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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2014至2018年石臼湖安徽境内监测资料,根据湖区营养指数值的变化,尝试分析不同

因素对石臼湖湖区马鞍山段水体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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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water quality in Maanshan section of Shijiu Lak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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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e of Shijiu Lake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18,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water quality in Maanshan section of Shijiu Lak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nutritional index w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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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臼湖是安徽省重要的湖泊之一,

早在1990年被列入亚洲湿地名录,2001

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2007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重

要天然湿地保护区,对安徽的生态系统

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功能。 

石臼湖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物产资源,

在当地被誉为“日出一斗金,夜出一斗

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

始大面积的围网养殖,湖泊水面面积约

31.15万亩,其中安徽省博望区境内的水

域面积约5.8万亩,当涂县境内的水域约

9.2万亩。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大面积围网

养殖,据统计,博望区的水域围网面积约

2.8万亩,当涂县水域围网面积高达7.2

万亩,占整个石臼湖安徽境内面积的

66.6%以上。长期的人工养殖,湖区里的

天然饵料远远匮乏,人们为了不影响经

济效益,就不断往湖区里投放人工饵料,

这严重了破坏了石臼湖的生态环境,水

体自净化能力大大减弱,水质逐年变差。

一方水养一方人,石臼湖一直是博望区

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但逐渐变差的湖 图 1  石臼湖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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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严重威胁了博望区人民的饮水安全。 

2016年石臼湖遭遇了流域性特大洪

水；2017年当地响应政府号召,湖区全面

拆除围网；2018年政府对相连河道运粮

河、姑溪河、黄池河进行河道疏浚。 

鉴于石臼湖分属安徽、江苏两省管

辖,依据安徽省水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

数据,对石臼湖区安徽境内的水质监测

断面进行分析。 

1 流域概括 

1.1地理位置简介 

石臼湖位于安徽省东部,是安徽省当

涂县、博望区与江苏省高淳区、溧水区的

界湖,又名“北湖”,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18°42′41′′～118°52′52′′,北

纬31°23′9′′～31°32′3′′之间。 

1.2水系 

石臼湖具有较为发达的水系网,它

通过姑溪河与长江相连通,以运粮河为

桥梁连通水阳江；以黄池河和青山河为

枢纽连通青弋江,对防洪抗旱、水产养

殖、农田灌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2 石臼湖区马鞍山段水环境

现状 

2.1降水量简述 

石臼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全年气候

温和,雨量丰沛,降雨量主要集中在汛期

(5月—9月)。根据2014年——2020年马

鞍山市水资源公报中的数据,对石臼湖

区水资源总量和降水量统计,经分析

2014年——2020年水资源总量和降水量

发现：2019年和2020年出现了极端天气,

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下文不对2019

年、2020年水体水质营养化指数分析。

各年份的年降水量和水资源总量统计如

下表所示[1]： 

2.2湖泊营养化指数及变化趋势 

依据安徽省水环境监测中心马鞍山

分中心2014年——2018年监测的数据,

采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站生字【2001】

090号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及分

级技术规定对石臼湖上两个监测断面

【石臼湖(皖)、湖阳大桥】全年、汛期、

非汛期分别进行营养指数评价。得出石

臼湖安徽段湖泊营养化综合评价指数在

40到60之间,处于中营养和轻度富营养

两种状态,具体数值见表2： 

除2016年汛期外,2014年——2016

年石臼湖(皖)和湖阳大桥全年、汛期、

非汛期的营养指数值均呈增大趋势,水

体水质有恶化趋势,2017年两个监测站

点除石臼湖(皖)汛期外,水体水质的营

养化数值均明显减小,水质有明显改善；

2018年除非汛期外,两个监测站点的营

养化指数值均呈减小趋势,水质有改善

趋势。 

 

 

2.3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及水

质类别变化趋势 

依据安徽省水环境监测中心马鞍山

分中心2014年——2018年监测的数据,

采用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评价标准,评价因子选用总磷、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3项指标,以反映湖区近几

年水质演变趋势。各项指标数值见表3： 

2014年——2016年湖水的水体由Ⅲ

类水恶化至Ⅳ类水,2016年后水体类别

没有改善,但相关评价因子的数值却有

明显下降趋势。若总磷项目不纳入评价

标准,2016年——2018年的水质为Ⅱ类

水,2016年后总磷项目仍然超标,但总磷

的数值呈明显下降趋势,与Ⅲ类水的目

标越来越近。 

 

表 1 2014年至 2020年石臼湖区水资源总量和降水量统计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降水量(亿 m3) 3.61 3.48 5.84 3.39 3.75 2.39 10.92

水资源总量(亿 m3) 1.58 1.51 3.09 1.48 1.69 0.82 5.25

表 2 营养化指数一览表

站点

年份

石臼湖(皖) 湖阳大桥

全年 汛期
非汛

期
全年 汛期

非汛

期

2014 48.8 46.4 50.2 49.6 47.7 50.8

2015 51.3 50.3 53.6 51.9 51.9 51.9

2016 51.9 46.1 54.1 52.1 48.9 53.9

2017 50.8 48.9 52.3 50.1 47.8 51.6

2018 50.2 48.1 52.9 49.9 46.7 52.4

表 3：各项指标年平均值及水体类别一览表

站名

年份

石臼湖(皖) 湖阳大桥

TP NH3-N CODMn 水体类别 TP NH3-N CODMn 水体类别

2014 0.048 0.19 3.33 Ⅲ 0.047 0.23 3.74 Ⅲ

2015 0.077 0.22 3.73 Ⅳ 0.069 0.32 4.29 Ⅳ

2016 0.096 0.27 3.67 Ⅳ 0.077 0.44 3.89 Ⅳ

2017 0.078 0.20 3.01 Ⅳ 0.074 0.35 3.37 Ⅳ

2018 0.058 0.23 2.90 Ⅳ 0.055 0.20 3.25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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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结果分析 

综合湖泊营养化指数值、总磷、氨

氮、高锰酸钾指数数据分析,湖区的营养

化指数值、总磷在2016年达到了顶峰

值,2017年后,这4项数值均呈明显下降

趋势,仅有总磷这一项指标值超标,主要

是养殖业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 

2.5水质状况的原因分析。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地

位更加明确。安徽省委、省政府和马鞍

山市委、市政府以及当涂县、博望区政

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石臼

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加之近

几年降水量和水资源量较充沛,人水和

谐有力促进了湖区水质的改善。经过多

方面调查发现,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人

为因素： 

自然因素：2016年长江下游遭受了

大洪水的洗礼,因全年降水量2012.5mm、

汛期降水量1237.0mm,虽然2016年石臼

湖区水资源总量比2015年高出一倍,汛

期的水质状况有明显改善,但全年和非

汛期的水质依然没有改善,呈恶化趋势。 

人为因素：(1)2017年当涂县和博望

区人民政府根据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

意见》对石臼湖自然保护区的围网养殖

进行了逐步拆除。截止2017年12月16日

博望区共拆除围网34.31万米,当涂县共

拆除围网29.53万米；同时江苏省高淳区

实施了“263”整治计划,将6555亩围网

全部拆除；关闭沿湖的家禽养殖场；拆

除沿湖的珍珠养殖场；将石臼湖流域范

围内的沟叉、水库归集体所有,禁止对外

承包,禁止投放饵料。这一些列的措施实

施后,湖区的水质水质状况特别明显改

善,特别是离按近的湖阳大桥监测点,水

质改善趋势明显。(2)2018年受当涂县林

业局的委托,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和安徽师范大学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根据石臼湖的现状,分近、中、远三个阶

段制定了《安徽当涂石臼湖省级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努力打造成长江流域典

型的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越冬水鸟为

主的自然保护区[2]。与此同时,当涂县和

博望区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石臼湖

沿岸河湖管理,非汛期内,对与石臼湖的

运粮河以及其他相连河流开展河道淤泥

疏浚工程,因施工面积较大,造成整个流

域非汛期的水体水质变差。排除施工因

素的影响,全年和汛期的水体水质依然

有明显改善趋势。 

3 结语 

2016年1月,国家领导人在重庆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以来,提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

到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期间[3],安徽省人

民政府、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当涂县人

民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关方

案。2019年,马鞍山博望区与南京高淳

区、溧水区一同和当涂县签订了《石臼

湖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对石臼

湖生态系统的保护实现联防联控、联保

共治、常年禁捕,同时对该区域内从事捕

捞作业的渔民实施退捕转产转业、船只

拆解补偿等一系列措施。这一系列的措

施让原本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修复。2020年,数千只的野天鹅来到

马鞍山石臼湖栖息越冬,石臼湖摇身变

成了“天鹅湖”；时隔30年,马鞍山石臼

湖部分浅滩于2021年1月21日迎来了四

只丹顶鹤栖息越冬。 

根据上面石臼湖湖水水质的营养变

化趋势可得出：2016年之前,没有依靠人

工治理生态环境,仅依靠水体自净化能

力,水体的水质呈现逐年恶化趋势；2016

年后,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引起

了安徽省委、省政府和马鞍山市委、市

政府以及当涂县、博望区政府高度重视,

采取了石臼湖区围网拆除、石臼湖十年

禁捕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得石臼湖生

态环境和水体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所

以说人为因素在石臼湖生态环境修复

和水体水质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就

话的重点在于一个“共”字,需要我们全

民尽自己的一份薄弱的力量,重建我们

的美好家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

造人,我们一定要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只有恢复了生态系统的环境,

才能减少大自然对人类的肆意报复,我

们的生态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天才会越

来越蓝,水才会越来越清,生物多样性才

会越来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的良性循

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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