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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海古泻湖作为这种过程的产物，现今

仍能看到。陈裴云的《澄怀堂文钞》中也记载：

“七里海在宝坻县东南130里，亦无源之水，即

北运河青龙湾籍以宣泄也，地形洼下，积涝归焉

⋯⋯”；雍正末年陈仪编著的《直隶河渠志》

(1735年)中记载七里海本为泻湖群遗迹：“海之

西北为后海，后海之西北为鲫鱼淀，海之东南为

曲里海，雨水多汇，则积目无涯；旱膜之年诸水

多涸；惟七里海尚有宁车沽一道，下通北塘，

⋯⋯沽道即狭，舟楫贩易之所不至。雍正五年

(1727年)开宁车沽河⋯⋯”。经历了300多年

的变化，泻湖群仅存七里海。国务院于1992年

10月27日将其列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后，

其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解。

3海河下流尾闾的演变

康熙卅七年(1694年)，玄烨诏命浑河束以

长堤，赐名“永定”，并亲临永定河20次，策划北

运河的筐儿港引河，建成了引河、减水坝和长

堤。对永定河采取筑堤束水、引清刷浑的治理

方法，从而固定了河床，充分利用了湿地空间。

雍正初年(1726年)允祥倡议河、淀分治，认

为永定河从东淀分离，由柳岔口起向北到王庆

坨人三角淀归淀河，过丁字沽人海河；子牙河也

从东淀隔离，走淀河，使“河自河、而淀自淀”。

两条多沙河流均同东淀脱离。为达到兴水利与

除水害并举，在京畿掀起营水田高潮，一度多达

6 000顷。

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筑南北遥堤，将永

定河下游束缚在460 km2的湿地内。所形成的

“三角淀”使永定河的散水匀砂仅局限在淀中，

才与东淀分隔。

在海河尾闾平原，由于永定河、子牙河、漳

河的频繁改道，永定河复合冲积扇体在淤平湿

地群中部的三角淀、母猪淀、沙家淀、叶淀之后

(约18世纪前)，继续东移和北进，将古湿地群

明显分割成南、北二带。另外，历史时期黄河北

徙的淤填造陆也参与了本地区浅表地层与地貌

的构建。古黄河的泥沙是海河三角洲形成的原

始物质，所以海河三角洲也可称为老黄河三角

洲。

天津市西南在南运河和海河之间，两河泛

滥时所夹带的少量泥沙淤填作用微弱，因此，每

当洪涝年，即作为滞涝、泄洪区。这一带残留的

湿地群，到18、19世纪，由于不断开浚减引河贯

通湿地，最后进入海河干流。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海河下游发生有记

录以来的大洪涝，京、津两地7月份的降水量超

过800 mm，天津南部积水长期不能排出。有鉴

于此，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初于墙子河开

挖卫滓河，经波水洼人海河，主要是宣泄城西南

积涝。这条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泄洪、滞涝、灌

溉、航运、游览等多种功能，至今仍沿袭保护治

理与疏浚作用，并与全市河道贯通。

至于北运河岸的溻河淀和束缚永定河的

南、北遥堤中的湿地，在19世纪以前这种格局

未受到干预，总能保留相贯通的湿地群；到了现

代有计划的放淤和散水匀沙后，都成为高亢的

陆地了。

19世纪末以来，由于永定河的迁徙淤高，使

得大清河断流，促使其向上转移至第六埠窜入

子牙河(见《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志》、《周悫慎

公全集》)，方形成今日的五河汇人海河干流的

海河尾闾现代格局。

4天津湿地的利用情况

清代200余年问，具有天然调节水资源作

用的海河下游地区湿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明

清时代的农学家认为：“治畿辅之水，必从淀

始”，更提出综合利用的设想：防洪、滞涝、灌溉、

养殖和航运并举。

《畿辅水利四案》(潘锡恩编，道光年间出

版)指出：“欲治直隶之水，必从淀始，凡古淀之

能存水者，均应疏浚深广，并多开引河，使淀淀

通畅；其已淤为田畴者，四面开渠，中穿沟洫，洫

达于渠，渠达于河，于淀，⋯⋯而以现在淀内的

河身、疏浚通畅，为众疏之纲，经纬条贯，脉络交

通，泻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后淤田种稻，旱涝有

备。鱼、鳖、蜃、蛤、萑、蒲之生息日滋⋯⋯。”说

明当时早已认识到湿地本身具有的生产力，并

能消容洪涝。此后天津碱、引河的开浚就遵循

了上述建言，例如贾家沽道引河(清末至今遗留

岸段多称为月牙河)、宁车沽引河、卫津河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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