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7 到 9 月是太湖的主汛期和台汛期，

严阵以待防汛抗洪往往是主要任务。但今年

7 月 16 日，水利部却在主汛期启动引江济太，

此为 2007 年以来首次。

太湖缺水，长江活水来支援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太湖

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金科解释，引江济

太，是指利用望虞河等太湖流域骨干水利工

程，调引长江清水入太湖及周边河网，并结合

雨洪资源，通过太浦河等环湖口门向太湖周

边城市及下游地区供水。其目的是促进河湖

水体流动，增加流域水资源量，降低太湖蓝藻

暴发风险。

“太湖流域水旱灾害四预一体化平台”直

观显示了引江济太的线路。大屏幕里，望虞

河和太浦河以太湖为基点划出一个“L”——

望虞河“一竖”上接长江、下连太湖，太浦河

“一横”从太湖出发流贯江南密集的水网。

金科说，这“一竖一横”构成了引江济太

过程的“一进多出”。“一进”就是望虞河这条

太湖流域目前唯一的引江骨干河道。长江水

从望虞河源头常熟水利枢纽起步，一路向南

流出望亭水利枢纽进入太湖。“多出”是指长

江水在太湖调蓄后，通过太浦河向黄浦江及

其沿岸河网地区供水，利用环太湖有关口门

向环太湖周边地区供水。

引江济太的动因是长三角地区水资源供

需矛盾。太湖流域多年平均本地水资源总量

为 176 亿立方米，人均本地水资源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1/5，实际总用水量维持在 340
亿至 350 亿立方米左右，约为本地水资源总

量的 2 倍，水资源供需平衡主要依靠调引长

江水和上下游重复利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大量污废

水 排 放 ，流 域 水 质 型 缺 水 问 题 突 出 。 2000
年，太湖流域 80％河网水体受到不同程度污

染，太湖水体水质以Ⅳ类为主，70%以上湖区

水域面积呈富营养化状态。

从 2002 年开始，在水利部指导下，太湖

局联合流域内江苏、浙江、上海水利（水务）部

门开展了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并在取得成功

后转为长效运行。当流域发生气象干旱或太

湖和河网水位较低可能影响取水、农业灌溉、

航运等需求时，流域内省份就可申请引江济

太调水，补充流域水资源量。引江济太实施

以来，为保障流域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引江济太主要在冬春季太湖枯水

期实施，今年为何要在主汛期实施？太湖局

副 局 长 戴 甦 介 绍 ，今 年 太 湖 流 域 梅 雨 期 19
天，较常年偏少 6 天；梅雨量 75.4 毫米，较常

年偏少七成，出现“空梅”现象。出梅以来，流

域持续高温少雨，7 月 16 日，太湖水位降至

3.16 米，较常年同期偏低 0.40 米，为近 20 年

同期最低。根据气象部门当时的预报，太湖

流域 7 月至 8 月降雨偏少两成至五成，受其影

响，太湖水位将呈持续下降趋势，太湖及下游

地区供水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湖体流动性

减弱，水环境容量不断减小，蓝藻水华暴发、

湖泛风险增加。为此，江苏省政府向水利部

申请实施引江济太。

太湖局根据水文预报预演结果判断，太湖

水位呈持续下降趋势，并可能逼近 2.80米的太

湖旱警水位。同时，根据常年经验，8月一般为

太湖蓝藻水华易发、高发期，及时引江济太，能

有效增加太湖水资源量，加快北部湖区水体流

动，保障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安全。

7 月 16 日，望虞河常熟水利枢纽开闸引

水。截至 8 月 14 日 8 时，累计引长江水入境

3.65 亿立方米，引清水入太湖 1.70 亿立方米，

通过太浦闸向下游供水 1.43 亿立方米，通过

望虞河向两岸地区供水 1.93 亿立方米，通过

环太湖其他口门供水 5.32 亿立方米。

“调水抗旱效果十分显著。”戴甦说，长江

水的引入增加了太湖流域水资源供给，在降

雨同比偏少四成的情况下，减缓了太湖水位

下 降 趋 势 ，8 月 14 日 太 湖 水 位 维 持 在 3.08
米。望虞河两岸地区、环太湖周边、太浦河下

游等地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等不同行业的用

水需求得以满足。

改善太湖水环境，提升
下游水源地水质

长江水的引入也改善了太湖整体水环境

状况。本次引江济太期间，江水入湖总磷平

均浓度仅为湖西区太滆运河、城东港、殷村港

入湖河道总磷平均浓度的一半。长江清水进

入太湖后，在湖体自净作用下，水质进一步好

转，有效改善太湖北部湖湾水环境质量；另一

方面，望虞河引水入湖后，可减少太湖西部地

区受污染河流的入湖水量，间接减少入太湖

污染负荷，改善了太湖整体水环境状况。

引水期间，太湖局根据调水方案，有计划

地向望虞河两岸地区分流清水，西岸通过九

里河等口门向无锡市输送清水，东岸通过西

塘河等口门向苏州市输送清水；通过环太湖

口门向湖州市、嘉兴市及其他下游地区供应

优质水资源，太浦闸保持 60 立方米每秒流量

向下游供水。源源不断的太湖优质水供给提

高了下游水源地的水质，太浦河干流沿线各

断面主要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

均达到Ⅰ—Ⅲ类，其中太浦河下游水源地主

要水质指标达到Ⅱ类。

引江济太加快了太湖北部湖湾贡湖水体

流动速度，抑制了蓝藻水华的聚集。其间，贡

湖未发生大规模蓝藻水华现象。

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今年长江中下游

水位整体下降，引江济太会不会影响长江生

态和航运？金科解释，引江济太的源头常熟

水利枢纽位置接近长江入海口，此轮引水量

控制在每天 1000 万立方米至 1600 万立方米，

换算成流量是 116 立方米每秒至 185 立方米

每秒。而长江最下游的水文控制站大通水文

站近期断面流量仍有 2 万多立方米每秒，虽

然较常年同期 4 万立方米每秒至 5 万立方米

每秒明显减少，但相较而言，常熟水利枢纽的

引水流量对长江的影响很小。

流域三省份携手，联建
望虞河清水走廊

“太湖流域各省份对引江济太的需求有

所不同。江苏主要出于太湖蓝藻防控和水源

地供水安全需要。太湖北部贡湖及太湖东部

湖区分布着无锡、苏州的水源地，望虞河两岸

地区也需要引水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浙江和

上海在太浦河下游拥有嘉善平湖水源地和金

泽水源地，关系 800 万人口的供水安全。”戴

甦介绍，在构建望虞河清水走廊时，必须突出

一个“联”字。太湖局强化“预报、预警、预演、

预案”，协调指导流域省份和地方水利（水务）

部门，精准精细科学调控有关水利工程运行，

有效保障了引江济太工作的顺利开展。

江苏省水利厅生态河湖处处长张建华

说，太湖局联合江苏省水利厅及苏州、无锡等

望虞河两岸有关地市水利（水务）部门，通过

望虞河两岸共 100 多座水闸、泵站的联合调

度运用，避免东岸过多分流，始终维持望虞河

较高水位和较好水质。

太湖局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处副处长陈红

表示，在引水抗旱的同时，还要统筹保障防洪

安全。下一步，太湖局将密切关注台风发生发

展动态和流域水雨情变化，如预报太湖流域或

望虞河地区有强降雨过程，便立即暂停引江济

太，必要时转为排水，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图①：江苏宜兴市周铁镇太湖沿岸，打捞

队正在进行打捞作业，将蓝藻打捞后进行藻

水分离、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本报记者 何 聪 姚雪青摄影报道

图②：引江济太调水示意图。

信息来源：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太湖水位近20年同期最低，2007年以来首次在主汛期启动引江济太

引长江水 解太湖渴
本报记者 田 泓

阳光灿烂的晴热天气，天空常常

湛蓝如洗。但是，如果你在看似空气

清新的户外闻到一种“鱼腥味儿”，这

可能是臭氧污染在作祟。日前，生态

环境部有关负责人通报，2022 年上半

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臭

氧浓度同比有所上升。全国地级及以

上 城 市 臭 氧 浓 度 为 144 微 克 每 立 方

米，同比上升 4.3%。

臭氧是氧气的一种同素异形体，

一般为淡蓝色气体，液态为深蓝色，

低浓度时无味、高浓度时气味类似鱼

腥味儿，易溶于水、易分解。由于具

有强氧化性，臭氧在工业生产生活中

被广泛用于消毒杀菌。

在地球诞生 40 亿年后，随着大气

中氧含量增加，臭氧层慢慢建立。臭

氧层很薄，却吸收了到达地球的 90%
以上的紫外线辐射；同时，它将吸收的紫外线转化为热能

加热大气，才有了平流层的存在。在臭氧层的庇护下，地

球生命的基础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与核糖核

酸（RNA）逃脱了过量紫外线辐射的伤害，生命得以向浅

海和陆地发展。

但是，当某一天近地面臭氧浓度最大 8 小时均值超

过 160 微克每立方米时，就会带来臭氧污染。原本是地

球生物进化保护者的臭氧，为何又会成为一种污染呢？

那是因为，在平流层和对流层，臭氧的形成过程有很

大区别。在平流层形成的臭氧，是天然产物；到了对流

层，除了部分从平流层到对流层“漫游”的臭氧，和在森林

覆盖率高的地区植被生物过程贡献的臭氧，绝大部分臭

氧都是人造的二次转化产物。这些二次转化产物并不直

接来自人为排放，而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经过一

系列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次污染物。道路上的汽

车尾气和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等，都是臭氧的主要“原

料”来源。

在近地面，未被污染的空气中，臭氧浓度较低，基本

上是无害的。在臭氧浓度变化中，气象条件起主导作

用。发生光化学反应需要强紫外线辐射、高温、低湿与静

稳大气环境。夏季光照条件好，臭氧污染就容易产生。

日照越强，光化学反应越剧烈，反应生成的臭氧越浓。因

而，夏日 12 时至 15 时，是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间。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臭氧是淡蓝色，与天空颜色类似，人们即

使感觉不适，也难以察觉，只能用仪器监测它的浓度。儿

童、活跃在户外的成年人及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都是易

感人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实现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但由于臭氧前体

物排放量与它在大气中的浓度不是简单递增或递减关

系，因此臭氧治理比细颗粒物治理更难。调整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的结构，实行污染管控、提升新能源利用

率，才能有效治理臭氧污染。

对于普通人来说，光照强烈时减少出行是避免臭氧污

染危害的最佳方式。如果需要出门，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戴上口罩、眼镜等。此外，日常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本报记

者吴月辉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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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太湖流域降雨
较常年同期偏少，太湖水位一
度降至近 20 年同期最低。7
月 16日起，水利部自 2007年
来首次在主汛期启动引江济
太，有效减缓太湖水位下降趋
势，保障江浙沪相关地区用水
需求。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太原 8月 14日电 （记者付明丽）记者近日从山西省

住建厅获悉：《山西省城市古树名木和城市大树保护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 8 月 1 日起实施。《办法》共 27 条，

对古树名木和城市大树的认定、养护及管理工作等作出具体

要求。

根据《办法》，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城市古树名木、古

树后备资源和城市大树每五年普查一次，进行调查、登记、编

号、鉴定、定级、建档，并向社会公布；按照“一树一档”要求，建

立健全并动态更新城市古树名木、古树后备资源的图文档案

和电子信息数据库，动态监测其生长情况和生存环境，加强养

护管理；为城市大树建立树木“身份证”电子档案，进行编号登

记并采集录入基本信息。

一树一档，动态监测

山西加强古树名木等保护管理
本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李红梅）14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当日白天，京津冀及内蒙古等地出

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预计

北方降雨将明显东移，14 日 20 时至 15 日 20
时，内蒙古东部、辽宁东部和南部、吉林东部

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此外，17 日至 19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以及辽宁南部、山东等地将有新一轮降水过

程，上述地区先后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南方高温天气仍将持续。预计未来 10
天，四川盆地、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将有持续

性高温天气，累计高温日数可达 7—10 天。

14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

色预警。预计 15 日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和

南疆盆地、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北中南

部、北京、山东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上海、

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中东部、重

庆、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最高

气温将在 35—39 摄氏度。其中，四川东部、

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

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北部、湖南

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北部以及新疆吐鲁

番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40 摄

氏度以上。

目前正值人们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也是

我国的主汛期，是强降水、高温等灾害性天气

高发时段。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牛若芸提

醒，公众旅游出行要特别注意防范暴雨等灾

害性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泥石

流、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来临时有突发性

强、危害性大等特点。因此，汛期出行要时时

留意天气情况。在出行前需密切关注目的地

及途经地的天气预报，特别是关注是否会出

现暴雨、强对流及与之相关联的滑坡、泥石

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根据天

气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行程，尽量避免在恶劣

天气外出旅游，合理规划旅游路线，提前了解

户外活动相关风险和安全规定，带好必要装

备，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专家建议，在汛期暴雨多发时段，游客

最 好 不 要 在 山 沟 、河 滩 上 宿 营 ；山 洪 来 袭

时 ，应 当 有 组 织 地 向 山 坡 、高 地 转 移 ；穿 越

山 谷 前 要 注 意 安 全 ，最 好 有 熟 悉 路 程 的 向

导指引。在去地势险峻的景区时要看天行

事 ，雨 天 不 要 进 入 峡 谷 。 在 受 到 洪 水 包 围

时，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

工具转移。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不要自

行渡河。

自驾游遇到暴雨天要减速慢行，尽量不

要急刹车；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及时开启雾

灯、示宽灯或双跳紧急灯；如无法正常行驶，

应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并紧闭门窗、关闭

音响系统，不下车在车厢中避雨避雷。

如若选择乘飞机出游，最好早出行早计

划，早出门早动身。多留意出发地和目的地

机 场 的 天 气 预 报 ，尽 可 能 避 开 雷 雨 天 气 出

行。尽量选取雷雨少发生的早间航班，留足

中转时间。

辽宁吉林有较强降水 南方持续高温

汛期出行需多留意天气情况

本报南昌 8月 14日电 （记者杨颜菲）今年 1 至 6 月，江西

省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200 件，涉及金额约 1500 万

元。2018 年初至今年 6 月底，江西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 1065 件，赔偿金额 2.3 亿多元。

为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联合江西省检察院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推动损害赔偿与公

益诉讼衔接，出台了《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规程》和《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明确要求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时，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对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移送设

区市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索赔追偿。

江西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千余件

赔偿金额2.3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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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到 2025 年 ，要 实
现细颗粒物和臭氧协
同控制。调整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的结构，
实行污染管控、增加新
能源使用，才能有效治
理臭氧污染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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