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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库富营养化防治技术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一）为贯彻《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湖库及其流域

的生态安全，遏制湖库富营养化发展，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适用于湖泊和水库流域。目

的是指导湖库富营养化分类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流域综合管理，

并作为湖库及其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定的技术依据。

（三）湖库富营养化防治技术政策原则：坚持分区管理、近中

远期分期实施、“一湖一策”分类治理，实施流域氮磷总量控制，

完善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保障湖库水环境质量，促进流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

（四）各地区可根据湖库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自身特点，

因地制宜制定本行政区内湖库富营养化防治的远、中、近期目标。

（五）各湖库流域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技术政策指

导意见，制定适合本地区湖库流域富营养化防治规划，明确防治的

具体目标、政策和措施。

（六）治理湖库富营养化，应针对不同类型湖库的污染程度、

流域开发强度、污染物来源、生态系统特征等，因地制宜，采取下

列综合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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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确定富营养化防治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湖库富营养化防治

方案。

2.在水环境承载力核算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上，进行污染

源的综合治理。

3.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根据湖库及流域生态系统受损状

况，开展陆域、入湖河流、湖滨带及水体生态修复。

4.加强流域综合管理措施，进行不同类型湖库的分类治理。

（七）湖库富营养化防治方案的制定原则包括：优化布局，调

整结构；因地制宜，总量控制；重点突出，控源截污；水陆统筹，

生态修复；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1.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明确湖库流域水质、水量、水生态状

况，依据湖库富营养化控制目标，进行流域产业发展布局和结构调

整。

2.因地制宜，总量控制。结合湖库水环境承载力和水生态功能

区划，鼓励实施流域氮磷总量控制。

3.重点突出，控源截污。污染源实行集中与分散治理相结合，

点源与面源治理相结合；工业源治理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

农业面源治理和流域农村连片综合整治相结合。

4.水陆统筹，生态修复。在控源截污的基础上，实施水源涵养

区、入湖河流、湖滨缓冲带、湖内大水体等分区的生态修复。

5.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止水质恶化；优先保护

饮用水水源地水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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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展湖库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诊断，确定存在的主要生态

环境问题及关键驱动因子。

（九）湖库富营养化控制目标需满足湖库水生态功能区的要求，

分期达标，逐步改善，并符合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十）湖库富营养化防治方案主要包括：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核

算及总量控制方案、流域污染源综合防治方案、湖库及流域生态修

复方案、流域综合管理方案等。

（十一）湖库富营养化防治方案中，鼓励根据湖库特征、污染

源分布特点，结合湖库流域的自然条件，进行分类、分区、分期防

治。

1.针对不同类型湖库，分类实施湖库富营养化控制和管理策略。

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下游水源的源头需列为重点保护水

域，设置生态红线，防止发生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故；具有特

殊生态保护意义的水域和水陆交错带考虑重点保护和修复。

3.污染特别严重的水域及沿湖沿河污染源集中分布的区域，进

行先期重点综合整治。

（十二）根据不同类型湖库流域经济发展特征，选择国内外已

有工程应用实例的、经济实用的污染防治技术和生态修复技术，优

先选择国家推荐的技术，鼓励采用新技术，同时注重技术经济效益。

二、综合治理流域污染源

（一）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核算及污染物总量控制，包括核算湖

库水环境承载力，进行总量控制，制订湖库营养物分期标准，提出

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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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算湖库水环境承载力，鼓励确定满足湖库水环境承载力约

束条件下的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2.鼓励根据流域经济条件、技术水平，制订湖库营养物分期标

准和控制目标。

3.依据水环境承载力和分期控制目标，合理调控城镇发展规模，

鼓励对湖库流域的土地利用格局、产业结构布局进行优化。

（二）点源污染治理，主要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规

模化养殖等固定排放污染源的治理。

1.城镇生活污水采取集中处理方式。重点湖库流域应完善雨污

分流系统，鼓励采取除磷脱氮提标工艺,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一

级 A 标准；非重点流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逐步完善脱氮、除磷提

标工艺；鼓励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进行深度处理和回用。

2.控制临湖宾馆、饭店的污水排放，将其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或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3.鼓励工业企业按流域相关规划向工业园区集中，需达到国家

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排污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4.限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建设，鼓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

生态化改造，禽畜粪便及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已

有的应关闭或搬迁。

（三）面源污染治理，主要包括村落生活污水、农村固体废弃

物、农田地表径流、城镇地表径流、水土流失以及大气降尘、降水

等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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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落生活污水应因地制宜，采用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处

理工艺，鼓励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使用水冲厕所的区域，逐

户建立化粪池；未使用水冲厕所的区域，可建设生态旱厕。鼓励化

粪池及生态旱厕污泥还田回用。

2.农村固体废弃物应进行妥善收集和处理处置；秸杆和畜禽粪

便可采用还田、堆肥、厌氧发酵、生产生态有机肥等方法进行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3.鼓励开展生态农业建设，通过种植结构优化调整、测土配方

施肥、肥药减量、缓释或控释肥、节水灌溉等农业新技术，从源头

上减少农田径流中污染物排放量。因地制宜采取生态沟渠技术或湿

地处理系统，进行农田径流污染控制。加强对农田耕种期初次暴雨

径流的截流和净化。

4.鼓励建立有效的城镇地表径流收集与处理系统，提高城镇排

水管网截流能力，加大对初期雨水的收集处理能力。鼓励通过增大

城镇透水面积、时空缓冲、生态处理等技术加强城镇地表径流的污

染控制。

5.湖库流域强侵蚀区的水土流失，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治理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采取生物治理与工程治理相结合，

加快治理水土流失。

6.控制排放含氮、磷大气污染的化工类工业企业，鼓励采取有

效的脱氮除磷措施，减少氨逃逸等大气干湿沉降对湖库的污染。

（四）内源污染治理，主要包括湖内船舶、湖内养殖、底泥释

放、藻源性内负荷及水生高等植物疯长等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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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制湖库内船舶的进入与通行。船舶上产生的生活污水、废

物应按规定妥善收集、贮存或处理，船舶应实现零排放。

2.限制在湖库进行围网养殖，鼓励推广自然放养。饮用水水源

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禁止鱼塘养鱼。

3.湖库污染底泥堆积较厚的局部区域，鼓励采用精确疏浚技术

进行疏挖；合理划定疏浚区域范围、确定疏浚深度，综合设计，分

步实施，严格监控；采取有效方式处理堆场余水，避免造成二次污

染，鼓励底泥资源化利用。

4.对湖库藻源性内负荷，鼓励采用高效、低耗的物理导藻和捞

藻技术及应急、快速除藻技术，确保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和旅游风景

区景观效果。藻类收集后应进行统一处置，鼓励资源化利用。

5.对草型湖泊或单一水生植物大量生长的湖泊，鼓励对水生植

物进行定期收割并资源化利用，防止沼泽化。对水草腐烂水体及时

采取应急措施防治污染。

三、修复富营养化湖库

（一）湖库及流域生态修复包括陆生生态修复、缓冲带生态修

复、湖滨带生态修复、入湖河流及河口生态修复及湖库水体生态修

复。

（二）湖库生态修复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修复水生态系

统的功能，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系统稳定性。

（三）根据湖库水生态系统受损状况，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

严重失衡失稳的水生态系统，采取人工生态修复；部分受损的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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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采取人工协助修复；生态系统尚健康的湖库，以生态保育

和养护为主。

（四）湖库水体生态修复，主要包括湖内水生植物修复及渔业

结构的调控。

1.筛选确定水生植被修复的先锋物种，优化配置水生植物群落，

谨慎引进外来物种。加强日常管理与维护，增强修复系统的稳定性，

预防水生植物腐烂导致的二次污染，鼓励大型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

2.鼓励湖库鱼类种群与渔业结构的调控，通过土著鱼类人工驯

养、繁殖和增殖场建设、外来鱼种控制、渔业综合强化管理，改变

不合理渔业结构，恢复土著鱼类群落。进行人工放流，调控湖库水

生动物结构。

（五）入湖河流及河口生态修复。解析入湖河流沿程污染源，

采取适当的污染源控制和治理措施；鼓励利用入湖河流小流域内的

水库、湿地及其他坑塘等，建设前置库、塘坝湿地等，截留与净化

入河污染；实施河口生态修复，促使河湖水质衔接。

（六）湖滨带生态修复，指湖库水陆交错带的生态修复，其核

心区为湖库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的变幅区。主要内容包括目标确定、

生境修复、生物修复、生态结构和功能恢复及修复后的维护与管理。

1.湖滨带生态修复的基本目标为：修复基底的稳定性与多生境，

建立过渡带结构、恢复动植物群落及其多样性、恢复生态及景观功

能, 形成湖库保护的生态屏障。

2.湖滨带是湖泊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已占用的村落、农田与

鱼塘等应逐步拆迁并进行生态修复。



— 12 —

3.湖滨带生态修复包括生境修复、生物修复、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恢复等。生境修复应综合考虑地质、地形、地貌等物理基底设

计及水质改善；生物修复考虑生物种类选择、生物群落结构设计、

节律匹配设计和景观结构设计等。湖滨带生态修复中，应尽可能维

持较大的过渡带规模，发挥拦截、过滤和净化功能。

4.加强日常维护与管理，调控湖滨带内水生植物群落，清除暴

发性物种，打捞植物残体，维持生物多样性，鼓励水生植物资源化

利用。

（七）缓冲带生态修复，包括缓冲带划定及生态修复。

1.因地制宜划定缓冲带，最大程度削减缓冲带内的人为干扰，

恢复缓冲带的结构、功能与景观，形成湖滨带外围的生态屏障。

2.缓冲带可分为内圈和外圈，内圈为严格控制污染的生态保护

带，外圈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经济带。对缓冲带内圈的农

田、房屋、鱼塘、景点等实施清退，构建多自然型生态缓冲带；对

缓冲带外圈，实施清洁田园、绿色村庄及生态农业建设，形成环湖

污染控制带。根据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状、生态类型等对缓冲带

进行分区分段，采取适宜的技术与工艺因地制宜构建湖库缓冲带，

同时充分考虑景观效果。

（八）陆生生态修复，包括湖库上游山地侵蚀区、矿山、农作

区及水源涵养林等的修复。

1.陆生生态修复目的是修复水源涵养林，控制水土流失，恢复

流域自身的水源涵养能力，保障源头清水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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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地侵蚀区生态修复按实际情况采用自然修复或人工修复。

矿山生态修复，做好表土管理，控制水土流失，并进行植被修复。

应加大水源涵养林保护力度。加强流域内湖荡湿地、水库坑塘的修

复，通过生态修复工程，发挥对陆域径流的截留与净化作用。

四、流域综合管理措施

（一）鼓励通过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加强流域内各政府部门的

联系、协调与合作，有效治理湖库流域水环境问题，鼓励公众参与。

（二）加强湖库流域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积极推进对湖库流

域数字化管理，逐步实现对湖库流域水质、水量、水生态的联合调

控。

（三）加强流域监控预警及应急，鼓励构建湖泊蓝藻水华监测

预警体系，特别是在具有饮有水源功能的湖库实现实时、精确监测

与预警蓝藻水华的发生。鼓励综合利用卫星遥感、自动在线和人工

监测以及计算机模型模拟等主要监控技术构建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监

测预警系统。综合研究环保、水利(务)以及气象监测(观测)等信息，

对蓝藻水华的发生提出预警机制并制定分级应急方案，建立必要的

备用水源地和应急饮水点取水预案。

（四）鼓励支持湖库富营养化控制治理和修复技术的综合研究，

建立新技术开发与推广体系。

（五）针对不同类型湖库分类治理。针对不同类型湖库的污染

程度、流域开发强度、污染物来源、生态系统特征等，从强化污染

源工程治理、实施生态修复，改变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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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调整社会发展布局等层面，系统地实施湖库流域富营养化控制

和管理策略。

1.流域人类活动少，处于贫营养状态，水生态系统健康的湖库，

以预防和保育为主，合理规划流域的发展布局，控制流域的经济和

人口规模，保持自然状态，保障优质饮用水水源地功能和生态功能。

2.流域人类扰动较大，处于中营养或轻度富营养化状态，水生

态系统基本健康的湖库，以生态修复和综合管理为主，限制人类活

动干扰，维护自然生态功能。

3.流域污染负荷重，处于富营养状态，水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

湖库，以综合治理和流域产业结构调整为主，在控源减排基础上，

逐步恢复湖泊生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