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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就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目的，即缓解枯水位过低导致的生态和民生

问题，提出三个需要充分论证的问题。首先，鄱阳湖缺水的原因有哪些？其次，

低水位导致的生态与民生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最后，所谓为了血防而建闸，血

防与建闸到底有何关联？在主因不明、目标也不甚明确的情况下，盲目开展一个

对生态不可逆的巨型工程，有违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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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淡水湖、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也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江豚的重要家园。鄱阳湖的江湖联通特性，是保障候鸟及江豚等众多野生

动物持续繁衍的重要前提。 

江西介绍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目的、是缓解枯水位过低导致的生态和

民生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江西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 

第一，请江西省明确，鄱阳湖缺水，究竟有哪些原因？ 

项目方称，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为了缓解枯水期水位过低导致的生态和

民生问题。 

依据解决问题的逻辑，我们应该先搞清楚鄱阳湖枯水期低水位的具体原因。 

有人说，三峡大坝蓄水导致长江水位下降，江湖关系发生变化，失去长江的

顶托作用，湖水加速外泄； 

也有学者研究证明，2000 年开始长江干流禁止采砂，鄱阳湖北部过江水道

聚集了大量采砂船，十多年的高强度开采使得水槽冲刷加剧、岸线外扩、水道加

深，成为湖水外泄的最主要原因； 

前面几位专家老师也提到，21 世纪以来江西加快了水利工程建设，在五河

流域筑了许多大坝，赣江、信江航电枢纽工程尤其之多，五河来水的减少造成鄱

阳湖冬季缺水。 

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各自的影响占比，仍不清楚。但只要认真面对，仔

细拆解每一个问题，一定都有建闸以外的解决方案。 

例如，如果是五河来水的大幅减少，江西就应该对水资源加强全局性的科学

调控；如果是不合理采砂导致的，江西就应该继续打击非法采砂问题，科学规划

采砂区域，严控审批，严防偷采。 

我们相信，未经过充分论证，企图盲目用新工程，去消除既有工程带来的问

题，显然不仅无法解决旧问题，还会引发新问题。我们也相信，只要江西真诚地

面对问题，有解决问题的诚恳意愿，举国上下有很多人愿意贡献智慧，满怀诚意

的各路专家学者，还有充足的社会资源，一定会主动前来。 

只有这样解决问题，才不会成为借口，才不会成为其他目的的幌子，比如发

展不切实际的鄱阳湖水系航运经济，比如建闸蓄水以开发水电带动湖区周边工业



发展。而这一切，势必对鄱阳湖生态产生围猎效应，原有各种问题却未必能解决。 

第二，请江西省明确所谓低水位导致的生态与民生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关于鄱阳湖的生态问题，有两个基本事实，请务必了解： 

根据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官方信息，12 月 19 日的报道:三十年以来，

“江西鄱阳湖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到这里越冬的候鸟逐年增多”，目前保护区

的鸟类已从建立之初的 310 种增加到了 381 种，尤其是白鹤，由 1985 年的 1400

余只增加到了现在的 4000 多只，占全世界白鹤总数的 98%。 

该报道还特别提到：“2019 年，国际鹤类基金会创始人乔治·阿基博时隔 34

年重访鄱阳湖时激动地说，‘白鹤从 34 年前的 1400 只发展到如今超过 4000 只，

感谢中国政府与民间人士为保护白鹤所做出的努力’”。 

2019 年 12 月中旬，鄱阳湖全湖的野生鸟类同步调查，总计统计到水鸟 65

种，数量 66.7 万余只，与 2018 年同期相比，水鸟种类相当，数量增多了近 17

万只。 

2020 年 12 月下旬的鄱阳湖全湖野生鸟类同步调查，则统计到更多，一共有

68 万只。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长江江豚数量，在其他自然水域整体下降的情况下，种

群数量十多年维持在 450 头左右。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直接得出结论：鄱阳湖野生鸟类的种群数量增加，和江

豚种群数量维持稳定，是鄱阳湖的生态改善的缘故。但至少，野生鸟类作为湿地

的健康指示物，江豚作为鄱阳湖仅存的旗舰物种，至少反映出鄱阳湖的生态水平，

是在良性发展的。 

因此，我们非常疑惑，建闸公示中，提到的因为水位过低导致的生态问题，

究竟是什么问题？请江西先做出明确。 

其次，关于鄱阳湖水位过低导致的所谓民生问题，我们想说——低水位导致

的民生问题，无外乎农田灌溉用水与居民饮用水。 

鄱阳湖流域主要种植水稻，9月份稻谷开始灌浆，用水量明显减少，等枯水

期来临，水稻已经割完，至于春耕用水沿湖都有电排站，个别站到枯水期取不到

水通过临时沟渠也都能解决问题；鄱阳湖流域河汊水网密布、地下水资源丰沛，

城镇乡村又多依水而建，饮用水源多种多样，就算鄱阳湖是唯一的选择，水厂取



水口也可以建在深水航道，常年不受水位影响。 

第三，所谓为了血防而建闸，血防与建闸到底有何关联？ 

江西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陈红根博士在《三峡工程蓄水后鄱阳湖水情变化

及其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研究中表明，鄱阳湖水位下降导致水线向湖心退缩，

减少了村民生活性和生产性疫水暴露的机会，而低枯水位常态性变化导致鄱阳湖

洲滩的钉螺密度下降和分布改变，鄱阳湖疫区人畜血吸虫感染等疫情指标稳步下

降，流行程度减轻。 

当前鄱阳湖已经全面禁渔，湖面上的船只以过往货船为主，直接在水上作业

的人群大幅减少，而鄱阳湖早已封洲禁牧，通过牛传播疫情的途径也已切断。 

究竟建闸会如何帮助到已经风险极低的血防问题？请江西明示。 

鄱阳湖枯水期低水位主因尚不清楚，一个数以百亿计的项目，要达成的目标

也同样不甚明确，如此盲目就要上一个对生态不可逆的超级工程，有违我国正在

践行的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