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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川湖泊湿地水生态恢复及综合管理》为亚洲开发银行资助开展的《湖泊水资源平衡及水生态综合
管理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集粹。
    《银川湖泊湿地水生态恢复及综合管理》基于银川湖泊湿地保护与恢复的实践，对银川水资源及湖
泊水资源进行了现状分析及评价。论述了湖泊水资源平衡及生态需水量，分析了湖泊湿地水环境污染
源及污染因子，对银川湖泊湿地水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采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对银川
重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并就银川湖泊水资源恢复和水环境修复的目标、污染综合治理
及湖泊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进行了探讨；分析提出了湖泊水生态综合管理机制及措施，包括建立湖泊
湿地水生态综合管理的机制，建立湖泊湿地水资源补给与水资源平衡调控机制，湖泊湿地水资源和水
环境监测体系、湖泊湿地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评估等。本书由孙胜民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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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发达国家对农田面源污染的主要控制技术有：（1）农田最佳养分管理；（2）有机农业或综
合农业管理模式；（3）等高线条带种植；（4）农业水土保持技术措施。　　7.2.3.2农业面源污染的
综合管理　　农业面源治理无法采取像点源污染那样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治理，只有从整个农业生态
系统或流域出发，建立稳定和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才能既减少面源污染的数量，又使系统具有较强
的面源污染净化能力，使其营养物质和有害成分在进入受纳水体前就显著降低，从而从根本上达到治
理面源污染的目的。水体富营养化中的农业面源污染可以采用“控源节流”方法进行治理，“控源”
即科学合理施肥，也就是从源头平衡农田中的养分，使其输入与输出基本一致，减少营养物质的积累
量与流失量。“节流”即对水土流失进行控制，减少营养物质流失量。　　（1）农田养分平衡管理
：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化肥的过量施用。由于农田氮素投入过大，大部
分盈余的氮并未在生产上起作用却进入了环境，而更严重的是土壤磷的积累对地表水构成了潜在威胁
。目前采用的技术主要有：①平衡施肥技术，包括有机肥与无机肥平衡施用，氮、磷、钾素平衡施用
，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平衡施用；②生物固氮技术，使用含固氮菌的菌肥，以减少化学氮肥的施用
量；③逐步淘汰易挥发性流失品种如碳铵，提倡施用和推广复合肥及作物专用配方肥，提高化肥利用
率。复合肥具有长效、缓释、养分均衡等特点，适合于植物吸收，克服了单纯施用化肥利用率不高、
易流失、养分含量低，施用量大等缺点。　　（2）合理使用农药：有限减少杀虫剂造成的源头污染
是一项管理措施，杀虫剂只有在有害物危害严重，其成本超过杀虫剂成本时才被使用。杀虫剂的适宜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控制最大使用量。　　（3）动物饲养中的养分管理：减少饲料中的磷含量和
减少施磷量可以降低输入土地中磷的总量。饲料中的磷超出产品所带走的磷，就会产生磷的流失。集
中饲养放牧可减少磷输入的数量；同时，向动物饲料中添加酶制剂也可以提高磷消化吸收的效率。　
　（4）畜禽粪肥管理：畜禽粪肥的大量施用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机肥添加剂
的使用可以显著增加它的养分价值，同时降低了对水体造成的危害。如在粪肥中添加熟石灰或明矾能
够显著降低氨的挥发量和磷的溶解能力。　　（5）水土保持技术和管理：治理水土流失是解决水体
富营养化问题的长久之计。从地表径流和泥沙携人湖的氮、磷在外负荷中占较大的比例。采取的主要
水土保持耕作法包括保护性耕作、作物残茬管理、设置缓冲带和边缘区、修筑梯田等高耕作、覆盖种
植等，其中保护性轮作是一项应用较多的减少污染物来源的措施。　　（6）湖泊养殖污染控制：银
川地区有着湖泊养鱼的传统，在允许适当养殖的湖泊，要控制规模，限定放养区，严格管理。措施包
括，合理的养殖密度，即浅水湖泊网箱养殖最大负荷力为1850～2250kg／hm2左右，也就是网箱面积与
湖泊水面之比为0.24％～0.30％。鱼种的选择，即遵循单位水体经济效益高的，以减少养殖水面面积；
摄食浮游植物或兼食性的；易接受颗粒性饵料的，以减少人工饵料在湖内的累积；不对水体产生持续
污染的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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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实用哦，特别是对于研究银川湿地公园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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