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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人们对湖泊功能、特性等认识不足，在长江流域湖泊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了湖泊萎缩、污染及富

营养化日益严重、洪涝灾害频发等问题。在分析长江流域湖泊的功能和作用基础上，阐述了长江流域湖泊水

资源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湖泊水资源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

理提供了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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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是淡水资源的重要载体，也是非常脆弱的生
态系统。长江流域是我国湖泊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据统计，全流域有湖泊面积 １．５２万 ｋｍ２，约占我
国湖泊总面积的 １／５。长江流域湖泊地区资源丰富、
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发达。同时，这些地区又是生态环

境变化复杂、对气候及水文条件变化响应敏感的脆弱

地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类活

动对湖泊的影响日益加剧，湖泊的污染和富营养化也

逐渐严重，保护湖泊水资源、促进湖泊流域可持续发展

和湖泊水质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长江流域面临的重大

挑战。

１　湖泊的功能与作用

“河润千里，泽汇八方”，河湖是水资源的载体，是

行洪的通道和调蓄洪水的场所，是生态的屏障，具有防

洪、供水、航运、生态、景观等多种功能。长江流域的湖

泊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区，面积约 １．４１万
ｋｍ２，约占全流域湖泊面积的 ９３％，１００ｋｍ２以上的湖
泊有１３个。其中鄱阳湖、洞庭湖是我国最大的两个淡
水湖泊，巢湖居我国淡水湖泊第８位［１］

。

（１）水资源的载体。地表水大多是以河道径流、
湖泊和水库蓄水形式存在。长江中下游湖泊水系发

达，径流丰富。从长江流域河湖关系来看，枯水季节，

洞庭湖、鄱阳湖等成为长江径流的重要补给源，仅鄱阳

湖枯季入长江水量就达 ２００亿 ｍ３，向长江补给流量
４００～５００ｍ３／ｓ。

（２）湖泊的洪水调蓄与宣泄作用。长江中下游湖
泊调蓄洪水作用大，是长江中下游防洪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洞庭湖汇集荆江松滋、太平、藕池三口分流和

湘、资、沅、澧四水入湖的洪水，通常可削减 ３０％的长
江洪水，具有重要的洪水调蓄作用。鄱阳湖总容积

３００亿ｍ３，通常可调蓄１００亿ｍ３的洪水。维持湖泊的
调蓄能力，对流域防洪至关重要。

（３）显著的生态与环境功能。长江中下游湖泊生
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湖泊水域辽阔，滩地广袤，水位季

节变化显著，水动力作用十分活跃。充裕的水、热条件

和复杂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各种湿生和水生生物的栖息

繁衍，造就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丰富的
入湖径流、大量的蓄水，可以沟通航运，为工农业生产

和城镇提供饮用水水源；湖泊是江河的巨大调节库，在

调节河川径流、减轻洪涝灾害方面，作用巨大；湖泊还

可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承载生物，是重要的湿地

资源；湖泊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出产鱼、虾、蟹、贝和

莲、菱、苇、芡等水生植物湿地产品；湖区青山与碧水交

相辉映，自然风光旖旎，加上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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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成为人们观光旅游的著名胜地。

２　湖泊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１）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已给长江中下游湖
泊带来了更大的环境压力。近年来，流域经济呈现迅

猛发展态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然而

潜在的隐患却不容忽视。如膨胀的人口已经超过环境

承载力，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对环境构成了沉重的

负担，这些不仅破坏了环境个体的功能，更为严重的是

破坏了环境作为水安全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功能，从

而打破了水安全系统的稳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水

安全问题。而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还未到位，污染物大幅增加，必将给流域水环境和污染

减排带来更大压力。

（２）湖泊萎缩日益加剧。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双重作用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湖泊出现了湖面

和蓄水量不断缩小的现象。历史上，长江流域进行了

多次的围湖造田，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又再次进行了
多次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减少湖泊的水域面积 １．２万
ｋｍ２，大量中小型湖泊消亡，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也
因围垦而急剧萎缩，调蓄功能下降。据调查统计，仅洞

庭湖、鄱阳湖、江汉湖群，由于围垦和淤积而丧失的淡

水储量能力就达３５０亿 ｍ３以上，超过了两座三峡水库
的防洪库容。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

已不再和长江相通连。

（３）湖泊污染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随着湖区流
域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

经处理排入湖泊，严重污染水体，加之大规模的湖泊养

殖等，引起了日益严重的湖泊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导

致湖泊水体功能衰退和水质型水资源短缺。与此同

时，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制

品的流失污染湖泊水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有害物

质含量增多、水质下降。

根据 ２００７年对长江流域湖泊（水库）水质和富营
养化的评价成果，水质为Ⅳ类和劣于Ⅳ类的湖库面积
占评价总面积的２５．１％，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湖库占评
价总数的２４．１％。特别是巢湖、滇池等国家重点治理
湖泊的富营养化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洞庭湖水质正处

于向富营养过渡阶段，鄱阳湖水体维持在中营养水平。

目前，太湖、巢湖、滇池已被国家列为 ３个污染最严重
的淡水湖泊，要求限期整治。

（４）湖泊生态功能逐渐衰退。围湖造田、环境污
染以及对湖泊的不合理开发，改变了原来湖泊的生态

系统结构，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趋于简单，组成种类趋于

单一，生产力降低，生态系统功能减弱，同时也导致湖

泊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改变和破坏，使越来越多的生物

物种，特别是珍稀生物失去生存空间而处于濒危状态，

物种多样性减少使生态系统简单化，系统内能流和物

流中断或不畅，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降低

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湖泊作为鱼类、水禽等

重要栖息地的环境条件正在逐步丧失。

（５）水情恶化，洪、旱灾害频繁。由于泥沙淤积、
围垦、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等自然与人类经济活动的

双重影响，湖泊水位逐年抬升，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１９５４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１００ａ一遇大水，区内江湖
普遍出现超历史洪水记载。此后，由于湖泊不断萎缩，

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同样流量级的洪水下湖泊水位已
见显著抬升，进入９０年代，在水情没有超过 １９５４年的
情况下，湖泊高洪水位频发，历史最高洪水位记载一再

被突破。洪涝灾害频繁，经济损失也越来越重。

３　湖泊水资源保护对策

（１）退田还湖。实施退田还湖的目的是治理平原
湖区水患，增大调蓄库容，提高调洪能力，同时发挥生

态景观功能。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开始的长江中下游
地区围湖造田活动产生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如洪水

威胁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８０年代初期中央颁
布了禁垦令，湖泊湿地的垦殖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双退堤垸面积和比例

偏少，难以达到湖泊湿地生态修复的目的；大部分单退

堤垸并非是国家固定或认可的蓄滞洪区，而是地方或

群众自发围垦而成的；忽视了重点堤垸内的内湖退田

还湖，以及生态保护和修复问题。因此，退田还湖的规

模和力度仍然需要加强，方式也需要调整，力争做到河

湖不萎缩、功能不衰退
［２］
。

（２）截污减排，提高湖泊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长
江中下游巢湖、太湖等湖泊都存在严重富营养化问题。

从本质上讲，过量的营养物质输入超过湖泊的自净能

力是湖泊富营养化根本原因，污染源的控制和治理是

首要任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河流不同，湖泊的换

水周期较长，其生态恢复是较长的逐步恢复过程。因

此，对湖泊富营养化的治理和生态恢复，需要人们有足

够的耐心。尤其是要注重内部宏观生态系统结构的保

护，加强湖泊内部的环境管理，特别是加强湖泊沿岸带

湿地的保护，建立湿地缓冲系统，促进湖泊生态调节机

制自我修复能力的提高。

（３）优化湖泊运行和调度模式，实施生态调度。
目前，长江中下游除洞庭湖、鄱阳湖仍然自然通江外，

其他所有湖泊均已建闸控制或筑堤封堵，割裂了江湖

天然的水力和生态联系。据有关统计，仅湖北省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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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封堵而与长江失去生态联系的湖泊面积达 ５７００
ｋｍ２之多。目前湖水动力状况、水文循环过程，以及生
态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实施生态调度，就是恢复江湖

季节性水文与生态联系，重建鱼类洄游通道，修复或恢

复湖泊的生态功能及整个长江流域的淡水生态系统，

养护水生动植物资源。生态调度有利于湖泊及长江的

水生生物保护、湿地保护和水资源保护，也将极大地促

进区域与流域渔业和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实现

长江流域人水和谐、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４）实施取水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根据湖
泊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围绕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明确水资

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国家“十一五”规划

提出，将全国国土空间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不同，划分为 ４类主体功能区，即优化开发区
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为

此，照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要求，根据湖泊水资源条

件，科学划定功能区划，合理确定湖区治理、开发和保

护的功能定位，实施取水量和污染物总量控制。

（５）创新湖泊水资源管理体制，统一规划管理。
目前，长江中下游湖泊水资源保护与管理涉及多个部

门，在利益驱动下，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时常发生。要全

面分析湖泊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现状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从维护健康湖泊、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发

挥政府对涉水事务社会管理的职能和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的要求出发，研究一湖一策方略，创新管理体制与机

制，研究提出加强、完善湖泊涉水管理规章制度建设的

建议，提出加强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基础

设施建设、水利执法能力建设的意见，研究提出实现水

利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和规划意见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

预案，制订保障综合管理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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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龙口规模及合拢顺序

先拆除护底及堤头的压重块石，充填临时封堵棱体，棱

体顶高出水面后，须超前涨潮潮位不少于 ５０ｃｍ。封
堵前在龙口外预抛部分石料（以后可作护砌材料），人

为抬高龙口外滩涂高程，减少合拢时可能产生的冲刷。

３．４　合拢时的注意事项
（１）管袋充灌时，要观察砂袋的充灌量，每层厚度

一般不超过０．５ｍ。
（２）严格控制砂袋的搭接，并派专人检查是否有

空洞，如果有，应及时用无纺布堵塞。

（３）龙口合拢后要及时进行堤芯砂施工，以防止
发生管涌。

　　（４）合拢过程中，应派专人观察水情，发现问题尽
早处理。

４　结 语

龙口合拢是围堤工程施工的关键环节之一，龙口

顺利合拢对整个工程的建成有着重要意义。太仓市应

急水源地工程水库围堤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开工，２０１１年
３月底顺利合拢，为工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龙口保护及合拢过程中，龙口最大流速为 ３．５
ｍ／ｓ左右；选用的复合土工布软体排，上压混凝土联锁
块，使护底结构保护良好，未出现破坏现象，达到了预

期目标。工程的成功实施，表明土工织物可有效地运

用于龙口保护和合拢工程，可为类似工程设计与施工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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