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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采用统计学方法, 对南太湖水域三个入湖口(小梅港、新塘港、大钱港)水质中蓝藻生物量、
TN和 TP的年变化特征进行了调查; 通过 SPSS 10.0软件对蓝藻生物量与 TN和 TP的相关性进行了
分析。结果表明: (1) 南太湖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一般有两个高位期, 分别出现在每年的 5—6月和 9—10
月; (2) 南太湖入湖口的 TN 和 TP 处于富营养化水平, TN 有朝重富营养化发展的趋势; (3) 2008—
2009年蓝藻生物量与 TN的相关性系数 r介于－0.010—0.210之间, 呈现不相关; 2010年 r介于−0.43— 
−0.47, 呈现低度负相关; (4) 3年中蓝藻生物量与 TP的相关性系数 r介于 0.30—0.80, 呈现正相关。
南太湖沿岸 TP 出现在 0.05—0.20mg/L 范围内频率达 90%以上, 蓝藻高位期时 TP 浓度在 0.1—
0.15mg/L范围。结果说明, 南太湖沿岸水体中氮和磷营养盐水平较高, 已经不容忽视, 蓝藻生物量与
TN之间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规律, 水体中 TP已经是南太湖各入湖口蓝藻生长繁殖的相关性因子。   
关键词    南太湖, 蓝藻生物量, TN, TP, 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X703.5 

太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 是中国的第三大淡
水湖 , 面积约 2428km2, 平均水深 1.9m(陆鸿宾等 , 
1990), 湖泊总蓄水量为 4.43×109m3, 是典型的浅碟
形湖泊(蔡启铭, 1998)。南太湖一般是指位于浙江省
内沿岸部分湖面, 西北至长兴与宜兴交界处, 东南方
至吴兴与吴江交界处, 管辖水域面积约 300km2, 湖
岸线长 64km。 

太湖流域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耕地增加林地

减少、土地集约化程度极高, 以及流域现代农业和城
市化的快速发展 , 导致大量污染物和营养盐进入河
湖水体(李兆富等, 2007), 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日益
严重, 蓝藻水华暴发频繁, 2006年蓝藻水华约覆盖太
湖总面积的 2/5(王成林等, 2010)。每年 5—11月份南
太湖沿岸开始出现大片蓝藻, 2007 和 2008 年水体中
蓝藻的最高浓度曾达到每升水 1.7 亿个以上 (Guo, 
2007; Yang et al, 2008)。 

太湖水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 对西苕溪流域乃
至大太湖流域都有可能存在水质性缺水的风险。“十

一五”期间南太湖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生态修复开始

启动, 但任务十分艰巨。如何治理和修复富营养化污
染是南太湖地区长期面临的问题 , 了解南太湖富营
养化因子的变化特征 , 研究富营养化因子与蓝藻暴
发的相关性 , 对治理和修复南太湖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南太湖在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生态修复上的启

动, 相对东太湖和北太湖较晚, 水质数据比较匮乏。
本研究选择与太湖南岸交汇的大钱港口、新塘港口、

小梅港口三个观测点作为研究区域 , 对水质中氮磷
营养因子和蓝藻生物量进行测定和分析, 汇集 2008、
2009、2010年三年的测定数据, 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
蓝藻生物量和氮磷营养因子的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年

变化特征, 评价氮磷营养盐(总氮 TN和总磷 TP)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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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太湖蓝藻暴发和水环境的影响 , 为南太湖的富
营养化治理和水环境保护提供背景资料和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南太湖沿岸与小梅港、新塘港、大

钱港三条内河相交汇处的入湖口 , 三个研究点的位
置分别为 120°06′13.0″E, 30°57′27.0″N; 120°07′37.8″E, 
30°56′23.5″N和 120°11′32.1″E, 30°55′51.0″N。 
1.2  研究方法 

定期于 3个固定研究地点, 每 2—3d取一次水样, 
在湖面下 0.3—0.5m处采集水样并进行相关水质指标
分析, 水样采集后一般不超过 24h。本文调查的时段
为 2008、2009、2010 年每年的 5—11 月, 主要测定
总氮(TN)、总磷(TP)和蓝藻生物量(以蓝藻细胞颗粒数
表示), 测定方法参考《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 
2002)。总氮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定, 总磷采用钼锑抗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 数据单
位以 mg/L 表示。蓝藻生物量以浮游生物测定(B)方法, 
采用血球数板对蓝藻细胞进行数量计数法检测 , 数
据以 x×104个/L表示。 
1.3  数据处理 

将各研究点的连续监测数据在 Microsoft Excel
软件中以时间序列组成水质各分析项目数据组 , 按
照统计学要求, 采集 30—50 个数据, 并建立数据库, 
最后将采样时间、地点相同的数据进行算术平均, 得
到平均值数组。所有实验结果为 3次重复测定的平均
值 , 采用的数据标准误差 S≤1%, 每组测定数据在

X ±S范围内。以Origin 7.0 (Originlab,U.S.)作图, SPSS 
10.0 (SPSS inc, Chicago, U.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系数|r|<0.3为不相关, 0.3≤|r|<0.5为低度相关, 
0.5≤|r|<0.8为中度相关, |r|≥0.8为高度相关。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N 的年变化特征及相
关性分析 
图 1、图 2、图 3显示了南太湖各入湖口于 2008—

2010年 TN与蓝藻生物量的年变化特征。为了显示蓝
藻生物量与 TN 的相关性, 每组蓝藻生物量检测数据
的日期与 TN相对应。 

由图1显示, 当蓝藻生物量比较小时, TN都比较高, 
例如 2008年 6—8月, 2009年 6—10月, 2010年 5—8

月, TN>1.0mg/L, 最高>3.0mg/L, 蓝藻生物量都<2.5× 
106个/L。 

由图 2 所示, 自 2009 年起 TN 大部分>1.0mg/L, 
2009 年 6—7 月 TN>2.0mg/L, 11 月开始>3.0mg/L, 
2010年的 5—8月份一直出现在 2.0mg/L以上。在 2008
年和 2010 年蓝藻生物量有较相似的规律, 高位都出
现在 9月份(>1×107个/L), 其它时段都比较低(<1×107

个/L)。2009 年除 11 月上旬有 10d 出现蓝藻生物量
>1×107个/L外, 其它时段都在 1×107个/L以下。 

由图 3 所示, 蓝藻生物量与 TN 的分布与新塘港
入湖口有较类似的规律。 
2.1.1  南太湖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的年变化特征分
析    从 2008—2010 年南太湖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
出现的变化特征可以看出 , 在南太湖区域蓝藻一般
有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在 5—6 月上旬期间, 
第二个高峰期在 9—10月间, 有的年份蓝藻生物量高
位期持续到 11 月。与太湖西部和北部区域相比较有
所不同 , 太湖西部和北部沿岸的蓝藻暴发也有两个
高峰期, 分别在 5月和 8月(任健等, 2008; 龚绍琦等, 
2008), 蓝藻生物量最高是 8月。本文所有图都显示南
太湖的三个入湖口 8月份没有出现蓝藻高峰, 而每年
的 9—11月通常是一年中蓝藻生物量最高的季节。 

一般情况下, 太湖 9 月份水温低于 25℃(佘丰宁
等, 1993), 11月份的平均水温低于 15℃, 这不是蓝藻
暴发的最佳温度(Latour et al, 2004; Robarts et al, 
1987)。从获得气象资料中的风向分析(由湖州市气象
局提供), 南太湖 9—10月份的主要风向为北风, 部分
为东北风, 11月的风向有 60%以上为东北风。由此分
析可以得出, 9—10 月期间南太湖出现的大量蓝藻应
该不是一种暴发过程, 很可能是一种聚集现象。由于
风向缘故, 太湖中的蓝藻从 9月份开始向太湖西南方
向聚集, 造成蓝藻大面积堆积, 导致南太湖沿岸 9—
10月份甚至 11月份反而出现蓝藻生物量增高的现象。 

另外, 从近几年气象资料分析, 南太湖水域蓝藻
与梅汛期和降水量密切相关。南太湖地区一般在 6月
上旬开始梅汛期, 蓝藻生物量随之下降, 7月出梅, 蓝
藻生物量开始有上升趋势, 这一特征在 2010 年表现
的最为明显。 
2.1.2  南太湖各入湖口 TN 的年变化特征分析    由
表 1 可以看出, 南太湖各入湖口 TN 出现在 0.03—
2.0mg/L 范围之间, 50%以上的频率在 0.5—2.0mg/L
范围内。按照舒金华(1993)和蔡庆华(1993)对湖泊富
营养化的评判标准, 南太湖水质中的 TN 含量已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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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太湖小梅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N的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1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lev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Xiaomei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图 2  南太湖新塘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N的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2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lev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Xintang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于富营养化类型, 属Ⅳ—Ⅴ类水质, 并有向重富营养
化类型(TN>2.0mg/L)发展的趋势。从 2008 年所测样
本数中TN>2.0mg/L的频率小于 20%, 到 2009和 2010
年全部超过 20%, 在新塘港入湖口 2009年TN>2.0mg/L
的频率达到 50%。 

2.1.3  蓝藻生物量与 TN 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由
表 2可见, 2008—2009年南太湖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
与 TN之间呈现不相关, 其 r值在−0.010—0.210范围; 
2010 年南太湖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N 之间呈现
低度负相关, 其 r值在−0.430— −0.474范围, 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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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规律。 
龙天渝等(2011)曾用模拟实验研究了藻类生长与

氮营养的关系, 结果表明, 当 TN<1.5mg/L 时, 增加
TN可显著促进藻类生长; 当 TN达到 3.5mg/L时, 氮
素浓度的增加对藻类生长影响甚微。本文结果是在自

然态的大环境中获得, 从 2010 年统计结果分析, 当
TN在 1.5—3.5 mg/L范围内由于蓝藻生长对氮营养的
消耗, 存在此消彼长规律, 呈现低度负相关, 见图 2、
图 3、图 4。当蓝藻生物量较低时(<3×106个/L), 总氮
浓度往往比较高(>1.5mg/L), 反之, 当蓝藻生物量较高
时(>1×107 个/L), 总氮浓度下降(<1.5mg/L), 在蓝藻出
现高位的前几天 , 总氮浓度往往有一个较明显的下
降过程。这很可能是总氮中的氨氮在起作用, 蓝藻大
量繁殖时需要消耗氨氮, 水体中氨氮浓度下降, 总氮
随之下降, 呈现负相关。当太湖大环境发生变化(例如
刮风、下雨、降温等等), 蓝藻繁殖速度减慢, 死亡蓝
藻和底泥向湖体释放氮磷营养(胡春华等, 2000; 孙小
静等, 2007), 总氮和总磷浓度开始升高, 例如图 1—
图 6中的 2009年的 8—9月, 以及 2009年 11月中旬—
2010年 8月。湖泊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与小环
境模拟实验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作者认为, 在太湖大
环境下一般不可能出现文献试验得到的由于氨氮或

总氮浓度过高而抑制蓝藻生长的情况(张玮等, 2006; 
陈建中等, 2010)。自然状态下, 湖泊中的总氮浓度远
不足以起到抑制蓝藻生长的类似作用。但是按以上此

消彼长规律分析, 湖泊水质中总氮浓度过高, 将为蓝

藻的繁殖生长提供条件, 一旦环境条件(高温、光照、
合适氮/磷比)成熟(刘建国等, 2008), 蓝藻细胞分裂繁
殖速度加快, 蓝藻的生长和大量繁殖导致 TN 和 TP
消耗(王丽卿等, 2002), 并在短期内 TN出现迅速降低
现象 , 由于蓝藻对磷元素的需求量较小 , 降低现象 
不明显(杨顶田等, 2003), 所以也可将 TN 在短期内 
过快降低的现象作为蓝藻暴发的一个预警参考。本 
研究中 3年 TN变化特征都显示, TN在短期内过快降
低后的 5—10d 内, 都出现了蓝藻生物量急剧增加的
现象。 
2.2  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P 的年变化特征及相

关性分析 
图 4、图 5、图 6显示了南太湖各入湖口于 2008—

2010年 TP与蓝藻生物量的年变化特征。为了显示蓝
藻生物量与 TP 的相关性, 同样将蓝藻生物量与 TP
的检测数据日期相对应。 

由图 4 显示, 3 年的 TP 基本在 0.05—0.20mg/L
之间。 

由图 5所示, 2008年 TP大部分在 0.10mg/L以下, 
2009 年 TP>0.1mg/L 的几率增大 , 11 月以后高达
0.15mg/L 以上。2010 年的 9 月份以后的大部分时间
段总磷浓度>0.12mg/L 以上。较高浓度出现在 2008
年 5月, TP接近于 0.25mg/L。3个入湖口的其它时段, 
TP>0.2 mg/L的情况基本还未出现。 

由图 6所示, 2008年 TP总体高于新塘港入湖口, 
类同于小梅港入湖口。2009 和 2010 年的 TP 年变化 

 
表 1  南太湖各入湖口 2008—2010 年不同 TN 浓度频率(%) 

Tab.1  The frequency (%) of TN concentration on the different inlet area at south Taihu Lake in 2008—2010 

2008 2009 2010 年份 
TN浓度范围(mg/L) (0.03, 0.5] (0.5, 2.0] (2.0, +∞) (0.03, 0.5] (0.5, 2.0] (2.0, +∞) (0.03, 0.5] (0.5, 2.0] (2.0, +∞)

小梅港入湖口 9.50 79.89 10.61 0 56.90 43.10 0 70.69 29.31 

新塘港入湖口 4.47 78.21 17.32 0 50.00 50.00 1.72 62.07 36.21 

大钱港入湖口 18.99 68.16 12.85 0 76.72 23.28 8.62 68.97 22.41 

注: 浓度频率计算: 该浓度范围内样本容量÷总样本容量×100; 样本容量统计从每年的 5月开始至 11月, n>50 

 
表 2  南太湖各入湖口 2008—2010 年蓝藻生物量与 TN 的相关性系数(r) 

Tab.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levels on the different inlet area at  
south Taihu Lake in 2008—2010 

 2008   2009   2010  年份 
地点 A B C A B C A B C 

样本容量 71 102 122 94 70 93 50 52 55 

r值 −0.068 0.210* −0.198* 0.092 −0.010 0.172 −0.445** −0.430** −0.474**

注: 表中地点 A、B、C分别代表小梅港入湖口、新塘港入湖口、大钱港入湖口;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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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太湖大钱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N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3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lev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Daqian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特征与新塘港入湖口极为相似。 
2.2.1  南太湖各入湖口 TP的年变化特征分析    由
表 3可以看出南太湖入湖口 TP有 80%以上的频率出
现在 0.05—0.20mg/L范围之间(除 2009年大钱港入湖
口外)。小梅港入湖口 3年的 TP年变化趋势比较接近。
新塘港入湖口 2008 —2009年 TP的年变化特征比较

类似, 在 2010年高浓度频率(TP>0.05mg/L, ≤0.2mg/L)
增加了约 10%。大钱港入湖口 2008年和 2010年的不
同 TP出现的频率比较接近, 2009年 TP总体有所下降, 
TP≤0.05mg/L的频率与 2008年和 2010年相比, 增加
1倍, TP>0.05mg/L的频率降低约 18%。在年周期内(10
月份以后)随着浮游植物和其它生物的死亡或下沉, 水
体 TP 浓度会逐渐升高, 图 4、图 5、图 6 中的 2009—
2010 年都较明显地出现了此特征, 每年的 10 月份以 
 

 
 

图 4  南太湖小梅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P的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4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P lev-
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Xiaomei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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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太湖新塘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P的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5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P lev-
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Xintang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图 6  南太湖大钱港入湖口 2008—2010年蓝藻生物量与
TP的年变化特征及相关性 

Fig.6  The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P lev-
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Daqian Estuary inlet area in  

2008—2010 
 

后水体中 TP都有升高趋势。 
2.2.2  蓝藻生物量与 TP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虽然
水体 TP 受湖体和气象环境因子的影响较大, 但 TP
与水体中富营养化的程度和蓝藻的生长繁殖有着直

接的关系, 即“磷浓度增高的同时, 水体蓝藻水华暴
发频繁 , 而蓝藻对水体磷的最终吸收能力要小于水
草类的高等水生植物 , 反过来又加速了水体中磷的 
沉积。”(朱广伟等, 2007)。由表 4 可见, 2008—2010

年南太湖各入湖口(2009 年大钱港入湖口和 2010 年
新塘港入湖口例外)蓝藻生物量与 TP 之间呈现低度
正相关, 其 r值在 0.306—0.568范围; 2010年新塘港
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P 之间呈现中度正相关, 其 r
值达 0.790。 

陈永根等(2007)在研究太湖水体叶绿素和氮磷
浓度的关系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即在太湖西南区, 
叶绿素 a 含量与 TN 无显著相关关系, 与 TP 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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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太湖各入湖口 2008—2010 年不同 TP 浓度频率(%) 
Tab.3  The frequency (%) of TP concentration on the different inlet area at south Taihu Lake in 2008—2010 

2008 2009 2010 年份 
TP浓度范围(mg/L) (0.025, 0.05] (0.05, 0.2] (0.2, +∞) (0.025, 0.05] (0.05, 0.2] (0.2, +∞) (0.025, 0.05] (0.05, 0.2] (0.2, +∞)

小梅港入湖口 4.47 94.97 0 7.76 92.24 0 3.45 96.55 0 
新塘港入湖口 11.73 86.59 1.12 13.79 86.21 0 3.45 96.55 0 
大钱港入湖口 16.76 83.24 0 34.48 65.52 0 17.24 82.76 0 

注: 浓度频率的计算: 该浓度范围内样本容量÷总样本容量×100; 样本容量统计从每年的 5月开始至 11月, n>50 
 

表 4  南太湖各入湖口 2008—2010 年蓝藻生物量与 TP 的相关性系数(r) 
Tab.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P levels on the different inlet area at south Taihu Lake in 2008—2010 

 2008   2009   2010  年份 
地点 A B C A B C A B C 

样本容量 71 102 122 81 70 43 50 52 55 
r值 0.398** 0.568** 0.304** 0.351** 0.401** 0.135 0.316 0.790 0.306 

注: 表中地点 A、B、C分别代表小梅港入湖口、新塘港入湖口、大钱港入湖口;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关; 并指出适宜太湖藻类生长的TP为 0.10—0.30mg/L。
从本文结果分析 , 南太湖沿岸出现蓝藻高位期时的
TP一般在 0.10—0.15mg/L, 蓝藻与 TP呈现中低度正
相关。 

3  结论 

本文对位于南太湖沿岸与大钱港、小梅港、新塘

港三条内河相交汇处的三个入湖口进行了水质调查, 
归纳了三个入湖口 3年的蓝藻生物量、总氮(TN)和总
磷(TP)的年变化特征, 分析了蓝藻生物量与 TN和 TP
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  

(1) 南太湖沿岸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一般有两
个高位期, 一个是在每年 5—6月(2010年例外), 另一
个在每年的 9—10月。与太湖西部和北部沿岸的蓝藻
高峰期(5月, 8月)有所不同。 

(2) 南太湖沿岸各入湖口的 TN 和 TP 处于富营
养水平 , 总氮的富营养化水平有向重富营养化类型
发展的趋势。 

(3) 2008—2009年蓝藻生物量与 TN的相关性系
数 r介于−0.010—0.210之间, 呈现不相关, 2010年蓝
藻生物量与 TN 的相关系数 r 介于−0.430— −0.474, 
呈现低度负相关。 

(4) 南太湖沿岸各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P 之间
呈现低度正相关, 其 r 值在 0.306—0.568 范围; 2010
年新塘港入湖口蓝藻生物量与 TP 之间呈现中度正相
关, 其 r 值达 0.790; 太湖南岸出现蓝藻高位期时的
TP一般在 0.10—0.15mg/L。 

本研究结果还说明, 南太湖 3个入湖口的蓝藻生
物量与 TN 之间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规律, 从近 3 年

蓝藻生物量与 TN 的分析可知, 湖泊中 TN 升高, 将
为蓝藻的繁殖生长提供条件, 蓝藻一旦开始增殖, 随
着氮营养的消耗, 在蓝藻生物量升高前, TN 规律性
地出现降低 , 此现象可作为蓝藻暴发的一个预警参
考。从本文的蓝藻生物量与 TP之间呈现中低度正相
关的分析得出, 目前水体中的 TP 已经是南太湖各入
湖口蓝藻生长繁殖的相关因子, 各入湖口 TP 有 80%
频率在 0.05—0.20mg/L范围内, 2010年在此范围内的
频率高达 96%, 除 2008年 5月以外, TP>0.20mg/L的情
况基本还未出现, 各入湖口的TP处于富营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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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AND TP LEV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AT DIFFERENT INLET AREAS OF SOUTH TAIHU LAKE 

HAN Zhi-Ping1,  SHAO Chao-Gang1,  ZHANG Zhong-Shan1,  WANG Xiao-Mei1, 
XU Xin-Hua2,  TANG Ming3,  YE Jin-Yun1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3.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Huzhou Water Supply Company, Huzhou, 313000) 

Abstract    Annual variations of blue algae biomass, TN and TP level at Xiaomei, Xintang and Daqian inlet areas of 
south Taihu Lake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or TP was analyzed by SPSS 10.0 (SPSS inc., Chicago, 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blue-green algae bio-
mass at different inlet areas had two high-level outbreak periods, respectively was in the annual May-June and Septem-
ber-October; (2) the concentrations of TN and TP had reached eutrophic-level and the nutrition level of TN was gradually 
tending to higher eutrophic-level; (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for short) between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N con-
centration was −0.010—0.210 from 2008 to 2009 which showed that it was no correlation, however, the “r” was −0.43— 
−0.47 in 2010 which showed that it was low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his year; (4) the “r” between blue algae biomass and 
TP concentration was 0.30—0.80 which showed that it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frequency of TP concentration which 
was from 0.05 to 0.20mg/L had reached 90%, it would reach 0.10—0.15mg/L when it was under the high-level outbreak 
period of blue algae. According to all the results, it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nutrition in the south 
of Taihu Lake have been very higher than ever so that it could not be neglected by people. Blue algae biomass would in-
crease when TN concentration decrease and vice versa. TP concentration in the south of Taihu Lake has become the related 
factor on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blue algae. 
Key words    South Taihu Lake,  Blue-green algae biomass,  TN,  TP,  Relation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