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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湖泊水面萎缩的状况及影响

魏清福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４）

［摘要］　东太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草型湖泊，是太湖的浅水湖湾和主要出水通道，也是上海市、浙江
省杭嘉湖城镇供水取水口的主要来水水源和江苏省吴江市的供水水源地，具有防洪、供水、水生态环境保护
和水产养殖等多种功能。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下，东太湖水面不断缩小，湖泊形态
和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湖泊衰亡进程加快，其行洪、供水、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湖泊良好的服务功能无法
正常发挥。 回顾东太湖的演变历程，初步探讨了东太湖水面萎缩的现状及对湖泊功能的影响，并针对目前规
划采取的治理措施提出了几点看法，供湖泊治理参考。
［关键词］　东太湖；水面；萎缩；影响；关键技术
［中图分类号］　Ｘ５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１７４２（２０１０）０６ －０１２３ －０４

1　前言
太湖 流 域 位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南 翼， 面 积

３６ ８９５ ｋｍ２ ，分属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安徽省
三省一市。 流域内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
中国河道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中国著名的水网地
区，流域内河流水系以太湖为中心，太湖面积为
２ ３３８ ｋｍ２ ［１］ 。

东太湖是太湖东南部东山半岛东侧的一个狭长

型湖湾，西南至东北走向，南起陆家港，北到瓜泾口，
地理位置为北纬 ３０°５８′～３１°０７′，东经 １２０°２５′～
１２０°３５′，环湖大堤包围面积 １８５．４ ｋｍ２ ，最长处
３０ ｋｍ，最宽处 ９ ｋｍ，分属苏州市吴中区和吴江市辖
区范围，该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土地资源不足。
东太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草型湖泊，是太湖
的浅水湖湾和主要出水通道，也是上海市、浙江省杭
嘉湖城镇供水取水口的主要来水水源和江苏省吴江

市的供水水源地，具有防洪、供水、水生态环境保护
和水产养殖等多种功能（见图 １）。
2　东太湖水面萎缩状况

东太湖的围垦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期，由于不断围垦造地，东太湖水面不断缩小。 唐宋
时期东太湖水面约有 ４００ ～５００ ｋｍ２ ，１９１６ 年调查面
积为 ２３２ ｋｍ２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调查为 １８８ ｋｍ２ ，
目前（２００７ 年）东太湖总面积 １８５．４ ｋｍ２，其中围垦
区 ５０．６ ｋｍ２ ，围网养殖区 １１３．２ ｋｍ２ ，自由水面仅为
２１．６ ｋｍ２ 。

１）围垦区。 ２００７ 年东太湖环湖大堤以外共有
围垦区 ５７ 个，总面积 ５０．６ ｋｍ２ ，占东太湖环湖大堤
以外总面积的 ２７．３ ％。 根据枟吴县水利志枠、枟太湖
围湖造地、围网养殖、沼泽化现状和太湖湖面、湖岸
线利用与管理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与管理对策研究
报告枠和相关卫星图片进行复核，其中 ４ 个圩区围
垦于 １９８８ 年（水发颁布年）以前，总面积 ２ ２２４ 亩
（包括 １９９７ 年以后围垦的 ３８０ 亩）。

２）围网养殖区。 东太湖围网养殖起始于
１９８４ 年， 初 期 仅 限 于 局 部 湖 区， 养 殖 面 积 为
５．０ ｋｍ２，养殖品种主要为草鱼和鳊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由于养殖技术的成熟，围网养殖的规
模迅速增长，养殖品种逐渐转变为河蟹和草鱼，
１９９０ 年东太湖围网养殖面积为１２．５ ｋｍ２，占东太湖
总水面的 ９．３ ％，２００４ 年增加至 １１０．５ ｋｍ２ ，２００７ 年
达到了 １１３．２ ｋｍ２，占东太湖总水面的 ８４．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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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养殖螃蟹。 近几十年来，围网养殖的空间分布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 １９９０ 年规模较小且集中分布
的情况相比，２００７ 年围网养殖已几乎布满整个东太

湖。 东太湖围网面积与自由水面变化过程表见表
１，围网养殖范围示意图见图 ２。

图 1　东太湖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ation of East Taihu Lake

表 1　东太湖围网面积与自由水面变化过程
Table 1　The change of purse seine area and the free water about East Taihu Lake ｋｍ２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面积 １２．５ １０．０ ２５．０ ３２．０ ５４．０ １０６．５ １１０．５ １１３．２

自由水面 １２２．３ １２４．８ １０９．８ １０２．８ ８０．８ ２８．３ ２４．３ ２１．６

图 2　围网区示意图（2007年）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urse seine area （2007）

3　东太湖水面萎缩带来的问题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下，东太湖

大面积的围垦、围网，阻滞水流，阻断水生生物联系，

恶化水质，破坏东太湖生态环境，加快湖泊衰亡进
程，东太湖很多良好的服务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3．1　湖区行蓄洪能力不足，影响流域防洪安全

东太湖是太湖的主要行洪通道和调蓄水体，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东太湖原有大小出水港渎 ８４ 条，
泄洪量占全湖的 ８０ ％ ～９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度
降到 ６０ ％左右，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因太浦河开
通，泄洪能力又有所提高，约占 ７０ ％左右，经过
３０ 多年的围湖以及环湖大堤建设中溇港归并后仅
存 ２１ 条，除太浦河外，出湖河口淤堵严重，泄水能力
严重削弱，东太湖主要排水出口之一的瓜泾口（吴
淞江），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平均出湖流量为 ２５．５ ｍ３ ／ｓ，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流量逐年减少到 １３ ｍ３ ／ｓ。 围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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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占去了东太湖 ２７．３ ％的湖面，减少了调蓄库容，
超标准泄洪通道泄水也十分困难，难以发挥其应有
的泄洪功能。
3．2　供水不畅，影响下游供水安全

东太湖是太湖下游地区的重要饮用水源，也是
上海市、浙江省杭嘉湖城镇供水取水口的主要来水
水源和江苏省吴江市的供水水源地，对保障下游城
乡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但受东
太湖围网和围垦影响，湖区除东茭嘴至太浦河疏浚
工程实施、供水条件有所改善外，其他湖区围垦严
重、围网密布，湖底高程大多在 ２．０ ｍ 以上，供水困
难，在枯水期基本丧失供水能力。

为满足 １９８７ 年国家计委批准的枟太湖流域综
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枠对太浦河向下游地区供水的
要求，２００２ 年已实施完成太浦河泵站工程（设计流
量 ３００ ｍ３ ／ｓ），由于东太湖严重淤积，造成太浦河排
泄太湖洪水和向下游供水的功能难以正常发挥，
２００４ 年实施完成了东茭嘴—太浦闸疏浚工程，因此
遇枯水年太浦河只能依靠泵站抽水向下游供水，但
主要出湖口门瓜泾口自流流量不足 １０ ｍ３ ／ｓ，其他出
湖口门更难自流供水。
3．3　水质恶化，未达到治理目标要求

作为典型的水草型浅水湖泊，东太湖在没有大
规模围网养殖以前曾是生态系统良好的湖湾，是太
湖鱼类重要产卵场之一，良好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强
的水质净化能力，对保证东太湖供水水质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围垦、围网养殖等人类活动影
响，东太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水环境不断恶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东太湖大部分（约占 ７０ ％以上）水
域属地表水Ⅱ类标准，水质良好，底质未受污染，水
环境质量基本保持清洁状况，满足了国民经济各部
门对湖泊资源利用的要求。 目前，东太湖总体水质
较差，全湖综合水质类别仅为地表水Ⅳ ～劣Ⅴ类，未
达到东太湖Ⅱ ～Ⅲ类水的治理目标［２］ ，总体处于轻
度富营养水平，并有进一步加重趋势。
3．4　生态退化，湖泊沼泽化

东太湖原本是生态系统良好的湖湾，但在人类
“围湖造田”的强烈干预下，东太湖初现沼泽化趋势
的湖岸区迅速变成陆地，芦苇群丛消失后，湖区的浮
叶及沉水植被亦开始新的演替过程。 １９８０ 年后大
面积向湖中央围网养鱼区引种茭草，更是人为地改
变了湖泊生态系统结构，推进了湖泊沼泽化进程，东
太湖现状平均底高程约 ２．０ ｍ，２．０ ｍ 高程以下面积

已不足 ６０ ｋｍ２ ，沼泽化严重。 根据 １９９７ 年东太湖沼
泽化调查研究结果，东太湖湖区大部分处于中度沼
泽化和严重沼泽化阶段，无沼泽化湖区仅占湖面的
１７．７ ％。 湖泊沼泽化进程的加剧减缓了湖泊水流
流动，严重破坏了东太湖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同时，
沼泽化导致出入湖河道河口阻塞，影响泄洪、供水和
水质。
4　东太湖综合整治措施及几点关键
技术问题

　　针对东太湖存在的问题，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东太湖的综合整治方
案，具体工程措施包括：第一，退渔还湖工程，规划清
退东太湖大部分围网养殖

［２］ 。 第二，行洪供水通道
工程，主要是解决东太湖的行洪和供水能力不足问
题，在东太湖内疏挖一条底宽 ３００ ｍ［３］ ，底高程
－０．５ ～１．０ ｍ 的槽子［ ３］ 。 第三，退垦还湖工程，主
要是针对东太湖过度围垦，由于东太湖的围垦大多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此规划在各方充分协调的前
提下，将东太湖大部分（约占 ７５ ％）的围垦区域还
为湖面，其他 ２５ ％转为陆地。 第四，堤线调整工程，
围垦区退垦还湖范围确定后，将环湖大堤堤线做相
应调整重建，明确湖区范围。 第五，生态清淤工程，
针对东太湖底泥污染严重的问题，规划在底泥污染
相对严重的区域进行疏浚。 第六，滨湖湿地水生态
修复工程，为了加快东太湖生态修复和保护，规划在
距离岸边 ２００ ～５００ ｍ 范围内对湖区生态环境进行
人工修复

［３］ 。 第七，示范基地工程，规划在东太湖
周边选择 １００ 亩的范围［３］ ，进行水环境治理的宣传
和研究，旨在服务于东太湖和整个太湖的水环境整
治。

上述规划的东太湖治理方案对提高流域防洪、
供水能力，改善东太湖水生态环境，恢复东太湖的综
合利用功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但湖泊综合治理仍
存在诸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主要提出以下四
点：

１）东太湖网围养殖对水质与生态系统的影响。
短期内围网养殖仍然是东太湖的一个重要功能，规
划东太湖综合整治，大部分将退渔还湖，但仍保留有
４．５ 万亩围网养殖面积［３］ ；另外，虽然东太湖水质未
达到Ⅱ ～Ⅲ类水的治理目标，但仍是太湖各湖湾中
最好的湖区；其次，东太湖光热资源充足、水深适度、
水草丰富，是鱼类生长繁殖的主要区域，具备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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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条件。 因此，适当的围网养殖是否有利于
水质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仍需
进一步探讨。

２）东太湖生态保育与生物量控制。 东太湖的
治理离不开人工干预，规划综合整治措施选择了距
离岸边 ２００ ～５００ ｍ的范围进行人工生态修复，甚至
将来可能更大范围都需要人工干预，但具体如何做
好东太湖生态保育和生物量的控制，仍是需要研究
的前沿技术问题。

３）东太湖水力调控技术。 根据模型初步预
测

［４］ ，在上游西太湖水质明显差于东太湖的情况
下，过度地使西太湖水体流入东太湖，并不完全有利
于东太湖水质的改善，因此科学的水力调控，对东太
湖的保护也显得尤为重要，应给予重视。

４）湖泊综合治理措施的效果预测和评估方法
体系。 由于湖泊环境的复杂性，对湖泊综合治理效
果的评估目前仍缺少全面、可靠的预测和评估方法
体系，如何定量预测和评估综合治理措施对湖泊水

生态环境和富营养化的效果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
5　结语

东太湖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下，水面
萎缩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东太湖行洪、供水、水生态
环境保护等湖泊良好服务功能，采取综合性的治理
措施是解决东太湖水面萎缩等一系列问题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同时也存在诸多关键技术问题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和实践，目前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已得
到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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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ａｄｌｉｔｔｏｒａｌ ａｒｍ ｏｆ ｌａｋ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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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ａｍｐ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ｋ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ｋ-
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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