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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奔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建成江湖两利、

同时对人、鸟类和水生动物等各方面都有利的方向着眼去设计规划的，即让它是

一个更加生态化的工程、多少照顾一点民生的工程、力争未来其生态和社会效益

要大于工程潜在影响的工程。如果不通过工程措施对鄱阳湖水位进行调控的话，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将会受到严峻挑战。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并合理加以

调控，我个人认为这还是一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属于小建设、大保护，各方

面都会得到改善的一种拯救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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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基础和应用研究，他创新提出了“自然-人工”二

元水循环理论，以“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水资源监测与

模拟、评价与配置、调度与管理的成套技术体系，整体引领并推动了水资源学科

的发展。在对天然水循环过程、社会水循环过程、水环境过程、水生态过程和水

沙过程耦合机理系统识别的基础上，创建了水循环多维调控技术体系及水资源量

-质-效联合配置与调度、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技术。在

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水资源评价、水资源规划、水资源配置和调度、生态需水

理论及其计算方法、水价理论与实践、水资源管理以及节水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整体构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的理论方法体

系，将水资源学科从传统水资源学引向现代水资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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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最大的一个通江湖泊，其湖盆地形类似一个浅碟。

高水位的时候汪洋一片，它是一个大湖；低水位时水面急剧萎缩、水流归槽，就

像一条河，所以说它高水是湖、低水似河，这是鄱阳湖和其他湖泊有区别的地方。 

那么，出口建闸又是怎么回事呢？近年来，三峡和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利枢纽

的需水运用，显著改变了长江中下游河道的水沙过程，加速了长江与洞庭湖、鄱

阳湖关系（简称“江湖关系”）的演变，鄱阳湖的水文节律发生深刻变化，进而

影响到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滨湖区的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以及湖区的通航。 

那么，江湖关系的演变、以及这个大背景下湖区本身水文节律到底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呢？在江湖关系演变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基本事实，目前为止，长江

上游已相继建成了几十座大型水利枢纽，这些水利枢纽都要在主汛后期兴利蓄水，

这样就造成了 9-10 月份长江干流流量减少、水位降低，长江对鄱阳湖出流顶托

减弱，鄱阳湖出流加快，9 月到 10 月份的湖泊水位消落幅度明显加大，湖泊提

前进入了枯水期，同时枯水期也随之延长了。2008-2018年和1980-2002年相比，

鄱阳湖 9-10 月份平均水位消落的幅度增加了 1.81 米；10 月下旬，鄱阳湖的平

均水位会降低 3 米还多一点；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时间，也从 1980-2002 年的

12 月 6 日提前至 2008-2018 年的 11 月 3 日，提前了 33 天。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随着三峡和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利枢纽的长期运用，未来



100 年江湖关系仍将继续发生变化，特别是鄱阳湖每年 9-10 月份水位还会继续

降低、并提前进入枯水期，这个趋势将成为常态化、且不可逆转，鄱阳湖干旱见

底这种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种常态化趋势就会延

续下去。 

第二，鄱阳湖它是一个浅碟型湖泊。 当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在 11~15m 范围内，

水位每降低 0.5m，水域面积平均减少约 345km
2
。三峡水库运行后的 9-11 月份，

鄱阳湖星子站水位恰好在 11~15m，水位的少许降低，都会呈现出水域面积的急

剧萎缩。 

这个情况发生以后，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其中一个，就是改变了鄱阳湖

湿地的生境格局，它直接影响或改变了越冬候鸟的栖息地生境。鄱阳湖是东亚-

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越冬候鸟栖息地，小白额雁、灰鹤、白枕鹤、

野鸭类、鸻鹬类等候鸟，每到越冬时候，它们都会来鄱阳湖过冬。不同的水鸟，

适宜不同的栖息地环境，如小白额雁多分布于湖区退水后开始生长的草洲，也选

择在近岸浅水、泥滩地和低矮的草洲栖息；鸻鹬类以昆虫幼虫、甲壳纲动物或腹

足类等无脊椎动物为食，主要生境是浅水区域、泥滩和沼泽；反嘴鹬的觅食，水

深小于 10cm；较高个的涉禽，如黑翅长脚鹬的最大觅食水深约 20cm，体型较小

的涉禽最大觅食水深只有 3cm 左右；白鹤的栖息环境，主要以开阔的浅水湖面、

泥滩地天然湿地为主，主要靠挖掘浅水区水下泥中的马来眼子菜等水生植物的地

下块茎为食，一旦水深超过 50cm，白鹤就不能或者不愿意到大湖池觅食块茎；

白头鹤、白枕鹤和灰鹤以洲滩草洲上的湿生植物的根茎为食、还常见在泥滩上捡

食贝类和鱼类，主要栖息环境为泥滩、草洲。要保持越冬候鸟的多样性，就必须

在鄱阳湖保持一定比例的草洲、泥滩沼泽，使其与鄱阳湖水域保持一定的面积比

例。 

小白额雁每年最先到达鄱阳湖，在每年的 9月中旬开始陆续到达。三峡水库

运行前，9 月中旬鄱阳湖水位平均降低 0.25m、9 月下旬鄱阳湖平均水位降低约

0.6m，湖泊水位缓慢降低，草洲渐次出露，刚萌发的植物嫩芽正好适宜小白额雁

迁徙到达后取食，为小白额雁的越冬，提供了最佳栖息环境。三峡水库运行后，

9 月上旬、9 月中旬鄱阳湖水位平均分别降低约 0.9m，且此时湖泊水位恰好在



11~15m 水域面积变化率最大的范围内。鄱阳湖光热充足，湖泊水位降低会导致

大面积草洲疯长，当越冬候鸟到达时，洲滩植被经历长时间生长并出现枯萎，不

适宜小白额雁觅食。 

鸻鹬类和白鹤等大批越冬候鸟，要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达到鄱阳湖。三

峡水库运行前，11 月上中下旬，鄱阳湖平均水位在 12～14m，且每一旬水位平均

降低 0.8～0.9m，水位的降低导致大面积泥潭沼泽和浅水区出露，为鸻鹬类和白

鹤提供了最适宜的生境；三峡水库运行后的11月份，鄱阳湖水位平均水位在11m，

且 11 月份湖泊水位变化幅度很小，不足 0.2m，当鸻鹬类和白鹤等大批越冬候鸟

到达时，大部分泥潭沼泽地干涸板结，已经不适宜鸻鹬类和白鹤等觅食。 

除候鸟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对江豚的影响。冬枯，让鄱阳湖水域面积大

量萎缩，江豚这些高等的旗舰型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也受到了挤压。鄱阳湖水位

快速下降，水域面积萎缩，迫使江豚这些水生物种退到了湖区主航道内生活，因

为这里航道要深一点。从近些年关于江豚的公开报道来看，江豚受伤害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退水过快，把江豚都搁浅了；二是航道里的江豚，屡屡被

螺旋桨打伤打死，成为直接伤害并造成江豚死亡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再有就是水

域面积变小后，江豚生存空间小了，进食的食物量有点不够，也是造成其繁殖下

降的一个原因。 

鄱阳湖枯水提前、且枯水期延长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对滨湖区农业灌溉和城

乡生活取水的影响。在鄱阳湖滨湖区，其农田都是引鄱阳湖水灌溉，对鄱阳湖水

位的依赖性比较高。鄱阳湖水位下降以后，现在周边大约有 200 万亩农田的灌溉，

得不到保障。就算是能灌上水的农田，其灌水的保障率也很低。对于农业生产来

说，灌水保证率通常应该保证在 95%以上，可现在（秋枯以后）湖区周边能灌上

水的灌区，其灌溉保证率为 55%-75%，距离 90-95%还有相当差距。 

可相对应的国家要求是什么呢？在《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 年）》中，江西省被定位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将承担新增 18 亿

公斤粮食生产能力的任务。鄱阳湖区又是江西省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核心区，将

承担较大份额的粮食增产任务。要实现新增粮食，必然要求有较高的农田灌溉率

作保证。 



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奔着如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搞成江和湖

两方面均有利、同时对人、鸟类和水生动物等各方面都有利的方向着眼去设计规

划的，即让它是一个更加生态化的工程、多少照顾一点民生的工程、力争未来其

生态和社会效益要大于工程潜在影响的工程。 

要实现上述目标，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和运行调度，要遵循“建闸不

建坝”、“调枯不控洪”原则，要以“恢复 9-11 月份鄱阳湖区自然水文节律、适

当抬高 12-3 月份最枯水位”为目标。具体运行调度方式如下： 

其一，每年 4-8 月份，从梅雨季节开始到整个长江主汛期，所有闸门要完全

敞开，完全畅流，水体自由出入，就跟不建闸的情况一样； 

其二，鄱阳湖水利枢纽要在三峡汛后开始蓄水之前完成下闸蓄水，也就是在

9 月上旬把闸下下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 9 月 10 日，三峡水库开始蓄水

了，长江中下游干流流量减少，加之清水下泄带来的河道冲刷，长江干流水位降

低，长江对鄱阳湖出流的顶托作用减弱，鄱阳湖出流加快。若不在 9月上旬下闸，

鄱阳湖的水就很快都流入长江了，要把鄱阳湖这盆水留住。 

接下来，是通过建好的闸的控制，使鄱阳湖区的水位变化恢复到三峡建成前

的自然状态，以此来塑造候鸟适宜的生态格局。并适当抬高最低枯水期 12-3 月

份湖区的水位，缓解滨湖区灌溉供水条件、拓展湖区航运效益。 

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鱼类洄游和江豚迁移问题，也具体有一些粗浅的工作： 

一是对鱼类洄游的影响。目前看，在鄱阳湖洄游性的鱼类，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江湖洄游性鱼类，例如“四大家鱼”、鳊鱼、鳡鱼等，这些鱼类大都产漂

流性卵，喜欢到长江中产卵，然后到鄱阳湖中育肥；另一类是河海洄游性鱼类，

例如刀鲚、鲥鱼等，这些鱼要从近海经长江游到鄱阳湖繁殖。从鱼类洄游的时间

来看，多数种类的洄游时间在 4-10 月，高峰期在 4-8 月。鄱阳湖建闸后，4-8

月份闸门全开敞泄、江湖连通，对鱼类洄游影响不大。 

二是对江豚迁移的影响。根据调查，江豚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一直有迁移习

惯，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迁移时间。也就是说，江豚是没有固定时间洄游的，一年

到头，说不准它什么时候进长江、什么时候进鄱阳湖。那么建闸后，这种季节性



的江河阻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江豚的迁移。 

为了降低鄱阳湖枢纽工程建设对江豚迁移的影响，在鄱阳湖闸的设计上，专

门会留出几孔尽可能宽、相对深一点的闸门，在闸控期，这些闸门也要保持常开，

满足江豚的迁移。另外，通过在长江干流实施江豚迁地保护，在鄱阳湖设立江豚

自然保护区等，加大对江豚的保护，将对江豚的影响降到最小。因为建闸后，鄱

阳湖水位比现在高 2-3 米，也增加了江豚在鄱阳湖里边的生存空间。从当前的相

关资料及报道来看，鄱阳湖区的渔业资源在衰减，江豚食物在减少；退水过快，

江豚在搁浅，躲到航道的水深一点的地方，又被螺旋桨直接伤害，这些是江豚面

临的最主要威胁。而鄱阳湖枢纽建成以后的枯水期，湖区水域面积增加，会有利

增加湖区的渔业资源，特别是休渔以后，这些将都给江豚种群提供相对丰富的食

物源，同时也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搁浅和航道螺旋桨直接伤害事情的发生，有助

于江豚种群规模的维系。 

综合来看，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的主要根源，还是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蓄

水运用，它们每年都要蓄水运用，加剧了江湖关系演变及相应的生态格局变化，

影响了每年 9-11 月水生湿地生境的格局，影响了越冬候鸟的食物源和栖息环境，

同时也造成了水生生物生存空间的挤压，未来这种趋势，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因此，如果不通过工程措施对鄱阳湖水位进行调控的话，鄱阳湖湿地生态系

统将会受到严峻挑战。而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并合理加以调控，我个人认

为这还是一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属于小建设、大保护，属于顺应自然，各方

面都会得到改善的一种拯救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