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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湖泊，是河流自然演化而成，具有分洪、泄

洪、蓄洪等天然功能，相较于建闸，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更为重要。今天的

鄱阳湖生态问题应从历史和全流域的角度上思考，重视对整个国土空间科学合理

的建设与保护，进行“四维化”管理与研究，深入利弊分析，切实保护生态系统，

保证任何建设工程都应符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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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取得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效益。提出地质生态环境新认识，为西南地区脱

贫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曾负责“海西经济区生态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这

一重大项目，为福建发展作出贡献。积极研究地质灾害，为防灾兴利提供决策依

据。曾为援外大型工程高级专家，并在欧美及港台地区讲学。由于在岩溶（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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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鄱阳湖了解不多，研究不多。所以在会议开始前我就表示，要最后学习

完再发言。 

首先，我觉得鄱阳湖是属于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湖泊，是长江现在为数不多、

仅有的两三个通江湖泊之一。那么，这里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应该对长江

流域的发展先有一个历史的纵向概念。 

我简单说一下，现在我们说喜马拉雅山最新海拔是 8848.86 米，但 1975 年

的实测数据是 8848.13 米，现在明显高出了一些，这说明地壳至今依然是在不断

地变动。 

如果时间上溯至 6000 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脉所在的广大地区还是古欧亚

间的特提斯海，后来是因板块运动才升起来的。几千万年前没有长江，河道是分

段的，现在的巫山附近就是一道分水岭，巫山西边的河流入四川，四川那时候是

一个巨大的湖盆，东边的水流到湖北，湖北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湖盆，叫云梦

泽。巫山西边的水，包括四川区域的水，以前都是要流到更西部去的，流到特提

斯海。后来青藏高原上升，四川盆地也上升了，然后巫山两边河流分流，此前东

边的河流很多都流进了云梦泽，在云梦泽又上升为湖北后，大云梦泽逐渐缩小，

长江向东伸延。 

在江西东南这一带，6000 万年前是山，后来变成丘陵，那个时候的长江有

一部分是流到东海的。在大云梦泽缩小了以后，长江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逐渐联

通，在 100 多万年前，长江逐渐全部贯通，一直流到东海，长江南岸两个大的通

江湖泊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是洞庭湖，一个是鄱阳湖，都是长江贯通后汛期自



然调节的最重要湖泊。 

而湖北大云梦泽湖由上升而缩小，其中最大的是洞庭湖，湖南还保留较多，

湖北则是小湖泊众多，解放初至今还一直有千湖之省的称呼。 

解放初期，洞庭湖的面积是 4000 多平方公里，其后由于围湖造田，大量湖

区消失，1998 年大洪水时，面积已变成 2700 多平方公里，后来也注意到要修复

保护，但面积仍在不断缩小。最近这一两年枯水期时，洞庭湖只有几百平方公里。

从 4000 多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洞庭湖缩小这么多，洞庭湖和长江沟通之

前是 5个口，现在就 1 个口了，4个口被堵塞。鄱阳湖与之类似，湖区面积近些

年也是呈缩小趋势。这些通江湖泊，与三峡大坝类似，本身应该是用来更好地调

节洪水的，对长江汛期洪峰应该起到调峰功能。鄱阳湖不是孤立的，必须和长江，

特别是下游三角洲一带，共同考虑洪旱灾害调节问题。 

拿 2020 年汛期来讲。上半年武汉、湖北省新冠疫情严重，对公众和社会带

来了巨大挑战。2020 年 3-4 月份时，我曾提议相关方面必须关注到 2020 年暑期

可能发生大洪水，要做好为武汉调峰的准备。如果 2020 年汛期，武汉再发生大

洪水的话，那就是双重灾害,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破坏很大。这个今（2020）

年刚刚过去的大洪水，不止是三峡的问题。因为三峡主要负责长江上游金沙江、

岷江等流域调控，另外还有三峡以外的清江洪峰、以及考虑洞庭湖的洪峰，三个

洪峰配合，如果都下来的话，武汉首当其冲。包括江西、安徽、上海等华东地区

也会临威胁，在历史上，长江洪涝灾害也曾经造成几千万人受灾。 

因此，我建议必须要把三峡防洪、清江防洪和洞庭湖洪峰要错开来。后来有

关部门征求意见，我整理反馈上去的意见或建议，就是对三个地区控制调峰、减

少武汉防洪压力。后来是长江洪峰不能很快从三峡下泄，库区的水位上升就会淹

没一些区域。2020 年 7-8 月份时，洪峰到达重庆，南天门被淹了，当地市民就

有疑问，为什么修了三峡还遭洪水了呢？这个决定就是从流域观点来决定的。 

为什么修了三峡蓄水调控，仍不能下泄？因为三峡历史上最高的洪峰过峰量

是每秒 13 万方，前几年，三峡蓄水以后，调蓄的只有 7-8 万方/秒，这就减少了

中下游湖北的很多灾害。2020 年情况特殊，三峡如果面临每秒 10 多万以上的洪

峰，不蓄水都只能放 7-8 万方/秒,再配合叠加上清江洪峰、洞庭湖洪峰，冲下去

累计 17-18 万方/秒，那武汉受不了，国家的经济都要受大影响，所以 2020 年夏



天重庆南天门被淹了两三天，但损失很小，可是对武汉、对湖北就免除了一个大

灾害，意义重大。 

今天谈到鄱阳湖，避不开三峡工程，包括后来新建的各项重大水利工程，大

多在长江中游以上。而鄱阳湖建闸，影响到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果只是考虑

到枯水期鄱阳湖水很少，然后 9月份到第二年 4月都蓄水，那么来自长江上游的

洪峰，这一段该怎么调蓄？比如 1991 年淮河和太湖发生洪涝灾害，当年我分析

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即是明确提出要利用水利控制的问题。正因为考虑到洪峰调

控问题，三峡水库的建设最终被通过。我们不能孤立地只考虑到鄱阳湖枯水期，

其他人类活动，如挖沙造成的危害，都应该要充分考虑进去。鄱阳湖冬枯现象，

从更长远历史时段来看，几乎年年如此，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历史上就都是这

样，目前的生态监测情况也表明：没有发生大的生态变化。仅从鄱阳湖及江西局

部来考虑此水利工程、不联系长江上下游作全面的利弊考虑，到时得不偿失，悔

莫大矣。 

反过来再问，鄱阳湖控制的 5条主要河流，又打算如何调水？现在有一个倾

向，就是长江流域发生的各种问题，都习惯性推给三峡工程。三峡是有影响，主

要是对洪水产生影响，但很多综合性影响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研究论证。以历

史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江河湖格局，包括鄱阳湖都是河流自然演化形成的，它天

生就带有分洪、泄洪、蓄洪等天然功能，你修了闸之后，许多湖泊功能可能就没

有了。 

在此，我并不是说反对，也不是赞成建闸。我是中立派，就是说，目前必须

要深入研究此问题。现在的海水水位，20 年以来上升了 12 厘米，今后还会不断

地上升。虽说上游三峡可以蓄水调洪，但是你江西鄱阳湖本身就可以控制洪水，

相比较而言，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更重要。 

我曾经在上海主持有关水文方面的研究，关于水资源，起码要考虑包括各种

来源的水，第一是降雨，第二是河流，第三是湖水，第四是地下水，第五就是大

型水库。如果在海边，还要考虑海水。要对这六种水资源进行系统全面的考虑、

以谋求更合理开发利用。 

试想，如果修建闸门之后，又将形成一个水库，那么水质该如何来保持？如

果研究不透的话，修了闸，只是欢喜三四年，可国家、江西却投入了大量资金。



建闸之后万一变成污水，破坏影响了地下水，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建或不建，

都必须开展扎实的综合研究，包括上下游来水、污水、废水、中水、甚至水华等

都要综合考虑进来。从大家所谈的情况看，三峡建成后，鄱阳湖的生物多样性并

没有明显降低，如果以后建闸蓄水，不仅对下游未能起到防洪作用，反而对下游

的江苏、上海增加防洪困难，那就不好了。 

所以，在前面我列举了 2020 年洪水的例子。当时三峡面对洪峰来临，必须

要把清江洪峰、洞庭湖洪峰一块考虑来综合调峰。现在，我们在鄱阳湖建闸这件

事上，要考虑三峡下来的洪峰调蓄分洪，也要考虑鄱阳湖削峰对下游防汛压力的

分担，减少江苏、上海的压力，这也很重要，这就是全域性生态的问题。 

今天的鄱阳湖生态问题，不能局限于一地，而是应该要从长江全流域着眼。

而全流域当中，特别是要跟中下游联系起来，当然上游三峡也需要考虑。那么在

这个尺度上如何调度水利工程。当然长江上游，目前还有一个全球在建的、最大

的白鹤滩水利工程，也要考虑在内。 

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觉得它也是江西考虑不周的。如中国三大名楼，湖北

有黄鹤楼，湖南有岳阳楼，岳阳楼有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脍炙人口，传颂千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江西有腾王阁，

唐朝诗人王勃年轻时写下的《滕王阁序》，也留下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可后来滕王阁怎么保护的呢？结果很令人失望。多年前，我

到访南昌，去参与当地的一些轨道交通建设，当时就住在腾王阁后面的高楼上，

看到高楼之下，即是逼仄的腾王阁，各种工程把整个景区都破坏掉了。为了经济

利益、社会发展，让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也就是说，对生态系统缺乏全面认识，

生态系统里，也是包括了城市建筑物的协调协同。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赞成修闸或者不赞成，我觉得应该回顾一下长江的历

史变迁、以及考虑到今后可能的海水入侵，站在历史和全流域的角度上，来思考

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应该是充分了解后、对整个国

土空间科学合理的建设与保护，任何建设工程都要符合自然规律。现在只是因为

枯水期水位下降厉害、枯水期延长，就决定建闸，存在短视。 

我主张这一次应该用系统思维的观念来研究。就像罗布泊地区一样，我们要

对之进行“四维化”管理与研究，就是说除了看到的 xyz 三维立体空间，针对这



里的河流湖泊和各种生物，也要把第四维度——时间加上去，研究分析到底会有

什么样的变化产生。 

刚才有专家提到三峡工程的论证评估。当时，我负责三峡一个坝区的勘测研

究。最后一次的高层咨询会，我没参加，但是很明显我提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影

响生态的问题、地质灾害的问题等，后来都获得了采纳和重视。我们要尽可能客

观全面地评价一项工程，目前争论很多，就更需要深入的利弊分析。以三峡工程

为例，当时是存在一些弊端，但好处还是主要的，主要是解决了能源电力问题和

调蓄防洪问题。那时有媒体采访我，后来记者也发表了，中国科学出版社也有出

版。后来好多人骂我，说你这是什么专家？你是砖家。水电部门一开头都不敢吭

声，但事实摆在眼前，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从当时的利弊条件分析，得出建

（三峡工程）是利大于弊，而建成之后要解决的，则就是要减少污染、地质灾害

等防治问题。 

最后，关于鄱阳湖是否要兴建水利工程，我认为要从全流域空间、特别是要

结合中下游区域这一段的发展来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而不是光看鄱阳湖本

身，还要考虑鄱阳湖周边的水库水利设施，以及当地开发地下水的情况、综合污

水的利用等等，以切实保护生态系统。否则的话，匆匆忙忙修建，短暂高兴个三

年五年，弄不好又是一库污水在那里，处理不了，违背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