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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湖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第二大城中湖承载着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涵。本文从地质构造、气候演化、江湖相互

作用和人类活动等方面对东湖的成因和演化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湖既是一个“构造湖”，又是一个“壅塞湖”，它的形成受多期构

造运动叠加影响，印支运动至喜马拉雅运动过程中引起的褶皱变形、盆岭构造、凹陷盆地、大别山隆升等为东湖形成奠定了地质

基础。东湖的形成与长江的关系密切，是中更新世以来地壳垂直升降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中江、湖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在人类工

程活动过程中形成现今的几何形态。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显示出人类工程活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地质营力，对东湖发展演化的影响

无论是强度还是速度都远超自然地质营力作用，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开发利用和保护东湖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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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st Lake,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lake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bear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Wuhan’s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East Lake from the aspect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climate evolu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river and 
lake, human activiti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ast Lake is both a “tectonic lake” and a “barrier lake”. Its 
formation is affected by the multi-stage tectonic movement. The folding deformation, basin-range structure, 
sag basin and Dabie Mountain uplift caused by the Indosinian movement to Himalayan movement provided 
the g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East Lak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Yangtze River, the g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East Lak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lakes in the process of vertical crust 
uplift and fall, and the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since the Middle Pleistocene, which  forms the 
current geometric form along with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Over 30 years remote sensing images show 
that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geological force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with stronger and faste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East Lake than natural geological forces. The only choice 
for human beings to develop, utilize and protect the East Lake is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life 
for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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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其

上江河纵横，河港沟渠交织，湖泊库塘星罗棋布，现

有水面总面积 2117.6 km2，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四

分之一。由于面积大于 0.05 km2 的湖泊有 166 个，

水面面积 779.56 km2，因而被称为百湖之市 [1]。东

湖因位于长江南岸，武汉市城区的东部，故取此名；

当其水位处于最高允许水位 21 m 时，主体水域范

围为 30°31’ ～ 30°36’N，114°21’ ～ 114°28’E，总
面积为 88.2 km2，水域面积约 33 km2，是杭州西湖

的 6 倍。东湖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岸线曲折，素有

九十九弯之称。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以大型自然湖

泊为核心，以湖光山色为特色，集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东湖原为我国最大的城

中湖，由于城市的扩张发展，被同处于武汉市的汤

逊湖取代，现为我国第二大城中湖。东湖是典型的

城市浅水淡水湖泊，流域总体上地势平坦，东南部

为残丘山区，呈东西向雁行排列，东、西、北三面为

平原。

武汉市因水而兴、因湖而秀，如果说长江、汉水

是武汉的母亲河，东湖则是武汉的母亲湖 [2]。东湖

承载着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涵，在当

今武汉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城市

人口的不断增多，众多中外科学家对东湖的生态系

统、污染与治理和水域功能等进行过大量研究，取

得了系列成果 [3-6]，但对东湖的地质成因和发展演

化关注不够。东湖曾是“云梦泽”的一部分、与长江

相连 [7]，其形成和发展演化自然与长江的形成和演

变关系密切。本文通过综合分析东湖及邻区的区域

地质资料，总结东湖形成的地质背景和形成条件，并

对东湖与长江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结合东

湖及邻区不同时期的影像数据对比，揭示人类活动成

为地质营力 [8-10] 后，对东湖地貌的演变影响有增大的

趋势，以期为东湖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地质依据。

1 东湖的成因及形成时代

东湖自古以来就是游览胜地 [2] ，不仅有着秀

美的风光，同时也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屈原在

东湖“泽畔行吟”，楚庄王在东湖击鼓督战（清河桥

古桥遗址），刘备在东湖磨山设坛祭天，李白在东湖

湖畔放鹰台题诗，袁说友用“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

新又说东湖”等赞美东湖；毛泽东主席一生钟爱东

湖，将其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1953-1974 年曾

44 次下榻武汉东湖宾馆，在这里共接待了来自 64

个国家的 94 批贵宾 [11]，历史的一次次留痕，日积

月累出东湖的“名湖气质”。“长天楼上凭栏处，十里

东湖雨色朦；天问阁前参屈子，磨盘碑下拜朱公；遥

村近郭云山外，暮霭晨烟碧水泷；雨后岚光亭榭绿，

风摇树影透花红”，一首《游东湖》七律描写了武汉

东湖的壮丽美景。然而当你漫步在蜿蜒曲折却宽阔

平坦的东湖绿道上，欣赏着秀美的湖光山色，呼吸

着湿润的清新空气，心旷神怡的同时是否联想过被

苍天赋予碧波蓝天的东湖是怎样形成的，她又经历

了哪些沧海桑田？

1.1 东湖形成的地质背景

东湖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陆块北缘的下扬子

陆块鄂东南褶冲带之武汉台地褶冲带。东湖周缘地

表多被第四纪走马岭组、青山组和王家店组松散堆

积物覆盖；基岩出露较少，主要为志留系、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和白垩系 - 古近系 [12]，分布上除少量出

露于严西湖以西，其余呈北西西 - 南东东方向展布

于东湖南或中南部，对东湖形成隔挡之势（图1）。

钻孔资料显示东湖及邻区隐伏基岩以中 - 新
生代陆相地层为主，少量为古生代海相地层 [12]。

东湖及邻区所处的下扬子陆块在加里东 - 海西

期以垂直升降为主，形成多个沉积间断（D/S、 
C/D、C2/C1、P/C、P3/P2）；印支期（晚二叠世 - 三

叠纪，260 ～ 200 Ma）开始受到南北向水平挤压应

力作用，使古生代及早三叠世地层发生大规模的褶

皱变形，形成了一系列北西西 - 南东东向紧密线状

褶皱，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压性、扭性断裂，特别是在

东湖南部形成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倒转向斜和背斜；

燕山期（侏罗纪 - 早白垩世早期，200 ～ 135 Ma）以
断裂为主，褶皱不发育，主要表现为规模宏大的北

北东向脆性断裂（隐伏断裂）；四川期（早白垩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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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古新世，135~56 Ma）开始由挤压向松弛弹性回

落，盆岭构造初步形成；华北期（始新世 - 渐新世，

56~23 Ma）形成沿断裂展布的断（凹）陷小盆地及

山间凹陷小盆地（图 1）。

图 1   东湖及邻区构造地质简图（据 1∶5 万武汉市幅地质图 [12] 修改）

Fig. 1   Tectonic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East Lake and adjacent area(modified by 1:50,000 Geological map[12])

Ⅰ秦岭 - 大别造山带；Ⅱ扬子陆块；Ⅰ-1 桐柏 - 大别基底杂岩带；Ⅰ-2 英山 - 红安超高压变质岩系折返带；Ⅰ-3 木兰山 - 四望高压变

质岩系折返带；Ⅰ-4 麻城 - 新洲凹陷；Ⅰ-5 随南陆缘裂谷；Ⅱ-1 江汉断陷盆地；Ⅱ-2 武汉台地褶冲带；Ⅱ-3 梁子湖凹陷；Ⅱ-4 大冶台地褶冲

带；F 襄樊 - 广济断裂 .

1- 水系；2- 走马岭组；3- 青山组；4- 王家店组；5- 公安寨组；6- 二叠系；7- 石炭系；8- 泥盆系；9- 志留系；10- 正断层及产状；11-

逆断层及产状；12- 左行走滑断层；13- 性质不明断层；14- 隐伏断层；15- 整合及不整合界线；16- 平行不整合界线；17- 水系界线；18- 层

理产状；19- 向斜；20- 背斜；21- 倒转向斜；22- 倒转背斜；23- 隐伏向斜；24- 隐伏背斜；25- 基岩断层编号；26- 隐伏断层编号；27- 向斜

和背斜编号；28- 隐伏向斜和隐伏背斜编号；29- 山脉 .

主要褶皱构造：天兴洲隐伏向斜（D ①）；东湖隐伏背斜（D ②）；磨山—鼓架山—葛店向斜（①）；武昌东站倒转背斜（②）；大桥倒转向

斜（③）；锅顶山—王家店倒转背斜（④）；石门峰背斜（⑤）；九峰向斜（⑥）；卓刀泉倒转向斜（⑦）；南湖隐伏背斜（D ③）.

主要断裂构造：磨山断裂（F1）；磨山东断裂（F2）；鼓架山断裂组（F3、F4）；曾家村断裂（F5）；小刘村（F6）；九峰断裂（F7）. 隐伏断裂：

吴家山 - 花山断裂（DF1）；长江断裂（DF2）；蒋家墩 - 青菱湖断裂（DF3）；武通口断裂（DF4）；青山断裂（DF5）；严西湖 - 流芳断裂（DF6）；

喻家湖断裂（DF7）；南望山东断裂（D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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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湖的形成条件

东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质构造及长江的发

展演化关系密切，是多期构造运动作用叠加的结

果，其主体为构造断陷小盆地，北部为宽广的冲积

平原，顺长江流向展布。晚二叠世—三叠纪末期发

生的印支运动，特别是中三叠世末期—晚三叠世末

期在近南北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发生的构造变形和

碰撞事件使华南陆块与华北陆块最终碰撞、拼合，

于东湖以北形成了大别山 [13] 和一系列近东西向或

北西西向断裂，如襄樊—广济断裂；侏罗纪 - 早白

垩世发生的燕山运动（早燕山运动）在 NWW 向挤

压应力作用下（太平洋板块向西与欧亚大陆的碰

撞）在东湖及邻区形成 NNE 向脆性隐伏断裂，如长

江断裂 (DF2)、武通口断裂 (DF4) 等；早白垩纪中

期—古近纪古新世发生的四川运动（晚燕山运动）

在 NNE 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初步的盆岭构造

（如江汉平原）以及 NWW 向脆性隐伏断裂；华北构

造运动（古近纪始新世—渐新世）形成的近东西向

挤压应力作用（西太平洋板块的俯冲）使东湖及邻

区发育近南北向断裂，形成一系列断（凹）陷盆地；

东湖以北形成大别山隆起带。由于大别山是印支运

动形成的碰撞带，碰撞带的岩石圈密度相对较小，

在南北向张裂作用下受到重力的补偿作用大，山脉

两侧岩石圈密度相对较大，导致碰撞带相对隆起，

两侧山脉相对下降，形成沉降区，进而阻隔了江、湖

水的北流，形成长江雏形。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新近

纪中新世—第四纪早更新世）形成的近南北向挤压

应力作用使得原来形成的 NNE 向断层均转换为张

性正断层，隆起带和沉降区的相对高差加大，此时

长江水系的面貌已然形成。第四纪中更新世—全新

世发生的新构造运动在东湖及邻区主体表现为差

异性和间歇性垂直升降运动，新构造运动以前产生

的断裂进一步活化，共同控制着长江的流向和东湖

的发展演化。

从褶皱和断裂构造的角度看东湖是“构造

湖”。东湖所处的构造位置为东湖隐伏背斜（图 1 
中 D ②），岩石岩性为志留纪泥岩和页岩等；两侧

山顶岩性均为泥盆系石英砂岩所组成的向斜山或

隐伏向斜，在花山镇、南望山、喻家山等地均可见露

头（图 1）；天兴洲隐伏向斜（D ①）、东湖隐伏背斜

（D ②）、磨山—鼓架山—葛店向斜（①）在东湖一带

呈相对宽阔的树枝状，向东至花山镇表现为向斜 -
背斜 - 向斜紧闭褶皱，对东湖形成构造包围之势，

为水流汇聚东湖提供了构造条件，东湖顺武通口断

裂（DF4）呈 NNE 向展布，明显受其控制。长江从岳

阳开始呈 NNE 向的直线状（金口 - 武汉段）展布，

与燕山运动形成的岳阳—湘阴—洪湖断裂（长江断

裂 DF2）位置和展布方向一致，至天兴洲遇到印支

运动形成的襄樊—广济断裂向南东 130°呈近直

角转折，顺断裂直至武穴，长江在武汉地区这种呈

直角状转折是由两组断裂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进一

步影响了东湖的展布。

从地质地貌的角度看东湖又是“壅塞湖”。湖

北省地质局武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通过对武

汉市第四纪地质及地貌研究显示中更新世初期气

候为冰期（大姑冰期），地壳沉降；至中晚期气候转

暖（大姑 - 庐山间冰期），地壳抬升，地壳差异升降

改变了东湖及邻区的古地理格局。中更新世东湖及

邻区主体为湖盆洪冲积相，属于近源沉降堆积；晚

更新世早期气候变冷（庐山冰期），地壳呈现一定

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河床比降较大，河道受断裂

控制侵蚀下切；晚期（大理冰期）海平面持续下降，

地壳相对上升，河道进一步下切，同时北部大别山

的掀斜造成北升南降。晚更新世海平面较现今低约

150 m，河流侵蚀及构造运动的转换，导致东湖北部

为河流冲积相沉积区，南部为风化剥蚀区 [14]；地壳

抬升和气候变冷造成海平面下降、长江水位下降加

剧，随后地表径流在汇入长江时侵蚀阶地和山脉，

在构造断陷盆地的基础上形成侵蚀洼地，东湖南岸

南望山、喻家山一带多条冲沟组合及大量发育的湖

汊即是佐证。全新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大别山

延续向南掀斜的运动特点，北部山体上升，东湖一

带持续下降，加之长期风化剥蚀、夷平及堆积，在东

湖及邻区形成低丘 - 岗地 - 冲积平原多种地貌 [14]。

海平面升高，降水量增加，长江及汉江的支流增多，

流量增大，长江水位随之上升，河床比降小，河流侧

向侵蚀加强、河道由北向南摆动迁徙，向曲流河演

化，江水泛滥便在东湖北西面形成自然堤，水位持

续上升，沿岸自然堤持续发展壮大，形成自江边向

湖倾斜的地貌，早期形成的侵蚀洼地出口被堆积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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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而东湖南部和东南部向斜或倒转向斜又进一步

阻隔了水的南流和东流，便在自然堤东南部洼地逐

渐积水成湖。总之东湖的形成受上述多期构造运动

共同影响，是新构造期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引起

湖、江、海相互作用的产物。

1.3 东湖的形成时代

东湖的形成时代也与长江演化关系密切。然而

长江的形成和贯通还存在不少争议，如 Zhang 等 [15] 
通过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研究认为长江可能在

12 Ma 之前形成；Guo 等 [16] 对台湾盆地、黄海盆地、

东海盆地和江汉盆地的碎屑锆石研究显示，在中新

世之前，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上游并不连通；Zhang
等 [17] 运用碎屑钾长石 Pb 同位素和锆石 U-Pb 测年

对江汉盆地西部早白垩世 - 第四纪沉积物和长江

中下游两侧晚渐新世 - 新近纪砂砾石的源区进行

了研究，认为长江在上新世晚期就已经具备了现代

水系特征。湖北省地质局武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

队 [14] 和湖北省地质调查院 [12] 研究认为中更新世

时武汉地区水系仍为内陆河湖组合，不具区域性大

河的成分及结构特点，也无贯穿性外流水系通过，

此时长江武汉河段仍未贯通，区内的汉水河道也未

形成，河流主要顺岩层走向展布；中更新世中晚期

（大姑 - 庐山间冰期）气候的突然变暖，进一步推动

了长江三峡的贯通 [18]；晚更新世襄樊—广济断裂、

长江断裂、武通口断裂等相继活动，河流的下切侵

蚀，推动了长江在武汉的贯通 [19]。通过区域构造的

分析，笔者认为长江贯通是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

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湖北省地质局武汉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大队和湖北省地质调查院观点一致。晚更新

世至全新世初期汉水和府河也先后注入长江，受大

别山由北向南掀斜以及气候变化、长江壅塞的影

响，于全新世中期形成东湖 [12,20]。大约 2000 年前至

今，武汉地区河湖的发展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史

料记载 100 多年前东湖和周边其它湖泊相通并与

长江相连，1899 年至 1902 年，为缓解武昌城区水

患频发的问题，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在长江与东湖

之间修建了“武金堤”和“武青堤”，并在堤防上修

建了“武泰闸”和“武丰闸”。在人工干预下，东湖及

其周边的湖泊自此与长江分离，1927 年出版的地

形图上的东湖与现代轮廓近似。

2 东湖的发展与演化

武汉地区处于大别隆起与江汉断陷盆地的过

渡地段，襄樊—广济断裂南北应力作用方式不同。

1950-1970 年沿沙市 - 汉水、武汉 - 郑州两测线的

重复水准测量结果表明，大别山的掀斜隆升作用仍

在持续 [20]；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 1992 年完成的

湖北省现代地壳垂直形变图，搜集了自 1972-1986
年施测的 10000 多 km 的水准测量资料，所得结果

也准确反映出大别山现在仍以 2 ～ 3 mm/a 的速率

抬升，武汉地区则以 0.5 ~ 1 mm/a 的速率下降 [20]。

大别山掀斜隆升对武汉地区河湖地貌影响显著 [21]，

如长江在武汉河段贯通后演变为曲流河，曲流河

道中的水动力结构是一种螺旋形前进的横向环流

体系，当河流顺河道向下游流动时，表流向一侧偏

斜，对河岸形成一个侧向的水力分量冲击河岸，在

长江断裂和襄樊—广济断裂共同作用下，长江在天

兴洲河段呈直角偏转形成弧曲河道。从曲流河的演

化来讲，天兴洲段河水对外侧迎水面的侧蚀作用应

造成长江河道向北迁移，东湖面积加大，但由于全

新世以来大别山延续由北向南掀斜，武汉一带整体

进入下降周期，造成天兴洲河道南深北浅，向南侵

蚀作用强烈，使得长江河道折而向南迁移，到达今

日位置，同时造成东湖向南迁移，湖水面积减小。

据记载，长江武汉段历史最枯水位发生在同治四

年（1865 年），当时天兴洲北汊仍为深水港；如今原

作为主航道的天兴洲北汊变狭变浅，枯水期断流，

有并入北岸的趋势 [12]。前人的研究认为长江武汉

段河道和东湖的南移主要是大别山的掀斜隆升所

引起 [21]，自西向东流的河流在地转偏向力（北半球

右偏）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南岸侵蚀，北岸堆积。如

果长江向南的迁移趋势持续发展，河床下切，南岸

遭受侵蚀坍岸，将会进一步造成湖泊由北向南收缩

和迁移，由于南部被沙湖 - 东湖一带的倒转向斜、

背斜遮挡，最终导致将长江沿吴家山 - 花山隐伏断

裂（DF1）从沙湖—东湖—严西湖一带截弯取直（图

2），天兴洲河道废弃形成牛轭湖，东湖演变为长江

的干流。从人类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开始，东湖的发

展演化由单纯的自然地质营力控制转变为以自然

地质营力为主、人类活动参与控制为辅。据历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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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资料，从三国时期以来长江、汉江河道位置和

形态在武汉曾有多次变动，至 1915 年后才接近现

在的面貌。近现代以来，人类活动对地貌的改造日

益增强（图 2），特别是武汉城市建设、长江两岸堤

防和沿湖工程建设等减弱了河道和湖泊由北向南

的迁移趋势。从图 2 可以看出受人类工程建设的

影响，长江堤岸 30 多年几乎没有发生向南迁移。而

1983 年至 2002 年东湖及其东南部还是群山环抱、

绿树成荫的自然生态，其后城市化进程中东湖一些

湖叉被开发利用，直至 2017 年东湖绿道 2 期工程

完工，可以看出人类工程活动已成为巨大的不容忽

视的地质营力，对东湖的影响无论是强度还是速度

都远超自然地质营力。人类工程活动对东湖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干扰和改变原有的特征和规律，改变演

化方式和轨迹，最终目的是把东湖打造成世界级旅

游理想地。

 

1983 年 08 月 06 日遥感影像 1991 年 07 月 19 日遥感影像

2002 年 07 月 09 日遥感影像 2013 年 07 月 31 日遥感影像

2014 年 01 月 23 日遥感影像 2019 年 12 月 07 日遥感影像

图 2   长江武汉段及东湖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图

Fig. 2   Different periods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Wuhan section of Yangtze River and East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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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

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提

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系统思想，强调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树立生态治理的大

局观、全局观，面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不能从一

时一地来看问题，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

综合账，如此才能形成系统性的治理，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的和谐统一 [22] 。东湖本就是由山川、林草、

湖沼等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今天，我们推进东湖

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进行，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推

进；同时，下大力气推动东湖的生态环境整体性保

护和系统性修复，让东湖呈现湖畔垂柳、碧水青山、

水天一色、鸟语花香……的生态之美。

3 结语

东湖从一种原生态的自然湖泊逐步演变为与

人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渔业湖区，进而发展成具

有旅游观光价值的人文景区，深刻影响着武汉的发

展和建设。武汉城市不断发展演变进一步影响、带

动着东湖及其周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演变，两

者相辅相成。东湖经历多个朝代的发展演变，新中

国成立迄今 5 次大规模的规划建设，特别是最近 1

次东湖绿道的完工，使得东湖各景区互通互联，拓

展了游客的旅游空间，节约了旅行时间，打破了各

风景区相对封闭的格局，进一步提升了武汉的国际

地位，使武汉更具国际大都市范儿。现如今，东湖正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打造成

世界级旅游胜地，东湖的发展一步步印证了朱德的

诗句：“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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