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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泥沙淤积特征及发展趋势!

马逸麟#，熊彩云!，易文萍!

（#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江西南昌 %%$!$#）

（! 江西省赣西地质大队，江西南昌 %%$!$#）

摘要：在两年来的野外实地调查及大量前人资料系统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简要的介绍了鄱

阳湖的地形地貌。重点对鄱阳湖的泥沙淤积特点分五河尾闾地区（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及修

水）及鄱阳湖淤积区（鄱阳湖入江水道口淤积区"#、赣江三角洲淤积区"!、青岚湖淤积区"%、抚

河入湖口淤积区""、修水入湖口淤积区";、信江入湖口淤积区"6、饶河入湖口淤积区"7、鄱阳

湖中心湖盆淤积区"9、东北湖湾淤积区":、环鄱阳湖周边淤积区"#$）分别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对鄱阳湖泥沙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鄱阳湖未来泥沙淤积的发展趋势按不同的淤

积区分别进行了详细预测。提出了从被动防洪转变为积极防洪，从“抵抗”洪水转变为顺应洪水

的自然规律，从以防为主转变为以疏导为主的鄱阳湖区水患灾害防治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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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凹地与积水的形成是第四纪地质环境变迁的产物。第四纪以来，受北东、北北

东、北西三组断裂的差异升降活动形成的鄱阳湖沉降区，历经更新世的沉降掀斜以及侵蚀、

沉积的消涨变迁，逐渐形成这块黄海高程最低为负 ; >，一般为 #; > 以下的平缓舒展凹地和

与长江相通的断陷峡谷。这仅仅是初始形态的凹地、河谷，尚未形成大水面的湖泊。第四纪

最后一次冰期—玉木冰期（相当于庐山冰期）时期的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要低 #!$ ? #%$ >
左右，当时长江河段的地面坡度比现在长江水面比降要大好多倍，溯源侵蚀在九江附近形成

负 "$ > 深槽，从而使凹地与长江河槽之间形成落差跌水。凹地上的初始河流得以通畅下

泄，形不成积水。冰后期气候转暖，出现了全新世海侵，长江受高海平面顶阻，床底加积，水

位抬升，使凹地与长江之间的跌水缩小乃至消失。“五河”来水，既因溯源侵蚀而大大增加，

又因入江落差消失而不能通畅下泄，因而使凹地积水形成鄱阳湖。从那时起，鄱阳湖便在长

江水位与“五河”来水的制约平衡中，继续发展，成为典型的吞吐型连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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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地形地貌特征

鄱阳湖流域面积为 !"# ##$ %&#，其中 !$’ ()" %&#位于江西省境内，占全流域的 *" +),，

其余 $ !-* %&#，分属闽、浙、皖、湘等省疆域，占全流域的 - + #,。其地势周高中低，由南向

北、由边及里徐徐倾斜，宛如开口朝北的盆地。

图 ! 鄱阳湖丰水期与枯水期水域变化图（据 .//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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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 阳 湖 是 我 国 最 大 的

淡水湖，承纳江西省境内赣

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

五大河流的来水来沙，调蓄

后经 湖 口 汇 入 长 江。根 据

近半个世纪的观测资料，鄱

阳湖多年最高最 低 水 位 差

达 !$ + ’* &；最大年变幅为

!A + (A &，最 小 年 变 幅 也 达

* +$* &。水位的大变幅导致

了湖泊面积与容 积 的 大 变

幅。低水位 * & 标高时面积

为 #!" + "# %&#，而高水位 #(
& 标 高 时 面 积 为 -#!) + #*
%&#，是低水平时的 !A + ) 倍。

相应，低 水 位 时 的 容 积 为

A + " 亿 &- ，而高水位时的

容积为 #$) 亿 &-，是低水位

时的 $" 倍。这就导致了“汛

期茫 茫 一 片，枯 期 沉 沉 一

线”鄱阳湖独特的地学地貌

环境景观（图 !）。

湖盆自东向西，由南向

北倾斜，高程（黄海）一般由 !# & 降至湖口约 ! &。湖底平坦，湖水不深，平均为 ) + A &。最

深处在蛤蟆石附近，高程为负 ’ +$ &。滩地高程多在 !# B !’ & 之间。由于河床的往返摆动、

分汊，形成了扇形冲 C 溢平原，河网、湖沼星罗棋布。河口区泥沙淤积形成砂坝、天然堤等三

角洲微地貌，一般沿河道两侧发育，并向水下伸展。

整个鄱阳湖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貌形态多样，山、丘、岗、平原相间，由边及里，由高及低，

构成环形、层状地貌。湖岸构成，除湖口—都昌一线由大量的基岩组成外，其余地段的湖岸

基本上都是由松散堆积物组成。

# 鄱阳湖泥沙淤积特征

根据江西省工业卫生研究所应用放射性!-’ D/、#!( >E 测年法，在 !*)$ 年枯水期采集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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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样芯，获得的样芯!"#$% 最大峰值层或&!’ () 的活性衰减曲线，得出全湖 &! 个取样点的沉

积速率为 ’ *+ , # *’ --./，平均为 " *& --./。主湖区为 ! *’ , " *& --./，平均为 & *! --./。各

湖区之间、各取样点之间，沉积速率随水文、地理和地貌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 *! 五河尾闾地区泥沙淤积特征

& *! *! 赣江尾闾泥沙淤积

赣江是注入鄱阳湖五大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自外洲站以下称为赣江尾闾，赣江分南支、

中支、北支和西支（主支）四口入湖。赣江尾闾河道由过去的窄深河道变为现今的宽浅河道。

航深已变浅、深港深潭被淤塞。河床年平均淤高 & *" 0-。其冲淤变化的特征，在时序上呈汛

期淤、枯期冲的明显周期性变化。但在河道的不同部位其冲淤变化差异明显。

& *! *& 抚河下游泥沙淤积

河道冲淤变化交替存在，变化显著的地方主流左、右摆动，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之

说，河床较之以前抬高了很多，总的趋势是淤积。茌港 !1+2 年拦河堵口后，至 !12+ 年其拦

河坝前泥沙淤积竟达 3 *+# -，平均淤速 ’ *!2 -./。
& *! *" 信江下游河道泥沙淤积

信江入湖河道（枫港河和江埠河）在枫港街下游约 +’’ - 处汇合后称木须河。木须河以

上淤积严重，沙洲增大，河床抬高很快。!1## 年堵支并圩，三塘河堵口后淤积很快，至今已

淤高了 & , " -，河口已淤满为洲地了。木须河自禾山以下局部河岸冲刷，河床变化缓慢，总

的趋势是淤积。

& *! *3 饶河下游冲淤情况

饶河含沙量很小，淤积不严重，一般都是冲刷大于淤积，只是在进入鄱阳湖的龙口一段

淤积较严重，航道部门经常用挖泥船疏浚以维持必要的航深。

& *! *+ 修、潦河下游泥沙淤积

修水流域因上游柘林水库的建成和运营，泥沙含量较低，淤积作用不明显。并且由于河

流坡降小、水流缓，其侵蚀作用也十分微弱。!1+3 年以来，修河尾闾地区的地形地貌总的较

稳定。修水杨柳津河段平均淤积速率为 !’ 0-./，马口联圩潦河段三十年淤高了 ! *’ -，平均

淤积速率为 " *" 0-./。沙湖山圩外的鄱阳湖区 !14" , &’’’ 年淤高了 ’ *# -，平均淤积速率为

! *4 0-./。造成这些地区淤积速率明显增大的原因是上游的堵口并流及河流改道。

& *& 湖区泥沙淤积特征

& *& *! 泥沙淤积特点

鄱阳湖港汊及赣江三角洲区，湖泊淤积严重。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入湖口河流消失及改

道；湖区尾部沼泽化，芦苇、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如蚌湖等；牛轭湖发育，如博阳河。

鄱阳湖 3 月以前为河相，比降大，流速快，而且由于“五河”涨水，入湖流量逐渐增加，所

以，流域来沙能顺利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还能冲刷淤于主航道及其附近的泥沙出湖，出湖

沙量大于入湖沙量。3 月起，“五河”进入汛期，流域入湖的水、沙骤增，湖水位升高，湖滩逐

渐淹没，鄱阳湖呈湖相景观，比降减小，湖流变慢，入湖泥沙开始淤于湖内，出湖沙量小于入

湖沙量。# 月以前长江水位不高，“五河”流量大，虽然湖内大量淤沙，但出湖沙量的比重仍

然较大。# , 1 月长江大汛期间，湖水受顶托或倒灌，流域入湖泥沙大部分淤于湖内，江沙倒

灌则更增加湖口泥沙淤积量。!’ 月以后，湖水随长江洪水退落而泄量增加，湖滩逐渐显露，

鄱阳湖再成河相，湖流增大，出湖沙量大于入湖沙量，湖区主航道及其附近再次冲刷。鄱阳

!"第 &3 卷 第 ! 期 马逸麟等：鄱阳湖泥沙淤积特征及发展趋势

万方数据



湖泥沙冲淤的大概规律：从时序分，! " #$ 月为淤积期，## " % 月为冲刷期；从湖水位分，低水

冲，高水淤；从湖流形态分，重力型涨淤落冲，顶托、倒灌型淤［#］。

根据水（湖）流的特征及其作用方式将整个湖区分为冲蚀区（!区）和淤积区（"区）两个

大区。冲蚀区位于鄱阳湖的北部，即南起都昌县的周溪镇，经老爷庙北至湖口的入江通道

区。而淤积区又依据地理位置、淤积作用方式和淤积强度分为十个亚区：鄱阳湖入江水道口

淤积区（"#）、赣江三角洲淤积区（"&）、青岚湖淤积区（"%）、抚河入湖口淤积区（"!）、修水

入湖口淤积区（"’）、信江入湖口淤积区（"(）、饶河入湖口淤积区（")）、鄱阳湖中心湖盆淤

积区（"*）、东北湖湾淤积区（"+）、环鄱阳湖周边淤积区（"#$）（图 &）。

（#）入江水道冲蚀区（!）。沿赣江水下入江河道区分布，其最大冲刷深度为负 &$ ,-，

一般为 #$ " )$ ,-。老爷庙 星子河段水面较窄，水量集中且水深，航道主槽高程较低，边滩

湖湾高程比主槽高，具有一般河道的水流特性，为冲刷较集中区。当湖流为重力型时，航道

主槽流速变大，表现为以冲刷作用为主，造成河道的刷深。据 #+’& " #+*! 年 %& 年来统计资

料，湖口水道共刷深 + .+ ,-，平均每年刷深 % . # --。造成水道冲刷的原因是水力因素的改

变，包括水面比降、流速的变化及湖流风浪的影响等。

（&）入江水道口淤积区（"#）。位于湖口县城西侧，北东向延长约 )$$$ -，宽约 #)$$ -。

处鄱阳湖入江口回流区。当发生倒灌顶托型湖流时，长江悬浮质泥沙入湖，在倒灌区域内湖

水顶托所沉积的物质以悬浮质细颗粒为主。由于长江含沙量是鄱阳湖的 ( 倍，因此江水倒

灌与异常重力流共同作用使长江泥沙倒灌是鄱阳湖泥沙运动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加速湖区

北部，尤其是河口段泥沙淤积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该段湖区淤积总厚为 ’$ " #$$ ,-，

淤积速率为 # .( " % .# ,-/0。
（%）赣江三角洲淤积区（"&）。赣江三角洲呈典型的扇形，南至天子庙，北至吴城，呈北

东向向湖区延伸。三角洲的生长模式以鸟足状伸长伴生决口分汊为主，泥沙淤积特点以推

移质泥沙为主，入湖口处有部分悬移质泥沙。赣江三角洲淤积厚度为 & " ! -，最厚达 ’ -，

平均每年淤高 & . ’ --，构成了宽广平坦的滩地。其中三角洲前缘淤积速率更快，约每年淤

高 # ,-。&( 年来（#+)% " &$$$ 年）赣江中支尾闾冲积扇不断向湖心淤胀扩大，淤胀宽度最狭

为 # 1-，最宽为 & .’ 1-，淤胀总面积约 &( .( 1-&，平均淤积速率为 # .% 1-&。

（!）青岚湖淤积区（"%）。抚河自 #+’* 年在荏港堵口后改道进入青岚湖，大量的泥沙在

青岚湖扩散淤积。此前，青岚湖的淤积甚微，平均淤高不足 $ .# ,-。至 #+)% 年 #& 月仅形成

一个半隐伏湖水下的浅滩，至 #++( 年 #$ 月则形成一露出水面约 #$ 1-&洲滩，呈不规则舌状

向北东延伸，现仍在不断淤胀扩大增高。#++* 年洪水期洲滩淤高 &$ ,-。#+’* " #+*! 年青

岚湖底平均淤高了 # .)+ -，平均淤积速率达 ( . + ,-/0。洲滩向北东延伸的速率达 #$$ -/0。
引起青岚湖强烈淤积的原因除正常的推移质及悬移质泥沙淤积外，还有因抚河河道裁弯取

直，比降增大造成的河床冲刷及工程施工及清基土抛入河中冲入青岚湖等有关。

（’）抚河入湖口淤积区（"!）。抚河三角洲平面上呈不规则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赣

江南支汇合形成复式三角洲，总体上呈北东向向湖区延伸。三角洲生长模式是鸟足状伸长

伴生决口分汊型式。泥沙淤积特点是以推移质沙为主，入湖口处有部分悬移质沙。三角洲

前缘淤积厚度为 %$ " )$ ,-，淤积速率为 % .$ " &# .* --/0，平均为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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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淤积分区图

"#$%! &’( )#*+,#-.+#/0 123 /4 )(3/*#+#/0 2,(2
5：鄱阳湖入江水道冲刷区；!：鄱阳湖入江水道口淤积区6赣江三角洲入湖扩散淤积区；7：青岚湖强烈淤积区6抚河入湖

扩散淤积区；8：修水入湖扩散淤积区6信江入湖扩散淤积区；9：饶河入湖扩散淤积区6鄱阳湖中心湖盆淤积区；:：东北湖

湾淤积区6环鄱阳湖周边淤积区；;：淤积区分界线

（:）修水入湖口淤积区（!9）。修水河流三角洲平面上呈不规则扇形状，与赣江三角洲

主支汇合，形成复式三角洲，由西向东向湖区延伸。三角洲生长模式是鸟足状伸长伴生决口

分汊型式。其泥沙淤积特点是以推移质沙为主，入湖扩散区有部分悬移质泥沙淤积。三角

洲前缘淤积总厚为 7< = 55< >1，淤积速率为 ! %? = 78 %8 1162，平均为 5? %? 1162。
（;）信江入湖口淤积区（!:）。信江三角洲平面上呈不规则形态，该三角洲发育历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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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其生长受到湖滨阶地的约束和影响，分为东、西二支。西支为信江干流，其河口段与赣

江南支、抚河汇合形成复式三角洲，生长模式以鸟足状伸长和决口分汊为主。东支下游水系

紊乱，水力分散，强度较弱，呈水下三角洲与饶河三角洲相连。总体上由南东向北西方向向

湖区延伸。其泥沙淤积特点是河道以推移质沙为主，入湖口有部分悬移质泥沙。三角洲前

缘最大淤积厚度为 !" #$，平均淤积速率为 % &’ $$()。
（’）饶河入湖口淤积区（!*）。饶河在五大河流中输水量和输沙量最小。三角洲发育历

史较短，河口段的泥沙沉积速度低于湖水上升速度，三角洲加积生长相对缓慢，河口段大部

分被水淹没而呈水下三角洲。与信江东支汇合后成复合水下三角洲，平面上呈不规则形态，

总体呈由南东向北西向湖区延伸。沉积物以推移质沙和悬移质泥沙为主，淤积速率为 % & ’
+ , &% $$()，平均淤积速率为 - &. $$()。

（!）鄱阳湖中心湖盆淤积区（!’）。该区位于五河入湖扩散区与入江（长江）水道区之

间，是全湖中部最宽阔的湖区。该区虽是五河来水来沙汇集区，但由于五河入湖后，首先经

过扩散区后才到达该区。五河入湖悬移质泥沙首先在扩散区沉积，剩余部分才输送到该区。

长江倒灌的悬移质泥沙除少数年份外，一般不能到达该区，能到达的也极少。沉积物均以悬

移质细颗粒的泥沙为主，沉积速率在 / &" + 0 &% $$() 间，平均为 % &/ $$()。
（/"）东北湖湾淤积区（!!）。该区包括龙口、周溪一线以北的湖湾区，泥沙来源很少，只

有一条小河（西河）直接流入该区，且河水含沙量小，五河入湖泥沙一般达不到该区，只在汛

期随湖水漫入时带入极少量悬移质泥沙。该区为滞水区，湖流为全湖最小，主要对湖水起调

蓄作用。且该区湖水清沏，清水阻沙，故湖中的悬移质泥沙一般只能到达湾口地带。因此东

北湖湾是全湖沙源最少、沉积最小的湖区。据在湾口取样测定结果，其湾口淤积速率为 / & !
+ 0 &* $$()，平均为 % &’ $$()。

（//）环鄱阳湖周边淤积区（!/"）。该区包括了环鄱阳湖区最大洪水年（/!!’ 年）淹没

区。在平水年和枯水年间一般没有淤积作用发生，只有在洪水年期间，洪水中携带的大量悬

移质泥沙在洪水滞留期间，悬移质泥沙大量沉积下来。淤积厚度和淤积范围与洪水大小及

洪水时间呈正比关系，一般洪水愈大、洪水期愈长，则淤积厚度愈大。淤积作用特点是以洪

水带来的悬移质细颗粒的泥沙为主，淤积速率一般为 / &/, + !&- $$()，平均为 . &%’ $$()。
% &% &% 淤积泥沙的来源

（/）五河入湖泥沙。据/!.- + /!’. 年资料统计，五河入湖悬沙与推沙多年平均入湖

总量为 %-/! &’ 万 1()（悬沙 %/"- & % 万 1()，推沙 0/. & , 万 1()），出湖总量为 /%/" 万 1()（悬沙

/".% &% 万 1()，推沙 /.* &’ 万 1()），淤积总量 /%"! & ’ 万 1()，即每年平均有 ."2的泥沙沉积于

湖内，全年平均淤高湖底约 % &% $$()。
（%）湖区水土流失。鄱阳湖北区分布着一系列“沙山”，典型的地点有湖口县柘矶、都昌

县老爷庙及星子县火焰山，这些“沙山”形成于晚更新世。全新世以来，由于鄱阳湖入江通道

风扬作用，水土流失严重，使水库淤塞，湖盆淤浅，村落迁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沙尘暴、山

洪造成的危害令人吃惊。据调查，都昌县多宝乡沙化面积达 %" 3$%。解放前，因风沙位移使

. 个自然村远迁他乡；/!!/ 年 . 月 /! 日流沙冲毁房屋 %/ 栋，沙淹农作物 . &0- 3$%；/!*/ 修建

的 0"" 万 $0多宝水库，至现在已被流沙淤塞 ’" 多万 $0；在被喻为“鄱阳湖咽喉”的老爷庙水

域，已形成一明显的水下沙洲。

（0）湖岸坍塌。鄱阳湖岸带包括易冲刷的第四纪地层岸带和耐冲刷的基岩岸带。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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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更新统组成的岸带，上部为网纹红土，下部为砂砾石层。洪水期由于浪蚀作用强烈，往

往沿上下岩层界面掏空，岩层失稳使岸坡崩塌。新港组粘土组成的岸带，岸坡后缘则发育拉

裂缝，易形成崩岸和滑坡。基岩岸带由硅质岩、红色砂岩及杂色砂页岩组成，岩性致密坚硬，

抗风化能力强，但在湖水的冲刷下，沿裂隙面或岩层面易形成“湖穴”，导致岸坡陡峻、坍塌。

! 鄱阳湖淤积发展趋势分析

鄱阳湖的发展趋势受多种因素制约，主要包括构造沉降、泥沙淤积、围湖造田和长江水

位的变化。鄱阳湖区现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构造发展阶段，构造差异升降活动微弱。据

环湖形变测量资料，南北主要沉降区段的平均沉降速率为 " # !$ %%&’。因此，构造沉降因素

对鄱阳湖的发展不占主导地位。

据统计，()$* + ())$ 年，鄱阳湖因围垦而湖面积减小达 (!"" ,%-，容积减少 ." 亿 %!，调

节系数由 ()$* 年的 (/ #!0减为 ())$ 年的 (! #.0，减少了 ! # $0，致使湖盆对洪水的调蓄能

力削弱了近 -"0。()). 年洪灾后，鄱阳湖区实行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 + -""" 年共

“平退”圩堤 -!* 座，扩大湖面 $)) ,%-。并计划 ! + $ 年内完成 *$1 座圩堤的退田还湖。长江

水位的逐年上升及五河来水的影响，使鄱阳湖水位逐年抬高，湖域面积具逐渐扩大之趋势。

据统计，()*) + ())) 年 $" 年中大于 -" %（吴淞高程）水位共 ($ 次，前 !" 年 $ 次，平均 1 年一

次，后 -" 年 (" 次，平均 - 年一次。大于 -( % 水位共 1 次，)" 年代 * 次，共中 ! 次超过 ()$*
年大水年水位。洪水位以每 (" 年 " # -! % 的速度上升。据水下地形图测绘资料，鄱阳湖高

水位每升高 ( %，湖域面将扩展约 (!- ,%-。

由于鄱阳湖各湖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水文条件等各不相同，故其淤积速率也相差

悬殊，局部湖区的泥沙淤积现象仍相当严重。

! #( 鄱阳湖入江水道口淤积区（!(）

该区为长江悬移质泥沙重点淤积区，其淤积规模和厚度、淤积速率和发展趋势都与长江

洪水年的多寡和洪水作用长短密切相关。此外入江水道上游严重的水土流失也是造成该区

严重淤积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近年来星子县矿山开采就已给该区造成了严重的淤积。

! #- 五河入湖扩散区（!- +!/）

五河入湖扩散区的淤积发展总的趋势是，各入湖扩散区的三角洲逐渐向湖心推进。其

中以赣江三角洲推进速度最快和规模最大，其推进速度达到 ( # ! ,%- &’。这与赣江的输水量

和输沙量为五河之最密切相关。其次依次为抚河、修水、信江和饶河。由于五河三角洲向湖

心推进，致使湖面缩小，湖容减小，从而迫使湖面逐渐向东北湖湾滨湖地带漫延扩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湖区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类工程活动造成大量的泥沙及废弃物直

接排入江河、湖泊，泥沙淤积呈量级增长。

! #! 中心湖盆淤积区（!.）

由于该区地处鄱阳湖中部，湖面宽阔，湖底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平均高程低于五河

入湖扩散区，湖滩枯水季节显露，汛期淹没；且洪水期间该区湖流很小，差异不大，小于五河

入湖扩散区，与入江水道区湖湾的湖流平均值接近。该区沉积物主要是来自于五河经入湖

扩散区后的剩余部分、少数来自长江的倒灌。淤积速率较小，仅 - # ( %%&’，且差异不大，湖

底平坦。该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态势是较为平静不会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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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北湖湾淤积区（!$）

该区泥沙来源较中心湖盆区更少，五河入湖泥沙一般都达不到该区，只有在汛期随着湖

水侵入该区才带来极少量细颗粒的悬移质泥沙，且只是每年带入一次。该区主要对湖水起

调蓄作用，当湖水第一次侵入后，由于该区湖流小，水中悬移质泥沙很快沉积，湖水变清，清

水阻沙，使后来的湖水悬移物质一般只能到达该区的湾口地带。因此该区是全湖沙源最少

的湖区，也是沉积最小的湖区。这种状况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有何大的变化。

! "% 环鄱阳湖周边淤积区（!&’）

该区的淤积厚度和规模与洪水年份的多寡、洪水时间长短等因素密切相关。该区的淤

积作用远不及五河入湖扩散区强烈，而且在枯水季节，会由于湖浪或降雨冲刷掉相当部分，

今后的情形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资料分析说明，鄱阳湖正处在非均衡的发展阶段，湖盆总体在淤浅，湖面逐渐向东北湖

湾滨湖地带漫延扩大。这是由于五河流域水土流失，大量泥沙入湖沉积，尤其赣江入湖泥沙

最多，三角洲向湖心推进也最快，致使鄱阳湖中部湖面缩小，湖水不易向有圩堤的西南、东南

方向扩展，湖水必然向地势低平的东北湖湾滨湖地带漫延扩大。在未来的发展中，鄱阳湖将

维持“洪期一片”成湖，“枯期一线”成河的独特地貌景观。

# 鄱阳湖水患区灾害防治的基本思路

“$(”洪灾后，国家对鄱阳湖区防洪工程进行了重点治理，险工险段得到了整治，万亩以

上重点圩堤普遍加高 ) * ! +。湖区实行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作，至 )’’’ 年

底，已累计完成投资达 ( "$ 亿元，防洪态势得到了较大的改观。但是，从长远看，随着圩堤的

不断加高，这将意味着对堤基的工程地质条件要求越来越高，洪期水力梯度增大，防洪形势

日趋严峻。这种高水位、高堤防格局，给防洪造成了较大隐患。洪灾威胁并未根治。据调查

发现，&$$%、&$$(、&$$$ 年洪水期主要围垦区，重点圩堤有的已溃决、漫顶，多数圩堤堤顶高于

洪水位仅 ’ "% * & "’ +，内涝十分严重。即使分洪，其蓄洪能力也将十分有限。从鄱阳湖区

洪灾特点看，湖区汛期为 # * , 月，长江汛期为 - * $ 月，当鄱阳湖洪峰与长江洪峰相遇，且高

水位持续时间长时，即发生特大洪灾；当湖峰与江峰相互错开时，则洪涝灾害仅是局部的、短

暂的。因此，要根治水患，防洪策略值得思考。

（&）从被动防洪转变为积极防洪，从“抵抗”洪水转变为顺应洪水的自然规律，从以防为

主转变为疏导为主，当洪水位达到一定极限时，建议利用长江北岸故道开辟新的分洪河道，

从而降低鄱阳湖水位，减轻防洪压力。

（)）实行“退田还湖”，提高鄱阳湖对洪水的调蓄能力。所谓“退田还湖”就是扩大鄱阳湖

的湖面，把人类盲目侵占的湖面还给鄱阳湖。对于“退田还湖”并不是搞一刀切，而是从环境

地质角度出发考虑在滨湖低地实行部分的“退田还湖”，以部分的恢复鄱阳湖的调蓄能力。

确定一个退田还湖的地标界线为 &- + 以下。

（!）实行“湖岸再造”与人工控湖相结合，为南水北调做贡献。从整体上看，我国属于缺

水国家，加之时空分布不均，使得我国淡水资源矛盾非常突出。枯季北方缺水，长江流域也

缺水。如果这时由南向北调水，那就是“穷人向穷人借钱”，这对我国南水北调最为不利。从

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逐渐实施变以泄为主的防洪为以蓄为主的防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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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洪防灾与蓄洪供水结合起来。鄱阳湖平均每年入江水量为 !"#$ 亿 %&，其中汛期充蓄的

!’’ 多亿 %&淡水，大多数在 !’ ( !! 月很快流逝，而在长江最迫切需要补水的 !) 月至次年 &
月，却只能提供 )* 亿 %&的水量。

“湖岸再造”就是要改善对人类生活与生产不利的自然地理状况，增加湖区的库容，减轻

洪水对湖区人民及其土地的危害，变不利为有利，把汛期宝贵的 !’’ 多亿 %& 洪（淡）水资源

蓄积起来，在枯季排放，补给东线南水北调。由此，可大大缓解枯季“穷人向穷人借钱”的矛

盾，同时还可减轻长江下游的水体污染，保证东线南水北调的水质。

（"）鄱阳湖区防洪减灾与综合开发治理，除了中下游的加固堤防、疏浚河湖，还应包括上

游的水土保持。它能有效地保持当地的水土，避免耕作层的流失，从源头上限制江河水库的

泥沙淤积。虽然水土流失多发生在山区、丘陵，但带来的则是大量泥沙，河、湖、水库由此多

被泥沙淤积，极大地降低河床的泄洪能力。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配置不同的水土保持措

施，才能达到理想的防护效果［&］。

（#）继续做好鄱阳湖 " 个蓄洪区的工程建设，当国家需要分洪时，确保完成规划中 )# 亿

%&的分洪任务。

本文系江西省地质调查院长江项目组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项目负责

人魏源高级工程师的鼎力帮助与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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