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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

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这首《太湖美》

唱出了太湖水的清澈与沿岸的富饶。作为我国第三大淡

水湖，太湖每年为沪苏浙“两省一市”提供超过 21亿立方米

优质自来水。

记者了解到，在太湖梅梁湾羊岐村西侧的湖滨，今年

底有望出现一条长约 1.75 公里、宽约 100 米的水下湿地

带。这是太湖生态治理中的一项创新举措，既能为太湖淤

泥找到去处，减少太湖内源污染，又可助力湖滨生态修

复。这项试点工程已于近日开工，计划今年底前完成。

近年来，江苏深入推进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在

不久前江苏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蒋巍带来好消息：2023 年，太湖水质藻情达到 2007

年以来最好水平。

水质实现“三新三最”

太湖不仅是江苏省重要生态资源，更是长三角地区的

生态支撑。发布会上，蒋巍以“三新三最”概括 2023年太湖

水质的“健康指数”。

“2023年，太湖水质实现新改善，指标达到 2007年以来

最好水平。”蒋巍介绍，根据国家考核数据，太湖湖体高锰

酸盐指数和氨氮稳定保持在Ⅱ类和Ⅰ类，总磷为 0.052 毫

克/升，总氮为 1.09 毫克/升，同比分别下降 17.5%和 9.9%。

东部湖区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湖心区首次达到Ⅲ类，西

部湖区水质大幅好转。2023年上半年，太湖水质首次达到

良好湖泊标准。

2007年夏，太湖蓝藻泛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时，

太湖沿岸城市发展粗放，工业废水被直接排放入湖，加上

生活污水、养殖废水等，太湖俨然成为一个大染缸。此后，

江苏下大力气常抓长治蓝藻问题。

“2023年，蓝藻防控取得新成效，藻情达到 2007年以来

最轻。”蒋巍说，去年，江苏发现蓝藻水华 53 次，同比减少

51 次，平均面积、最大面积、藻密度同比下降 45.7%、50.8%

和 30.3%，连续 16 年实现安全度夏。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

指数达到 3.08，从“良好”提升到“优秀”。湖体水生植被面

积达到 200平方千米，同比增长 25.8%。

如今，太湖“三白”之一的白鱼以及重点保护物种中国

淡水蛏，在全湖主要湖区均被检出。白鹤、黄嘴白鹭等一

批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也在太湖流域陆续出现。

2023 年，太湖流域治理水平实现新提升，重点断面优

Ⅲ比例达到 2007 年以来最高。流域 206 个重点断面优Ⅲ

比例为 96.6%，其中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Ⅲ类及以上，全年

总磷、总氮入湖通量同比下降 2.9%、25.5%。流域 19个湖库

水质持续改善，长荡湖水质达到Ⅳ类。

向好数据背后，离不开一张覆盖太湖流域的“水陆空

天”水质藻情监测监控网络。蒋巍介绍，监测监控网络配

备 437个水质自动监测站、2船 14艇、1个观测站，具备对 60

余项指标进行自动监测的能力，可实现每 30分钟监测 1次

藻情。全面而精细的监测网络，为改善太湖水质提供了有

力的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

绿色产业扮靓太湖“容颜”

生态之要，产业为基。近年来，江苏深入推进产业绿

色发展，扮靓太湖“容颜”。

蒋巍表示，为持续提高太湖流域绿色发展水平，江苏

全面削减工业污染排放，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建国

家级绿色工厂 166 家、绿色工业园区 16 个，省级绿色工厂

498 家。同时，江苏加大涉磷企业整治力度，对流域 20273

家涉磷企业按照“规范提升一批、入园进区一批、关停淘汰

一批”原则进行整治，全面建立“磷账本”“磷清单”。截至

2023 年底，8987 家企业完成“一企一策”整治方案编制，

6970家企业完成规范化整治。

太湖洮滆片区地跨江苏常州市武进和金坛两区，是太

湖上游重要汇水区域，也是主要入湖河流生态补水的必经

之地。“洮滆片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对提升太湖主要入湖河

流水质、改善太湖水生态环境质量和效益有重要作用。”江

苏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周金刚说。

两年多来，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常州市，围绕产业

结构调整及工业污染治理、城乡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处

置、河网综合整治等 9 个方面共排定 51 个重大项目，计划

总投资 184亿元。截至 2023年底，已开工建设 46个项目。

同时，常州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进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发储送用”生态闭环。新能源

汽车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光伏行业新增产值对规上工业

产值增长贡献率超九成，新能源产业集聚度排全国第四。

周金刚说，常州正在积极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常州武

进区完成常州市首单工业用水户间水权交易，促进水资源

从“闲置”向“增值”流动。常州金坛区优化能源供给结构，

持续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武进区前黄镇 30兆瓦

分散式风力发电等项目建设。绿色产业连点成片，让太湖

沿岸展现出盎然新貌。

控源减污守护鱼米之乡

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为持续加强控源减污力

度，江苏坚持把提高控源减污水平作为太湖治理的关键。

在太湖污染源中，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村庄形态复

杂、点多面广而难度较大。滆湖位于太湖上游，其水质与

多条入太河道紧密相连。为保太湖碧水安澜，减少农业污

染，滆湖沿线的官林、高塍、和桥三镇，加快推进水产养殖

污染整治，全面实施 3.15 万亩池塘生态化改造，为太湖水

质提升作出贡献。

近年来，江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太湖

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高到 83.8%，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约 43个百分点。江苏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完成高标

准农田生态化改造 1.18 万亩，并在太湖一、二级保护区执

行全国最严格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流域 46万亩规模

以上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全部完成。2023年，流域稻麦秸

秆机械化还田率超过 83.3%，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太湖地区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目前粮食、水

产、果茶等产业规模较大。江苏如何在推进太湖地区农业绿

色发展的同时，进行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孙翔将答案总结为“三控减、三改造、三处置”。

所谓“三控减”，是指化肥减量增效、农药减量控害、直

播稻控减。孙翔介绍，目前，江苏建立省级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区 50个，建成 5个省级农作物病虫监测预警标准化区

域站和 47个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去年太湖流域农药使用量

预计较 2020年下降 1.5%以上。同时，江苏大力推广水稻机

插秧，去年太湖五市共控减直播稻 41.2万亩。

“三改造”指推进养殖场户粪污收集处理设备改造升

级、规模以上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

改造。据了解，2023 年江苏完成 6.1 万亩规模以上池塘标

准化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农田排灌系统生态化改造试点 18

个，推广喷灌、微灌和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1.2万亩。

“三处置”包括对畜禽粪污开展资源化利用，对农作物

秸秆进行综合利用，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实行回收处置。孙

翔说，2023 年太湖流域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

沿湖三市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 373.9 万亩、还田率超

83.3%。太湖流域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95%，太湖五

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全年累计回收处置超过 2000吨。

守护太湖万顷碧波，江苏久久为功。蒋巍说，下一步，

江苏将紧盯太湖上游重点地区，加大洮滆片区治理力度，

对太湖主要入湖河流及上游关联骨干河流开展水质提升

整治工作。同时，继续实施生态清淤，优化清淤方式，努力

打造全国湖泊治理的标杆。

水质藻情达 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

治理下苦功 太湖展新颜

红宝石海棠、黄刺玫、碧桃等花儿竞相

开放；候鸟如约而至，或在海边的浅滩上踱

步觅食，或在水中游弋嬉戏……春日天津

临港生态湿地公园风景如画，让人陶醉。

“去年秋季候鸟迁徙季，久违的白腹

鸥、白尾鹞、凤头蜂鹰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又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湿地出现了。”天津

港保税区临港湿地二期生态修复项目负责

人侯俊伟欣喜地说，在二期生态修复项目

完成后，临港湿地目前已观测到鸟类 80

种，其中不乏珍稀品种鸟类。

随着修复项目的完成，临港区域入

海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海洋水质持续

改善，浮游动植物数量与多样性得到较

大提升。如今，临港湿地从干涸滩涂变

身 滨 海 湿 地 ，成 为 鸟 类 驿 站 和 观 鸟 天

堂。去年，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湿地二期

生态修复项目入选了《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典型案例集》。

滨海湿地面积一度萎缩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

过去一个时期，环渤海“三省一市”依托

渤海海洋资源和区位条件，不断加大对

渤海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与此同时，

由于水交换能力弱、沿岸人口数量多等

因素，渤海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

的海域之一。

据统计，自 2002 年起，渤海累计填海

造地 9.9万公顷，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曾达

到 4744 平方公里。围填海建设工程占用

了大量自然岸线及滩涂，滨海湿地遭到严

重破坏。“那时，滨海湿地面积出现萎缩，部

分区域垃圾污物堆积。滨海湿地植被群落

严重退化，鸟类栖息地不足，湿地生物多样

性降低。”侯俊伟说，“为解决临港区域面临

的生态问题，天津港保税区坚持‘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理念，积极开展环境整治和人工

湿地修复建设工程。”

据了解，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湿地一期

生态修复工程已于 2013 年完工。工程结

束后，湿地内植物群落越来越丰富，有效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调节区域小气候、实现空

气净化。湿地内复杂多样的植物群落成为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修复吸引候鸟栖息

针对自然湿地面积萎缩、水体交换能

力减弱和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等生态问

题，2018年，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湿地二期项

目启动。二期工程以一期出水作为补水水

源并与一期工程统筹设计，以此保护原生

湿地。

项目开展了湿地工程建设，首先修建

了由不同水深、相互连通的子塘组成的人

工湿地，即表流湿地和潜流湿地，投加复合

氮磷降解菌剂强化植物—微生物系统，增

强湿地水质净化功能。同时疏通水系，通

过水调节及循环设施，建立流量与水位高

度可控的湿地水系统，增强水体交换能

力。此外，为了恢复临港湿地生物多样性，

项目根据水鸟生境需求，通过微地形整理

形成浅滩、岛屿、沟渠等适应不同鸟类栖息

的环境，并在湿地保育区进行底栖动物和

鱼类的增殖放流，快速修补和完善人工湿

地受损生物链，为鸟类提供优质食物。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恢 复 植 被 、涵 养 水

源，项目团队打造人工湿地区，采用水生

植物驳岸及草坡入水驳岸，在湖边缓坡

和水下平台上种植净化能力强的水生植

物及半水生植物。在湿地保育区外围，

项目团队建设缓冲带，栽植乔木、灌木等

隔离噪声污染。同时，他们还在人工岛

屿栽种耐盐碱乔木品种和果实类树种；

在人工岛屿周边适当栽种芦苇、香蒲等

挺水植物；在较深水域栽种金鱼藻、眼子

菜等沉水植物。“部分湿地植物的嫩叶、

根、种子还可以为鸟类提供食物及筑巢

材料。”侯俊伟说。

通过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湿地二期生态

修复项目，2021年，临港区域海水优良水质

比例达 66.7%，水质取得突破性改善。

如今，临港湿地吸引了越来越多候鸟

来此栖息，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

录中的黄胸鹀、田鹀、震旦鸦雀、红颈滨鹬

等。临港湿地不仅成为公众体验自然、享

受自然的休闲场所，更成为人海和谐的生

动写照。

天津临港湿地：昔时干涸滩涂 今日观鸟天堂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朱虹 通讯员高春梅）记者3月24日

获悉，中俄东北虎保护与恢复研究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

室）揭牌仪式近日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联合实验室将进一步落实

中俄两国关于虎豹跨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战略，推进中俄虎豹保护研

究信息和技术交流，促进东北虎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数据共享。

东北虎作为全球濒危大型猫科动物，主要栖息在俄罗斯远东

地区及中国东北地区。它们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其所

在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东北虎种群主要分布在中俄边境区域，家域面积巨大，

会产生频繁的中俄跨境活动。这意味着单一国家的监测和保护措

施难以完全有效，跨境合作变得尤为重要。”联合实验室主任、东北

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表示，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缔约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多年来，两国在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不

断深入。

此次联合实验室的建设单位包括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生态与进化研究所。姜广

顺介绍，联合实验室将组建东北虎等濒危动物保护研究的国际科

研团队，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在东北虎保护理论与技术领域的交

流，促进中俄在东北虎豹遗传基因库建设、东北虎等野生动物疫病

监测与研究、东北虎幼崽行为发育研究、人虎冲突防控与管控等方

面合作，全面落实中俄关于东北虎跨境保护的合作战略，有力推动

两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据悉，联合实验室专家委员会由来自中俄的 20 余位专家组

成，专家研究领域涵盖野生动物生态与管理、东北虎饲养与繁育、

野生动物遗传学、兽类疫病监测等。

中俄成立联合实验室

保护东北虎

图为太湖美景图为太湖美景。。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春至秦岭，万物吐绿。在秦岭北麓的陕西省楼观台国有生态

实验林场西楼珍稀竹种基地，黑水竹、圣音竹、龟甲竹等珍稀竹种

形态各异，摇曳在春风里。该林场的竹子专家、高级工程师李作

军，最近一直忙于科研试验苗的移栽工作。

“近几年，我们林场从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引种珍稀竹种进行

试验，成活率在 95%以上。”李作军说，来自南方的竹种在这里经过

冬天的耐低温试验，安全越冬后才能在北方“安家”。

“我国拥有丰富的竹资源，但是竹子大多生长在南方。现在秦

岭北麓能有这么多竹种，缘于国家的‘南竹北移’工程和我们林场

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引种试验。”楼观台国有生态实验林场副场长

曹崇文说。

我国的“南竹北移”试验起始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旨在将南

方耐寒性良好的竹类品种移植到北方地区培育扩繁，以支援北方

生产建设。

“当时有多个北方省市先后引种毛竹，由于气候及技术条件限

制等原因保存下来的并不多。”曹崇文说，1963 年林场职工熊质文

回湖南老家探亲，靠着自己肩挑背扛，不辞辛苦地带回 4蔸毛竹进

行试种。“大家就像呵护自己的娃一样精心照料毛竹，这些毛竹很

快就适应了楼观台的环境并长出新笋。”

1965年该林场被林业部列为“南竹北移”试验基地，此后开始了

大面积的竹子引种试验，毛竹、箬竹、罗汉竹、桂竹、寿竹、斑竹等竹

种不断出现在秦岭北麓。目前，楼观台国有生态实验林场共保存着

竹类植物20属180种，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竹类种质资源库。

“其实，在历史上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是竹子的适生区域，

《史记》中记载的‘渭川千亩竹’可以为证。由于战乱和人为破坏，

至解放初期，成片竹林在秦岭北麓已属罕见。在我们开始‘南竹北

移’试验之前，秦岭北麓的竹子种类只有个位数。”据李作军介绍，

秦岭北麓的常绿树种比较少，现在竹子已成为秦岭北麓重要的森

林资源，有利于保护秦岭的生物多样性。

竹子不仅为生产建设提供竹材，为造林绿化增加常绿树种，也

为周边群众发展竹苗产业打开了新思路。“南竹北移”的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持续释放。

近年来，陕西的“南竹北移”试验不断向陕北黄土高原推广。

2018 年，楼观台国有生态实验林场在位于关中平原和陕北黄土高

原结合部的铜川市宜君县建设了耐寒观赏竹繁育试验基地，先后

栽植 20余种耐旱耐寒的优良竹子品种进行试验并取得成功。

在此基础上，2021年该林场又新增了榆林市小纪汗林场、延安

市南泥湾林场、子午岭及宜君县太安林场 4 个试验点，通过实施

《陕北地区竹类引种栽培试验研究》科研课题，将竹类植物进一步

向北引种试验。

“通过开展耐寒竹种选育试验，可以让适生竹种为北方的国土

绿化发挥竹子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从事多年“南竹北移”工作的李

作军希望，“南竹北移”的成果能为秦岭生态修复和黄河流域生态

治理贡献更多力量。

秦岭北麓：

“南竹北移”添新绿

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的幼虎在草地上玩闹。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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