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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追 年 变 化

朱 榭 屏
‘

拐 光 析“

在我国工农业的大跃进中
,

淡水养殖及各项水利事业都有快速的发展 ; 因而对内陆湖

泊粽合利用的调查研究的需要 日益迫切
。

淡水憔业
、

疗养事业
、

散用和工业用水
、

航运
、

灌

溉等水利事业和各填水力建殷都需要湖沼学和水化学方面的青料
。

可是直到 目前我国的

湖沼学和水化学还不很发达
,

青料不多
。 19 斗9 年我国解放后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郎在党的倾导与支持下开始了太湖的稠查工作 ; 著者在 19 斗9 年 10 月至 1 9多0 年10 月的

期简内在太湖北部就几种水性进行了逐月的稠查
,

此后因工作稠动
,

这项工作未能雄糟下

去
。

现蒙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将这项周年的水性调查青料寄著者整理刊布供有关

方面的参考
,

著者对此甚表欢迎
,

特此蒜榭
。

这项稠查工作是在毅备条件很差和工作环境

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
。

当时是能够作一点就尽量争取作一点
,

当然敲不到全面

系兢地稠查太湖的爵划
。

所以这项稠查桔果也只能作为点滴的参考青料提出
。

(一 ) 观沮lJ站位及一般碉查方法

因为在大湖附近没有工作基地
,

每次都是自上海乘火草携带工具前往工作
,

所以就选

择了离火草站斡近 的太湖北部作为着手稠查的区域
。

湖上工作用的船
,

只能租到用手摇

桨划行的小船
,

不能远离湖岸
。

因此观侧站只能殷在这个小船所能到达的离岸最远的地

方
,

而且是一定要附近有小岛以便发生风暴时可以趋避和抛锚的地方
。

又因当天需要赶

回湖岸过夜
,

!垠于时 简
,

观测站既不能远也不能多
。

所以就在太湖北岸独 山的西南毅了两

个观测站 (图 1 , Iv 及 v )
。

两站相距 1, 00 0 米
,

平时水深各为 2
.

2 6 米(第 w 站)及 2
.

4 米

(第 v 站 )
。

同时又在独山半岛东面的一个湖湾 (五里湖 ) 内役了三个观侧站 (图 1 ; I
,

H

及 m )
。

三个站是在一条西北一东南方向的直筱上
,

距离是 7” 米及 50 0 米 ; 平时水深

各为 2
.

7 5 米 (第 工站 )
, 2

.

56 米 (第 亚站 )及 3. 3 斗米 (第 111 站)
。

著名的战国时期养焦家

范鑫养焦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湖湾内
。

每月到这五个观测站稠查水的物理性和采取水样

进行水盾分析
,

同时采集浮游生物
。

此外还在五里湖畔选择了五个养焦池
,

逐月进行同样

的碉查工作
。

惜其中四 个养焦池在观测了 6 个月以后就因进行了清理换水等措施而没有

挑擅下去
,

未能完成一年的豁录
。

测定水温及采取水样一般是在表层及底层(实为近底层
,

离底豹 30 厘米)两层
。

采取

水样一概用北原式采水器(铜制
,

外有厚橡皮套
,

可使采水器内采取之水减少受外界气温

的影响 )
。

采水器顶上有可以开阴的小孔
,

可插入温度爵侧定水温
。

水温测定后郎开采水

现服务单位是水产部黄海水产研宪所
。

林 现服务单位是
‘

}
,

国医学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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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底面的出水孔使水流入盛水样的翩口玻瓶中
。

玻瓶容积为 5 00 毫升
。

盛分析硅酸水样

用的玻瓶内壁附一薄层腊盾
,

避免硅盾 自玻瓶溶人水样中
。

分析稍酸和磷酸用的水样都

是当锡每瓶 (卯 0 毫升 ) 加入钝浓硫酸 1 毫升
,

以停止韧菌的作用
。

这样处理的水样
,

郎

在酷夏气温最高时期
,

运到上海突脸室内对硝酸氮和磷酸磷的分析拮果和在太湖当坍分

析的拮果基本一致
。

不如是这样处理分析的水样则与当坍分析桔果极不一致
,

这 可 能

是因为抽菌可分解水中有机磷化合物和有机氮化合物而使水中无机磷和无机氮的含量增

加
,

有时单翩胞植物也可吸取无机氮及无机磷而使宅俩在水中的含量减少的椽故
。

图 1 太湖北端 5 个观浏站的位置 ; 工
,
l 及 111 三个站在一个湖湾 (五里湖)内

,

万及 V 两个站在太湖本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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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 o e a t io n o f th e fiv e : t a tio n s
(I

,

11
,

1 11
,

Iv & v ) in th e n o r th e r n

p a r t o f th e lak e

Ta ih u ; s t a tio n s l
,

11 & 111 b e in g situ 芝孔t e d in a n a lm o s t

e n elo s e d b a 萝,

W u lih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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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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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盾分析的方法在一般有关水质分析的书中都有群翩的能载
,

故文中耕到每项水厦

分析时只靓明所用的方法
,

而不再祥述这些方法的具休进行步骤
。

捶明度是用瓣明盘 (s
e cc 址 di

sk ) 测定的
。

焦池水深一般不过 2 米
,

取水时可直接用竹竿将玻瓶伸至焦池中心处盛取
。

(二) 太湖的自然环境与成因

大湖古称
“
震泽

” ,
目前面积的为 2

,

2” 平方公里
,

平时水深大部为 3 米左右
。

长江流

握太湖的北及东北方
。

太湖东面的广大区域一般海拔仅三米左右
,

其中海扳在 2
.

5 米以

下的低 田也有数十万亩
。

长江沿岸lllJ 为一狭长的较高地带
,

海拔一般豹为 4. 5 米至 6 米
。

太湖与长江中简的区域内密布有并多河流和小型湖泊
,

旗江至江 阴一段通长江的各河口

一般是水向内河倒灌时多 ;江 阴至吴淞 口一段
,

各通长江的河 口 ,

除已建阴的外
,

则多是海

水落潮时内河水向长江外浅
,

涨潮时长江水向内河倒灌
,

全年外澳水量较多于倒灌水量
,

二者之差为突际外浅水量
。

湖东区湖水外浅主由霎江 (直入长江 )及吴松江 (握黄浦江入

长江 )
,

湖南区别主由黄浦江
。

湖边及曲折淤塞的河流多水草繁盛
,

浮游蓝椽藻类大量

繁殖
。

就一般情况看来
,

太湖具有已发展到晚期的富营养型水体的特征
。

太湖东南为敛

塘江 口
,

沿海全是防高潮的海塘
,

堵艳了湖水的外浅 ; 西南为夭 目由脉
,

山水汇拯苔溪
、

合溪
、

荆溪入太湖 ; 西北为宁旗山脉
,

由此流下的水先汇到沈湖及福湖再澳入太湖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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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西南至西北方面由这两条山脉流下而入太湖的水流的洗刷面积
’

共的 12
,

1 00 平 方公

里
。

佼据地盾方面的食料 (常隆庆
,

楼鸿达
: 1 9 , 6 )

,

和上述 自然环境
,

我俩可以得出太湖

形成的概况
。

江南地盾东端的太湖凹陷到第四耙批擅沉陷
,

曾与南京凹陷的东端建合为

一近岸海区
。

此时海水直达南京及杭州一带 (参看陈吉余
,

19 , )
。

后因长江及践塘江挟

带泥沙的淤塞
,

潮汐顶托及潮流冲回泥沙的沉积
,

在太湖区域形成了一个广朋的三角洲
。

在此三角洲的发展过程中
,

基面可能有稍微上升和下沉的现象
,

但而积逐步向外扩大的

事突是很显著的
。

此三角洲区雨量充足
,

降水量 (豹为 1 ,

00 0一 1
,

2 00 毫来) 超过全年蒸发

量 (豹 8 00 至 1
,

00 0 毫米 )
,

又袒常接受西南至西北而广大山区的浅水 ; 北
、

东北至东南方

面又因环以沿江沿海的狭长较高地带
,

如
_

E 所述排水迟滞情况
,

故势必积水成湖
。

所以太

湖的主要成因是(l) 地壳变动形成了太湖凹陷及(2 )使积水排浅迟滞的长江和镂塘江冲浅

下来的大量泥沙的撇积及太湖 区域三角洲的形成
。

(三 ) 湖水理化性臀的变李纂情况

1
.

温度

本文中所用气温是在稠查期内与测水温同时在接近太湖水面的突测拮果
。

惟湖上各

观测站的气温
,

在短时简内每有很大的变化
,

故取两三次昆录之平均值
。

以 19 斗9 年 1 2 月

为最低 (图 2 及 3 )
,

低达 1℃
。

此后逐月升高
。

至 19 5 0 年 7
、

8 两月达全年最高气温(的

在 2 8℃ 至 3 5℃ 简 )
。

这是每月突际稠查的那一天的实测的气温
,

与每月平均气温当有多

少的差异
。

不过这种各月份的增减趋势与突际情况不会相差很大
,

水温之变化一般与气

温相似
。

这表示所测水面上的气温是有代表性的
。

水温达到最低温度之时期较最低气温

时期为迟
。

水温的升高一般亦较气温为迟
。

气温变化较快
,

有时在变化曲拢图中呈曲折

现象 (图 2 及 3 ) ; 而表层水温的升降月lJ此较均匀有规律
,

底层水温更是如此
,

一般可呈光

—
空气温度

一

一表层水温
一一底层水楹 ⋯;)

-

— 空气谧度
一一一 轰层 水通

一一 底层水渴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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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太湖气温及表底层水温逐 月变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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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里湖气沮及表底层水谧逐月变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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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的曲枝形
。

自 6 月至 12 月期简
,

表层水温常较气温为高 ; 而 1 至 5 月期简RlJ 多校气温

为低
。

表层及底层水温告以 1 月为最低 (表层水温 5. 9 ℃
,

底层水温 头。℃)
, 7 及 8 月为

最高 (表层水温各为 2 9. 2 ℃ 及 29
.

0 ℃
,

底层水温各为 28
.

9℃ 及 2 8
.

2 ℃)
。

7
、

8 两月份内突

际稠查 日期是 7 月 31 日和 8 月 2 斗 日
, 8 月上旬及中旬没有水温观测

,

在此期简水温可能

略高些
。

表层水样与底层水样采取的水层简的距离仅豹 2 米
,

但一般表层水温均较底层为高
,

在冬季的差别特别明显
。 1 9 5 0 年 2 月

,

太湖表底层之水温相差达 1
.

7 ℃
。

五里湖 7 月 31 日的底层水温 (29
.

8℃) 略高于表层水温 (2 9 .5 ℃)
, 8 月 24 日至 10 月

10 日期简的表层及底层水温相等
,

两层都是 29 .2 ℃ ( 8 月 24 日)
、

2 2 .5 oC ( 9 月 2 8 日) 及
2 0. 5℃ ( 10 月 1 0 日)

。

五里湖是一个很窄的湖湾
,

西边是南独山
,

东边是田园 ; 因此水温

受陆地温度的影响特别大
,

自 7 月末至 10 月 10 日期简各层水呈等温现象
,

有时因气候及

表层水散热关系 (如 7 月 31 日) 表层水温可略低于底层水温
。

太湖本部则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0 日期简表底两层的水温相等
。

夏秋两季 ( 6 至 11 月 )五里湖水温一般高于太湖

本部的水温
,

冬春两季 ( 12 一5 月 ) 五里湖水温一般低于太湖本部水温
。

也是同样的原

因
。

气温
、

水温及以下所述各种有关理化性盾的实测数值晃本文附表
。

2
.

透明度

一年中透明度之变化甚大
。 3 月简太湖本部之痊明度低达 21 厘米 (图 4 )

,

至 9 及

10 月
,

旦lJ清可 见底
。

五里湖 斗月低达 弘 厘米
,

但 7 至 10 月及 4 月中均达湖底(图 劝
。

, , !
薄

别‘
个

衷孟理l
份 函护 产

王 巧礁
,

粼
-

三卫
19呼9 1好O

图 4 太湖第 V 站及五里湖第 l 站的透明度
,

点楼表示 斗 月 2 5 日

到 7 月 31 日期阴未有透明度的耗录
。

F ig
.

4 T r a n sp a r

二
ey (

em
.

)
a t s t a tio n s 111 (又

·

一
丫) & v (

. ⋯⋯ 。
)

,

d o t t o d

1in e s sho w io g th a t th e r e w as n o r e e o r d o f tr a n sp a r e n ey b e ttlv e e n

A p r il 2 5 ao d Ju ly 3 1
.

水中影响透明度的杂物有二类
:
一为浮游生物

:
一为悬浮之动植物体碎屑 与无机物

。

天雨后常将第二类物质由陆地冲 入
,

使透明度降低
。

惟五里湖及大湖一年来之透明度
,

受

第一类杂物影响较大
。

透明度甚低时水常因蓝释藻的大量繁殖而呈蓝椽色
,

粘度甚高
。

蓝椽藻 中常大量出现者首推 汉, a ba 。, 召 ,

M ic , o 四
5 215

.

e o e lo功几。e r iu m 有时亦甚多
。

3
.

PH 值

湖水之 p H
,

系取水样时当踢测定的
。

惟以不能携带一电动 p H 补至湖上应用
,

不得

已改用比色 p H 舒 (B
.

D
.

H
.

c o m Pa rat or )
。

由于湖水之援冲作用
,

应用指示剂而测得

之 pH
,

不够精确
,

故附表所列之数值
,

仅足供比较之用
。

五里湖及太湖本部一年来湖水均为硷性
。

五里湖 自 12 月至 6 月
,

太湖自 12 月至 8

月
, p H 一般不超出 7. 5 至 7. 9 的范围

。 7 月末
,

五里湖 p H 值剧烈上升
,

达 9
.

0 左右
,

太湖

至 10 月升至 8. 3 (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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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硷度

水的硷度
,

是用
;

滴定法测定的
。

硷度之高低
,

主要是由于碳酸盐
、

重碳酸盐及氢氧化

物在水中溶量的多少
。

滴定时用 0. 2 万 之硫酸加甲烷橙作指示剂
。

为方便起见
,

更将用

于滴定之硫酸
,

变换为炭酸钙以表示硷度之值
。

太湖本部 (图 5 )及五里湖 (图 6 及 7 ) 的季节变异趋势很相似
。 1 9 4 9 年 11 及 12 两

月期简硷度达最高值
。

五里湖第 l 站在 n 月 21 日表层水的硷度高达 8 8
.

乡。底层则高达

10 0 ; 最低值亦达 71
.

弓( 1 1 月 21 日
,

第 l 站表层 )
。

太湖本部表层及底层的硷度此时高达

7 9
.

0 (n 月 2 2 日
,

第W 站表层) 及 84
.

46 (” 月 2弓 日
,

第 V 站底层 )
。

此后郎行下降
,

至

19 5 0 年 3 月略升
,

五里湖高达 牡 .7 2 ,

太湖高达 ”
.

“
。

此后硷度又下降
,

至 19 5 0 年 6 月

降至最低量
,

五里湖低达 44
.

8 0 ,

最高值亦仅至 46
.

40 ; 太湖本部各站表层及底层都低达

43
‘2 0 。 7 月末又升高

, 7 月 31 日至 10 月 10 日期简硷度均在 50 一60 的范围内
。

表层与

底 层水之硷度常略有差异
。

、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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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太湖瑚水硷度逐月变异陆况
。

F 19
.

5 A lk alin ity o f th。 : u r fa c e
(O )

a n d b o t to : 。
(盛)

w a t e rs a t s t江tio n s IV & V
.

硷度受陆地冲 人物之影响甚大
。

大湖水的硷度较五里湖水稍低
,

因为五里湖儿乎是

个孤立的小水面
,

且与陆地接触之面大
,

受土壤的影响更为 明显
。

在 12 月
、

3 月和 7 月取

样前一 日均曾下雨
,

所以受土壤冲刷后的影响
,

硷度均有增加
二

5
.

磷酸磷 (P众
一P)

磷酸系应用 D e瓜示s一

At ki n s 法测定的
,

测定数值系表示可溶性 PO ,一P 在每升水中

的毫克数
。

由于浮游生物在上层生长繁殖
,

吸取磷酸磷
,

水底沉淀物握常有磷艘磷释放出来
,

所

以底层水之含磷量恒较表层为高
。

但在一年内表层水中磷的溶解量各月增城趋势和底层

甚为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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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五里湖表层湖水磕度逐月变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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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6 A lk 住li o it y o f th e sul fn e e w a t e r a t

s ta t io n s 1
.

11 改 111
.

图 7 五里湖底层湖水硷度逐月变异情况
。

Fi g
.

7 A lk a lin it y o f th e b o t to m w a te r a t

s t芫孔t io n s 1
.

11 & 111
.

大湖本部 (图 8 ) 及五里湖 (图 9 及 10 ) 周年内水中所含可溶性 Pq 一P 之变异情

形
,

可分两期
。

第一期为 1 9斗9 年 10 月至 1 9 5 0 年 3 月
,

在此时期内
,

五里湖暨太湖均保

持较高之含磷量
。

五里湖变异较少淇表层水之合量为
0

.

00 9一0
.

0 42 毫克/升
,

底层水之合

量为 0
.

01 2一 0
.

03 1 毫克 /升
,

大部均在 0
.

01 , 一 0
.

似 毫克/升的范围内 (图 9 及 1 0 )
。

太湖

本部情况BlJ 有所不同
,

在 1 9 4 9 年 10 月至 n 月内
,

水中含磷量保持一甚高豁录
,

表层水

为 0
.

0 16 一。
.

o 3D 毫克 /升
,

底层水为 0
,

0 37 一0. 0” 毫克 /升
,

但大部均 在 0
.

0 30 毫克 /升

以上
。

自 1 9 斗9 年 12 月至 1 9多O年 3 月
,

则水中溶磷量降低
,

表层水低至 0. 01 1一 0. 01 7 毫

克 /升
,

底层水至 0
.

01 0一 0
.

叮 9 毫克 /升
,

大部均在 0. 01 一0
.

0 15 毫克 /升范围内 (图 8 )
。

4 月情形特殊
,

水中溶磷量均骤然上异
,

最高达 0
.

1弘 毫克/升
,

最低者亦高达 0
.

0 2 ,

毫克 /升
。

这是因为取样前二 日有大雨
,

自陆地田 园午冲入大量含磷物盾所致
。

自 5 月以后
,

由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

五里湖及太湖本部水中溶磷量同时下降
,

自 5

月至 10 月表层水中合磷量为 。
.

0D I一。
.

0 10 毫克 /升
。

底层水中含磷量为 0
.

00 2一 0
.

0 18 毫

克 /升
。

6
.

稍酸盐 (N 0 3
)

硝酸盐是用二磺酸酚法侧定的
。

侧定的数值是表示每升水中所溶解的 N 炳 的毫克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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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8 D is s o l、 e d p ho s p h a te s
(p o ‘一P m g /L ) in

s u r fo e e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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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五 叭湖表层湖水磷酸盐磷逐 月变异情况
。

F i g
.

9 1) : ss o lv e d p h o s ph a : e 3
( p o

。一p m g / L )
I n

th e s u r f“c e w a t e r 户t s ta r: o n s 胜
,

I f & 111

猜酸盐在大湖本部 ( 图 1 1 ) 及五里棚 (图 1 2 及 13 ) 水中的溶解量只有 1 9 , o 年 3 月

19 日至 10 月 10 日的资料
。

从图 17 至 1 9 可以看出
, 4 月 25 日水样中稍酸盐的溶解量

最高 ; 在太湖 歹 及 V 两站的表底两层郁是 0. 弘 毫克 /升
,

五里湖的 工
、

亚及 111 站RlJ 表层

告在 0. 弘一0. 铭 毫克 /升的范围内
,

底层则在 0
.

卯一。
.

, 8 毫克 /升的范围内
。

太湖 W 及 V

两站的表层及底层皆以 9 月 2 8 日的水样的硝酸盐含量为最低 (图 1 1 )
,

都在 0
.

1 2一 。
.

14

毫克 /升的范围内
。

五里湖的 工
、

亚及班站HlJ 以 7 月31 日的水样中硝酸盐溶解量为最低 (图 1 2 及 1 3 )
,

着

在 0. 07 一0
.

10 毫克 /升的范围内
,

较太湖本部中 9 月 28 日的最低值还低
。

这个最低值显

然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时大量吸用稍酸盐的拮果
。

至 8 月 2斗 日水中稍酸盐的溶量略增 ;

在 9 月 2 8 日的水样中则有显著的增高
,
I

,

亚及 l 站的表层及底层水中的猜酸盐溶量都

在 0
.

抖一0
.

1 6 的范围内
。

硝酸盐任太湖及五里湖水中溶解量各月增减趋势和磷酸盐各月的增喊 趋势 甚 为 一

致
。

最突出的是大雨之后稍酸盐和磷酸盐的溶解量在 斗月 2弓 日都大为激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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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硅酸 (S iq )

硅酸系用 D e‘ g 朗
一

A 庆in : 法测定的
。

.

测定数值系表示每升水中的毫克数
。

因为水中

溶解的硅酸盐
,

供应浮游硅藻所必须的硅盾
,

所以硅酸在水中的溶量与硅藻的繁殖有密切

的关系
。

太湖及五里湖的表层与底层水中所含的硅酸量及变异情形相似
,

惟底层水合量大部

较表层为高
,

此与溶磷之情形相同(图 1斗一1石)
。

太湖本部 (图 14 ) 及五里湖 (图 1 5 及
.

16 ) 在周年中溶解硅酸量的变异情形很相似
。

五里湖在 19 4 9 年 10 月含量甚高
,

各站表层及底层水中的硅酸在 未先一 6
.

00 毫克 /升的范

围内
。

至n 月渐降低
,

一般为 3. 00 毫克 /升 ; 由 1 9 4 9 年 12 月至 19 5 0 年 3 月中
,

含量达最

低氯录
,

低到 0
.

50 一2
.

04 毫克 /升的范围
,

一般在 1
.

, 毫克 / 升左右
。 4 月开始上升

,

至 6

及 夕月达最高量
,

此时合量为 5
.

10 一8
.

10 毫克/升
。 8 月开始下降

,

至 10 月降至 0. 78 一

1
.

3 0 毫克 / 升 (图 1 5 及 1 6 )
。

太湖 自 1 9 4 9 年 10 月至 1 9 5 0 年 3 月
。

均保持一相当高的硅酸量
。

此时期一般之含量

均在 3. 00 毫克 /升左右
,

惟 2 月较低
,

含量在 1. 3 6一 2
.

2 0 范围内
。 4 月以后逐潮升高

,

至

6 及 7 两月升达最高量
,

在 6. 2 4一 1久。毫克 / 升范围内
,

一般均在 6. 5 左右
。 8 月以后下

降
,

至 10 月降至 2 毫克/ 升左右 (图 1 4 )
。

8
.

溶解有机物质

此处所指榕解有机物
,

并非其艳对数值
,

只是用其耗氧量作为各月水中溶解有机物

增减趋势的豹略比较
。

测定时加入 10 毫升 N / 80 KM n o ,
溶液于 2 00 毫升之水样中

,

再加

入 10 毫升 2多拓 H
ZS。, 。

此夕翔万用蒸翩水作一空白测定
。

将混合溶液放入刊℃ 之保温箱

中
, 4 小时后取出

,

用标准之 N a
燕0 3

溶液滴定
。

于是刻水中溶解的有机物的氧化作用自

K劫 n
q 中需用的氧量可以简接表示水样中有机物溶解量的多少

。

测定的单 位是 。 :

毫

克 /升
。

表层与底层水中所合可溶性有机物量各月变异情形相似
。

太湖本部水中在 1 9 49 年 n 月 2 2 日合量最高
,

在第万站表层及底层的耗 。:

量各 为

3
.

52 及 来00 毫克 /升
,

到 12 月 2乓日刻大为降低 (1. 20 一 1
.

3 2 毫克 / 升)一直到 19 , 。年 10

月 10 日最高量不超趁 1
.

5毫克 / 升
。

在此期简内 19 5 0 年 2 月
、

5 月及 9 月含量最低
, 2 月

为 0
.

1 2一 0
.

3 2 , 5 月为 0
.

3弓一0
.

7 7 , 9 月为 0
.

0 5一0
.

3 2 毫克 / 升 (图 1夕)
。

五里湖在 1 9 4 9 年 10 及 n 两月含量最高
,

各站表层及底层水的耗氧量告 在 2
.

16 一

4. 00 毫克 /升的范围内
。

至 12 月开始降低
。 19 5 0 年 6 月 2 8 日在 亚及 111 两站

,

表层及底

层告降至全年最低水平 (坏32 毫克 /升)
。

此后又升高
,

至 10 月上升至 1
.

5 毫克 /升左右

(图 1 5 及 19 )
。

9
.

氮 (N H
3

)

水中氨之测定
,

乃系直接加 N es sle
r
液于水中

,

用比色法测出氨之溶解量
。

各月各站

表层水中所溶解的氨与底层差别不大
。

太湖第 W 及第 V 站水样中的溶氨 (N玩)量在表层及底层皆以 1 月 2 6 日至 3 月 19 日

期简为最高
,

都在 0
.

10 至 0
.

16 毫克 / 升的范围内
。

除 1 月 26 日第 v 站底层水中溶解氨量

为 0
.

16 毫克 / 升外
,

两站表底两层智以 2 月 2 , 日的水样中的溶氨量为最高 (0
.

12 一 0
.

13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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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te r a t s ta tio n s l
,

11 & 111
, sh o w n a s o : m g /L

曲
s o rb e d fr o m K M n O ‘

.

克 /升)
。

除 1 9 4 9 年 10 月 招 日第 W 站底层水中溶解氨量为 0. 03 毫克 / 升外
,

以 4 月 25

日水样中的溶解氨量为最低
,

第W 第 v 两站表层及底层告在 0. 05 2一0. 0弘 毫克 /升的范围

内
。

至 1 9弓。年 ] o 月 切 日则第 刃站表层及底层水的溶解氨量都增至 0
.

101 毫克 /升 (参

看附表)
。

五里湖中 工
、

亚及 111 站水中溶解氨量各月增减幅度及趋势
,

基本与大湖中丁及 V 两站

一致
、

一般也是以 1 月 2 7 至 3 月 19 日期简内为最高
。

除第 111 站表层水中溶解氨量 2 月

2 , 日为 0. 08 毫克 /升外
,

这三个月内告在 0
.

10 一 0
.

18 毫克/升的范围内 ; 2 月 2 5 日则多

在 0
.

13 一0
.

18 毫克 / 升的范围内(只 111 站表层为 0. 08 毫克/升 )
。

至 1 9 5 0 年 10 月 10 日也

普遍增高
,

各站表及底层都在 0
.

1 01 一0
.

1 82 毫克 /升的范围内(参附表 )
。

1 0
.

铁

水中铁的总榕解量是用硫氰酸钾法测定的
。

先把低跌盐用过锰酸钾氧化为高敛盐
,

再加硫氰酸钾使高铁盐呈扛色
。

加用丙酮 (c H
3c o c H 3

) 可使叙色加弦
,

使此法的灵敏

度增加到 F e 0
.

00 2 毫克/ 升
。

只用 工9斗9 年 12 月 2 5 日的水样测定过
。

在五里湖为 0. 36

毫克 / 升
,

太湖较低为 0
.

1 3 毫克 / 升
。

五里湖水中跌的溶解量特高
,

这是由于附近 田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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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中敛被冲洗到湖水中的椽故
。

1 1
.

钙

溶解在湖水中的钙盐是用重量法测定的
。

自 1 9 , 0 年 6 月至 9 月逐 月均有豁录
,

在此

4 月中钙的含量无大变化
。

在五里湖及太湖本部表层水之平均数值为 9. 39 及 9
.

33 毫克 /

升
,

底层为 10
.

80 及 9
.

61 毫克 /升
。

12
.

笔气

氧气的溶量
,

系用 w in kl e r 法测定的
。

由于五里湖及太湖各站水之深度有限
,

且因水

生植物茂盛
,

故水中溶解氧量甚高
。

自 19 49 年 10 月至 19 5 0 年 6 月之 9 个月中
,

无渝

在表层或底层
,

水中溶解的氧量在 日简采水时均成鲍和或过鲍和状态
。 1 9 4 9 年 10 月至

1 9 5 0 年 1 月期简
,

五里湖及太湖适成鲍和状态 ; 2 及 3 两月中溶量达鲍和数值之 1
.

2一 1
.

6

倍
, 斗及 5 两月异至 1

.

7一 1名 倍 ; 6 月内温度升高
,

又降至鲍和数值
。

(四 ) 焦池水之化学性贸

焦他 1
、

2
、

3 及 4 号告在五里湖北岸
,

距湖边豹 2 00 米
。

他中混养青焦
、

草焦及眺焦 ;

年龄是 1 至 2 岁
。

刹查期简
,

焦池未加特殊处理
,

仅握常以草甸惫
。

5 号焦池则在五里湖北岸的派庄内
,

紧接湖滨
,

由面积豹相等的两个水可流通的惫池

合成
,

总面积豹 1弓亩
。

周围用水泥及石砌成
。

解放前原由札人握营
,

稠查时已由政府接

一

一
一 月助岁贫四吩 ~

O
气

歹
-一

一 1
二

一
2

: ‘ . ·

一
、 3

石

一 ~
达

吧

一一 多

‘

一|�|;
肠

‘

{

{

{
。 r) 乍卜

.

,

之萝,一之似矽已谓lr

三 ,

户
厂

. _

二\

闷女日一汽\帜卿山�od

甲一‘u认t们“卜“r卜

11

?!一
;

衫
, 睁

月份 I ’

丫 护 \
叹

_ 1 1 , l } 1 1 } 、 l
艺 j 4 亏 6 7 8 断) 1 0

月份 1 1 1 2 1 2 3 斗 5 6 7 a g 一。

( 19 5 0 )

图 2 。 焦池水中磷酸盐磷落月变异情况
。

Fi g
.

2 0 D i ss o lv e d p h o s ph a t e s ( p o ‘ m g / L )
in th e w a t e r o f f iv e f ish一p o n d s (N o s ,

1一5 )
.

图 2 1 焦池水中硅酸逐月变异情况
。

F lg
.

2 1 D i ss o lv e d s ili e a te s
( 5 10

: m g / L ) i n

th e w a t e r o f f ; v e fish 一p o n d s (No
s

.

1一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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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在 1 9弓。年 斗月以前
,

焦他握常以草作甸料
,

池中养着草焦及青焦
。

至 4 月池焦被捕

去
,

以后池水不再养焦
。

池水磷酸盐磷之变异 (图 20 ) 与湖水略同
。 19 4 9 年 n 月含量较高

,

一般在 0. 眨 毫

克 /升以上
,

至 12 月 2 6 日磷酸盐的含量显著降低
,

此后至 1 9 5 0 年 3 月 19 日一直是继擅

下降
。

但其值较湖水降低后之量仍略高
,

始胳多在 0
.

0 06 一 0
.

时 毫克 /升之筒
。 4 月 2 5 日

采取的水样
,

也同湖水一样因受下雨的影响而剧烈上升
。 5 月内 5 号焦池磷酸盐溶量义

大减
,

至 10 月 10 日降至最低量
,

只 0. 00 2 毫克/ 升
。

惫池水中硅酸溶解量的变异情形(图 21 )与湖水相似 ;在 19 4 9 年 11 月 22 日
,

含量甚

高
, 4 号焦他高达 7

.

8 毫克 / 升
, 2 号 5 号汕较低

,

但亦高达 3. 6 毫克/ 升
。

自 儿 月至 1 9 5 0

年 3 月各池一般有逐次降低的趋势
, 1 号焦池低达 0 .3 8 。 4 月 2 5 日在各焦池采取的水

样中硅酸溶解量也是因为前两天降雨而都晃上升
。
多月以后

,

就 5 号焦池看来
,

仍是毅

糟上升
。

除 5 号焦他以外其他焦池告因在 4 月以后已作人工清塘等措施
,

未耀擅碉查下

去
。

(五) 桔 斋

一
、

就目前自然环境及地盾历史看
,

太湖的构成概况是
:
首先在江南地盾东端形成太

瑚凹陷
,

此凹陷到第四耙益形下沉
。

南京 凹陷的形成使长江 自南京入海
,

海水淹没太湖凹

陷直达南京及杭州的山最下
。

此后长江及鳌塘江冲入近海的大量泥沙在大湖凹陷区域及

其外围形成了广朋的三角洲
,

西北至西南面 HlJ 是宁拉山脉和天 目山脉的高地
,

北至南面又

围以沿江沿海的狭长较高地带
,

因而造成了如本文所述的太湖水外浅不惕的情况
。

淤积

形成的肥沃三角洲使太彻水具有了高极生产性能的基础
,

外浅不惕的 目前现况又大增了

水盾的肥沃度 ;糊床逐年淤高
,

也加速了太湖向晚期发展的速度
。

目前一般仅 3 米左右的

水深
,

在除了雨后水泯及浮游生物大量繁生的时期外
,

可使大量 日光透射到湖底
,

这就可

使湖底大量营养盐类很有效地发挥作用
,

造成了养殖利用极有利的条件
。

现在不但通流

太湖的无数河流及小型湖泊郎大湖本身亦甚可大事发展养殖生产
。

二
、

本文所述湖水的各项理化性质也就明了上述拮渝并表示出一些大湖 目前对养殖

业的有利因素
。

夏季最热时期水温虽可升至 2 9 ℃左右
,

但此时水中含氧量亦可保持鲍和

状态
。

这对放养我国普通养殖的比较喜欢较高水温的青
、

草
、

嫩
、

编
、

触
、

胸等鲤科惫类并

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条件
。

在无泥沙冲人和浮游生物不是极为 繁盛时湖水 本 身 清可 晃

底
,

透明度大 ; 这不但使湖底营养物盾有效发择作用如上所述
,

且全部水层都可发挥生产

效能
。

我俩知道在 日光不能透射到的水层中
,

作为动物爵料的浮游植物是不能营光合作

用的
。

常在太湖大量繁殖的浮游植物如 A o ba 。‘ ,

Micr
口

卿tis
,

C口‘口了户肠er 坛。 等都是

富营养型水体的种类
。 pH 值

、

硷度
,

合钙量和致量
,

丰富的磷酸盐
、

硝酸盐
、

硅酸盐等也都

是使生产性能高的物厦基础
。

湖水中溶解的有机物厦有很高的耗氧量
,

这表示湖水本身

溶有握常褥化为无机营养盐类的有机物质
。

三
、

太湖附近 5 个养焦池的磷酸与硅酸溶解量及其变异情况
,

极清楚地视明雨水冲

刷陆地田园流入焦池后对增加池水中溶解无机营养盐类影响之大 ; 同时更肯定了洗刷 1

万多平方公里山地的入湖水流和冲刷广大肥沃三角洲的雨水对增加湖水肥力 的 重 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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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四
、

大湖区域的这个河 口三角洲主为洼地
。

受淹面积 8 00 余万亩
,

但也有握常受旱的

豹 2 00 万亩高地
。

解决旱洪周盈是大棚区域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

浚河建闹侠据涨

落潮的时简按制通长江河流的排水时简与浪水量更是重要措施之一
。

这同时也是太湖本

身及太湖区域养殖利用的规划中的必要措施
。

所以养殖利用的规划必填桔合水利规划而

有一粽合性的兢筹安排
,

以充分发挥长江对大湖区域水利与养殖之利
。

对通速长江和大

湖的河流应大力发展开池引水养惫工作
,

广泛增加排水吸水等稠节焦池水位的投备井巩

固现有灯堤及增建大小好堤以增加焦池蓄水量
。

山区建筑水康蓄洪也必萄同时符合水康

养焦的需要
。

太湖流域规划现正积极进行
,

如能把大力发展养殖的需要也粽合在这个大

规模的全面规划以内
,

则人民福利必可大增
。

人民公社所能办的此类有关开展养殖的措

施
,

应立郎进行
。

因为这些摹
,

众性的养殖措施
,

对水利方面有益无害
,

可以相翰而行
。

附 表

大湖北部 5 个观测站的气温
、

水温
、

屠明度
、
p H 值

、

酸度
、

磷酸盐磷(PO
;

中 毫克 /升)
、

硝酸盐 (N 0 3
毫克/ 升)

、

氨 (N H
3

毫克 /升)
、

硅酸 (压q 毫克 / 升)
、

溶解有机物的耗氧量

(q 毫克/ 升) 突测数值表 (表中 工
,
亚

,
l

,
w 及 v 为站号

,
w 及 v 两观测站在太湖内

,

工
,

卫及 班三个观侧站在五里湖内 ;在 1 9 49 年 11 月及 12 月和 1 9弓。年 1 月在五里湖内 I
,

亚及 111 3 个站的实际观测 日期为 11 月 2 上日
、

12 月 26 日及 1 月 27 日 ; 与表内所列同月

的观测 日期相差 1 日
,

而太湖本部的 W 及 V 两站的观测 日期 RlJ 各月均与表中所列者一

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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