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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关于鄱阳湖及其流域内河湖水文相关基本事实：最低水位的年

际间变化率缓慢减小，2000-2012 年的湖水淹没区季节变化节律无明显变化；鄱

阳湖建有多座水库，水库功能各异；流域内降水变化、湖区人类活动、上游三峡

水库的蓄水影响鄱阳湖的水量。并得出，鄱阳湖水位下降主要影响因素是工程，

那么，最优的解决思路应在现有的工程基础上，遵循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优化

配置，联合调度，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资源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

产生活的真正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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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专家、同事，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卢善龙，我的研究领域是全球湖

库动态变化及影响，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学习和分享的机会。 

我想跟大家阐述关于鄱阳湖及其流域内河湖水文相关的三个方面的基本事

实。 

第一个是从实测水文数据和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来看，2000～2015 年间，鄱

阳湖湖口、星子、棠荫、康山等水文站观测到的最低水位的年际间变化率在减小，

但整体上并未出现显著锐减。而卫星遥感监测到的 2000-2012 年的湖水淹没区季

节变化节律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Xu et al., 2020a）。 

第二个是截至 2011 年，鄱阳湖共建了库容 1亿方的大型水库是 27 座，中型

水库 211 座，总的库容大概是 279 亿方，这些工程功能各异，包括防洪、发电、

灌溉等。根据资料，当湖泊水位为 8.4 米时，湖区蓄水量是 276 亿方，这两个容

量数值基本相当。此外，研究资料还显示，上游有些水库在鄱阳湖缺水的时候，

水库实际上是蓄水的（Xu et al., 2020b）。 

第三个是流域内降水变化会影响到整个流域内的水资源分布，湖区人类活动

如采砂和灌溉等活动也会影响到水位及水量，上游三峡水库的蓄水也会影响到鄱

阳湖的水量。根据研究统计结果，流域内降水变化、人类活动和上游三峡蓄水对

湖区水量的影响权重分别为 39.1%，4.6%和 56.3%（Mei et al., 2015）。 

基于这三个基本事实，我也简单地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第一，鄱阳湖水位下降实际上是一个多因素引发的结果，前面的基本数据事

实显示，影响它的主要是工程，包括上游的三峡及流域内一系列的梯级水利工程

的影响。那么，最优的解决思路不应该是增加新的工程，而是想办法在现有的工

程基础上，通过优化配置，互相之间的联合调度，找到一个既能从工程上真正发

挥现有工程效益，又能避免生态环境影响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可能更为合适。 

第二，是对第一点的细化，就是加强三峡工程与流域内的其他水利工程的管

理优化，在不同气候变化或者是降水条件改变的情景下，通过联合调度来实现上

游来水和流域内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目标实现的主体思路，

全球都是遵循这样的思路。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进行管理应对的过程中，特别应该

要考虑采用类似的方式。我非常赞同“不能够因为我们已有的工程在建好以后产



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再去用别的工程的方式去解决”这个观点，最优先的方案

应该是充分尊重自然过程、利用自然过程，通过人类适度地、最小的干预来解决

存在的问题。可能这样才能实现生态的效益和社会的效益兼顾，才能实现资源环

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真正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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