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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江流域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支流，也是湖北省资源密集之地之一。汉江流域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影响着湖北省的发展，同时也是影响长江水系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而长期以来，因

为汉江流域处于长江支流的中下游，上游地区的生产污水进入支流，导致中下游的人畜饮水受到影响。加

上汉江净流量的减少，流速减缓，水体的自净能力降低，导致汉江流域十堰段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影响

了十堰段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些水污染中，汉江流域十堰段的藻类污染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

尤其是在春季，藻类疯长，这使得周围水体污染加剧，需要尽快采取措施来解决。本文介绍了汉江流域十

堰段藻类污染现状，分析导致藻类污染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促进汉江流域十堰段藻类污染问题治理的几

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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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除了供应周边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还是

长江泄洪的重要渠道，长期泄洪导致支流河泓偏移，迎流
顶冲，导致崩岸风险存在，严重威胁周边居民财产和生命

安全，加上沿江的老城区建设停滞，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比
较老旧落后，一些房屋常年失修，行洪通道有阻碍，严重

影响周边经济社会发展，而藻类污染和汉江流域水体的其
他污染有关，是区域水污染防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

一[1]。 

1  汉江流域水污染现状调查 

根据湖北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03 年、2008 年以

及 2009 年汉江干流水质总体评价为优，且近年来水质有
所好转，说明汉江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有一定的成效。统计

显示，汉江干流监测断面水质为 II 类的占比 84%以上，
其余的为 III 类，支流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接近 90%。不过

在天门罗汉闸、丹江口蔡湾以及新沟断面监测中，水质有
一定下降趋势。根据监测的结果发现，汉江干流从上游到

下游的污染浓度是呈现逐步递增趋势的，中下游的水环境
质量下降明显[2]。但是，汉川、丹江口等段的水质指标和

水环境质量临界值已经比较接近了，中下游段的主要超标
因子包含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数值、氨氮量等，多呈现有

机污染问题。其中，汉江十堰段曾经在 1992 年、2013 年
以及 2016 年等出现水华现象，且相对于前几次的水华现

象，后续发生的水华问题持续时间更长，影响面积更大[3]。 

2  汉江流域十堰段水污染现状分析 

贯穿十堰全境的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是中华民
族的祖母河，是汉语、汉族、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就十堰段上游来看，分布了区域 60%以上的工业企业，很
多企业生产直接向汉江排放污水，不进行专门处理，这是

导致汉江污染的根本因素，长期大量的工业污染用水排放
导致十堰段的水体污染严重，水体富营养化加剧[4]。综合

目前对于汉江流域水藻污染的研究来看，学者在这方面的
针对性研究比较少，多数集中在对汉江流域的水体总污染

上，但是在对水化学以及营养状态系统上的研究有一些，

不过这类研究也不多，对于流域中的浮游藻类分布情况和
营养状态分析评价的研究很少。因为进行化学监测需要做

好定期取样工作，得出的结论也只能代表取样的瞬时情
况，无法反映水体的动态变化，而在水体中生长的藻类，

它们的成长、发展变化等和整个生活时期的环境变化以及
水体污染情况都是密切相关的。要实现流域的水生态系统

平衡，需要确保水环境中水生物的多样性。在出现严重水
体污染后，这种水体内部的生态系统平衡就被破坏了，水

体中的生物群落机构以及数量都会出现很大改变，一些敏
感物种可能消失，污染物种疯长，导致水体中的生物群落

结构变得单一，难以维持水系统平衡[5]。而在整个汉江流
域水系统中，藻类是比较重要的水生群落类型，也是水污

染评价中的重要指标，在水生态系统评价中，相关藻类数
量和群落结构也是评价水污染程度的重要考查标准。 

而在汉江流域水体中，藻类类型多样，不同藻类有不
同特性，且不同藻类和其他藻类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多

变，所以通过对藻类的水体污染监测很难有效开展。就汉
江流域十堰段的藻类污染情况来看，要实现对这类水体污

染进行治理，必须要切实分析其中的原因，把握水污染的
生态治理思路，才能够有效分析水污染问题，促进水生态

平衡发展。把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好、发展好，是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职

责和使命，也是全市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要坚持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汉江流域十堰段藻类污染原因分析 

为了了解汉江流域十堰段的水藻污染问题的根本原

因，对此区域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以及水污染治理部门进行
走访，并对于十堰段的水体进行部分抽样化验监测，总结

出导致汉江流域十堰段藻类污染严重的原因有两点。 
3.1  工业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汉江流域集中了大量的工业企业，而十堰段处于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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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中下游，由于大量工业废水和城市居民生活污水的
排入，产生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繁殖，从而产生水华现象
[6]。下图 1 所示为汉江流域十堰段水华现象的主要类型和
特征： 

 

图 1  汉江流域十堰段水华现象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就汉江流域十堰段水华现象来看，这是区域水体中

水藻大量繁殖带来的结果。而就这一现象出现的内因来
看，因为区域的工业生产污染排放，导致中下游水体中

的氮磷以及碳等含量不断增多，这些都是藻类生物生长
中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导致水华现象出现，还和水体的

富营养化相关，水体中磷的浓度影响水体富营养化，为
水华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当然，不同的藻类对于营养物

质的需求不一样，其中蓝藻对氮磷含量要求更高，硅藻
对氮磷要求低一些，但是需要水体中的硅含量较高[7]。

水体营养化程度达到中度以上的水域，最容易出现蓝藻
和绿藻水华现象，而水体中硅含量较高的水域易发生硅

藻水华现象。从汉江流域十堰段的水体监测情况来看，
区域水体中的磷含量属于中度，氨氮浓度较高，高锰酸

盐指数也达到了水华现象的要求，所以区域的水华现象
比较突出，且类型多样。 

3.2  调水工程影响 
为了促进区域水资源平衡，我国近年来积极推进南水

北调和引江济淮工程，这些工程通过修建，将长江流域水
资源调配到其他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其中，引江济淮工程

目前还在建设中，没有投入使用，而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投
入应用，这一工程启动让长江流域径流量减少，汉江水量

也受到影响，河流流速减缓，河流自净能力下降，这使得
区域的水污染问题加重，水体中的氮磷以及其他适合水藻

生长的微生物浓度增加，为水华现象创造了条件，导致汉
江流域十堰段的藻类污染问题加重，且治理难度更大。 

4  十堰市汉江流域藻类污染治理对策 

4.1  立足整体，做好统筹规划 
十堰市要解决好汉江流域的水体藻类污染问题，必须

要有全局观念，因为处于支流中下游，所以仅仅是对区域

的水污染治理还不够，必须要从源头做起，做好整体规划
工作。为切实做好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十堰市要严

格以地区政府关于水污染治理的相关工作要求为指导，结
合汉江流域藻类污染的实际情况，查明藻类类型、爆发原

因，把握水体污染的主要成分等，结合地区水污染防治工
作的考核要点，严格进行对照和自查，发现在发展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再采取针对性措施来解决。在进行十堰市汉
江流域藻类污染治理中，需要考虑污染治理的系统性和全

面性，做好顶层设计，把握污染源头治理，真正从上而下
开展相应治理工作，确保各个环节的污染治理都能够协调

统筹，从而实现整体治理目标[8]。对于地区历史性的污染
问题，要尝试从政府角度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做好产业

升级和转型工作，促进区域生产发展和生态发展相协调，
将一些突出的污染治理作为治理重点，并学习其他地区在

藻类污染、水污染治理中的成功经验，做好汉江流域的藻
类污染问题治理，提升区域水环境质量，加速构建区域生

态平衡。 
4.2  加强污染治理，发展生态经济 
结合目前十堰市汉江流域藻类污染问题和现状，十堰

市在开展污染治理工作中，需要坚持党和政府的工作方针

和发展政策，坚持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能够做到

以生态环境为先、以绿色环保发展为先，研究出能够适合

十堰市汉江流域的生产可持续发展方式，探索创新的管理

和发展模式应用，及时对库区水面漂浮物和库周生活垃圾

进行清理，要针对区域水资源进行保护，加速污染治理措

施应用，做好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积极植树造林，提升区

域企业以及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等等。针对区域的藻

类污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把握十堰市藻类污染的

内外根源，从汉丹港开始沿汉江河道进行全线巡查，详细

了解汉江当前水质情况。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提升政治站

位、担当政治责任，要继续做好禁捕退捕政策的宣传解释

工作，维持区域水生物平衡。 

5  结语 

汉江流域藻类污染有其人为原因和自然因素，十堰段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认识到藻类污染对于区域水体污染

的重要影响，以及解决好藻类污染对于区域水污染治理的

重要促进作用，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促进流域的生态

经济发展，立足整体，做好统筹规划，提升流域水资源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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