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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鄱阳湖是否建闸，应清楚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从全局出发，系统地

去解决，否则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长江中下游处在一个不稳定发展阶段，如建

闸，开放性的湖泊将会变成一个半封闭或在某一段时间完全封闭的湖泊，必将会

影响中下游流域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因此，要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提前、

枯水期水位低问题，应从源头出发，消除或是减轻三峡水电站、当地的上游所建

水库和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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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刘树坤，我说几个观点。 

第一，目前阶段我们先不要分“建设派”还是“反建派”，因为还不到大家

每人一票投票表决的时候。现在，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如何把存在的问题搞得

更清楚上。到时经过综合评估后，再来决定是建还是不建、还是其他怎样。 



第二，我一直都在关注三峡水电站（即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对鄱阳湖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以及观测结果可以得出一些预判。自三峡以下，一直到长江口，可以

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系统。然而，在三峡水电站建成以后，这个系统就开始

变化了。这种变化，在各个地方表现出不同的问题。而我们若要解决这些新出现

的问题，就必须从全局、系统地加以考虑。 

现在长江中下游的变化，还处在一个不稳定阶段，并在继续发展。在这发展

过程中，如果我们急于做一件事情去阻止它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

方，也就是常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建闸之后，鄱阳湖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大家

虽然做了很多研究，但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而“鄱阳湖一旦建

闸，会对江苏、上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也会凸显，且避无可避。 

在论证三峡水电站的时候，曾经预估到水电站建成以后，下游河床会下切。

当时是韩其为院士做的论证，他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计算，估计下游河床要下切

2米到 4米，并一直会影响到鄱阳湖的湖口。然而，这些年实测的结果显示：三

峡水电站截流以来，实际发生的河床下切，比他当初预计的增加了一倍多。现在

记录到的，在枯水期、同样的流量下，长江下游的水位下降幅度最大的达到 10

米。如此高的降幅，已完全影响到河湖关系了。 

实际上，洞庭湖、鄱阳湖，包括太湖，这三个下游通江湖泊，和长江都是互

相连通的，互相补充的。一方面是水量的交换，另一方面是各种生物物种的交换、

各种食物饵料的交换，这两方面的交换是同时发生的。 

现在三峡之下的长江中下游的河湖关系变化了，必然会影响到中下游流域的

整个生态系统。然而，相比于河流水文的变化，生态系统所受的影响变化一般是

滞后的，一般要滞后个几十年。 

那么，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系统到底会被影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得

出结论。就鄱阳湖而言，鄱阳湖它本身就是一个河道型湖泊：到了枯水期，湖泊

会变成河道，大量滩涂出露。而水鸟就喜欢有滩涂的这样一个生境。 

最近，日本大阪大学一个教授就在专门研究滩涂生态系统。在河流滩地，当



水位下降后，会留下很多“泡子”，也叫小型湖泊或浅水。他研究发现，浅水的

泡子光照非常充分，有大量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各种小型鱼类在这里边生存、

生长。当水位上涨之后，这些泡子中的生物就会涌进河湖，给鱼类提供饵料。因

此滩涂的出露、泡子的存在，对维持河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非常重要。 

如果在鄱阳湖建闸，那么蓄水季节，滩涂面积必然会大幅减小，而使得滩涂

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就鄱阳湖整个生态系统而言，这个变化关系现在还是不清楚

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方面变化带来的影响并进行研究，毕竟国际上对

滩涂的生态功能已经开始比较重视了。当河湖由过去的“自然的连通”，变成“有

条件连通”以后，一个湖泊也会由开放性的湖泊，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或者在

某一段时间完全封闭的湖泊，环境条件的改变，其中的生态系统必然会跟着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目前研究得还不够。 

除了河床下切、水位下降，三峡水电站蓄水以后，河口的海水倒灌在上海这

一带已经比较明确了。如果将来两湖（即鄱阳湖和洞庭湖，因为一旦鄱阳湖建闸，

洞庭湖肯定也要跟着建）逐一建闸，到了枯水季节，这两个湖蓄水以后，入江的

水量肯定会进一步减少，海水倒灌只会进一步加剧。 

去年我到南通，南通的一些专家告诉我，现在长江在南通这一段，河底的底

栖生物已经变成咸水类的、而不再是淡水类的了。过去在南通打捞不到的一些海

洋类生物，现在却有了。这些实证，体现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已经被改变。 

因此，据此估计鄱阳湖建闸以后，海水倒灌会导致河口水体盐度进一步上涨，

下游河湖水位进一步的降低。而水位降低以后，沿江的一些码头、一些泵站，都

可能不能进行正常工作，需要整改。所以建闸带来的影响，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

样产生连环效应。 

我觉得，想要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水位低这个问题，应该从源头

上想办法解决。诚如刚才卢善龙副研究员提到的，导致鄱阳湖目前冬枯状况的三

大因素：三峡水电站的影响占到百分之五十几，当地的上游所建水库的影响占百

分之二三十，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占剩余的百分之一二十。这三大因素共同影

响着鄱阳湖的水文。那么该如何消除或是减轻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三峡水电站

以及上游水库对长江水量的人为调度，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



研究，做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并不急于拍板是建、还是不

建。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去考察都江堰的情况。都江堰自上游建成

紫坪铺水库且运行以来，一样出现了清水下泄、河床下切的问题，导致分鱼嘴这

块的分流性发生改变，分到内江的水流量多了，使得内江一半是淤，一半是深切。

结果一到洪水季节，大量更多的的水进入内江，就会影响整个成都平原的防洪安

全。当地看到这个问题之后，为了防止内江进一步下切，就修了一个大的混凝土

工程将它保护起来。然而这一防护，再次抬升水位，又导致飞沙堰发生冲刷。 

通过考察，我联想到这实际上与鄱阳湖的问题是一样的。当你不是从全局出

发、不是系统地去解决问题时，完全基于我哪块出问题了，就到哪块搞个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一旦搞起来，别处必然又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现在不应该急于说建还是不建，而是要把这些问

题系统地研究清楚了，看有没有更好的综合治理方案？怎么使鄱阳湖保持一个比

较好的状态？现在三峡水电站不可能拆掉，鄱阳湖上游建成的水库也不可能轻易

拆掉，但是加以调度是可以的。如果所有的办法都用了，仍然没有解决鄱阳湖的

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该不该在鄱阳湖建闸。 

如果说为了保护鄱阳湖，我选择关闸，结果江苏南京、上海却都普遍出现大

的问题、大的损失，那么就区域整体而言，建闸是得不偿失的。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大家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