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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太湖 53 条出入湖河流出入湖断面的水质监测指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将出入

湖河流分为污染程度由高到低的 3 类,与太湖流域污染空间分布现状基本一致。因子分析表明: 就全部监测河流

来说影响河流水质的主导因素是氮,磷次之。I 类河流首先是氮污染为主导因素, 有机物污染次之; II类河流是以

氮污染为主导因素,磷污染次之; III类河流首先受到有机污染和磷污染控制,其次受到氮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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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水质受到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的共同影
响[ 1]。过度的人类活动是导致河流水质退化的重要

因素
[ 2]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 受工业和城市

废水以及农田地表径流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河流污

染问题日益严重
[ 3]
。因此, 确定影响河流水质的主

要环境因素对受损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河流生态

系统的服务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
[ 4]
。

太湖湖区共有 200多条出入湖河流。由于太湖

周边工业、农业以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太湖出入湖

河流水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 5]。据测算, 江苏省

太湖流域 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污染负荷占江苏太

湖入湖污染总负荷的 80%以上。因此, 出入湖河流

的水环境质量及其对太湖湖体水质的影响成为关注

的焦点。

在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太湖水质方面,

已有学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方法对太湖

水体水质进行了分析并发现氮、磷是影响太湖水质

的主导因素
[ 6~ 8]
。但尚缺乏对环太湖出入湖河流的

相关研究。由于不同水域的环太湖河流的水质状况

和富营养化程度存在差异, 不同水域水质的主导影

响因子也有所不同, 因此,识别影响其水质的主要因

子,确定各个影响因子对指标的贡献率,对客观评估

环太湖出入湖河流水质现状, 河流的可持续管理以

及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用

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纷乱复杂的数据指标进行分

析,找出其中关键的影响因素,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到

水生态系统的现状, 提供一种有效地水资源管理工

具,有助于加速水污染问题的解决 [ 3, 9~ 13]。本研究

按水质指标聚类分析将环太湖入湖河流分为三类,

针对这三类河流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找出了其主

要影响因子,以期为太湖富营养化的治理方案提供

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

太湖流域位于东经 119b52c32d~ 120b36c10d、北
纬 30b55c40d~ 31b32c58d,是长江中下游 7个湖泊集

中区之一, 其流域面积为 31 6万 km 2 ,行政上跨苏、

浙、皖、沪 3省1市。流域水面面积为 5 551 km2 ,约

占流域总面积的 15% , 其中河道面积 2 392 km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 2007年末,全流域常住人

口达到 3 6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 [ 14]。

由于太湖流域地形是西部为丘陵山地, 东部为

平原,河流水系基本自西向东倾斜。以太湖为中心,

西部为上游, 东部为下游。水系特点是上游为树枝

状排列的河流, 下游则呈现为扇状排水系统。全区

总河长为 12 000 km,河网密度为 31 24 km/ km2 ,平

均每隔 600~ 800 m 就有 1条河流,另外还有大小湖

泊 189个,总面积 3 159 km2。

按照上游来水水源,可将上游水系分为笤溪水

系、宜溧水系、洮滆水系以及武进港-直湖港水系。



下游水系主要分长江排水系、黄浦江水系以及杭州湾

南排水系,各个水系在排泄太湖洪水的同时, 肩负着

排泄太湖流域约 2/ 3面积的平原区的暴雨径流
[ 15]
。

1. 2  样品采集

2008年 10 月~ 2009年 9月对环太湖 53 条出

入湖河流水质进行监测,监测频次为每月 1次。研

究区内共设置采样断面 53 个(图 1) , 其中无锡、常

州地区 27个(直湖港、武进港、汇水入湖口、太鬲运

河、漕桥河、百渎港、殷村港、烧香港、沙塘港、茭渎

港、新渎港、社渎港、官渎港、洪巷港、陈东港、大浦

港、黄渎港、庙渎港、定化港、乌溪港、朱渎港、八房

港、大港口、蠡河、壬子港、梁溪河、五里湖)、湖州地

区 17个(长丰港、夹浦河、合溪新港、长兴港、杨家浦

港、小梅港、长兜港、吕浦港、浒光运河、金墅港、大钱

港、罗溇、幻溇、濮溇、汤溇、吴溇、庙港)和苏州地区

9个(太浦河、戗港、大浦河、三船路河、外苏州河、瓜

泾口、寺前港、胥江、望虞河) ,覆盖了太湖主要环湖

河流。

图 1  太湖出入湖河流采样点分布图

Fig. 1  Sampling Sites in the Inflow and Outflow River s of Lake T aihu

1. 3  监测指标

主要监测指标为水温 ( Water T emperature )、

pH、氧化还原电位 ( ORP)、悬浮物 ( SS )、溶解氧

( DO)、化学需氧量( CODM n )、总氮( TN )、溶解性总

氮( TSN)、硝酸盐氮( N O-
3-N)、氨态氮( N H+

4-N )、

总磷( TP)、溶解性总磷( TSP)、正磷酸盐( PO3-
4 -P)、

总碳( TC)、总有机碳( T OC)、叶绿素( Chla)。其中

颗粒态氮( T PN)由 T N 减去 DT N 得到,颗粒态磷

( TPP)由 TP 减去 DT P 得到, 无机态磷由 TC 减去

TOC得到。

1. 4  测定方法

现场测定的指标包括水温、pH、氧化还原电位、

溶解氧,同时使用 pH< 2的硫酸处理过的聚乙烯瓶

在水下 30 cm 左右收集水样,硫酸酸化至 pH< 2低

温保存, 带回实验室分析。化学需氧量使用高锰酸

盐法( GB11892-89) ; 总氮/溶解总氮使用碱性过硫

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GB11894-89) , 硝酸盐氮

使用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7480-87) ; 氨态氮使

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B7479-87) ;总磷、溶解总

磷使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893-89) ; 磷酸盐使

用磷钼蓝比色法( GB/ T 8538-1995)
[ 16]

; 叶绿素使用

分光光度法( SL88-1994) ; 总碳、总有机碳使用非色

散红外吸收法。

1. 5  数据处理
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分析水质的空间变化特

征,对原始数据使用 Z-scor e方法进行变换,消除量

纲影响,以 Euclidean距离度量样本之间的距离,运

用Ward算法生成具有层次结构的聚类树。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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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均在 EXCEL2003及 SPSS131 0 上实现。采
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所有监测河流样点以及聚类分析

产生的每一类河流样点水质理化指标进行因子分

析,首先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let t 球形检

验,检验结果合格后, 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

提取公因子。

2  结果与讨论

环太湖53条出入湖河流水质监测断面水质总体

特征见表 1。根据 GB3838-2002水质评价标准,研究

期间出入湖水系的水质类别以Ô类和Õ类为主, 劣

于Õ类的河流占总出入湖水系的也相对较高, 达到

了 24%。水质劣Õ类的河流均属于太湖西北入湖河
流,表明入湖河流的污染问题依然严峻。太湖出湖河

流水质明显好于入湖河流, 总体水质以 Ó类为主。

超标水质指标主要是 CODM n、NH
+
4-N和 TP。大部

分监测指标季节波动不大, SS 和 Chla 是波动较大

两个指标, 推测主要是由于 SS 受流量变化影响较

大,而 Chla受到浮游植物生长的季节变化的影响。

表 1 太湖出入湖河流水质总体特征

Tab. 1  General Character istics of Water Qualit y in

Inflow and Outflow River s of Lake T aihu

平均值 范围 标准偏差

T em p ( e ) 18. 58 7. 56~ 28. 00 2. 17

DO ( mg/ L) 6. 98 3. 61~ 10. 21 1. 61

pH 7. 29 3. 43~ 7. 86 0. 60

SS ( m g/ L) 58. 13 1. 80~ 263. 41 54. 88

T N (m g/ L) 4. 12 0. 72~ 9. 90 1. 87

T SN ( mg/ L) 3. 19 0. 68~ 6. 50 1. 41

PN ( mg/ L) 0. 85 0. 04~ 3. 20 0. 54

NO-
3- N( mg/ L) 1. 33 0. 13~ 3. 19 0. 66

NH +
4- N( mg/ L) 1. 46 0. 13~ 9. 55 1. 35

S-org- N ( m g/ L) 0. 65 0. 19~ 1. 44 0. 32

T P ( mg/ L) 0. 18 0. 06~ 0. 48 0. 10

T SP ( mg/ L) 0. 07 0. 02~ 0. 26 0. 05

PP ( m g/ L) 0. 11 0. 02~ 0. 26 0. 05

PO 3-
4 -P( mg/ L) 0. 05 0. 02~ 0. 20 0. 04

CODMn (m g/ L) 6. 19 3. 92~ 16. 26 1. 63

Ch la ( mg/ L) 30. 33 9. 76~ 116. 12 17. 93

T OC ( mg/ L) 21. 00 10. 94~ 40. 62 5. 60

T C ( mg/ L) 40. 38 24. 24~ 56. 35 5. 29

2. 1  出入湖河流聚类分析

环太湖入湖河流水质指标聚类分析将监测断面

共分为 3类(图 2)。

图 2  系统聚类所得三类河流分布示意图

F ig . 2 Spatia l Distr ibut ion of T hree Group Rivers Based on H ierachical 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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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包括直湖港、武进港、汇水入湖口、太鬲

运河、漕桥河、百渎港、殷村港、烧香港、沙塘港、茭渎

港、新渎港、社渎港、官渎港、洪巷港、陈东港、大浦

港、庙渎港和长丰港。这一类河流主要分布在无锡

南部地区和宜兴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第二产业

尤为发达,是太湖流域工业分布密集的地区, 乡镇企

业较多,对水质的潜在影响较大
[ 19]
。

第二类包括朱渎港、八房港、黄渎港、定化港、乌

溪港、大港口、夹浦河、合溪新港、长兴港、吕浦港、浒

光运河、金墅港、蠡河、壬子港和梁溪河。这一类河

流主要分布在宜兴与湖州、苏州与无锡的交界地带,

水质较第一类好,较第三类差。

第三类包括杨家浦港、小梅港、长兜港、大钱港、

罗溇、幻溇、濮溇、汤溇、吴溇、庙港、太浦河、戗港、大

浦河、三船路河、外苏州河、瓜泾口、寺前港、胥江、望

虞河和五里湖。这一类河流主要分布在湖州以及苏

州地区,这些河流常年是以出湖为主,且断面分布区

域内植被覆盖率较高
[ 20]
。聚类谱系图见(图 3)。

2. 2  河流主要水质因子分析

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对全部河流以及聚类后的

每一类河流进行分析,得到了主要水质影响因子, 结

果如下。

2. 2. 1  全部环湖河流主要水质影响因子分析

对全部监测河流进行因子分析, KMO 检验值

01 643,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强。Barlet t 球形检验证

明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故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提取了对水质影响

大的 6 个公因子( F1/ F2/ F3/ F4/ F5/ F6) , F1 的方

差贡献率 271 7% ,其中 TN、T SN、NO -
3-N、NH +

4-N

所占的因子载荷大(表 2) , 均与 F1 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尤以 T N、TSN 的因子载荷大。因此, F1 反映

了水体氮的污染程度。F2 的方差贡献率为

181 8%,其中 T P、T SP 、PO 3-
4 - P所占的因子载荷较

大,且与 F2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水体磷的污染水

平。F1与 F2反映了环太湖河流中氮、磷含量水平。

F3的方差贡献率为 121 2%, 反映的是水体碳含量。

总体来说,整个太湖出入湖河流水质状态是以氮污

染为主导因素, 磷污染程度仅次于氮污染。

2. 2. 2  对 3类河流的主要水质影响因子分析

对 3类地区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KMO 检验值

均大于 01 6, 证明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强。Barlet t 球

形检验证明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故可以使用因子

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方法本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根据特征值大于 1并且累计方

图 3 太湖流域不同河流水环境因子聚类分析

F ig. 3 H ier achical Clust er Analysis o f the Inflow

and Outf low Rivers of Lake Taihu
 

差贡献率大于 75%的原则, I、III类水质指标提取了

6个公因子( F1/ F2/ F3/ F4/ F5/ F6) , II 类水质指标

提取了 5 个公因子 ( F1/ F2/ F3/ F4/ F5) , 这些公因

子对各个指标的解释率大部分在 80%以上, 旋转因

子载荷矩阵结果分析如下。

( 1) Ñ类河流

Ñ类河流中, F1的方差贡献率为 251 6% ,其中

T SN、TN、NH
+
4-N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均与 F1

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尤以 T SN、TN 的因子载荷大

(表 3)。因此, 与总体河流污染状况相一致, F1反

映了水体氮的污染程度
[ 12]
。F2 的方差贡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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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4%,其中 TOC、TC、ORP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且与 F2呈正相关关系, 尤以 TOC 因子载荷大, 反

映了水体的有机物质总量水平与水体的电化学特

征。F1与 F2反映了环太湖河流中氮、磷含量水平。

F3的方差贡献率为 121 7% , 其中 TSP、T P 所占的

因子载荷较大, 均与 F3呈正相关关系,反应水体磷

含量水平。总体来说, I 类地区是以氮污染为主导

因素,有机物质总量含量以及磷污染次之。

表 2 全体河流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T ab. 2 Rotated Component Matr ix of A ll River

因     子

F1 F2 F3 F4 F5 F6

ORP - 0. 10 - 0. 05 0. 52 - 0. 04  0. 74 - 0. 08

Temp - 0. 15 - 0. 04 - 0. 24 - 0. 72 - 0. 23 0. 35

DO - 0. 30 - 0. 22 0. 15 0. 64 0. 07 - 0. 36

pH - 0. 26 - 0. 13 0. 16 - 0. 03 - 0. 83 - 0. 06

SS - 0. 12 0. 07 0. 01 0. 71 - 0. 19 0. 12

TN 0. 94 0. 22 - 0. 07 - 0. 08 0. 01 0. 08

TSN 0. 96 0. 19 - 0. 05 - 0. 03 0. 09 0. 02

NO-
3 -N 0. 83 - 0. 05 - 0. 03 0. 07 0. 18 - 0. 26

NH+
4 -N 0. 79 0. 32 0. 02 - 0. 03 - 0. 01 0. 22

TP 0. 13 0. 85 0. 04 0. 27 - 0. 02 0. 18

TSP 0. 18 0. 93 - 0. 04 - 0. 06 0. 10 0. 00

PO 3-
4 - P 0. 19 0. 85 - 0. 01 - 0. 02 0. 02 - 0. 09

TC 0. 02 0. 09 0. 94 0. 16 - 0. 03 0. 00

TOC - 0. 12 - 0. 09 0. 94 0. 18 0. 07 - 0. 08

CODMn 0. 16 0. 24 0. 21 0. 66 0. 06 0. 35

Chla 0. 00 0. 00 - 0. 07 0. 00 0. 02 0. 86

表 3 Ñ类河流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Tab. 3  Rotated Component Mat rix of Categ or y Ñ Rivers

Ñ类
因     子

F1 F2 F3 F4 F5 F6

TSN  0. 95 - 0. 06  0. 09  0. 14  0. 04 - 0. 03

TN 0. 92 - 0. 13 0. 15 0. 05 0. 06 0. 08

NH+
4 -N 0. 80 0. 16 0. 11 - 0. 08 0. 37 0. 15

pH - 0. 64 - 0. 11 - 0. 37 - 0. 07 0. 25 0. 18

NO-
3 -N 0. 61 - 0. 07 0. 01 0. 51 - 0. 43 - 0. 05

TOC - 0. 12 0. 90 - 0. 18 0. 17 - 0. 08 0. 03

TC - 0. 06 0. 86 - 0. 02 0. 17 0. 40 0. 02

ORP 0. 14 0. 76 0. 06 0. 07 - 0. 38 0. 10

TSP 0. 18 - 0. 09 0. 89 0. 03 0. 06 0. 10

TP 0. 14 - 0. 01 0. 88 - 0. 10 0. 15 0. 12

PO 3-
4 - P 0. 21 - 0. 05 0. 52 0. 26 0. 38 - 0. 20

DO - 0. 07 0. 13 0. 08 0. 83 - 0. 16 0. 04

Temp - 0. 26 - 0. 34 - 0. 11 - 0. 75 - 0. 05 - 0. 22

Chla - 0. 07 - 0. 04 0. 10 - 0. 58 - 0. 16 0. 16

IC 0. 09 - 0. 04 0. 28 0. 01 0. 86 - 0. 03

CODMn 0. 06 0. 25 0. 27 0. 06 0. 04 0. 81

SS 0. 04 0. 41 0. 33 0. 14 0. 18 - 0. 54

  ( 2) Ò类河流

II类河流中, F1的方差贡献率为 241 0% ,其中

T SN、T N、NO3--N、NH +
4-N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

大,与 F1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水体氮的污染程度

(表 4)。F2 的方差贡献率为 171 8%, 其中 TP、

PO
3-
4 -P、T SP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且与 F2呈正

相关关系,代表了水体的含磷水平。F3的方差贡献

率为 151 3%,其中 T OC、TC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均与 F3呈正相关关系, 代表了水体的有机物质含

量水平。总体来说, II 类河流首先是氮污染为主导

因素,磷污染次之。

表 4  Ò类河流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Tab. 4  Ro tated Component Matr ix o f Catego ry Ò River s

Ò类
因     子

F1 F2 F3 F4 F5

T SN  0. 97  0. 08 - 0. 01 - 0. 13  0. 01

T N 0. 96 0. 08 - 0. 01 - 0. 05 0. 08

NO-
3- N 0. 80 - 0. 06 - 0. 07 - 0. 30 - 0. 24

NH +
4- N 0. 77 0. 21 0. 11 0. 12 0. 31

T SP 0. 07 0. 98 0. 00 - 0. 02 0. 04

PO 3-
4 -P 0. 11 0. 94 0. 05 - 0. 01 0. 06

T P 0. 06 0. 93 0. 15 0. 07 - 0. 01

T C 0. 03 0. 12 0. 93 0. 08 0. 19

T OC - 0. 06 - 0. 02 0. 89 - 0. 14 - 0. 07

CODMn 0. 18 0. 28 0. 61 0. 33 - 0. 28

Ch la - 0. 17 0. 15 0. 08 0. 73 - 0. 05

pH - 0. 23 - 0. 18 0. 03 0. 73 - 0. 03

ORP - 0. 18 - 0. 01 0. 54 - 0. 68 - 0. 24

DO - 0. 10 - 0. 15 0. 33 0. 09 - 0. 72

T em p - 0. 38 - 0. 07 - 0. 25 0. 17 0. 57

SS 0. 07 - 0. 05 0. 15 - 0. 05 0. 56

IC 0. 17 0. 28 0. 29 0. 39 0. 50

  ( 3) Ó类河流
Ó类河流中, F1 的方差贡献率为 24%, 其中

CODMn、P、SS 、T emp、DO 等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与 F1呈正相关关系, 代表了水体的有机物含量因

子和含磷水平(表 5)。F2的方差贡献率为 211 6%,

其中 TSN、NO-
3-N、T N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且均

与 F2呈正相关关系, 代表了水体的含氮水平。F3

的方差贡献率为 131 3% , 其中 TC、T OC 所占的因

子载荷较大,均与 F3呈正相关关系,代表了水体的

有机物含量指标。F4 的方差贡献率为 10% , 其中

PO
3-
4 -P、TSP 所占的因子载荷较大, 与 F4呈正相关

关系,代表了溶解态磷含量因子。总体来说, Ó类地

区首先受到有机污染和磷污染控制。推断 Ó类河流
污染物不同于其它类河流的原因有 3种: ( 1) 3类河

流大部分时间是出湖的, 代表了太湖水体水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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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磷来源可分为外源性磷和内源性磷。内源性

磷主要是由底泥的释放造成的,有研究表明, 通常情

况下,颗粒物的粒径越小,对底泥中磷的吸附性能越

强,越不利于磷的释放;溶解氧的降低有利于磷的释

放;温度与磷的释放量和释放速率有很大的关系。

F1中 CODMn、P、SS 、Temp、DO 所占的因子载荷均

较大,与上述规律相符合
[ 21~ 23]

。( 2)太湖湖体中生

物对氮有一定的消耗、降解作用使出湖水质中氮含

量降低,不再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3) Ó类河流主要

集中在浙江地区, 本地区畜禽养殖业发达
[ 18]

, 而

CODM n、SS、DO、TP 等指标与畜禽养殖污染息息

相关,当河流入湖时,这几类指标必然加大。

表 5 Ó类河流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Tab. 5  Rotated Component Mat rix of Categ or y Ó Rivers

Ó类
因     子

F1 F2 F3 F4 F5 F6

CODMn  0. 83 - 0. 07  0. 12  0. 03  0. 14 - 0. 09

Temp - 0. 80 0. 14 - 0. 24 - 0. 02 0. 21 0. 19

SS 0. 77 0. 18 0. 00 - 0. 05 0. 21 0. 16

DO 0. 76 - 0. 23 0. 10 - 0. 20 - 0. 11 0. 00

TP 0. 76 0. 08 0. 19 0. 17 0. 26 0. 17

TSN - 0. 04 0. 95 0. 04 0. 23 0. 03 - 0. 06

NO-
3 -N 0. 04 0. 90 0. 04 - 0. 09 - 0. 22 - 0. 09

TN - 0. 12 0. 89 0. 01 0. 18 0. 14 0. 11

TC 0. 24 0. 05 0. 96 0. 02 - 0. 03 - 0. 01

TOC 0. 27 0. 03 0. 91 - 0. 11 - 0. 21 - 0. 02

IC - 0. 01 0. 07 0. 58 0. 43 0. 55 0. 03

TSP - 0. 22 0. 17 0. 11 0. 87 - 0. 02 0. 01

PO 3-
4 - P 0. 21 0. 07 - 0. 14 0. 86 - 0. 05 0. 10

NH+
4 -N - 0. 06 0. 54 0. 03 0. 57 0. 36 - 0. 03

Chla 0. 27 - 0. 12 - 0. 09 - 0. 11 0. 75 - 0. 21

ORP 0. 01 - 0. 18 0. 39 - 0. 10 - 0. 67 - 0. 48

pH 0. 03 - 0. 08 0. 01 0. 06 - 0. 07 0. 94

  上述对太湖整体出入湖河流水质以及 3类河流

水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太湖流域总体出入湖河流

中主要污染物还是氮, 唯一有区别的地区是在出湖

区,污染是以有机污染和磷污染为主的。不同水域

的环太湖河流的水质状况和富营养化程度存在差

异,不同水域水质的主导影响因子也有所不同。

3  结论

本文应用 2008年 10 月~ 2009年 9月环太湖

出入湖河流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应用

系统聚类分析将 53条河流的监测断面共分为 3类。

这 3类河流空间分布区域性明显,显示了 3种不同

的污染水平。对所有监测河流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整个太湖出入湖河流水质状态是以氮污染为主导

因素,磷污染次之。对聚类后 3类河流分别进行因

子分析,其结果表明, I 类河流首先是氮污染为主导

因素,有机物含量水平次之; II类河流是以氮污染为

主导因素,磷污染次之; III类河流主要受到有机污

染和磷污染控制, 其次为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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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WATER QUALITY IN

THE INFLOWAND OUTFLOW RIVERS OF LAKE TAIHU

YU Hui
1
, YAN Shu-w en

1
, XU Jun

2

( 1. Resear ch Center of Lak e Environment , Ch ines e Academy of Environm ental S cience, Bei jing 100012, China;

2. Donghu Experimen tal Station of Lake Ecosystem s, In st itute of Hydr ob iology, Chin es e Acad 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mult iple stat ist ical methods w 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w ater quality in the inf low

and out flow rivers of Lake Taihu, China. H ierachical clust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inf low and out f low

rivers of Lake T aihu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 ies according to their w ater quality . Principal com-

ponent analysis, w hich is used to ident ify the possible factors o r/ and sources that determine river w ater

quality, indicated that w ater quality o f these rivers w as generally determined in nutrient or der of nit rogen

and phosphor us level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 sis also indicated that w ater qual ity o f Categ ory I rivers

w as mainly determ ined in nutrient or der o f nit rog en and phosphorus, that w ater quality of Categor y II r iv-

ers w as mainly determined in order o f nitr ogen and or ganic matter levels, and that w ater quality of Category

III river s w as mainly determ ined in order of pho spho rus, org anic mat ter and nit rogen levels.

Key words: Lake Taihu; river; w ater quality; mult iv ar iate stat ist 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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