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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期环太湖河流与湖区水质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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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环湖河流水质在汛期对太湖的关键性影响$以藻类对不同形态营养盐的利用程度为标准$’((& 年丰水期对太湖周

边 *’ 条主要河流的水质进行了细化研究$旨在为太湖的外源河流综合整治提供依据B结果表明$采样河流中望虞河水体的营

养盐和悬浮物"55#浓度都居于最高$水质为劣#类’ 太湖北部河流水体除了营养盐浓度为劣#类外$有机质污染在环湖河流

中最为严重$北部河流水体可酶解磷"+[V#的平均浓度达到了 (‘’E( FUO4$占总磷的 %’‘Ei$位居首位’ 太湖西部河流显著

的特点是亚硝态氮",0b
’ D,#浓度异常高$平均浓度达到了 (‘’$( FUO4$是环湖其它河流的 ’ a* 倍B太湖北部入湖河流的氮(

磷(有机质浓度都明显高于北部湖区$太湖西部入湖河流主要是氮浓度明显高于对应湖区B河流与湖区的氮磷比"2,O2V#表

明藻类和沉积物再悬浮对水体的磷含量影响很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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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质近年来急剧恶化 )"$ ’* $其原因在于人
类活动产生大量的营养物质输入湖泊$使水体富营
养化加重$水中浮游植物过量生长$导致水质恶
化 )**B太湖的主要特点是环太湖河流数量多 )E* $太
湖的营养盐外源负荷主要来自环太湖河流 ))$ %* $其
中北部(西部和南部为主要入湖河流$东太湖为主要
出水区 )$*B/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0$控制源头污
染是太湖水环境治理的关键$只有入湖河流水质不
断得到改善$治理太湖的目标才能实现 )&*B可见环
太湖河流水质对太湖的富营养化进程影响很大B

水体营养盐的生物有效性与其形态密切相关$
氮磷的总量分析不足以反映生物可利用性 )#* $目前

对环太湖河流的研究多集中在输入太湖的营养盐总
量上 )"( a"’* $没有将河流中营养盐形态进行细化分
类$也没有涉及到潜在可利用磷形态的问题 )"*$"E* $
在进行蓝藻水华与外源污染贡献方面的分析缺乏
依据B

丰水期"汛期#尽管河流的氮磷浓度不如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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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但入湖总量却非常高 )""* $对太湖湖体氮磷负
荷起着重要的作用B本研究选择太湖典型的丰水期$
对太湖周边主要河流中营养盐的含量及形态都进行
了细致调查$并将河流之间水质以及河流与太湖水
华严重区域水质进行了比较$以期对太湖周边河流
水质丰水期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环太湖河流
的综合整治提供依据B

KL材料与方法

KOK!样品采集

’((& 年太湖的平均水位如图 " 所示$全年太湖
平均最高水位在 % 月 ’& 日为 *‘#% F$鉴于河流水
质尤其是汛期对太湖水质的关键性影响 )""* $在 $ 月
’ a* 日丰水期对环太湖 *’ 条主要河流采集水样进
行了分析研究$并按照它们相对于太湖的位置将之
划归为太湖北部",#(太湖西部"f#(望虞河(太湖
东部"+#(太湖南部" 5#这 ) 个研究区域"如图 ’#B
所有河流按照采样先后顺序进行编号$见图 ’B

每条河流在距入太湖约 ) IF处采集 " 个水样$
采样深度在表层 )( CF处$共采集 *’ 个水样B

图 KLMVVT 年太湖平均水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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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调查与分析方法
野外现场用 X@;;7P 5NLA8UM.8M9L>F@89M公司

X5.%%((-’ 型水质仪测定的指标包括!水温(N[值(
溶解氧"_0#(浊度(叶绿素 G"6:;DG#(蓝绿藻"V6#B
现场用 f:G9FG8 Y=O=膜"孔径 (‘E) "F#过滤 "((
F4水样用于测定溶解性总氮"_2,#(溶解性总磷
"_2V#(铵态氮 ",[c

E D,#(磷酸根 "V0* bE #(硝态氮
",0b

* D,#和亚硝态氮",0b
’ D,#B实验室分析指标为

2V(_2V(V0* bE (可酶解磷 "+[V#(总氮 "2,#(_2,(
,[c

E D,(,0
b
* D,(,0

b
’ D,(高锰酸盐指数(悬浮物

"55#以及悬浮物灰分"40.#"反映有机质含量#B
实验室分析指标中$2,(2V采用原水样加碱性

过硫酸钾高温消解后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测定 )")* ’ _2,(_2V为现场过滤后的水样加
碱性过硫酸钾高温消解$其余步骤同 2,(2V’ V0* bE (
,[c

E D,( ,0
b
* D,( ,0

b
’ D, 采 用 5<M9@F 53,cc 型

5IG;GL流动分析仪测定’ +[V的测定方法为取原水
样 "(( F4"每个水样取 * 个平行#$放入具塞(灭菌
的三角瓶中$加入 " F4"‘( FF7;O42LAM"三硝基氨
基甲烷#缓冲液及 ) F4氯仿$在*(s条件下培养 E
a% ?$培养结束后将水样经 f:G9FG8 Y=O=滤膜过

滤$然后用 5IG;GL测定酶解后的 V0* bE $并将之与原

水样的 V0* bE 作差值$即可计算出 +[V的浓度 )"%*B
55 为一定体积水样过 f:G9FG8 Y=O=滤膜后将滤膜
在 "()s烘干 E : 至恒重后的质量 )")* $称重后的滤
膜放入马弗炉在))(s下灼烧 * : 至恒重后再次称
重$’ 次质量之差即为悬浮物灰分含量"40.#B高锰
酸盐指数的测定方法参见文献)")*B数据处理与统
计分析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5V55 "*‘( 进行$利用独
立样品 "检验方法来检验河流与湖泊水质之间的差
异性B

ML结果与讨论

MOK!丰水期环太湖不同区域河流之间水质比较
MOKOK!望虞河水质

将所采集的河流水质进行比较$结果见图 *B由
图 *"G# a*"R#可以看出$丰水期环太湖河流中望虞
河水体的 2,(2V(_2,(_2V(2.,(V0* bE 的浓度最
高$分别为 $‘#%( (‘E*(( %‘()( (‘"E(( )‘#E( (‘(%*
FUO4B由于望虞河的水利设施和闸控$改变了自然
水生态系统循环和平衡$河网水流不畅$环境容量很
小$污染物容易累积B张利民等 )"$*曾对望虞河区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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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溪河( ’‘直湖港( *‘武进港( E‘太滆运河( )‘漕桥河( %‘殷村港( $‘沙塘港( &‘芳桥桥( #‘官渎港( "(‘陈东港( ""‘大浦港(

"’‘洋渚港( "*‘黄渎港( "E‘大港桥( ")‘夹浦港( "%‘合溪港( "$‘长兴港( "&‘蠡河( "#‘望虞河( ’(‘金墅港( ’"‘浒光运河( ’’‘胥江(

’*‘横泾塘( ’E‘横泾塘二( ’)‘瓜泾港( ’%‘太浦河( ’$‘太浦河二( ’&‘吴溇港( ’#‘濮溇( *(‘大钱港( *"‘长兜港( *’‘小梅港

图 MLMVVT 年丰水期环太湖各研究区域采样河流及湖中采样点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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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 ’(($ 年氮磷来源进行解析$认为氮磷污染主
要来自区域的工业(生活(农业发展B本研究结果显
示 ’((& 年丰水期此区域的营养盐浓度相对于太湖
周边地区来讲$仍然是最高的$因此对望虞河的综合
整治中仍然要限制工业(农业(生活污水带入的营养
盐$加大污水处理力度B图 *"A#和 *"H#显示$望虞河
除了各形态的营养盐浓度最高以外$水体中悬浮物
浓度 55 也是最高的$同时悬浮物中的有机质浓度
40.却是最低的$推测其原因在于望虞河繁忙的航
运输移引起了底泥再悬浮的发生B
MOKOM!太湖北部",#区域河流水质

图 *" I#显示太湖北部河流水体中有机物浓度
最高$高锰酸盐指数的平均浓度达到了 ""‘%(
FUO4$除此之外北部河流水体中 2,(2V的平均浓度
也很高$分别达到了 $‘’& FUO4和 (‘*$( FUO4$仅次
于望虞河区域B

当水体中可被生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磷浓度
低于 ’ "F7;O4时$浮游植物(细菌体中的酶被诱导
大量产生$通过这类酶的作用$水体中的有机磷化合

物被酶解而释放出无机磷以维持水体中藻类(细菌
等的持续生长 )"&$"#* $这部分被酶解出来的无机磷称
为可酶解磷"+[V#B图 *" :#为河流水体中 +[V的
浓度$可以看出北部河流水体中 +[V平均浓度最
高$为 (‘’E( FUO4$占总磷的 %’‘EiB*’ 条河流水
体中 +[VO2V的平均值为 E%‘%i$高光等 )’(*的研究
指出太湖水体中 +[VO2V为 )&‘’i$可见在太湖的
富营养化机制研究中有必要增加入湖河流水体中的
可酶解磷指标$并研究其转化为无机磷的速率B
MOKON!太湖东部"+#区域河流水质

图 * 数据显示$太湖东部河流水质相对最好$
2,平均浓度为 ’‘E& FUO4(2V平均浓度为 (‘""(
FUO4(,[c

E D,平均浓度为 (‘’# FUO4(高锰酸盐指
数平均为 E‘E’ FUO4(55 平均浓度为 ’E‘" FUO4$除
了 2,外的其它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
$ a%类水质B尽管东边河流的水质较好$但由于东
边河流大部分为出湖河流$因此对太湖水质的改善
作用有限B
MOKOQ!太湖南部"5#区域河流水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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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LMVVT 年丰水期环太湖不同区域河流水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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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南部河流水质仅次于东边$其 2,平均浓
度为 ’‘#E FUO4( 2V平 均 浓 度 为 (‘"E( FUO4(
,[c

E D,平均浓度为 (‘"% FUO4(高锰酸盐指数平均
为 )‘"& FUO4$除 2,之外的其它指标也基本满足$
a%类B’(($ 年太湖水危机事件发生时$湖州市环
保部门在新塘港(小梅港和大钱港的入湖口监测数
据显示除小梅口的水质为%类外$其它 ’ 处入湖口
水质均为$类B但南部河水比较浑浊$55 浓度较西
部和东部河流都高$而水面上的藻并不多B一方面由
于这些河流多为通航河流$水面宽(流速大$另一方
面该区河流多发源于山上$水土流失可能也是这些
河流比较浑浊的原因B
MOKOR!太湖西部"f#区域河流水质

!!太湖西部河流水质稍好于北部河流$但劣于东
部和南部河流B西部河流水体 2,平均浓度为 )‘’*
FUO4(2V平均浓度为 (‘"$( FUO4(,[c

E D,平均浓
度为 "‘#E FUO4(高锰酸盐指数平均为 %‘’* FUO4(
55 平均浓度为 ’$‘) FUO4B

由图 E 可以看出太湖西部河流水体的 ,[c
E D,(

,0b
* D,( ,0

b
’ D,浓度较高$除2,外,[c

E D,也为劣#

类B西部的宜兴地区很多河流水体中 ,0b
’ D,浓度异

常高$例如!$ 沙塘港 ,0b
’ D,浓度为 (‘$*( FUO4( &

芳桥桥 ,0b
’ D,浓度为 (‘$*( FUO4( "( 陈 东港

,0b
’ D,浓 度 为 (‘)"( FUO4( "" 大 浦 港 水 体 中

,0b
’ D,浓度为 (‘)(( FUO4B西部河流水体中 ,0b

’ D,
平均浓度为 (‘’$( FUO4是环湖其它河流的 ’ a* 倍B

图 QLMVVT 年丰水期环太湖河流水体中无机氮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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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河流中的 E 太滆运河西起滆湖$东接漕桥
河$是连接太湖的重要河流$水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太
湖西北部水域水质B本次测定结果显示丰水期太滆
运河 2,平均浓度为 )‘’) FUO4(2V平均浓度为
(‘’)( FUO4(,[c

E D,平均浓度为 "‘&’ FUO4(高锰酸
盐指数平均为 $‘&" FUO4( 55 平均浓度为 ’’‘*
FUO4$水质劣于西部采样河流的平均水质B

西部河流水体 ,0b
’ D,浓度异常高与当地发达

的化工(印染等工业有关B5A8U: 等 )’"*在印度的恒河
冲积平原地下水系所做的研究表明工业废水排放使
水体中硝酸盐类浓度非常高’ \7L?v7等 )’’*的研究也
指出经过工业区的河流水体中亚硝酸盐浓度较高达
到了 (‘*** FUO4$而受生活污水影响的河流水体中
亚硝酸盐的浓度为(‘()" ) FUO4$与本研究结果较
为一致B

MOM!太湖水华严重区与对应入湖河流水质比较
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 "太湖站#同期也在

太湖湖体的西部湖区 "f#和北部湖区",#采样监
测$具体点位见图 ’B其中属于湖中西部的采样点为
4"((4"%(4"$$属于湖中北部的采样点为4((4"(4*(
4E(4)(4%(4"*(4"E 和 4*’B将太湖西部和北部湖水
水质与相应湖区入湖河流水质进行比较$结果见
表 "B

与西部湖中常规采样点 4"( 对应的入湖河流有
陈东港(大浦港$这 ’ 条河流的2,(_2,(2.,浓度约
为湖中 4"( 的 "‘# 倍( ’‘$ 倍和 E‘’ 倍’ ’ 条河流的
2V(_2V(V0* bE 浓度以及高锰酸盐指数与对应湖区
差异不是很大B将处于竺山湾的采样点 4"% 与对应
西部湖区的太滆运河(漕桥河(殷村港比较可知$这
* 条河流的 2,(_2,(2.,浓度约为湖中 4"% 的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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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L丰水期不同区河流与对应湖区水质比较OFU,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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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点或河流
"所属区#

2, _2, ,[c
E D, ,0b

’ D, ,0b
* D, 2., 2V _2V V0* bE DV 2,O2V

高锰酸
盐指数

4"( ’‘%% "‘%# (‘’) (‘"") (‘E) (‘&’ (‘")) (‘(%* (‘("% "$ )‘)E

陈东港"f# )‘($ E‘)* (‘&* (‘)"( ’‘"E *‘E& (‘"$( (‘(E( (‘(’% *( %‘$)

大浦港"f# )‘") E‘%% (‘#" (‘)(( ’‘") *‘)% (‘"%( (‘(%( (‘("E *’ %‘’#
4"% E‘"# ’‘(* (‘&* (‘")) (‘)( "‘E# (‘*)( (‘"’$ (‘($& "’ ""‘(#

太滆运河"f# )‘’) E‘"% "‘&’ (‘’*( "‘*& *‘E* (‘’)( (‘"’( (‘()* ’" $‘&"

漕桥河"f# %‘$* )‘E% %‘’# (‘’$( (‘#& $‘)E (‘’E( (‘""( (‘(E# ’& &‘E’

殷村港"f# %‘** E‘&# E‘*& (‘’#( "‘"$ )‘&E (‘’*( (‘""( (‘("’ ’& $‘&"
4"$ ’‘#& "‘#( (‘*’ (‘""# (‘&( "‘’E (‘"&% (‘(#) (‘(’& "% %‘**

沙塘港"f# $‘$$ %‘)* *‘$( (‘$*( ’‘(* %‘E% (‘’%( (‘""( (‘("( *( &‘)$

芳桥桥"f# E‘#’ *‘*( (‘"( (‘$*( "‘*& ’‘’" (‘’#( (‘(&( (‘(*& "$ "(‘(#
4( *‘(’ "‘"E (‘*# (‘(E% (‘’" (‘%) (‘’’% (‘()" (‘("E "* %‘&&
4" ’‘** (‘%$ (‘EE (‘("( (‘"* (‘)& (‘"%& (‘()( (‘(() "E %‘*&
4* ’‘&& (‘$& (‘’* (‘((& (‘’( (‘EE (‘"$% (‘(** (‘(() "% %‘$’
4E "‘$" (‘#( (‘") (‘((# (‘"% (‘*’ (‘"(" (‘(*( (‘((* "$ )‘)(
4) "‘%$ "‘’( (‘*( (‘("E (‘E) (‘$% (‘(%& (‘(** (‘(() ’) E‘")
4*’ "‘#( "‘%) (‘*( (‘("* (‘&$ "‘"& (‘(E* (‘(’% (‘(($ EE ’‘&’

梁溪河",# #‘%# "‘%) (‘(E (‘(E( (‘)$ (‘%) (‘E*( (‘(E( (‘(’) ’* ")‘&)
4% *‘)% "‘%( (‘’E (‘(&% (‘$& "‘"" (‘’** (‘()" (‘((& ") %‘##

直湖港",# $‘$" E‘%% "‘(’ (‘**( ’‘($ *‘E’ (‘*E( (‘()( (‘("% ’* "(‘%#

武进港",# %‘$$ *‘)E (‘)# (‘"%( "‘*( ’‘() (‘E*( (‘()( (‘("& "% "’‘’"
4"* "‘$$ "‘)( (‘E% (‘("’ (‘)( (‘#$ (‘(E" (‘(*" (‘((E E* *‘")
4"E "‘%* "‘’’ (‘*’ (‘("E (‘"# (‘)’ (‘(%$ (‘(E* (‘(($ ’E *‘)*

蠡河",# E‘#) *‘E$ (‘)) (‘"*( "‘#$ ’‘%) (‘’&( (‘(&( (‘(%’ "& $‘%%

望虞河 $‘#% %‘() E‘"E (‘’"( "‘)# )‘#E (‘E*( (‘"E( (‘(%* "# $‘)"

"‘) 倍( ’‘E 倍和 *‘& 倍B湖中 4"% 的 2V(_2V(V0* bE
浓度明显高于这 * 条河流$高锰酸盐指数比这 * 条
河流高了将近 "‘E 倍B入湖河流沙塘港水体的 2,(
_2,(2.,浓度是对应湖区采样点 4"$ 的 ’‘% 倍(
*‘E 倍和 )‘’ 倍B沙塘港水体的 2V(_2V和高锰酸盐
指数都比湖中点 4"$ 稍高$V0* bE 反而低于 4"$ 的B

可以看出太湖西部河流的氮含量对太湖的影响比磷
严重B

太湖北部湖区采样点从河口至湖心依次有 4((
4"(4*(4E(4)(4*’$由表 " 可以看出这 % 个点的 2V(

_2V(高锰酸盐指数逐渐降低$而 _2,(2.,(V0* bE 则
呈先减后增的趋势$2,O2V逐渐升高B北部湖区的
入湖河流 " 梁溪河水中 2,(2V(V0* bE (高锰酸盐指
数分别为 #‘%#( (‘E*(( (‘(’)( ")‘&) FUO4$是对应
湖中采样点 4( 的 *‘’ 倍( "‘# 倍( "‘& 倍和 ’‘* 倍B

湖中采样点 4% 除了水体 _2V浓度与该处入湖河流
* 武进港和 ’ 直湖港相等外$其余几项指标均明显
低于河流的$’ 条河流的 2,(_2,(2V(高锰酸盐指
数分别为湖中 4% 的 ’‘( 倍( ’‘% 倍( "‘$ 倍和 "‘%

倍B北部入湖河流 "& 蠡河的水质指标 "包括 _2V#

均明显高于对应湖区采样点 4"* 和 4"E$蠡河水体

的 2,(_2,(2V(V0* bE (高锰酸盐指数分别为 4"E 的
*‘( 倍( ’‘& 倍( E‘’ 倍( E‘E 倍和 ’‘’ 倍B

可见丰水期太湖北部河流与西部河流情况明显
不同之处在于!西部河流氮污染比较突出$体现在河
流水体中 2V(_2V或 V0* bE 与对应湖区的差异不明
显甚至低于对应湖区水体$西部河流的 2V处于%
a&类之间B而北部河流水中除了氮污染严重外$
2V和 V0* bE 的浓度均明显高于对应湖区$河流 2V

处于& a#类之间B

太湖西(北部湖区水质与对应入湖河流水质比
较结果见图 )$由图 )"G# a)"H#可以看出$西部(北
部河流水体中 2,(_2,(2.,(,0b

’ D,(,0
b
* D,都明

显高于对应湖区B图 ) " :#说明西部河流水体中
,[c

E D,也明显高于对应湖区$北部河流的 ,[c
E D,

与湖区差异不大"7 m(‘’%’#B图 )" :#( )"A#可以
看出西部河流水体中 ,[c

E D,(,0
b
’ D,高于北部河

流B图 )"Q#( )"U#显示西部河流的 2V(高锰酸盐指
数与对应湖区差异不大"7 m(‘&(%$7 m(‘#$’#$

北部河流的 2V(高锰酸盐指数明显高于对应湖区
"7m(‘("$$7m(‘(’&#B图 ) " ?#( ) "R#显示西部
河流的 _2V(V0* bE 较湖泊低$而北部河流的 V0* bE 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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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代表湖中采样点"4"(#与河流""( 陈东港和 "" 大浦港#的比照’f’ 代表湖中采样点"4"%#与河流"E 太滆运河() 漕桥河(% 殷村港#的

比照’f* 代表湖中采样点"4"$#与河流"$ 沙塘港和 & 芳桥桥#的比照’," 代表湖中采样点"4((4"(4*(4E(4)(4*’#与河流"" 梁溪河#的比

!!照’,’ 代表湖中采样点"4%#与河流"’ 直湖港和 * 武进港#的比照’,* 代表湖中采样点"4"*(4"E#与河流""& 蠡河#的比照

图 RL太湖西部&北部河流与对应湖区水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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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应湖区(_2V与对应湖区差异不大 "7 m
(‘)’)#B因此西部河流水质的治理要注重对氮的限
制$北部河流水体中氮(磷以及有机物质都远高于湖
泊$对湖泊的富营养化产生重要影响$故对北部河流
要对氮(磷同时限制B

表 " 显示河流的 2,O2V较高$湖中河口 4"((
4"%(4((4% 处 2,O2V明显低于对应入湖河流的
2,O2V$由湖中河口至湖心"4(&4"&4*&4E&4)

&4*’&4$&4&#2,O2V又逐渐升高$4$ 号点 2,O
2V为 E’$4& 号点 2,O2V为 )$B由表 " 中数据可得
_2,O2,平均值为 %Ei$_2VO2V平均值为 *%i$这
与 Z:> 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太湖水体营养物质
中氮主要以溶解态为主$而磷主要以颗粒态为主B其
研究中 _2,O2,的平均值为 %&i$_2VO2V平均值
为 "#i$认为水中 2V升高是 6:;DG以及底泥释放磷
产生的结果B本研究中 2,O2V在空间上的变化印证
了 Z:> 等 )’**的推论!河流流速较大$相对于湖泊来
讲$不太适宜藻类的生长$所以河流的 6:;DG浓度较
湖泊低$加之太湖较浅$风浪扰动可能引起底泥释放
磷$从而使得湖泊水体 2,O2V比河流水体低B由于
湖心处比较开阔$风浪大$藻类的生长环境恶劣$并
且此处几乎没有沉积物$因此由湖滨向湖心方向
2,O2V又逐渐升高B可见藻类的含量和沉积物再悬
浮对水体磷浓度影响较大B

NL结论

""#’((& 年丰水期环太湖河流中望虞河水体的
营养盐和悬浮物浓度都居于最高$水质为劣#类B太
湖北部河流水体除了营养盐浓度为劣#类外$有机
质污染在环湖河流中最为严重$北部河流中可酶解
磷的 平 均 浓 度 达 到 了 (‘’E( FUO4$ 占 总 磷 的
%’‘Ei$对太湖的潜在磷污染最为严重B太湖西部河
流较为显著的特点是亚硝态氮含量异常高$其平均
浓度为 (‘’$( FUO4$是环湖其它河流的 ’ a* 倍$给
该区居民的健康带来隐患B

"’#将太湖水华严重的北部湖区和西部湖区水
质分别与对应的入湖河流水质比较得知!太湖北部
入湖河流的氮(磷(有机质含量都明显高于北部湖
区$而太湖西部入湖河流主要是氮含量明显高于西
部湖区B所以在治理太湖富营养化时$北部地区的河
流应着重控制污染源的截流$西部地区在控源的同
时$还应开展化工产业的结构调整B

"*#由河流向湖泊延伸所得到的一系列采样点
处水体 2,O2V的变化趋势表明藻类含量和沉积物

再悬浮对水体磷含量影响很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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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MVKM 年!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创刊于 "#$% 年$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是我国环境科学
学科中最早创刊的学术性期刊B

%环境科学&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防治污染$改善生态$促进发展$造福人民0的宗旨$报道我国环境科
学领域内具有创新性高水平$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以及反映控制污染$清洁生产和生态
环境建设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理论和实用技术等B

%环境科学&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并在国内外科技界有较大影响$被国内外一些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如美
国医学索引 1+_4.,+’美国化学文摘 63’俄罗斯文摘杂志 3\’美国生物学文摘预评 TV’美国医学索引 .1’
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数据库 \.652’英国动物学记录 Z/’剑桥科学文摘"653#!+8SAL78F@89G;5CA@8C@M’剑
桥科学文摘"653#!V7;;>9A78 3QM9LGC9M’剑桥科学文摘"635#!4AR@5CA@8C@M3QM9LGC9M等’国内的检索系统有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引文数据库"652V6_#’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 数
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656_#’中国生物学文摘等B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如有漏订的读者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办理补订手续B
%环境科学&’("’ 年为大 "% 开本$$( 元O册$全年 "’ 期B
国内统一刊号#-=KK.KTUR_BL国际标准刊号#?""=VMRV.NNVK
国外发行代号#‘ MVRL 国内邮发代号#M.T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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