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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苗家河水体环境因子和藻类的调查分析
*

� � 苏州市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使得河流中有机物和其它污染物的输入量猛增, 而进入苏州市的水量

则大幅度减少, 降低了河道的稀释扩散能力, 从而造成苏州市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河网污染日趋严重, 水质日益恶

化. 为了尽快改变苏州市内城河的污染现状, 从 2004下半年开始在古城区的苗家河开展了苏州市水环境治理的试验.

1� 样品的采集和分析
� � 苗家河是一段 �之� 字形的河道, 沿苗家河自南向北设置了 9个采样点. 在 2004年 6月至 11月这 6个月的时间

内, 每月分别在上、中、下旬采样 3次, 其中藻类在每月的下旬采样一次. 采样时选择天气晴好的时候. 环境因子测

定及分析包括: 总氮 ( TN )、总磷 ( TP)、氨氮 ( NH3 �N)、化学耗氧量 ( CODM n )、溶解氧 ( DO )、浊度、 pH 值、叶绿素

( ch la)和藻类, 各项目的分析均按照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中规定的标准方法进行定性、定量和统计分析.

2� 苗家河水质的变化情况
� � 苗家河水体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的监测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表明, 7月份水体透明度较低, 浊度较高, 其主

要原因是水体中含有较多的悬浮物. 水体的透明度和悬浮物是影响水下光照强度的主要因素, 苗家河水体较低的透明

度会导致水下光照不足, 进而可能影响浮游生物的生长. TN, TP, CODM n等参数是反映水体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 目

前, TN, TP和 CODM n分别达到 6� 94 mg� l- 1, 0�45 mg� l- 1和 7� 52 m g� l- 1, 可见水体的富营养化状况已达到十分严

重的程度.

表 1� 苗家河水质的监测结果*

透明度 / cm 浊度 /NTU pH TN /m g� l- 1 TP /m g� l- 1 NH3�N /mg� l- 1
DO /mg� l- 1 CODM n /mg� l- 1

ch la /m g� m - 3

96�00 17 7�45 6�94 0�45 5�50 3�38 7�52 33�07

* : 数据为各采样点测定的平均数, 其中浊度、 pH值与透明度为 7月份的数据.

� � 监测期间各营养盐浓度的变化情况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以看出, TP季节性变化不太明显, TN和 NH3�N总体呈

现为下降�升高的趋势, 这可能是因为夏季降雨多, 地表径流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大, 造成水体在夏季丰水期

污染严重, 而到了枯水期, 随着降雨量和河道水量的减少, 使得水体纳污能力的下降, 水质又逐渐恶化.

表 2� 监测期间营养盐浓度的变化情况 (单位: m g � l- 1 )

采样日期 TN NH3�N TP 采样日期 TN NH3�N TP

6�18 9�94 7�35 0�73 9�17 6�40 5�56 0�51

6�28 9�92 5�98 0�68 9�26 6�54 4�81 0�48

7�08 9�20 5�53 0�46 10�09 5�96 5�32 0�34

7�18 8�93 6�49 0�50 10�18 7�46 6�35 0�32

7�28 9�51 8�36 0�49 10�28 6�37 4�81 0�30

8�08 4�76 3�75 0�38 11�07 6�13 4�79 0�30

8�18 6�42 4�77 0�43 11�18 6�91 5�39 0�36

8�30 3�60 2�93 0�31 11�28 8�41 6�67 0�42

9�08 5�76 4�38 0�16

3� 苗家河水体藻类的变化情况
� � 表 3和表 4是藻类的监测结果. 从表 3可以看出, 苗家河水体中的藻类由蓝藻、绿藻、硅藻、裸藻、甲藻和隐藻

6大类组成, 夏季藻类数量最多, 蓝藻和绿藻是优势藻类, 这是因为夏季适宜的温度、光照和充足的营养盐等环境条

件, 促进了蓝藻和绿藻的生长, 蓝藻和绿藻也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 在夏季其细胞数量形成高峰后, 到了 9月份,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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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水温的降低, 它们的细胞数量开始减少, 而硅藻在每个月的数量变化不大, 这说明水温是影响藻类生长的一个环境

因子, 水温的变化对藻类的种群演替有重要的影响. 实际观测中, 在高温时候, 苗家河水面上暴发了实球藻和颤藻水

华, 实球藻在最高峰时达到了 1�02� 107个� l- 1, 这就验证了这种可能性.

� � 从表 4可以看出, 7月份藻类数量最多, 生物量也最高, 为 17�77mg� l- 1; 9月份虽然藻类数量比 7月份少很多,

但藻类生物量却不低 , 达到了 13�75 m g� l- 1, 这是由于 9月份生物量贡献最大的是隐藻和裸藻, 其细胞体积大, 所占

的生物量比例较大, 虽然蓝藻和绿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其生物量所占比例较低; 8月份水体温度最高, 蓝藻数量最多,

但蓝藻的细胞体积较小, 从而使得总的藻类生物量相对不高.

表 3� 监测期间藻类组成的变化情况 (单位: � 104个� l- 1 )

月份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蓝藻 138�3 1444�4 1839�4 608�1 150�6 66�3

绿藻 781�1 1548�3 813�3 636�7 138�9 171�1

硅藻 27�8 409�4 370�6 293�3 118�3 128�9

甲藻 5�0 200�0 9�3 43�8 0�0 0�0

裸藻 5�0 13�0 9�4 51�1 10�0 6�3

隐藻 15�0 81�3 23�8 105�0 18�8 21�3

表 4� 监测期间藻类数量和生物量的变化情况

月份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藻类数量 ( � 104 ) /个� l- 1 971�7 3517�22 3173�33 1830�56 430�00 384�44

藻类生物量 /mg� l- 1 9�38 17�77 7�42 13�75 2�23 2�10

4� 苗家河水体中营养盐与藻类的关系
� � 营养盐等环境因子对藻类的生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是藻类变化的限制性因子 . 对苗家河水体中的 TN, TP

和藻类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发现, 苗家河水体中 TN, TP与藻类数量的相关性不大 , N和 P浓度的变化对苗家河藻

类的生长没有多少影响. 分析原因, 是由于苗家河处于严重富营养化的状态, 氮、磷浓度很高, 已经不是藻类生长的

限制性因子, 无论氮、磷浓度升高还是降低, 均不会影响藻类的生长; 而且苗家河是城市内河, 水体小, 不同于湖泊

等大的水体, 与外界水体不断的进行水体交换, 河道流向不定, 从而影响了营养盐等环境因子和藻类的变化情况.

� � 从以上的调查分析来看, 苗家河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十分严重, 大量的 N和 P等营养盐和有机质导致水体中藻类在

夏季大量繁殖, 并形成水华, 藻类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但 TN和 TP等环境因子与藻类之间的相关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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