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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工程运用后，坝下游河道将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冲淤变化，荆江三口分流分沙、洞庭湖区的水
沙条件与冲淤以及江湖关系均将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从而对江、湖演变及其防洪、航运、涉水工程
运行等产生影响。

《三峡工程运用后初期坝下游江湖响应过程》以三峡水库下游干流河道与洞庭湖为主要研究对象，利
用长江防洪实体模型、数学模型和理论分析结合原型观测资料分析等手段，综合研究揭示了三峡工程
运用初期坝下游干流河道和洞庭湖区的冲淤变化、干流河道河势与河型变化、荆江三口分流分沙及江
湖关系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

《三峡工程运用后初期坝下游江湖响应过程》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供从事防洪减灾、河道演变与
治理、水沙资源配置等相关专业的管理、规划、设计、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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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 绪论1.1 三峡工程坝下游江湖关系基本情况长江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我国第一大
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黄海与东海交汇处入海，全长
约6300km。
长江以宜昌为界，以上为长江上游，以下为长江中下游。
三峡工程蓄水运用前，长江上游出口控制站宜昌水文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和悬移质输沙量分别为4368
亿m3和4.92亿t，宜昌以下因有以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汉江等为主的众多支流入汇，水量沿程增
加，至长江下游大通水文站，其多年平均径流量和悬移质输沙量分别为9052亿m3和4.27亿t，多年平均
入海径流量约为9600亿m3[1]。
长江中下游江湖水系十分发达，但近些年来受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通江湖泊萎缩与人为
阻隔十分严重。
曾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现有湖泊已不足300个，现存湖泊面积仅为2438.6km2，只有20世纪50
年代的29.4%。
截至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有洞庭湖、鄱阳湖、石臼湖与长江处于自然连通状态，构成复杂而特有
的江湖关系。
长江中游地区的洞庭湖、鄱阳湖因面积大，在调蓄长江洪水、参与大气调节、维护江湖健康、造福人
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综合功效不可替代。
1.1.1 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概况①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全长约1893km（图1-1），其中长江中游自宜昌
至湖口长约955km；湖口以下为长江下游，长约938km。
长江中下游河道流经广阔的冲积平原，沿程各河段河型不同，有顺直型、弯曲型、分汊型和蜿蜒型四
大类，河床边界条件也不同，各种河型河道演变特点各异。
宜昌至枝城河段长约61km，是从山区河流进入平原河流的过渡段，为顺直微弯型河道，右岸有清江入
汇，两岸有低山丘陵和阶地控制，河岸抗冲能力较强，河床为卵石夹砂组成，局部有基岩出露。
由于受两岸边界条件的制约，河道平面形态和洲滩格局长期以来保持基本不变，河势相对稳定，河床
冲淤年内呈周期性变化，年际冲淤维持相对平衡。
①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2004.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江湖演变有关科研工作情况汇报材料。
枝城至城陵矶河段称为荆江，长约347.2km。
其中枝城至藕池口的上荆江，长约171.7km，为弯曲分汊型河道，河床组成主要为中细沙，床沙平均中
值粒径约为0.2mm，其中上段枝城至江口段河床有砾卵石。
河岸由卵石、沙和黏性土壤组成，下部卵石层顶板以0.02%的坡降向下游倾斜；中部沙层顶板高程较
低，一般在枯水位以下，以细沙为主，夹有极细沙和粗沙；上层黏性土层较厚，一般为8~16m。
上荆江河道演变的特点是弯道凹岸崩坍，凸岸边滩淤长，并可能被水流切割成江心洲或江心滩；有江
心洲的弯道内主支汊冲淤变化，但主支汊地位相对稳定，如关洲、董市洲、江口洲、火箭洲、马羊洲
和突起洲等汊道，仅三八滩、金城洲分汊段的主支汊部分时段兴衰交替。
藕池口至城陵矶的下荆江，长约175.5km，自然条件下属典型的蜿蜒型河道，河岸大部分为现代河流沉
积物组成的二元结构，下部沙层顶板高程较高，一般位于枯水位以上，以中细沙为主；上部为河漫滩
相的黏土层，一般厚3~14m，较上荆江薄，河岸抗冲能力较上荆江弱。
河床由中细沙组成，卵石层深埋床面以下，床沙平均中值粒径约为0.165mm。
河道演变的特点是弯道凹岸崩坍，凸岸边滩淤长，并可能发生撇弯切滩或自然裁弯。
河弯发生裁弯取直后，河道又重新发展为新的弯道，并引起其下游河势发生较大变化，如尺八口弯
道1909年自然裁弯后，下游产生七弓岭和观音洲弯道。
荆江河段北岸有荆江大堤，自上荆江枣林岗至下荆江监利城南全长182.4km，是保障江汉平原防洪安全
的屏障，堤外滩地狭窄或无滩，深泓逼岸，防洪形势险要。
荆江北岸有沮漳河入汇，南岸沿程有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和调弦口（已于1959年建闸控制）分流
入洞庭湖，与洞庭湖区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及其他支流的来水来沙汇合经洞庭湖调蓄后在城陵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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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入长江，构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图1-2）。
城陵矶以下河道属分汊型河道，两岸有汉江、鄱阳湖水系、巢湖水系、太湖水系以及其他支流入汇。
河道两岸地质条件具有明显的不均匀性，左岸多为广阔的冲积平原，右岸多为山丘阶地。
河岸组成有土质、土沙质、沙质和基岩质4类，以沙质岸坡居多。
两岸分布有对河势起控制作用的，由山丘和阶地出露的基岩组成的节点88处，形成藕节状宽窄相间的
分汊型河道。
河床组成一般为细沙和极细沙，床沙中值粒径约为0.16mm。
按汊道平面形态不同，本河段分顺直形、微弯形和鹅头形三种汊道。
分汊型河段河道演变的主要特点是，主支汊兴衰交替表现为主支汊原位交替和摆动交替两种形式，前
者主支汊地位互换，但其平面位置基本不变，一般发生于顺直形分汊和微弯形分汊河段；后者为支汊
通过平面位移和断面冲刷扩大而取代主汊，一般仅发生于鹅头形汊道；汊道段的主支汊兴衰交替的周
期较长，大多数汊道段的主支汊地位较长时期保持不变；汊道的演变对其下游的单一段及汊道演变的
影响程度取决于单一段的长度和两岸有无节点控制。
1.1.2 洞庭湖概况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段之南岸。
其北有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四口分泄长江水入湖；南、西有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
水入汇；还有汨罗江、新墙河等河流入汇。
洞庭湖水系流域面积26.28万km2，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14.6%。
洞庭湖区河网交错、水系纵横、水流复杂，相互干扰顶托，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水网区（图1-2）。
长期以来，洞庭湖区在自然演变、泥沙淤积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下，昔日的“八百里洞庭”已演变
为众多围垸相隔、洪道纵横交错的洪道型湖泊。
洞庭湖区1995年的实测地形资料分析表明，在城陵矶（七里山）水位为31.50m时，湖长143.00km，最
大湖宽30.00km，平均湖宽17.01km，湖泊面积2623km2；最大水深23.5m，平均水深6.39m，相应蓄水
量167亿m3。
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泊[2]。
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径流量约2870亿m3，其中四水1690亿m3、四口940亿m3、区间240亿m3。
湖区泥沙淤积严重，多年平均入湖泥沙1.44亿t，出湖泥沙0.39亿t，淤积在湖区的泥沙年平均达1.05
亿t[3]。
图1-2洞庭湖水系1.1.3 鄱阳湖概况[4]鄱阳湖位于江西省的北部，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
五河及博阳河、漳河、潼河之来水，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是一个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的湖
泊，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图1-3）。
鄱阳湖水系流域面积16.22万km2，约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9%。
鄱阳湖南北长173km，东西平均宽度为16.9km，最宽处约74km，入江水道最窄处的屏峰卡口宽约2.8km
，湖岸线总长约1200km。
湖面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
南部宽广、较浅，为主湖区；北部狭长、较深，为湖水入长江水道区。
湖盆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高程一般由12m降至湖口约1m。
鄱阳湖湖底平坦，最低处在蛤蟆石附近，高程为.10m以下；滩地高程多在12~18m。
鄱阳湖地貌由水道、洲滩、岛屿、内湖、汊港组成。
鄱阳湖水道分为东水道、西水道和入江水道。
赣江在南昌市以下分为4支，主支在吴城与修河汇合，为西水道，向北至蚌湖，有博阳河注入；赣江
南、中、北支与抚河、信江、饶河先后汇入主湖区，为东水道；东、西水道在渚溪口汇合为入江水道
，至湖口注入长江。
洲滩有沙滩、泥滩、草滩三种类型，面积共3130km2。
其中沙滩数量较少，高程较低，分布在主航道两侧；泥滩多于沙滩，高程在沙滩、草滩之间；草滩为
长草的泥滩，高程多在14~17m，主要分布在东、南、西部各河入湖的三角洲。
全湖有岛屿41个，面积约103km2，岛屿率为3.5%，其中莲湖山面积最大，达41.6km2，而最小的印山、
落星墩的面积均不足0.01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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