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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水库次级河流回水区富营养化问题研究是当前三峡库区生态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后，长江干流总体营养盐浓度变化并不显著，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但由于长江支流汇入库区水体滞留时间延长，水体富营养化有加重趋势，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华现
象。
水动力条件的改变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加剧水华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考虑水动力条件对水质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及水华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在分析澎溪河流域气象、水文及污染特征和三峡蓄水后澎溪河水动力条件、水质等水环境因素的
变化的基础上，通过耦合模型研究了调节坝生态调度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可行性并提出了优化调度方
案。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澎溪河流域气象水文特征及回水区河道形态特征；澎溪河水质及富营养化现状；
三峡蓄水对污染物降解系数及水环境容量的影响；采用MIKE21水动力模型，研究三峡蓄水对澎溪河回
水区水动力特征影响；采用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对澎溪河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的研究；采用SWAT
分布式水文模型对澎溪河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的研究；构建SWAT模型与MIKE21耦合模型，预测水质
及水体富营养化；依托已建的澎溪河生态调节坝，提出了澎溪河水华控制生态调度方案。

本书研究成果可为三峡水库支流回水区的富营养化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亦可供环境、水利
、地理、生态、农业等有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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