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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水患是我国最大的自然灾害%华北缺水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环境问题’长江洪水

资源化是使二者能够得到统筹解决而提出的一种思路’洪水资源化就是实现由灾害水向资源

水和环境水的转化’长江洪水资源化不仅是由长江水资源特点&流域水旱交替频率加大及不

断增加的水资源需求所决定%也是解决华北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蓄洪是洪水资源化的基

础%应在完善流域水库网络体系的基础上%考虑人工控湖工程%特别要重视蓄洪区建设%通过

’给水让地(%实现’以土地换和平(和洪水资源化"可通过引洪冲湖%治理流域污染湖泊"南水

北调应以调洪水为主%可通过蓄洪调水和直接引洪北调来实现’
关键词!长江"洪水资源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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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长安#A@ED?$%男%教授%主要从事第四纪地质学&过去全球变化&流域环境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教学与研究’

!!长期以来%洪水被等同于洪灾%自古洪水与猛兽

被视为人类之大敌’人类一直把聪明才智花在如何尽

快将洪水排入东海’洪水是洪灾形成的前提条件%但
洪水并不是灾害%其本质具有淡水资源的属性)A*’

长江水患是我国最大的自然灾害%华北缺水是

我国亟待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前者为水多之灾%后
者为水少之患%长江洪水资源化是为使之能够统筹

解决而提出的’长江洪水资源化简单地讲就是实现

由灾害水向资源水和环境水的转化’长江洪水资源

化的目的是通过人与洪水和谐共处的实现%减轻长

江洪水灾害"利用洪水资源%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水

资源供需矛盾%实施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A!长江洪水资源化对长江防洪和流域

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长江防洪需要新的思路

科学技术已发展到!A世纪了%我们仍然不得不

用最原始的方式%动用千军万马与洪水搏斗%A@@"
年长江中下游防洪所动用的兵力仅次于渡江战役’

当前%长江防洪急需的是新的科学治水思路’这是因

为+#A$防洪经费不断增加%洪灾经济损失不断加重’
长江洪灾自古乃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历代政府都

不惜重金用于长江堤防建设’特别是解放以来%国家

数以百亿计的堤防防洪工程资金投放%地方政府和

当地群众更是竭尽所能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长
江洪患非但没有得以消除%洪水灾情依然十分严重%
经济损失不断加剧)!*’A@@"年洪灾直接经济损失高

达AD))多亿元’#!$堤防加高%洪水位上涨%洪灾风

险加大’堤防是抵御长江洪灾发生的重要屏障%但并

不是唯一的防洪减灾措施’盲目加高大堤会导致洪

水位不断上涨&堤高水高的恶性循环)**%如随着荆江

大堤的 修 筑%近 千 年 来%荆 江 河 段 水 位 共 上 升 了

A*’#F%其中近+))年来%洪水位上升了约AAF#上
升速率AE’+FF,-$%近E))年来上升@F多#上升

速率A"’DFF,-$)#*"同时%在长江中游这样的地质

条件下%堤高水高又会加重管涌等堤防险情)E*"另

外%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随着防洪工程数量的增

多%规模越大%堤防越高%工程本身的安全隐患也会

增多%洪灾风险也会有所增大%仅靠工程措施并不能

解决洪水灾害)D*’#*$防洪工程技术进步与防洪科学

思想相对滞后’随着工程技术进步和不断强大%人类

往往盲目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常常缺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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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思考’!)世纪后期以来"长江防洪考虑更多

的是工程和技术"忽视了对防洪治水思想的研究’人
们常常对兴建于两千年前的都江堰工程赞叹不已"
笔者认为都江堰的伟大并不在于工程技术方面"而
是李冰父子巧妙地利用河流作用原理"实现了防洪#
分沙与水资源利用相统一的科学治水思想’当前"长
江防洪的首要任务是科学治水思想的创新’$#%人与

洪水协调共处!!!!A世纪防洪的指导思想’人类与

洪水的关系经历了农业社会的躲避和防守"工业社

会的抗拒和征服"在知识时代的今天"人与洪水的关

系应该是协调共处&+’和利用洪水’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和洪水资源化应当成为!A世纪新的长江防洪理念’
!’"!水旱灾害并存是长江中下游自然灾害的显著

特点

$A%长江中下游水旱灾害的频次总体上是相当

的’长期以来"人们被水灾吓昏了头脑"缺乏对长江

中游水#旱灾情的正确认识"忽视了对旱灾的关注’
实际上长江中下游旱灾也是相当严重的’据历史记

录统计"在AAD*!A@@+年间的"AE年中"长江中下

游的梅雨期共出现旱涝灾害#@#次"其中大旱D!
次"大涝D*次"涝A"E次"旱A"#次"正常*!A次&"’’
长江中下游的水旱频次总体上是相当的’

$!%旱灾经济损失严重"社会影响巨大’历史上

由于干旱造成民不聊生"导致社会动荡的例子不胜

枚举"如AD*"!AD#!年连续E年干旱"赤地千里"飞
蝗蔽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根据

A@#@!A@@+年资料统计"湖南省平均每年受旱面积

+)’AGA)#0F!"其中成灾面积*!’#GA)#0F!"因旱

灾减产粮食D@’#GA)#/"旱灾减产是水灾减产的!
倍多’平均每年投入抗旱经费达A’*+GA)" 元"旱灾

严重的A@+"年抗旱经费达!’A#GA)" 元’建 国 以

来"湖北全省A@次出现成灾面积在#D’+GA)#0F!以

上的大旱年"其中发生在A@"E年后的就有A)次’
!)))年"全省因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AAE’E"G
A)" 元*!))A年这一数字已增至A#"’+GA)" 元’

$*%水旱灾害的年#季交替越来越突出’长江中

下游的水旱灾害不仅频次相当"而且具有明显的年#
季交替特征"据A#+)!A@@"年的旱涝周期分析发

现"存在着较明显的!年周期&@’"如+A@@"年和A@@@
年大水与!)))年#!))A年的大旱*水旱的季节交替

也常有发生"据统计"在A@#@!A@@E年的#D年中有

*)年是(水旱同年)*素有(水袋子)之称的江汉平原

四湖地区!)世纪也有#+年是(水旱同年)*湖南的

旱涝也常常同年发生"如解放以来的A@#@"A@E#"
A@D*"A@D#"A@D@"A@+D"A@+@"A@")"A@""年等均为

涝旱迭加年&A)’’同时"水旱程度也具有向两极发展

的趋势"A@@"年和A@@@年为历史罕见的大水"!)))
年#!))A年为历史少有的大旱"A@@"年夏季洪水水

位达历史最高"但到A@@@年初"水位低到客轮无法

进入九江以上’近年来长江中游水旱灾害频发"几乎

非涝即旱’
!’#!长江水资源丰富!但人均拥有量并不多

长江水资源虽较丰富"但人均拥有量并不多"目
前全 流 域 人 均 水 资 源 拥 有 量 已 由A@")年 的

!+D)F*,人"减小为!!+*F*,人"只相当于全国的人

均水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A,#’预计至!)E)年

人均占有量有可能减小至A"!)F*,人&D’’
!’$!用水量不断增加!水环境压力加剧

随着流域人口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工农业

的发 展 和 城 市 化"用 水 量 将 不 断 增 加’据 预 测 估

计&AA’"到!)A)年 长 江 流 域 总 需 水 量 约*)!@G
A)"F*"其中"农田灌溉需水量就为A+))GA)"F*

$枯水 偏 旱 年 !H+EI%"工 业 总 需 水 量"E)G
A)"F*"城镇生活总需水量A"!GA)"F*$年递增率

E’*I%"农村生活需水!@+GA)"F*’!)*)年长江流

域总需水量将达到*@!DGA)"F*"农田灌溉需水量

就为A+))GA)"F*$与!)A)年持平%*工业总需水

量若按年递增率!’DI考虑"也将达A#!)GA)"F**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按年递增率A’D+I计算"到

!)*)年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人口将达

!’#GA)" 人"城镇生活需水量将达到*)DGA)"F*"
农村生活需水!)*)年按农业人口!’#DGA)" 人估

算"生活需水约#))GA)"F*’即使!)*)年年均用水

量")"F*,人"仍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同期人均用水

水平’届时的生产生活用水量将达到多年平均地表

流量的*)I!#)I’如不采取洪水资源化"不要说

向外流域输水了"满足本流域用水都会紧张’
!)世纪")年代以来"长江潮区界大通站以下

枯季入海流量的显著下降&A!’"地表水短缺和地下水

的超量开采"已经给长江三角洲地区带来了严重的

咸水入侵和地面沉降等环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

施南水北调"无疑会加重长江三角洲的环境问题*自
A@@!年以来"枯水期$主要是!!#月份%汉江中下

游频频发生(水华)"长江下游水体的污染也有加重

趋势’调水之后"随着流量减少"环境容量降低"污染

将会增大’通过洪水资源化补充枯水期长江中下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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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已十分必要’

!!长江洪水资源化是解决中国最大的

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水资源不足!华北缺水尤为严重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为!’"GA)A!F*"约占全

球淡水资源总量的D’+I"居世界第六位"而实际可

利用量只有A’AGA)A! F*"仅占淡水资源总量的

*@I"根据A@@+年人口统计"全国人均水资源量为

!!!)F*’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个有关

组织A@@+年对全世界AE*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统

计"我国人均水资源量排在第A!A位#+$’A@@*年国

际人口行动提出的%持续水&人口和可更新水的供

给前景’报告认为!人均水资源量少于A+))F* 的

国家为用水紧张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少于A)))F*

的为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少于E))F* 的为严重

缺水国家’到!A世纪中叶"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接

近A+))F*’
华北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地位最重要)人口最密

集的地区之一"进入!)世纪")年代以来华北平原

水资源频频告急’A@@A&A@@+年黄河连年断流"累

计断流+A+J(A@@E年断流河长D"*KF(占整个下游

河道长度的"+I(A@@+年断流A*次"共!!DJ’近

年"华北最大的城市北京和天津的城市供水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北京是在靠水库的多年%积
蓄’维持供水"而天津不得不动用潘家口水库的死库

容勉强维持’山西)河北一半以上的较大河流已经断

流’大量超采地下水使华北地下水水位大幅度下降"
北京市一年地下水位下降达!F’河北境内出现!)
多个漏 斗 区"与 天 津)北 京 连 成 一 片"形 成 了 约

EGA)#KF!影响 面 积 的 世 界 最 大 的%地 下 水 漏 斗

区’’如何解决华北日益紧张的水资源问题"成了近

年来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先后提出了

一系列的对策和方案"如节水农业)淡化海水)恢复

稀树草原景观)南水北调等’在一番论证)比较之后"
最终选择了南水北调’但这并不是说南水北调就不

存在问题’对于长江来说"在夏半年"调水不存在问

题(但在冬半年北方最缺水的时候"又恰是长江的枯

季"调水就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

水资源和水环境安全’因此"南水北调最理想的是调

长江的洪水’

"’"!长江水资源丰富!但利用率低

*A+水资源量大"年季差异大"洪水比例大’受季

风气候影响"我国降水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大部分

地区年内汛期连续#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水量的

D)I!")I’在我国水资源中有!,*左右是洪水径

流量#AA$’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年际剧烈变化和年内高

度集中"是造成我国水旱灾害频繁)水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的主要原因’长江是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流域"
全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EA*GA)"F*"约占全国河川

径流总量的*+I’但长江地表径流量存在着巨大的

季节性差异"有明显的汛期与枯期之分’长江干流集

中在汛期*E!A)月+的径流可占年径流量的+)I!
")I"在枯期*AA!#月+仅占!)I!*)I’约D)I的

径流由洪水组成’据长江大通站实测"A@@""A@E#年

D!"月总洪水量分别为E!E"GA)"F*和E+@)G
A)"F*"最 大*)J洪 量 分 别 为!)!+GA)" F* 和

!A@#GA)"F*"’*!+水资源控制能力不足"利用率低’
全国已建水库总库容为)’#EGA)A!F*"只能控制年

总径流量的!!I"约是美国径流控制能力的*)I’长
江流域自建国以来"截至!)世纪")年代"为除害兴

利已建大中小型水库工程*包括塘)堰)坝+近EG
A)# 座"它们所形成的人工湖遍布在大小支流上"总
库容量约A*))GA)"F*"约占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

的A*I"加 上 长 江 流 域 湖 泊 水 资 源 总 蓄 积 量 约

A)))GA)"F*"也只能控制多年总径流量的!*I’
由于水库和湖泊在雨季之前都存有底水"因此水资

源的实际控制能力要低得多*蓄积量的A,!左右+’
根据长江水资源需求量预测"对保证率+EI的年地

表水资源量"DE+GA)"F* 而论"!))))!)A))!)*)
年及!)E)年各水平年地表水资源利用率分别为

*)I)*DI)#!I和#@’DI"到!)E)年的长江水资

源利用率约E)I’如考虑跨流域外调水量约@))G
A)"F*"也只有D)I""说明长江水资源利用还有一

定潜力’
因此"我国的水资源特点决定了实施长江洪水

资源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的水与可持续发展"!)))’AA?!E’

*!长江洪水资源化的基本构想

#’!!转变传统观念是实现长江洪水资源化的前提

*A+变%征服自然’为%遵从自然’’面对越来越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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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长江洪水资源化基本思路

L3M’A B45/-/3;43J4-%87<35MN-5M/O4P3;4.8&%%JQ-/4.

发的大洪水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损失"人们在反思

过去对付洪水的方法时正逐渐意识到"必须抛弃与

洪水斗争的观念"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走人与洪

水和谐共处"并利用洪水资源的道路’#!$变%视水如

虎&为%视水如友&’长期以来"洪水被错误地视为洪

灾’洪水是洪灾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洪水并不是灾

害"它是大量降水在短时间内汇入河槽而形成的特

大水流"其本质具有淡水资源的属性"是!A世纪战

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变%防洪抗旱&为%防洪

防旱&’旱灾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自然灾

害之一"!)世纪")年代以来"旱灾的经济损失及所

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洪灾的

影响’然而"我国长期存在着重防洪轻防旱的倾向"
%防洪抗旱&口号的本身就是体现’应当彻底转变重

防洪轻防旱的观念"将%防洪抗旱&改为%防洪防旱&"
即变被动%抗&旱为主动%防&旱"将%防洪防旱&统筹

考虑"这对长江流域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

重要的’##$变%以土为本&’%以粮为纲&为%给洪水让

地&’%以土地换和平&"变部分%蓄洪垦殖区&为%蓄洪

养殖区&’长期%以土为本&’%以粮为纲&是长江流域

人?地?水矛盾产生的根源’%给水让地&’%以土地

换和平&"是实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正确处理人

?地?水矛盾&的必然选择’在做好退田还湖的同

时"应加强对分蓄洪垦殖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逐
渐变部分%蓄洪垦殖区&为%蓄洪养殖区&’
#’"!长江中游洪水资源化基本思路

#A$蓄长江汛期洪水’在达到防洪目的的同时"
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抗旱’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跨

地区调水的水源"弥补枯水期’旱年水资源的短缺及

长江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引长江汛期洪

水’在达到防洪目的的同时""调往北方"恢复华北

已干枯的湖泊"在改变其生态环境的同时"补偿其地

下水(#利用汛期洪水冲洗长江中下游某些严重污

染的湖泊’
长江洪水资源化的初步设想见图A’

#!长江洪水资源化若干问题刍议

$’!!蓄洪问题

蓄洪的途径主要有水库#包括圹’堰’坝等$’湖
沼湿 地’蓄 洪 区 等’目 前 长 江 的 蓄 洪 能 力 大 约 为

!*))GA)"F*"仅为多年总径流量的!*I"主要靠

湖泊和各类水库等’然而"随着湖泊泥沙淤积和病险

水库的增多"蓄洪能力将会降低’据粗略估计"要保

证长江中下游防洪’南水北调和长江流域可持续发

展的 需 要"长 江 的 蓄 洪 能 力 应 至 少 达 到**))G
A)"F*’要达到这一蓄洪能力"应考虑以下措施)#A$
应适当增加水库容量’随着三峡’向家坝’奚落渡水

库修建"上游的洪水基本得以控制"今后应加大中游

各大水系#洞庭湖四水水系’鄱阳湖水系’汉江等$的
水库建设’#!$采取退田还湖’人工控湖等措施增加

湖泊湿地的滞蓄洪能力’以鄱阳湖为例"鄱阳湖平均

每年的入江水量大约是A#E+GA)"F*"相当于黄河

年水量的*倍"淮河水量的E倍*A*+"这是一笔相当

可观的淡水资源’但在自然条件下"其大部分得不到

利用’汛期鄱阳湖所充蓄的A))多亿F* 淡水"在汛

期后的一两个月很快就流失了"反而增加了长江下

游的防洪负担’如人工对此加以控制"就会发挥巨大

效益’#*$充分利用蓄洪区’在长江中下游已安排的

分蓄洪区"可提供有效蓄洪量约E))GA)"F*’但目

前这些分蓄洪区基本没有发挥蓄洪作用’无论是防

洪还是水资源利用"长江中下游的分蓄洪区是绝不

可少的"至少应具备!))GA)"F*的蓄洪能力’
$’"!引洪冲湖问题

长江流域的湖泊污染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国家投巨资进行研究’治理"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如滇池治理投资已达#)多亿元"污染依旧严重$’
根据国内外大河流域湖泊污染治理的经验*A#+"结合

长江流域湖泊污染及治理情况"笔者认为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引江冲湖&’然而"要实现太湖#湖容E!G
A)"F*$’巢湖#湖容*DGA)"F*$’洪湖#湖容"G
A)"F*$’滇池#湖容AEGA)"F*$的冲湖’换水任务"
只有引汛期长江洪水’引洪冲湖除改变湖泊污染状

态外"还具有分流’错峰"减小长江部分河段的防洪

压力的功能’

#D#



!第#期 !李长安!长江洪水资源化思考

$’#!跨流域调水问题

南水北调对长江的影响主要是枯水期可能会加

重部分河段的污染和河口咸水入侵’因此"只有充分

利用水库#湖泊和湿地蓄积长江汛期洪水"供枯水期

北调"才可有效地缓解南水北调对长江中下游环境

的影响’以南水北调东线为例"南水北调东线方案计

划从江都调水A#)GA)"F*"如果鄱阳湖实施人工控

湖工程"汛期拦截下来的A))多亿F* 洪水"在长江

枯水期下泄"就可大大缓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冬春

季因水源不足而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长江洪水资源化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能否直接引汛期洪水到北方"如扩大南水北调工程

引水渠断面"或采取多条引水线路"把大量汛期洪水

直接引往北方"充蓄在华北平原!)世纪初以来逐渐

干涸的湖#淀#泊#泽等洼地中"用以恢复地表湖泊并

补偿地下水"从而遏止和改变日趋干旱的气候和生

态环境’华北平原"在唐宋以前曾是湖#泊#洼#淀"星
罗棋布"如梁山泊#大陆泽?宁晋泊湖沼群和白洋淀

至文安洼等湖沼群"直到!)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

不少湖#泽存在"当时很多地方的地下水水位仅有数

米’近!)年来"随着地表水的减少和地下水水位的

下降"华北干旱化日趋严重’以河北为例"最近!)年

与!)世纪E)年代相比"全省年均自产地表水减少

了+DI$入境水量由@@’"GA)"F* 减少到!"’#G
A)"F*"减少了+*I$水面面积由A’AGA)"KF! 减

到D))KF!"减 少 了@)I以 上$河 道 航 运 里 程 由

!*D"KF"减少到趋近于零%AE&’要彻底改变华北的

水资源问题"除了供给正常的工农业用水外"还应该

有更多的外来水用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如增加地表

水和地下水等("恢复原有的水循环功能’因此"应当

考虑长江洪水的利用’
以上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建议加强科学研究和

技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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