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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水域蓝藻污染与治理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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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 ，地处 

长江下游、沪宁杭三角中心。以太湖为 

中心 的太 湖流域 ，包括 江苏南部 (占 

52．5％)、浙江北部(占33．4％)和上海 

市 (占 13．5％)以及安徽省 的一小部分 

(占O．1％)，总面积 36 500Kinz。流域内 

有 37个大中城市及县级市，其中包括上 

海 、苏州、无锡 、常州 、嘉兴 、湖州等 

大城市，总人口约 4 000万人 。太湖流 

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 区之一 ， 

l980—1998年太湖流域 GDP增加了 l7 

倍。尽管土地面积仅 占全国总面积 的 

0．4％。但是 GDP却占全国的 10．0％ (至 

1997年底)，达 7 496亿元。人均 GDP为 

全国人均的3倍多，是我国经济发达、工 

业化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1 太湖水质污染的动态变化 

太湖水是沿湖居民的生命之水 ，其 

中苏州 和无 锡 的生 活 、生产 用 水 中 

80．0％取 自于太湖。据江苏省太湖水质 

监测中心站连续 l4年的水质监测数据表 

明，20世纪 80年代初期至 1995年，太 

湖水域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全湖平均 

总氮、总磷等主要指标较 l0年前增加一 

倍以上，原来以 2类水质为主的水体现 

在已变为 3类水为主，2类水水域面积 

由 69．0％ 缩 小 到 15．0％ ，3类 水 由 

30．0％扩大到 70．0％ ，4类水由 1．0％ 

扩大到 14．0％，5类水从 20世纪 80年 

代末已经出现，主要分布在蠡湖和梅梁 

湖 的 闾 江 口 附 近 ， 占全 湖 面 积 的 

1．0％。从总体上看，太湖水体表现出明 

显的富营养化特征 ，且呈迅速发展的趋 

势，中度富营养面积占75．0％以上 ，夏 

2002年江苏省社会发展指导性计划项目(项 

目号 BS2002341)及江苏省预防医学科研项目 

(项目号 Y2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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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西北部重度富养水域 占全湖 面积的 

10．0％左右。近 l0年中太湖水质下降了 
一 个等级 ， 目前太湖地面水普遍达到 

3～4类，局部地区已达 5类，而富营养 

化程度则上升了一个半至两个等级。据 

统计 ，仅 2000年就排 放．COD49．t5万 

吨 、TP1．44万吨、NH3一Nl3万吨，单 

位面积的污染负荷产生量和排污量也是 

全国较高的区域之一。由富营养化而引 

发的藻类爆发时间延长 ，已由原来的夏 

季扩展到现在的春、夏 、秋 3季 ；藻类 

爆发的区域不断扩大，已由原来的梅梁 

湖等局部湖湾发展到湖心的大部分。无 

锡紧靠太湖，虽然有水 ，但水质差，已 

被列入全 国水质型缺水的 “水 荒”城 

市，根据 1995—2001年对梅园水厂和中 

桥水厂源水浑浊度等 5项指标的检测， 

其合格率均较低。其中浑浊度的合格率 

均为零，色度分别为 28．6％和 10．7％， 

氨 氮 为 57．4％ 和 25．0％ ，耗 氧量 为 

53．4％和 39．3％，总大肠菌群为 53．6％ 

和 7．1％。由于太湖水污染严重，生态 

失衡 ，经常发生 “水华”爆发，严重地 

影响了无锡市水资源的利用和良好的投 

资环境 ，更重要的是将会影响到可持续 

发展。 

2 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治理工程 

的投入 

蓝藻污染水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 

前难以用数据估量 ，本文仅从所收集到 

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从 1989年起，每 

到高温季节蓝藻就会大面积爆发而形成 

“水华”，造成鱼虾的大量死亡。据不完全 

统计，太湖流域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经济 

损失约为 50亿人 民币 ，2年就相 当于 

1991的洪涝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据人民El报报道 ，1990年 7月 5 El 

至 29 El，梅梁湖约 100Kin2的湖面蓝藻 

大爆 ，形成厚达 0．5m的藻类聚集层，水 

质腥臭使湖光失色，堵塞了梅园水厂的 

取水口，使El产 20万吨的水厂一度只能 

生产5万吨自来水，因供水不足而造成 

106家工厂停产，经济损失 1．3亿元“ ； 

1995年6--7月，整个梅粱期和西北湖 

区约120Kin 的湖面全部被绿色油漆似的 

藻类层覆盖，同时西南风把平均永深2m 

的太湖淤泥翻搅，与水体混在--一起引发 

了一场供水危机 ，出现了 “天上卞大 

雨，太湖发大水，住在湖边无水喝”的 

尴尬局面，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 ；1999 

年无锡市因太湖水总磷、总氮的增加， 

造成蓝藻大爆发 ，致使鱼类死亡 、水厂 

停水。银鱼是太湖特产 ，也是出口创汇 

的经济鱼种。然而，据江苏省太湖渔管 

委的资料显示 ，银鱼产量呈逐年下降态 

势 ，1993年总产量 1 763-吨 ，1994年 

l 118吨 ，1995年春捕不足 200吨，减 

产八成，全年同比减产 50．0％。90年代 

以来由于蓝藻的侵入，使设置了严密防 

藻隔离带的天然游泳池内依然飘浮着相 

当密集的蓝藻，仿佛一层绿色的油漆将 

岸堤 、树干都染成绿色 ，往 F1风光一时 

的太湖旅游等项 目早已关闭，造成的经 

济损失可见一斑。 

据俞顺章等人研究[21，蓝藻产生的 

微囊藻毒素 (Mieroeyatin。MC)是一种强力 

的促癌剂；而林玉娣等人的研究结果表 

明”1，随着暴露等级的升高，lVlC与男性 

消化道各部位肿瘤合计死亡率和胃癌死 

亡率均呈正相关(P如．05)；周伦等人研 

究 141 MC与 大 肠 癌呈 阳性 联 系 (P 

如．01)。如果由于藻类污染造成人群寿 

命的减少或者是生命质量的下降，那就 

不是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数据能说明其经 

济损失的，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造 

成了公害，其付出的代价将十分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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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常规免疫报告接种率与实际接种率羞奠阐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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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免疫接种率报告评价和监测是 

计划免疫评价的基础。真实可靠的计划 

免疫接种率资料，能使各级疾病控制和 

卫生管理部门正确评价儿童基础免疫接 

种的完成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高和保 

持高水平的免疫接种率。有资料表明，我 

国已分别实现了以省、县、市为单位儿童 

免疫接种率达到 85％的目标⋯。但根据 

近年来常规免疫监测和调查资料，目前 

的报告接种率可信程度令人担忧，报告 

接种率和实际接种率存在一定差距。为 

了解我国常规免疫报告接种率与实际接 

种率之间的差距，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 

原因，探讨如何有效地减少差距 ，我们 

对近年来的有关这方面发表的文献进行 

了综述。 

1 常规免疫接种率的报告、调查与监 

测评价体系 

一 般所讲的免疫程序通常是指广义 

上的免疫程序，它包括儿童常规免疫程 

序，成人和特殊职业人群 、特殊地区需 

要接种疫苗的常规免疫等 2种。我国目 

前 的儿 童常 规免疫 程 序包 括 卡介 苗 

(BCG)、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百 

白破三联 混合 制剂 (DPT)、麻疹疫 苗 

(MV)、乙肝疫苗(HBV)的接种。常规免 

①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 济南市 250012 

疫接种率报告与监测主 

要针对这 5种疫苗。 

对接种率进行监测和评价常用的方 

法有接种率报告、接种率调查和接种率 

监测3种。接种率的高低是由实际(合 

格)接种人数和应接种人数2个参数决定 

的。各个接种点所能提供的往往是实际 

接种人数，而应接种人数则要通过与统 

计 、公安 、计划生育 、妇幼保健等有关 

部门和机构合作才能获得比较精确的数 

字。因此 ，接种率报告、诃查 以及监测 

评价，其核心是掌握实际接种人数和应 

接种人数。 

1、1 常规免疫接种率报告体系 接种 

率报告的报表包括各接种点常规免疫完 

成情况记录表、接种情况报表、接种情 

况统计汇总报表 ，由接种点、乡级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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