
危险的方向上，如当水面风速小于３ ｍ ／ ｓ时提高监
测预警级别，依然只是解决启动的问题。但启动过
后，担心可能再出问题，加上标准很难划定，领导很
少考虑何时结束监测。科学确定蓝藻预警监测周
期（尤其是太湖东岸湖区）是各级政府必须重视的
问题，在东部沿岸湖区３年近５００天的监测中，统
计分析显示有４５０天以上的冗繁工作是不需要的。

风速风向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解决蓝藻预
警监测周期确定的问题。

３　 风速风向与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的响应
太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是为了确保太湖地区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安全，提高政府应对蓝藻水华
危机的能力。目前有关部门制订的预警监测方案
要求预警监测技术人员必须到湖面上工作，进行网
格化巡测，日测日报。通过对近５００天蓝藻水华现
场观测结果和风速风向关系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
风速风向是蓝藻水华聚集和堆积的首要外力因素，
风速大小和风向的不同对蓝藻水华预警监测的响
应级别判定作用甚大。
３． １　 ７级风以上

太湖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每年总有一定时间受

台风影响，７级风以上天数不少，海事部门在《太湖
湖区船舶防污染及通航安全联合管理规定》中要
求，湖面风速达到７级必须封港，以确保太湖水上
交通、作业安全。而７级风以上蓝藻无法上浮和聚
集，故在蓝藻预警监测方案中宜明确规定，当风速
达７级风以上时，终止预警监测工作。
３． ２　 ５级到６级风

此气象条件下，海事部门未明确规定不能湖上
作业。但鉴于太湖蓝藻巡测的特殊要求，船不完全
走航道，要求船的吃水浅，以致其抗风浪能力差，５
到６级风在湖面已形成较大的浪，水体浊度上升明
显，蓝藻很难聚集，堆积蓝藻减轻或被风浪打散，蓝
藻水华影响有限。在此气象条件下，太湖蓝藻预警
监测工作可分如下两种情况灵活响应。
３． ２． １　 风向变向

蓝藻预警监测工作由水源地自动监测站执行，
监测频次每日１次，监测项目为水温、浊度、ｐＨ、溶
解氧、总磷、总氮、藻密度和叶绿素，启动“全球眼”
在线观察系统。停止人工湖体巡测和监测。
３． ２． ２　 风向连续不变

蓝藻预警监测工作以水源地自动监测站为主，
监测频次及监测项目同上，启动“全球眼”在线观
察系统。人工湖体巡测和监测根据风向布置在下
风向，监测项目有风速、风向、气温、水温、浊度、
ｐＨ、溶解氧、藻密度和叶绿素。
３． ３　 ４级风以下

在此气象条件下，藻类较易上浮，并随风在湖
面漂移，在下风向聚集，连续几天就可能爆发蓝藻
水华。故在天气晴好时，蓝藻预警监测人员要高度
重视，蓝藻预警监测工作在启动水源地自动监测站
（监测频次及监测项目同上）启动“全球眼”在线观
察系统的同时，人工湖体巡测和监测全面铺开，监
测项目有风速、风向、气温、水温、浊度、ｐＨ、溶解
氧、藻密度和叶绿素。
３． ４　 微风或无风

微风、低气压为太湖蓝藻向特定区域内聚集、
上浮提供了有利条件，是引发太湖局部水域蓝藻爆
发的诱导因素。微风条件下，水面没有明显波浪，
有利于蓝藻颗粒顺着风向漂移，形成藻类在某一特
定区域内的大量堆积，形成“水华”爆发［４］。

３年来蓝藻水华现场实际观测表明，此气象条
件最危险，蓝藻水华必然爆发，只是程度和面积的
差异而已。若连续几天，蓝藻水华的危险则会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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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故在天气晴好时，蓝藻预警监测人员必须密切
关注，适当加密监测。蓝藻预警监测工作以水源地
自动监测站为主，监测频次每日１次，监测项目为
水温、浊度、ｐＨ、溶解氧、总磷、总氮、藻密度和叶绿
素，启动“全球眼”在线观察系统。人工湖体巡测
和监测全面铺开，监测项目有风速、风向、气温、水
温、浊度、ｐＨ、溶解氧、藻密度和叶绿素。

４　 结语
目前，对于蓝藻水华，预警和治理一样都是难

题，尤其是大型湖泊，主要是因为没有建立完备的
监测预警机制，不能像对待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
那样，通过预防减轻危害。因此，防治蓝藻的核心
是治污，预防的核心是建立监测预警服务体系。

适宜的气象条件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促进作
用，反之有抑制作用，因此，学术界研究最多的影响
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是温度、降水和光照。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光照充足对太湖蓝藻爆发有促进作
用，是蓝藻何时爆发的主导因素，但据此进行的３
年太湖蓝藻预警监测工作，启动尚可，何时暂停或

结束则无法操作。
太湖蓝藻水华的爆发机理目前尚未摸索清楚，

通过近３年来参与太湖蓝藻水华的监测工作，积累
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从环境监测部门监测工作
实际出发，依据风速风向划分出了太湖蓝藻水华监
测的响应级别，提出了各个级别具体的监测要求，
以期帮助全太湖地区各级相关部门更加有效地开
展蓝藻预警监测工作，使蓝藻预警监测工作更趋完
善科学，便于操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缓解目前环
境监测系统人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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