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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演化与洪灾防治

王 剑 王小龙 陈智梁 王念文
( 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 )

[ 内容提要 ] 长江上游剥蚀沉积物通量是影响长江流域河湖体系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

近几十年

来
,

不适人为的地质作用已严重影响并打破了原有的长江流域河湖体系的沉积
一

搬运平衡系统
,

主要表现在
:

①上游 自然环境的破坏
,

使河湖沉积体系沉积物通量大量增加
; ②中下游围湖造

田和不适当的人为河湖治理工程 (如裁弯取直
、

送沙出湖等 )
,

改变了长江流域洪沙的 自然分配

平衡
。

研究表明
,

洞庭湖及郡阳湖为现代构造沉降型补偿平衡盆地
,

沉降速率等于或略大于 目

前盆地范围内的沉积物平均淤积速率
,

具备为长江分洪滞淤的潜在沉积可容空间
。

长江流域河

湖体系沉积平衡的恢复治理
,

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

①整治上游
,

减少水土流失
,

减少

或抑制整个河湖体系沉积物通量
,

减缓河湖淤积压力
; ②顺应长江流域河湖自然分洪分沙规律

,

开辟荆江南北二岸分洪分沙河道
,

同时开烷扩湖或湖烷置换
;

③疏通河道与加固烷堤并举
;

④

上游 (主
、

支流 ) 建坝分洪分沙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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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

是长江流域河湖体系在自然与人为综合地质因素作用

下的结果
,

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防治是一个系统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

作者于今年 7 月

下旬及 9 月上旬先后对长江洞庭湖地区及都阳湖地区的实地考察与调研表明
:

这一系统中

首先应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地质作用的关系
,

认识自然
,

因势利导
,

利用自然规律服务人

类
;
其次是协调长江上游与下游

、

河流与湖泊
、

水土保持与抑制沉积物通量
、

排沙与淤积

等整个河湖体系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

决不能 只强调某一方面或局部过程的改变
,

否

则即使一时征服了 自然也决不会逃过大 自然的报复与惩罚
。

1 长江上游沉积物通量与中下游河湖体系演化

1
.

1 长江河湖体系沉积演化平衡系统

长江流域整个河湖体系的演化
,

是一个 自然地质系统中
“

剥蚀
一

搬运
一

沉积
”

的动态平衡

过程
。

在这个演化过程中
,

河湖系统的流量
、

流速 (坡降度 )
、

地质结构
、

盆地沉降
、

沉积

物物源
、

沉积物通量
、

沉积与搬运条件及整个系统的地质环境等
,

都是制约这一系统动态

平衡的重要因素
。

在上述诸因素中
,

流量
、

流速 (坡降度 )
、

地质结构
、

盆地沉降等是自然

演化过程中人类难以影响的因素
。

例如
,

长江流域的整体坡降度
,

取决于从青藏高原到我

国东海滨岸带的地势
;
沉积与搬运条件主要取决于长江流域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河湖盆

地类型
。

另一类则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

并深刻影响到整个河湖体系的演化平衡
、

可能给人

类带来无穷自然灾害的因素
。

如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土流失
,

可能打破沉积体系中沉积物通

量平衡
,

加速河湖淤积
; 人为改变自然淤积场所

,

引起河湖体系中局部演化不平衡等等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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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河湖体系的突破式 /灾变式后果
,

从而形成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

历史上
,

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北岸曾经存在一个烟波浩森的湖泊— 云梦泽
,

它和南岸

的洞庭湖一起共同对长江起着分流分沙
、

调蓄洪水的作用1j[
。

据记载
,

那个时期的灾害发生

频率很低
。

自公元前 18 5 年 (西汉初 ) 至 1 91 1 年 (清朝末年 ) 的 2 0 9 6 年间
,

长江共发生较

大洪水灾害 21 4 次
,

平均每 10 年一小灾
,

80 一 90 年一大灾 .2[ 习
。

但是
,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
,

明朝政府采取
”

舍南保北
”

方针 2j[
,

在荆江北岸构筑大堤
,

切断了云梦泽与长江的天然联系
,

人为地限制与改变了沉积物的沉积范围
,

将云梦泽的自然演化进程人为破坏
,

改变了荆江

段的河湖体系平衡
,

使云梦泽变成了河网化的江汉平原
。

这样一来
,

一方面洞庭湖面临的

洪水压力陡然增大
,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灾难
,

灾害频率大大增加
。

1 4 9 9年至 1 9 4 9年大约 45 0

年 间
,

仅湖北省江汉干堤溃 口达 1 86 次闭
,

平均每 2一 3 年一次
。

同时
,

荆江北岸的江汉平

原 因沉降而又得不到沉积补偿的情况下
,

不但土质日益潜育化
、

沼泽化 5[]
,

而且还面临着 由

于潜在盆地可容量增加而带来日益严重的高水位洪水的威胁
。

造成上述地区人类生存环境

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
,

企图改变自然而遭到 自然报复与惩罚的结果
。

1
.

2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与沉积物通量

水土流失是构造
、

岩性
、

地貌
、

降雨
、

植被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

果
,

其中人类社会活动又可影响到上述诸因素的变化与平衡
。

多年来
,

由于长江上游及其

各支流地 区过量采伐林木
,

毁林开荒
,

森林火灾以及对矿产资源的滥采乱挖
,

使森林面积

锐减
,

植被破坏
,

土地沙化
,

泥石流频繁
。

长江流域原始森林覆盖率由 1 9 5 7 年的 22 写锐减

到 1 9 8 6 年的 10 % [6 ,
。

四川省 1 9 5 7年的森林覆盖率为 2 2%
,

1 9 8 3 年下降到 1 3
.

3纬
。

贵州

省 1 9 9 6 年已降至 20
.

85 %
。

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也比 50 年代初下降了一半
。

金沙江
、

大渡

河
、

雅碧江沿岸及交通闭塞的横断山脉的森林资源也所剩无几
。

由于植被的破坏
,

导致了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和大量的水土流失
。

据研究或估算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量
,

最直接的方法是估算长江的总沉积物通量
,

而

这个通量应包括悬浮 (牵 引部分约占 70 % ) 载荷与推移 (床沙部分约占 30 % ) 载荷两个组

成部分
,

牵引载荷是 目前获得的较为可靠且较多的数据
。

据统计 7[]
,

目前长江流域
,

包括雅碧江
、

眠江
、

大渡河
、

赤水河
、

嘉陵江
、

沱江
、

汉水

等支流所有河段
,

水土流失面积达 6 6 x l o ` k m
Z

[月上云 ( 1 9 9 8 ) [` ,报道为 7 3
.

9 4 x l o ` k m
,
)〕

,

眠江
、

沱江
、

赤水河
、

嘉陵江
、

乌江
、

汉江等支流年均侵蚀模数大于 7 00 t k/ m
, 。

据重庆北

磅水文站多年观测资料统计
,

嘉陵江上游年均侵蚀模数为 1 01 0 t/ k m
“ 。

1 9 8 1 年四川洪灾中
,

其年来沙量竟达 3
.

56 亿吨
。

乌江流域的贵州毕节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1 6 8 3 k0 m , ,

占该区

总面积的 62
.

7 %
,

平均年侵蚀模数达 54 46 t k/ m
, ,

年泥沙流失总量为 91 “
.

27 万吨
,

且

绝大部分流入了长江
。

乌江渡水电站运行仅 4年
,

水库淤沙厚度就达 3 Om
,

是原设计 50 年

才能达到的标准 8[]
。

长江中游段汉江支流河段
,

其年均侵蚀模数达 1 06 0 t / k m , ,

年输沙量为

0
.

49 9 亿吨
。

长江上游的侵蚀作用远大于上述中游河段及支流河段
。

中下游段 (宜昌以

下 ) 地势较平坦
,

属低山丘及平原
,

水土流失相对较弱
,

年侵蚀模数一般小于 3 o o t/ k m
, 。

依

据上述资料
,

我们取整个长江流域年加权平均侵蚀模数为 1 0 88 t k/ m
Z ,

按 “ 义 l少 k澎 水土

流失面积估算
,

长江流域年剥蚀量达 7
.

18 亿吨 (表 1)
.

。

其中除 30 %左右以床砂推移形式

搬运外
,

另外约 5亿吨左右泥沙以悬浮 (牵引 ) 载荷形式迅速搬运至长江中下游河湖体系

中
。

除长江出口三角洲地 区输送部分沉积物入海外
,

大部分泥沙则以边滩或心滩形式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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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江中下游河湖体系中
。

表 l 长江上游及其主要支流流域水土流失盘估算表

T叻 le 1 T h e e s t im a et d
v o lu m e s of t h e 5 0 11 e r o s io n i n ht e u P P e r an d m i d d l e r e a e h es o f

ht e Y an g t z e R i v e r

an d i t s tr i b u t a r i e s

水水 系系 金沙江江 雅碧江江 眠江
一

大渡河河 赤 水水 沱 江江 嘉陵江江 汉 水水 上游全流域域

水水土流失面积 ( i o 4
k m Z ))) 10

.

555 6
.

555 1 1
。

3 555 1
.

0 555 2
.

0 555 5
。

555 666 6 666

侵侵蚀模数 ( t / k m Z ))) 1 10 000 1 0 0 000 1 10 000 8 5 000 7 5000 10 1000 1 0 6 000 1 0 8 888

年年剥蚀量 ( 1 0 . t ))) 1 1555 0
.

6 555 1
.

2 555 0
.

0 888 0
.

1 555 0
.

5 666 0
.

6 444 7
.

1 888

推移 (床砂 ) 载荷 (推移质沉积物 ) 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

由于床砂载荷分布不

均
,

各河段及各河段的不同演化时期情况不一
,

因而估算其通量较为困难
。

据我所 19 9 6一

1 9 9 7年对长江上游攀西地区的安宁河
、

金沙江
、

大渡河谷中广泛分布的第四纪堰塞湖 (河

流因夭然堤坝堵塞成湖 ) 成因研究结果初步表明
,

湖盆沉积物记录了近二万年 ( 中新世 ) 以

来的沉积物分布特征
。

据剖面地层厚度 比及体积估算法
,

推移 (床砂 ) 载荷沉积物约占总

沉积物通量的 30 %一 50 %左右 0
。

若根据这一比率
,

结合长江年总悬浮 (牵引 ) 载荷量约

5 亿吨的实测值
,

那么
,

长江中上游年剥蚀量 比上述用年加权平均侵蚀模数值估算的年剥蚀

量还大
,

应在 7
.

14 ~ 10
.

00 亿吨之间
。

1
.

3 泥沙在长江流域搬运及沉积状况

水土流失产生的大量泥沙
,

大部分以悬浮质牵引的方式被江水运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

据宜昌水文站多年观测
,

每立方米长江水含沙量达 1
.

1k8 g
,

为世界河水含沙量第 4 位
,

嘉

陵江上游 (广元以上 )
、

金沙江下游及汉江
,

年平均含沙量则在 5一 10 k g 之间9j[
。

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是一个
“

剥蚀~ 搬运~ 沉积
”

的动态平衡系统
。

上游的快速剥蚀必

然导致中下游河湖体系的加速沉积 (淤积 ) 演化过程
。

在这个体系中
,

宜 昌以上地段主要

表现为河流的侵蚀作用与 (悬浮 ) 沉积物的搬运作用及上游推移质的沉积作用
,

而中下游

段则主要表现为河湖体系的边滩
、

心滩加积作用及湖相三角洲进积作用等沉积过程
。

洞庭湖是 目前长江中游主要的分沙场所
,

据统计资料 10[
·

川分析表明 (图 1 )
,

50 一 60 年

代
,

洞庭湖分担了约 1
.

7亿吨 /每年的长江分砂量 (此前应更大 )
,

占长江总悬浮搬运沉积

物通量的 37 %
。

但 目前分沙量已减到 0
.

7 亿吨 /每年
,

只占长江总悬浮搬运沉积物通量的

15 %
,

减少了一倍多
,

大大加重了长江荆江段及其以下河道的淤积
。

造成洞庭湖分砂减少

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

一是由于洞庭湖人为缩小过洪面积
,

加速沉积盆地基底 (仅过洪部

分 ) 的淤积抬高
,

使分沙能力减小
; 二是长江河道的整治 (裁弯取直 ) 使荆江段河道坡降

度增加
,

导致大量泥砂迅速搬至下游河段沉积 (图 1 )
。

由于大量泥沙淤积在河道
、

湖泊中
,

使河水面和湖水面不断抬升
,

仅 30 年间
,

东洞庭

湖鹿角一城陵矶水面落差由 60 年代的 1
.

0 91 m 降至 80 年代的 0
.

8 31 m
,

水面比由 0
.

0 0 3 4%

降至 0
.

0 0 2 5% 3j[
。

长江中下游 由于近期沉积物通量的增加导致了淤积作用与冲刷作用同时

增强
,

心滩
、

边滩加积速度加快 l2[ 〕
,

从而使长江排洪泄洪能力大大减小
。

今年长江特大洪

水最大流量并未达到 1 9 5 4 年洪水流量
,

以洞庭湖出口城陵矶 为例
,

1 9 54 年最大流量为

O 郭 一兵等
, 1 9 97

,

城陵矶站水位流量关系及水沙变化分析
, “

九五
”
三峡工程泥沙科研项 目 (9 5一 1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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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5 6~ 1 9 9 5年泥沙入湖量变化直方图
1

.

年数 ; 2
.

泥沙入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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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 i s t o g r a m s s h o
w in g t h

e v a r i a t io n s in s e
d im e n t d i

s e
h
a r g e s in 1 9 5 6一 1 9 9 5

l 一 y e a r n u m b
e r ; 2 =

s e d im e n t d i
s e

h
a r g e

7 9 s o o m
,

/ s
,

最高水位 3 4
.

5 5m 0
。

而 1 9 9 8 年最大洪水量 6 6 0 0 o m
,

/ s ,

最高水位却达 3 5
.

9 4 m
,

高出 1 9 5 4 年最高水位 1
.

39 m
,

表明河床被淤积抬升
。

河床抬高
,

水位上升
,

又使荆江
、

洞

庭湖成为悬河
、

悬湖
。

如荆江人民大坑 。
,

堤原建在沿江高河漫滩上
,

非特大洪水不能淹没
,

从 1 9 5 6一 1 9 7 6 年
,

内外高差明显加大
,

内平均高程为 30
.

9 1m
,

洪水期间外洪水水位平均

为 32
.

64 m
,

高出内平均高程 1
.

73 m
,

洪道及烷外河床淤积速率为年均 8
.

o c7 m
。

目前
,

荆江河段及洞庭湖城陵矶每年水位在 30 m 以上的时间有 2 个月以上 .3[
’ 习

,

而江汉平原江陵

一潜江一带海拔高程为 26 一 28 m
,

洞庭湖区安乡一南县海拔 28 ~ 32 m
,

沉江双华坑仅 26
.

5 3m l[ ` 〕 ,

处于洪水位以下
,

它们每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到烷外洪水的威胁
。

2 洞庭湖与长江分洪滞淤

洞庭湖是长江的过水型泄水湖泊
,

与长江关系密切
,

具有对长江分洪滞淤
、

调蓄洪水

的功能
。

从洞庭湖三 口 (松滋 口
、

太平口
、

藉池 口 ) 入湖水量每年曾达 1 0 0 0 多亿立方米
,

加 上湘
、

资
、

沉
、

遭四水和 区间小水系
,

每年洞庭湖要调蓄 3 0 0 0 多亿立方米水量 O
。

但是
,

近年来洞庭湖对长江洪水的调蓄能力及分沙滞淤能力已急剧下降 (图 1 )
。

据统计资料表明
,

O 中国主要 河流水 文特征资料
.

1 9 5 7
,

水利部水文司
。

公 郭树毅
,

1 9 9 5
,

长江中游沿岸 (荆江一武汉段 ) 环境地质综合勘查报告
。

湖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大队
.

母 郭 一兵等
, 1 9 9 7

,

城陵矶站水位流量关 系及水沙变化分析
, “
九五

”
三峡工程泥沙科研项 目 ( 95

一

卜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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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在分洪滞淤能力上
,

在过去的近 1 00 年 中已减少数倍
,

仅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长

江裁弯取直之后
,

其分沙分洪能力缩小了近一倍
〔` 5〕

。

造成洞庭湖分沙滞淤能力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洞庭湖实际过洪面积急剧缩小
,

淤积加快
。

从 1 8 5 2 ~ 1 9 9 3 年的 1 40 年间
,

湖泊面积

由 6 0 0 0 km
Z ,

缩小至 2 5 7 9 km
,
(图 2 )

,

缩小 T 5 6 % ;
湖泊容积由 1 9 4 9年的 2 9 3 亿立方米减

至 1 9 9 3 年的 17 2
.

3 6 亿立方米
,

减少 4 1 ;石 (表 2 ) 〔
6

·

s j 。

7 0 0 0

(k m Z)

` 0 0 0

田阴
此ù

18 52 18 , `

曰
50 0 0

4 0 0 0 1姑 4

3 0 0 0

1 , , 7 2, . 3 1舀, 3

2 0 0 0

1 0臼0

。 `
1口5 0 18 7 0

图 2

1吕9 0 1 9 1 0 1 9 3 0 19 5 0 1 9 7 0 1 9 9 0

1 8 5 2~ 1 9 9 3年 (共 14 0年 ) 洞庭湖湖泊 (蓄水区 ) 面积变化图
1

.

湖泊面积
; 2

.

线性湖泊面 积

F 19
.

2 T h e v a r
i
a t io n s i n w

a t e r s t o r a g e a r e a s o
f t h

e

oD
n g t i n g L a

k
e in H

u n a n

1= l
a k e a r e a ; 2 = l in

e a r
l
a
k

e a r e a

表 2 洞庭湖总面积与总容积变化表

1 8 5 2一 1 9 9 3

T叻 l
e Z T恤

v a r

iat io n s i n ot t al a r e a s a n d v o l u m e s o f t h e D o gn it n g L a k e i n H u

an n

时时 间 段段 总 面 积 变 化化 总 容 积 变 化化

变变变化量量 变化率率 年均变化率率 变化量量 变化率率 年均变化率率
((((( k m Z ))) (% ))) (% ))) ( 1 0 8 m 3 ))) (% ))) (% )))

111 8 2 5一 1 98 3 ( 1 5 8 年 ))) 6 0 0 0一 2 6 9 1= 3 3 0 999 一 5 5
.

222 一 0
.

3 555555555

111 9 4 9~ 1 98 3 ( 3 4年 ))) 4 3 50一 2 6 9 1= 1 6 5 999 一 3 8
.

111 一 1 1 222 2 9 3一 1 7 8一 1 1 555 一 3 9
.

222 一 1
.

444

111 9 8 3~ 1 9 9 5 ( 12 年 ))) 2 6 9 1一 2 58 4~ 1 0 777 一 3
,

9 888 一 0
.

3 333 17 4 一 1 7 2
.

3 6 = 1
.

6 444 一 0
.

9 444 一 0
.

0 888

长期以来
,

洞庭湖盆地的淤积及盆地演化趋势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一种观点

认为洞庭湖正处于抬升时期 ls[ 〕 ,

实际 (潜在 ) 湖域在缩小
,

并逐渐走向衰亡 l[,
’

·

川 ; 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洞庭湖湖域在扩大 .2[
’ ` · ` ’ · ’幻

。

传统的观点认为
,

洞庭湖淤积远大于基底沉降速率
,

因此
,

洞庭湖在逐渐缩小并走向消亡
,

因而提出了
“

清沙出湖
,

节制三 口分流
”

等措施
。

我

们认为洞庭湖盆地的基底沉降速率大于或基本等于潜在湖域面积内的平均淤积速率
,

实际

潜在的湖域湖容在扩大
,

或基本保持不变
,

只是人为因素迫使了洞庭湖现在过洪湖域范围

内的淤积速率大于沉积速率
。

统计资料表明
,

1 9 4 9~ 1 9 7 7 年的 28 年间
,

洞庭湖湖容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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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
,

其 (过洪 ) 湖域仅为 70 年前的 43 %
,

其中近 50 年中围湖垦植面积达 1 6 6 k2 m
“ ,

占

整个洞庭湖缩小面积量的一半以上
; 而荆江北岸的湖北省江汉平原仅建国后的四十余年

间
,

累计 围湖造田达 860 多万亩 (合 5 7 3 k3 m
2

l)[ 叼
。

筑堤围已有近 1 0 0 0 多年的历史
,

而解

放以后开始的大规模围湖造田
,

使得洞庭湖三角洲向前推进 33
.

3c m
,

便围堵一 片的局面
,

致

使天然河道无法摆动
。

湖滨湖沼 (特别是入湖河 口三角洲地区 ) 的快速淤积与人为的围湖

造田使洞庭湖过洪区一天天缩小
;
反过来

,

水域的缩小又加快了淤积作用的进行
,

从而形

成了
: “
淤积成洲~ 围湖~ 过洪湖域缩小~ 加速淤积~ 加速围湖

”

的恶性循环
。

因此
,

洞庭

湖的淤积速率加快完全是人为因素的结果
。

洞庭湖是否有潜 力为长江分洪滞淤
,

这取决于洞庭湖潜在的可容湖泊空间的演化
,

而

这一演化过程中湖盆基底的构造沉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

统计资料表明叫
,

洞庭湖盆

地自中新生代形成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沉降之中
,

整个盆地基底年均沉降率在 10
·

55 m m 左

右 (表 3 )
,

而整个沉积盆地所有沉积物全部分布于过洪区情况下
,

泥沙年沉积速率仅为

n m m 左右
。

若按整个沉积盆地分布计算
,

则这一数值将减少一半左右
。

因此
,

盆地基底沉

降速率大于或至少等于盆地沉积速率
,

总体上保持了湖盆体系的沉降
一

补偿平衡
。

根据这一

基本原理
,

按现在分沙规模
,

洞庭湖泊范围可基本保持不变
,

完全可以承担起长江分洪滞

淤的能力
。

但是
,

如果围湖筑坑
,

使泥沙沉积仅分布在外的狭窄过洪区内
,

那么洪道三角

洲
、

河口 三角洲地带的沉积速率则大大加快 (如藕池河东支河 口三角洲每年可向湖 内推进

2~ 3m )
,

而烷内无沉积 只有沉降
,

最终导致坑内外相对高差的增加
,

形成湖底高于坑底的
“

悬湖
” 。

表 3 洞庭湖盆地基底沉降大地水准测量分析结果 (m m /a)

aT b l e 3 A n al y t i ca l er s u l t s o f t h e bas e m e n t s u
bs i d e n e e r a t肠 of 比 e D on g jt n g L a k e In H u n a n

a e e o r d i n g ot g e o d e t ie s e a le
v e l m e a s u r e m e n ts ( i n m m / a )

盂盂认选选
岳阳阳 湘阳阳 石首首 华容容 监利利 洪湖湖 江陵陵 枝江江 城陵矶矶 南县县 七星湖湖

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家弯弯弯

111 9 2 5 ~ 1 9 5 333 8
.

5 777 8
.

9 333 1 1
.

4 333 1 1
.

4 333 1 0
.

0 ( ))) 6
.

4 333 1 1
。

7 888 1 2
.

144444 {{{!!!

111 9 5 0 ~ 1 9 6 000000000000000000000 11
.

0 ( ))) 8
.

555

111 9 6 555 6
.

4~ 1 8
.

66666666666666666 1 2
.

0 0000000

1 盆地基底沉降
,

而盆地边缘相对抬升
; 2

.

盆地基底 沉降平均速率为 1 0
.

55 m m a/

3 都阳湖与长江河湖体系

都阳湖位于长江中游与下游分界处
,

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集水盆地
,

自西向东接纳

修水
、

赣江
、

抚河
、

信江和都江等 5 条河之水
,

由湖口注入长江
。

据统计 10[ 〕 ,

湖泊面积 1 9 5 4

年为 s o s o k m
Z ,

到 1 9 7 6年缩减至 3 8 4 1 k m
, ,

缩小了 2 3
.

9%
,

湖泊容积从 1 9 5 4 ~ 1 9 7 6 年
,

由

32 0 亿立方米
,

减少至 2 60 亿立方米
,

减少 1 8
.

8%
。

都阳湖与洞庭湖有许多相似之处
:

①同处于构造沉降中
。

现代都阳湖湖底地貌特征表

明
,

自第四纪以来
,

湖水 己侵蚀了多级河谷阶地
,

反映了都阳湖近期沉降作用显著
。

在都

阳湖之南的军山湖和青岚湖中
,

其沉没的水下河谷地貌还极为清晰可见
,

更重要的是在现

在的湖底凹陷带内
,

仍然 只有少量的薄层淤泥覆盖于网纹红土之上
,

这更是近期强烈沉降

的直接证据 l6[ 〕 ; ②泥沙淤积分布受人为因素制约
,

但构造沉降速率超过湖盆平均淤积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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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
,

基本保持了欠补偿和基本补偿沉积盆地性质
; ③高滩围田

、

围湖造田等人为地质作

用显著
,

这是湖域湖容缩小的主要原因
。

都阳湖没有长江的入 口
,

因而不能起到对长江分沙分洪的重要作用
,

反而 向长江泄水

排沙
,

年均输水量为 14 3 3 亿立方米
,

排沙量为数百万吨
,

加大了长江干流的水量和沙量
。

一方面造成长江江水顶托
、

水位抬高
,

同时也加速了长江中下游河段的河床淤积
。

过去
,

有

不少学者出于治理都阳湖局部环境的目的
,

同时从
“

都阳湖淤积大于沉降且湖盆逐渐将走

向消亡
”

的理论基础出发
,

提出了改变入湖河道而直接送沙入长江的治湖措施
。

从长江整体

河湖平衡体系来看
,

这一方案未从根本上解决都阳湖环境治理问题
,

即使还都阳湖以一个

清澈明亮的本来面貌
,

但若长江水泄不畅 (今年特大洪灾就是一例 )
,

即使不能达到历史最

高流量标准
,

其水位也会再次超历史记录
。

作者认为
,

从整个长江河湖平衡体系来看
,

都

阳湖应保持其 自然为长江分沙蓄水之功能
,

尽可能保持赣
、

抚
、

修等五水入湖沉淤
,

以减

轻长江中下游泥沙淤积负担
; 另一方面

,

只要保持都阳湖自然分洪过水湖域
,

减少人垦围

湖
,

退坑还湖
,

同时加强赣
、

抚
、

修等五水中上游环境治理
,

特别是水土流失治理
,

都阳

湖在现有沉降速率规模的基础上仍可以保持补偿性或基本补偿性沉积盆地性质
,

保持湖盆

湖域的相对稳定
,

达到对长江分洪分沙的 目的
。

为此
,

对都阳湖整治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

①都阳湖的泥沙来 自五水
,

以赣江为甚
,

因此
,

应做好赣江及其它四水上游地带环境

保护
,

严格控制流域内的水土流失
; ②在五水中上游适当地段修建水库

,

拦洪发电
,

蓄水

截沙
,

调节入湖水
、

沙量
; ③疏通赣江的南支

、

中支和北支
,

控制赣江主支直接向长江排

沙
,

减少入江泥沙
; ④退田还湖

,

扩大过洪滞淤的湖域湖容
。

4 长江上游环境保护与治理初步设想

4
.

1 保护环境
,

治理上游
,

治根治本

长江上游全面封山育林
,

对两岸坡地退耕还林
,

根治水土流失
。

统计表明
,

目前长江

上游水土流失面积达 66 x l少k m
Z ,

沉积物每年剥蚀通量达 4
.

62 亿吨
。

这些泥沙除部分带入

东海沉积外
,

其余均淤积在长江河道及沿江湖泊中
,

使河床
、

湖底逐年抬高
,

造成诸如荆

江河段和洞庭湖等成为悬河
、

悬湖
。

治理水土流失
,

将大大减少江水含沙量
,

减轻河道
、

湖

泊的淤积
,

使水位下降
,

水位顺畅
,

并将改善长江中上游的生态环境
,

使长江水由浊变清

成为可能
。

4
.

2 洞庭湖应开扩湖域
,

退田还湖

顺应洞庭湖沉积盆地演化之 自然规律
,

分流长江泥砂
,

不但有利于长江的泄洪顺畅
,

同

时也保持了洞庭湖盆地的沉降一沉积平衡
。

近年来
,

围湖筑坑等人为的地质作用已使洞庭

湖的泥沙沉积仅局限分布在外过洪洪道
、

河 口三角洲及狭窄的滨湖河漫滩区内
,

相对沉积

速率很快
,

造成整个洞庭湖出现很多湖水面高于堤的
“

悬湖
” 。

因此
,

开坑还湖
,

就低就滨

进行堤湖置换
。

调整这些置换地段土地的自然类型与应用类型之关系
,

因势利导
,

合理利

用丰
、

枯水期土地资源发展农
、

牧
、

渔等混合型经济产业
。

这样既可适当扩大湖域
、

湖容
,

达到蓄洪分流分沙的目的
,

又可避免部分坝垮堤淹没的危险
。

同时
,

可借鉴荷兰政府移堤

拓宽莱茵河洪道的办法
,

将主洪道两侧大堤后撒
,

拓宽外滩
,

形成洪水期宽阔的泄洪道
,

起

到滞蓄与排洪
、

沉淤送清入江的作用
。

4
.

3 开通湖北监利一洪湖分洪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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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监利一洪湖分洪河道
,

使荆江有洞庭湖
、

洪湖南北两个调蓄洪水的湖泊
。

这既可

减轻洞庭湖和荆江的洪水压力
,

降低荆江水位
,

同时也加强了江汉平原的安全保障
,

保持

整个江汉
一

洞庭湖平原的沉降
一

淤积平衡
。

历史上
,

荆江曾经北有云梦泽
、

南有洞庭湖调蓄洪

水
,

使洞庭湖受洪涝灾害的频率大大降低
,

平均 15 年一次小灾
,

80 一 90 年一次大灾
。

而现

在是 4 年有 3 年遭灾
。

开辟在荆江北岸分洪调蓄区
,

将会大大降低洪灾的频率
。

4
.

4 疏通干流及人湖河道
、

加固烷堤

使洪水下泄流畅
,

并使湖泊充分发挥分流分沙
,

调蓄洪水的功能
,

而湖泊的沉降又可

得到沉积补偿
,

使湖泊保持沉降
一

沉积平衡
。

加强对长江两岸边坡及堤坝的稳定性的监测和研究
,

及时治理边坡的滑坡和垮蹋
,

查

清堤基底岩性特征和断层性质
,

防治大堤可能出现的裂隙
、

孔洞
,

治理堤坝的下沉和管涌
,

加固加高危险地段的堤坝
,

查清溃堤隐患
,

保障长江大堤的安全
。

4
.

5 支流建坝分洪分沙

在长江上游各支流及洞庭湖四水兴建水坝水库
,

拦沙蓄洪
,

这不但可以减轻长江干流

的洪水压力
,

同时还可以起到拦沙削洪与开发水能资源并举的作用
。

对类似金沙江上游巴

塘一德钦的干热河谷地段应采取特殊环境保护措施
,

如修坝拦水等
,

以改善其小区域范围

内的气候条件和 自然环境
。

作者在野外调研
、

资料收集及有关间题的讨论交流过程中
,

得到了湖南省地矿厅董和

金厅长
、

蔡悦林处长
、

刘五一高工的大力支持帮助与启示
。

湖南省地勘局地质科研所童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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