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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湖泊资源的利用，太湖水草的爆发性生长已经成为提高太湖水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的严重阻碍。水草枯亡后可能会导致水质异常，进而给苏州市饮用水安全带来威胁。依据 ４年来对太湖主要湖区水草的

群落结构、分布范围、季节更替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太湖水草监管体系，为政府部门实施系统性监管提供支撑，并在全国湖

泊水草监管方面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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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草是指能长期生活在水中的挺水、浮叶、沉
水和漂浮植物。水草作为初级生产力，不仅可为鱼

类等水生动物提供天然饵料、活动及产卵场所，而

且具备吸附、降解水体中污染物的功能，是维持湖

泊生态系统平衡，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
［１］
。太湖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在

调蓄、灌溉、航运、旅游、渔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２］
。

近３０年来，随着太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湖泊资源的不断利用，人类活动已经严重干扰到太

湖水生态系统的稳定，太湖水草迅速蔓延，严重阻

碍水体交换，对太湖的防洪泄洪、交通航运、渔业生

产及风景旅游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大

量的水草残体沉积湖底，导致淤泥层增厚，加速湖

泊的沼泽化进程，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引起水质恶

化，产生二次污染
［３］
。近年来，太湖部分水域以菹

草为代表的水草茎叶大量枯死沉积湖底，于 ５—７
月间发酵腐烂，致使水质严重恶化，并影响到下游

地区的取水安全
［４］
。因此，对太湖水草开展有效

监管具有迫切的实际需求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以近 ４年对太湖主要水域水草进行的全
面踏勘性调查结果为基础，根据目前太湖的水草种

类及其群落分布状况，确定了需要监管的水草类

别、重点区域以及重要时段，并提出一套科学、有效

的监管体系，为政府部门对太湖水草实施系统性的

监管提供有力抓手，保证太湖水质供水安全，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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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太湖水草生长及分布状况
１．１　群落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太湖湖体有 １０个主要的水生
植物类型，主要为芦苇 ＋荻群落、水烛 ＋菰群落、荇
菜群落、菱群落、马来眼子菜群落、微齿眼子菜群

落、菹草群落、苦草群落、伊乐藻群落、狐尾藻 ＋金
鱼藻群落。湖体主导类型为沉水植物，以马来眼子

菜和苦草为主；浮叶植物中，荇菜、菱最为常见；挺

水植物中，芦苇较多，主要分布在沿岸带。各个种

之间生物量差异显著，居前三位的为：马来眼子菜、

荇菜和芦苇
［５］
。

１．２　分布范围
太湖水草主要分布在东部各湖湾，分别是贡山

湾、镇湖湾、光福湾、胥口湾、东山湾、东太湖，西山

和东山相连的湖区，以及东太湖和南太湖相连的湖

区
［６］
，分布面积约１３０ｋｍ２，具体见图１。其中东太

湖为水草主要分布区域，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的分

布面积分别占其水域面积的６０％和２０％左右。沉
水植物的主要类型是伊乐藻群落、金鱼藻群落、伊

乐藻 ＋微齿眼子菜群落、荇菜 ＋伊乐藻 ＋微齿眼子
菜群落、苦草 ＋竹叶眼子菜 ＋黑藻群落，浮叶植物
的主要类型是荇菜 ＋菱群落。

图 １　２０１３年 ７月太湖主要水草分布

１．３　季节更替
太湖水草大部分种类在春季生长缓慢，夏秋季

生长旺盛，９月份生物量最高，１月份生物量最低。
在春季，菹草的空间分布面积最大；在夏季，马来眼

子菜的空间分布面积最大，其次是苦草，然后依次

是荇菜、金鱼藻、轮叶黑藻、野菱、伊乐藻、茨藻和狐

尾藻；在秋季，空间分布面积最大的仍为马来眼子

菜，其次是轮叶黑藻，然后依次是荇菜、苦草、金鱼

藻、茨藻、狐尾藻和菱。结果表明，马来眼子菜和荇

菜是太湖的优势水草种类。

１．４　主要问题
目前太湖水草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３个方

面：一是多样性单一，湖湾生境逐渐荒漠化。围网

养殖（河蟹）是太湖地区的传统产业，早期的大面

积围网养殖已经造成了局部湖底荒漠化，渔民的选

择性收割造成了一些种类的急剧减少甚至消亡；二

是水草分布逐年扩张，影响航运、水体交换，导致沼

泽化进程加快。历史上太湖水生植物多分布于西

太湖沿岸及东太湖地区。近年来部分优势种生物

量急剧增加，分布范围逐渐扩大，由东太湖向西太

湖、由沿岸带向湖中心蔓延；三是科研活动对水草

生境的影响。科研院所以及政府机构对太湖进行

的科研性水生态修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太湖

的水草自然演变格局。如对沿岸带大量播种芦苇，

一些外来物种（水葫芦、水花生、伊乐藻等）的盲目

引种对太湖本土水生植物的群落结构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破坏了种群平衡。

２　太湖水草监管内容
２．１　监管的水草类别

挺水植物中，芦苇应被列为主要监管对象，其

在太湖沿岸区的分布范围广，生物量巨大，而植物

体死亡后会带来严重的二次污染问题；浮叶植物中

的荇菜和沉水植物中的马来眼子菜应被列为主要

监管对象，其在湖体分布范围广，生长周期较长，植

株衰败后对太湖湖体影响范围大；沉水植物中菹草

应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其衰亡期正是太湖湖体水

温快速回升的时期，快速腐败的草体容易引起水质

急剧恶化，形成湖泛；漂浮植物中的凤眼莲（水葫

芦）也应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其繁殖迅速，植株

死亡后残体随风漂流，扩散影响范围大。

２．２　监管的区域划定
太湖湖面面积大，湖岸曲折多湾。首先选择重

要的饮用水功能区作为水草重点监管区域，可参照

太湖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制度，对水源保护区内的

水草进行实时监管，确保水草生长不会影响到水质

安全；其次是出入湖河道、沿岸带的景观区，种质资

源保护区以及主要航运通道可作为次要监管区域，

及时清理这些区域的过度生长及外来漂浮的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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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影响太湖水体的旅游、航运等功能；其他湖

体以及湖湾区域可作为适当关注区域，以减少这些

水域水草的蔓延性生长。

２．３　监管的重要时段
太湖水草种类较多，也有各自的生长规律和特

点，因此每一类别有其不同的重要监管时段。５—７
月是太湖菹草监管的重要时段，这个时段需要密切

关注菹草的衰亡过程；１０—１２月为芦苇、马来眼子
菜、荇菜需要密切关注的时段，作为太湖生物量占

前三位的水草，这个时段需要对其进行及时清理。

凤眼莲（水葫芦）由于其生长期间均具有漂浮特

性，则属于实时关注对象，部分植物体有可能在静

风处堆积，在局部引起水质变差。异常气温或持续

高温的天气也会对水草的生长产生影响，这些时间

段仍需密切关注，其余时间段可适时关注。

３　太湖水草监管机制
３．１　完善水草监管法律法规

尽快完善水草监管方面的配套法律法规，早日

实现太湖水草的高效、有序监管，对太湖水草的生

长进行有效控制。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体

系，根据水草的生长特性与环境条件，通过恢复水

草自然的群落结构，逐步恢复稳定、可持续利用的

水生态系统。水草监管部门需要有组织地对水草

进行打捞，要按其生长周期、生长季节适时调整打

捞强度与打捞种类。

３．２　实现水草在线预警监测
基于流域水环境监测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先进

的遥感手段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当前信息传输及应

用技术，建立一套完整的水草监测预警综合信息平

台。实现对太湖水草的实时在线监测，快速、全面

地反映太湖水草的生长及分布情况，长期跟踪水草

群落结构和生物量的变化，有效提高灾害动态实时

预警能力和效率。

３．３　实施科学的综合控草管理
对太湖水草的生长与演替进行科学评估，制定

水草禁割期，划分水草禁割区及常年保护区，并选

择有效、可持续的除草、控草措施。结合太湖实际，

可行的措施主要包括人工、机械除草和生物控草。

人工除草可用于太湖敏感水域的短时防控，机械除

草主要可用于太湖水草的长效管理，生物控草主要

是通过定点投放适量的草食性鱼类，利用鱼类摄食

水草移出氮、磷，既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

能获取较高经济价值的渔业产品。另外，对太湖

东、南部一些水草密集分布的浅水湖湾，需要采取

必要的疏浚工程以减缓湖区的沼泽化进程。

３．４　构建水草资源化利用体系
水草在人工或机械除草后可作为一种生物资

源得到有效利用，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水草

作为网围区河蟹养殖的天然饵料，可减少人工饵料

对水环境的污染；可作为生物质能源，发酵产沼气，

为太湖周边渔民的生活所用；可制成有机肥还田利

用；还可用于污水处理、禽畜饲料等。根据太湖水

草的种类与实际工艺的需求，构建适合于当地的资

源化利用体系，彻底改变传统的末端处置方式，实

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多重效益。

４　讨论
水草不仅是湖泊渔业的主要天然饵料，更是湖

泊演化和湖泊生态平衡的重要调控者。中国湖泊

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湖泊，一方面出现严重的藻型富

营养化，许多湖泊水草消失，水质恶化；另一方面水

草群落结构发生变化，沼生植物比例增大，湖泊沼

泽化加剧。面临严峻的水生态环境形势，太湖的生

态修复已经成为水环境保护研究工作的热点，关于

利用水草修复生态环境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已经相

继展开。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少对水草监管体

系构建的相关资料和探讨，使得政府有关部门对太

湖水生态修复的本底不清楚，对太湖水草监管的力

度不够。笔者对太湖水草监管体系的初步构建，为

政府部门实施系统性水草监管提供了一定的技术

支撑，以期在全国湖泊水草监管方面发挥积极的示

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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