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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从鄱阳湖与长江的江湖关系着手，阐述长江因素是鄱阳湖枯水期水位

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流量保障不足，可能间接导致了后续的生态环境问题。维

护鄱阳湖水生态系统，减少鄱阳湖水位降低是必要的。但建闸是否会进一步导致

长江水位的下降？如若在特定时期，主动调度流域水库群，维持江湖动态平衡，

减少持续水位下降，则不必在鄱阳湖建闸。另外，《长江保护法》提出“逐步改

善长江流域河湖连通状况” ，如若建闸似乎与之不符。从生态角度来讲，单一

建闸“利大于弊”理由不充分。作者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解决长江水位低这一重要

外因，开展修复治理，减少枯水期鄱阳湖过度干旱等问题，以避免鄱阳湖水资源

不足导致同样的水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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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有五六年了，有幸参加过鄱阳湖生态方面研究，

和一些河湖管理方面的工作，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推进所引发的讨论，作

为一名生长在鄱阳湖，并从事河湖环境工作的我，就此也提一些看法和建议。 

（1） 关于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过低问题 

关于鄱阳湖枯水期水位低这个事实，很多研究专家都从水文、 生态、 湖区

采砂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尽管直接导致水位低的原因还在争议中， 但是长江中

下游地区枯水期水位的持续走低已经是事实，鄱阳湖与长江的江湖关系之变， 在

长江水位低的时候，鄱阳湖水流向长江以补充长江水，这在鄱阳湖水利枢纽官网



介绍已经阐述的很清晰。 长江过低水位对鄱阳湖的影响，可以看看同样受江湖

关系影响的洞庭湖， 荆江四口部分河段已经出现了淤塞，河道行洪能力不足， 其

实也可能是受到了来水量的影响， 据了解，洞庭湖综合整治也纳入计划中， 其

中包括可能的建闸方案。 

从鄱阳湖水位来看，一方面长江、鄱阳湖“五河”来水减少，另一方面鄱阳

湖经济圈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也在增加，一进一出，盆里的水自然是减少的。 

但究竟是长江梯级电站在枯水期放水少导致鄱阳湖补长江的“出水增多”，还是

省内五河各种水电站放水量导致“来水减少”，亦或者是湖区生产生活“取水增

加”，目前未发现综合性的研究结果。但从 2019 年 10 月，水利部、生态环境部

正式印发《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的通知》，要求加强生态

流量监督管理，健全生态流量保障机制，力争 2020 年底前长江经济带省市全面

落实小水电站生态流量。可以看出，以前在生态流量保障上可能还存在不足，更

多的用于蓄水发电产生效益，对生态蓄水供应不足，可能间接导致了后续的生态

环境问题。由此，按照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立项方案，希望建闸来解决鄱阳湖枯

水期水位问题，应该偏向认为长江因素占主要因素，尽管如此，但是还希望有综

合性的方案，比如同样调度好省内各水电站在枯水期放水，实施湖区节水等综合

性措施。因为单一控制枯水期鄱阳湖水流入长江，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鄱阳湖水

位低的问题，尚值得观察。 

（2） 建闸是否必要 

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 应该是大家的共同愿景。水利枢纽方案提到，“当

水位为 10 米时，湖区留存水量 8.11 亿立方米，在长江干流特枯时段或遇突发

水环境事件时，枢纽可迅速开闸，恢复天然状态，利用鄱阳湖提前蓄好的“一湖

清水” 进行应急补水处理，提高长江湖口以下河段及鄱阳湖区水资源的安全保

证率。”盆里没有水，自然无从谈起鄱阳湖水生态系统维持，所以减少鄱阳湖水

位降低是必要的。通过建闸，挡住的是流入长江的水。为了不让水流入长江，保

护鄱阳湖水位，建闸自然是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是，与此同时，缺少鄱阳湖补水，

长江水位是否会进一步下降？为了控制长江水位过度下降，必要时上游水库则可

能会增加放水，来避免水位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既如此，从流域来看，同样是

调节长江水位，是否可以在特定时期，探索合理机制，主动调度流域水库群，维



持江湖动态平衡，减少持续水位下降对鄱阳湖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如若水位控

制可行，则新建鄱阳湖人工闸来调度就非必要了。当然，调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

复杂的管理问题，简单一个假设，纳入统一调度后，若长江水位和鄱阳湖水位均

持续走低，那就要面临闸门调度决策，是保护鄱阳湖水位，还是用鄱阳湖水对长

江补水？ 

从 3月 1日就要实施的《长江保护法》来看， 

第五十四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长

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的河湖水系连通修复方案，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并组织

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长江流域河湖水系连通修复方案，逐步改善长江流域河湖连通

状况，恢复河湖生态流量，维护河湖水系生态功能。此处，新建生态闸，是否破

坏了江湖连通？ 这与“逐步改善长江流域河湖连通状况” 似乎不太符合。 

当然， 建闸对候鸟，生态系统等多方面的影响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因

此认为，单一建闸手段“利大于弊” 理由还不充分，水位过低在调度方案设计

还缺少综合性方案，鄱阳湖水少问题只解决枯水期流入长江，未能根本解决长江

水位低这一重要外因，也没有提出内因解决方案（比如流出的水量，能否从五河

补水？能解决多大比例？）。 

（ 3） 最后感慨 

作为一个江西人，为了留住鄱阳湖的水，坦白来讲本应该很支持这个建闸做

法，正如有些专业人士提出的观点，“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言外之意，没有办

法的办法），确实如此，如果长江水位持续降低的趋势不改变，鄱阳湖维持高水

位难以为继。一省之地，长江水位不在本省管辖范围内，但能做的就是控制好省

内的鄱阳湖。事实上洞庭湖建闸方案有关人士也在提只不过由于湖南湖北管辖和

防洪利益等关系不同，难以由一省推动，管理难，情况就比鄱阳湖复杂些。习总

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产”，没有水资源，湖区生产生活没有

保障，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就受到限制。统看全国，各省调水工程，各省水电工程，

都在一定程度上目的是保障本区域水资源。脱离了留住湖区水资源，留住鄱阳湖

生态水量底线这一初衷，单纯来批评水利枢纽工程是不妥的。 

我相信，所有江西人民，全国人民都希望保护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保护“一

湖清水”。我承认建闸短时期确实能维持枯水期水位，但是后续还有很多次生问



题需要解决。正如三峡大坝建立，有很强的防洪蓄水功能，同时也有后续清水下

泄等带来的不利因素。长江水位下降给鄱阳湖枯水期带来的影响，治标还得治本，

一省之力只能提出建闸保水的方案，但如果是长江流域统筹考虑，能否给出一个

更优的调度方案？五年前，我可能还犹豫认同没有办法的办法，建闸保水。但是

随着习总书记长江大保护相关重要指示，以及《长江保护法》的出台给流域统筹

保护鄱阳湖带来了希望，我认为不建闸，但需要尽快解决长江水位对鄱湖的影响，

开展修复治理，减少枯水期鄱阳湖过度干旱等问题，以避免鄱阳湖水资源不足导

致同样的水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在这里，我也呼吁关心鄱阳湖建闸的专家和单

位，继续支持和关注鄱阳湖生态，能解决鄱阳湖枯水期水量不足，改善鄱阳湖水

环境，提供智力和行动帮助。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