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水利基础设施水环境治理有待
加强。四湖总干渠河道上有水闸工程共
154 个，其中工程等级为Ⅱ级两个，Ⅲ级
两个，Ⅳ级 29 个，Ⅴ级 121 个；泵站工程
共 119 个，其中工程等级为Ⅰ级 1 个，Ⅲ
级 11 个，Ⅳ级 48 个，Ⅴ级 59 个。这些大
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为四湖总干渠流
域内灌溉、生产带来较大便利，但是这些
水利工程多在水利调度方面起作用，未
在水环境上做有效管理。据调查显示四
湖总干渠流域多数沟渠水质较差，沿途
有大量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面源污染、
养殖废污水进入水体，部分水域存在血
吸虫灾害。沿途沟渠、泵站、闸口成为四
湖流域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的受纳水体，
最终导致大量污染物进入四湖总干渠，
而对于这些沟渠、水利工程进入总干渠
的水环境状况关注较少，水环境治理保
护措施匮乏。

二是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大。传统
农业种植方式所施用的大量农药、化肥
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流域内地表水体，分
散式畜禽养殖产生的粪便及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排入水中，水产养殖特别是湖泊
围网养殖、精养鱼塘投放的大量饵料以
及农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这些污染源
成为影响流域水质的重要因素。

三 是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力 度 不
足。四湖干渠流域内人口约 398.19 万
人 ，共 有 78 个 乡（镇 、办 事 处 、农 场），
1655 个 行 政 村（居 委 会）。 大 部 分 农
村 缺 乏 有 效 的 排 水 措 施 ，生 活 污 水 排
放 到 村 落 沟 渠 中 ，污 水 下 渗 使 污 染 物
在 沟 渠 中 大 量 累 积 。 通 过 实 地 查 勘

发 现 ，部 分 水 域 岸 线 存 在 生 活 垃 圾 、
建 筑垃圾随意弃置，农村厕所临河设置
直排现象，甚至有村民将垃圾沿沟渠岸
边倾倒或者直接倒入沟渠中。大多垃圾
收集转运投入以乡镇一级为主，农村一
级收集转运力度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农
村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垃
圾收集不彻底，垃圾堆积停留时间长，垃
圾处置困难，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问题。

因此，驻点工作组在实地调研、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核实水质情况，识别
超标因子、超标倍数，排查各类污染源，
深入分析劣Ⅴ类断面水质不达标的关键
因素。重点针对荆州市运粮湖同心队

（国控断面）水质长期为劣 V 类的问题，
开展四湖总干渠流域水环境质量及污染
特征分析研究，结合现场调研和数据资
料，从生态基流减少、农业农村面源污
染、河道淤积沉积等方面分析该断面水
质变差的原因，进一步编制完善劣Ⅴ类
国控断面整治工作方案，按照“一个断
面，一个方案”原则，并结合荆州市正在
开展的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同时，针对四湖干渠流域农业农村
污染问题，驻点工作组结合信息技术手
段，构建了洪湖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数
据库信息系统，为打赢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提供数据信息支撑，涵盖了荆
州市农业农村污染排放特征、治理工程、
政策法规、推荐技术等信息。

相关负责人表示，驻点工作组将筛
选推荐适用于荆州市水环境治理的实用
型技术，结合治理需求开展示范应用工
程。 童克难

四湖总干渠是四湖流域主要排
水干渠，起自荆州市西北部的长湖水
域，流经沙市区、潜江市、江陵县、监
利县、洪湖市后汇入长江，是四湖区域
最大的人工河，全长 191 公里，沿途接
纳豉湖渠、西干渠、东干渠等排水支渠
来水、两岸各类排水及洪涝渍水。四
湖总干渠有 3 个断面为《湖北省水污

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中考核断面。
2014 年至 2018 年间，四湖总干

渠流域运粮湖同心队、新河村和新滩
断面均未达到水质目标要求，其中运
粮湖同心队断面水体长期处于劣 V
类。

对于此，驻点工作组经研究分析
后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为荆州水环境质量提升提供强力技术支撑为荆州水环境质量提升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荆州市荆州市））跟踪工作综述跟踪工作综述

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的荆
州市，是长江中游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
之一，在湖北长江大保护战略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荆州市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城市，长江流经荆州市的 9 个县区，流
程 483 公 里 ，占 湖 北 省 境 内 总 长
45.6%。近年来，荆州市高度重视洪湖
流域水环境治理与保护，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工作，但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压力
仍然较大，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仍然较为
突出。

针对荆州市水环境方面的问题，荆
州市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以下简称

“驻点工作组”）充分发挥自身科技力
量，以洪湖水环境质量改善和四湖总干
渠“消劣”为抓手开展专题研究，很好地
响应了地方水环境管理的迫切需求。

马不停蹄的驻点研究历程

今年 1 月 14 日，驻点工作组负责人
林莉应邀参加了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
的主任办公会，汇报了荆州市驻点跟踪
研究年度工作总结，从荆州市驻点工作
的开展、规定任务的完成以及驻点工作
亮点和工作经验等方面介绍了开展的
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这个时间节点距离驻点工作组第
一次赴荆州开始工作整整一年。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 24 日，驻点工
作组长江科学院副院长沙志贵、高级工
程师林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香宝带领团队，赴荆州市开展驻点跟踪
研究工作调研及对接，同荆州市相关部
门负责人就当地生态环境现状以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明确了荆州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的需求，确定了驻点研究工作的重点和
目标。

此后的一年时间，驻点工作组马不
停蹄，驻点研究工作在荆州市委、市政

府的重视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有序开展。

2019 年 2 月 26 日，荆州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傅志峰率生态环境局局长刘
兵、总工顾文俊、洪湖保护局森林公安
局局长汪涛、生态环境局科长黄明新等
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双方就荆州市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工作进行交流
对接。

2019 年 4 月 9 日，驻点工作组举行
驻点工作方案汇报会。驻点工作组成
员单位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国科创（北
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长江大学等参与了此次活
动。驻点工作组分别汇报了《荆州市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实施方案》《洪湖水质
提升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以及《荆州市
精细化管理云平台设计方案》，驻点工
作得到荆州市政府的高度评价。

2019 年 4 月 10 日，驻点工作组在
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分局举行荆州
驻点跟踪研究办公室的挂牌仪式，成立
了驻点跟踪研究办公室，驻点工作组与
荆州市进一步明确了主要工作任务，并
对工作具体细节和预期目标进行了协
商，驻点工作组结合工作任务和各参与
单位的专业特点和优势，对下一步的工
作进行布置安排，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
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9 年 10 月 18 日，驻点工作组对
荆州驻点跟踪研究任务书和实施方案
进行了汇报，通过了湖北省驻点跟踪研
究工作审核会的评审。

对于驻点工作，评审专家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专家组认为荆州
驻点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取得
了较好的工作进展，做出了亮点及特
色，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
法，《任务书》和《实施方案》较好的响应
了国家总体要求和地方需求。

对洪湖水质波动问题进行专题分析

今年 4 月 13 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
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驻点工作组便前
往荆州市生态环境局举行洪湖水污染
防治及生态修复调研项目中期汇报会，

并协助荆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洪湖水质
3月出现波动的原因展开分析。

洪湖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是荆州市
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驻点工作组进行

协助地方完成四湖总干渠“消劣”任务

为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
水共治”，推动治水工作长制久清，驻点
工作组运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将水生
态系统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以生
态缓冲带建设为抓手统筹实施水生态修
复，助力湖州市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作为流域河湖生态缓冲带划分方法
及示范工程全省四项试点之一，驻点工
作组在新塘港等入湖溇港开展生态缓冲
带划定试点研究，评估了现有生态修复
技术的适用性，结合“十二五”“十三五”
国家水专项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布置
功能湿地、生态浮岛、多级拦截等，改善
南太湖沿岸汊港水质、提升河流水生态
功能。

同时，驻点工作组聚焦难题、突出
重 点 、服 务 地 方 ，技 术 支 撑 了 16 座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清 洁 排 放 提 标 改 造 、10
条 氮 磷 生 态 拦 截 沟 渠 建 设 、50 个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设 施 标 准 化 运 维 站 点 、
60 万 亩 水 产 养 殖 尾 水 治 理 等 工 作 ，整
合 提 出 了 长 兴 港 、合 溪 新 港 、杨 家 浦
港三条入太湖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与生
态修复，城区综合调水与河道生物生态
治 理 等 20 余 个
推广应用工程，
水体浊度、氨氮
浓度等较往年监
测 数 据 明 显 下
降。

湖州驻点跟
踪研究通过一年
工作，已完成了

三张清单，编制了湖州市水生态环境问
题解析报告，初步完成了湖州市水生态
环境综合解决方案编制任务，同时积极
协助湖州市有关部门争取中央和地方财
政生态环保专项资金入库项目，其中 6
个项目已通过 2019/2020 年项目入库评
审。有关工作成效与成果得到国家长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肯
定。 刘晓星

聚焦水生态环境难点聚焦水生态环境难点 打造打造““湖州样板湖州样板””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城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城市（（湖州市湖州市））工作剪影工作剪影

浙江省湖州市地处太湖南岸，是
“两山”理念诞生地。为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布
局，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
划》，在生态环境部国家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组织领导下，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湖州市治水办支持
下，由浙江大学牵头，浙江省生态环境
保护设计研究院、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等单位参与的湖州市驻点跟踪研

究团队，扎实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工作。
一年来湖州驻点跟踪研究团队紧

紧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
踪研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
出的工作目标与湖州市地方需求，在严
防严控太湖蓝藻、推进“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等方面深谋
划、细部署、重成效，着力推进新举措、
制定新标准、明确新规章，举合力创新

“湖州办法”、打造“湖州样板”。

把脉问诊 防控太湖蓝藻倒流入河

太湖蓝藻水华问题历史悠久，2007
年后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资金 、采 取
诸 多 措 施 ，蓝 藻 治 理 有 所 成 效 但 水
华 问 题 仍 然 突 出 ，2017 年 最 大 水 华
面 积 高 达 1403 平 方 公 里 。 同 时 ，受
到“ 引 江 济 太 ”工 程 以 及 太 湖 西 北 侧
长 江 引 水 等 影 响 ，太 湖 水 位 抬 高 、湖
水 倒 流 频 繁 ，导 致 湖 州 市 主 要 入 湖

河 流 水 动 力 改 变 、蓝 藻 入 河 堆 积 ，严
重 影 响 入 湖 河 流 水 质 、城 区 内 河 水
生 态 以 及 居 民 日 常 生 活 ，成 为 湖 州
市治水工作焦点、难点、痛点。

驻点跟踪研究团队成立后，团队通
过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分析了 2009 年
~2019 年湖州市入湖河流水文水质变
迁、气 象 条 件 变 化 、蓝 藻 密 度 种 类 演

替 ，从 水 动 力 、水
生 态 、水 环 境 等 方
面解析了入湖河流
蓝藻水华的成因与
趋势。从长三角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角

度 ，提 出 了 区 域 综 合 管 控 、工 程 优
化 调 度 、考 核 机 制 完 善 等 建 议 ，建
议 地 方 层 面 持 续 深 化 污 染 综 合 控
制、强化蓝藻预警预测、提升蓝藻防
控能力，通过区域统筹、精准施策、协
同治理，推进南太湖蓝藻防控、保障
市域饮水安全。最终形成的《湖州市

河流蓝藻防控与水质稳定达标专题
报告》《湖州市河湖交换水文特征专
题报告》《长兴县国控断面蓝藻防控
技术方案》《南太湖蓝藻倒灌防控研
究报告》等提交湖州市政府有关部
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得到生态环
境部水司、国家环境监测总站有关领
导肯定。目前，技术支撑湖州市建设
拦截设施 33.4 公里、拦截打捞蓝藻
48 万吨，确保重点区域日聚日清；集
成各类先进控藻治藻技术在南太湖
和城市内河试验，寻找适于湖州市南
太湖区域的蓝藻综合防控技术。

标准引领 支撑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是浙江省深
化“五水共治”、擦亮美丽浙江建设
水环境底色的一项举措，为有效解
决“ 反 复 治 、治 反 复 ”现 象 ，浙 江 省
出 台 了《浙 江 省“ 污 水 零 直 排 区 ”
建 设 行 动 方 案》，但 市 县 级 层 面 亟
需“ 污 水 零 直 排 区 ”建 设 具 体 操 作
规程。为此，驻点工作组对湖州市
现有涉水排污源系统调查、分类梳
理 ，制 定 了“1+N”的《污 水 零 直 排
区 建 设 与 管 理 规 范》（DB 3305/T
114-2019）。

该规范针对工业园区、农业区、
住宅小区以及其他区域生活源，提出
了从源头雨污分流分质处理、中间管
网排查修复、末端（预）处理达标排
放 以 及 最 终 入 河 排 污（水）口 规 范
化等全过程建设和管理要求，突出

了 住 宅 小 区 阳 台 水 分 流 和 建 设 要
求 ，工 业 园 区 雨 污 分 流 、清 污 分
流 、污 污 分 流 要 求 ，以 及 餐 饮 类 、
菜 场 、农 贸 市 场 的 隔 油 池 、沉 砂 池
等预处理设施要求，明确了污水零
直排区验收考核内容和要求，配套
了 相 应 的 长 效 运 行 维 护 管 理 要 求
政 策 ，确 保 分 流 到 位 、（预）处 理 到
位 、截 污 纳 管 到 位 、达 标 排 放 到 位
和 标 识 标 牌 到 位，实现“应分尽分、
应截尽截、应处尽处”。

湖州市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正式
发布该规范，包括总则、工业园区、住
宅 小 区 与 其 他 等 四 部 分（“1 +
N”）。规范出台不仅引领了浙江省
污水零直排区的建设与管理，同时也
为进一步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提升
入河排污口监管水平提供支撑。

技术支撑 助推水环境水生态改善

“破题攻坚”的重要工作之一。
洪湖的水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基于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
驻点工作组分析出导致洪湖水环境
质量不达标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方
面：

一是由于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收
集管网未能覆盖整个流域，四湖流域
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
排入附近沟渠，最终经四湖总干渠汇
入洪湖，对洪湖水质造成影响；此外
湖区周边共有 358 个汇入口（河流交
汇口 50 个，河湖汇入口 190 个，闸口
118 个），汇入湖区的水质较差，进而
影响湖区的水质。

二是洪湖市、监利县各乡镇水产
养殖发展迅速，特别是小龙虾养殖发
展势头最为迅猛。洪湖市 2017 年养
殖面积 61 万亩，2018 年增加到 75 万
亩，监利县 2017 年养殖面积 50 万亩，
2018 年增加到 104 万亩，其大量季节
性养殖尾水通过沟渠汇入洪湖，形成
新的污染源，养殖尾水未能得到有效
的治理致使洪湖水体水质进一步恶
化。

三是洪湖多年高密度围网养殖
的“滞后效应”。洪湖多年高密度围
网养殖，造成底泥中污染物普遍偏
高，虽然已经全面拆除围网，但目前
并没有开展针对底泥的环境治理，遇
到合适的气温、水流、风速条件，会加
速底泥中污染物向水体的释放，引起
水体污染。

四是湖区周围共有 19.99 万亩的
围垸，2018 年底当地开展了“退垸还
湖”工作，在此过程中，围垸内的养殖

废水排入湖区，对洪湖的水
质造成了影响。

五是水生植物的腐解
以及外来物种水葫芦入侵，
对洪湖水质和水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影响。

六是每年 6 月~8 月，当
洪 湖 水 位 低 、长 江 水 位 高
时，“引江灌湖”机会成熟，
相关部门通常会开启新堤大闸，使长
江水自排进入洪湖，补充洪湖水量，
提高洪湖水位。长江洪湖段执行地
表 水 Ⅱ 类 标 准 ，其 TP 要 求 为 ≤
0.1mg/L，洪湖执行地表水（湖、库）Ⅱ
类标准，其中 TP 要求为≤0.025mg/
L，洪湖 TP 要求比长江洪湖段严苛 4
倍。可见，引长江水入洪湖虽能补充
洪湖水量，但存在很大的水质污染风
险。长江水体中总磷浓度较高，长江
补水会增加洪湖总磷负荷。

七是 2016 年的大洪水导致洪湖
长期保持在一个高水位厌氧的状态，
改变了水体的pH、电导率等理化性质，
致使沉水植物死亡，湖区的生态系统
受到破坏，进而影响洪湖的水质。

基于此，驻点工作组围绕洪湖水
质提升的实际需求，开展了洪湖水污
染与生态修复专题研究，推进洪湖水
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切实
掌握洪湖入湖污染来源及污染负荷，
揭示洪湖入湖河流及湖区水体中污
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模拟预测洪湖
水质变化趋势，提出洪湖水质达标的
污染源汇入阈值，为实现洪湖精准治
污、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
划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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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采集洪湖底泥和沉水
植物。

驻点工作组现场调研

长湖入湖口

入太湖河流蓝藻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