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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长江大保护要抓主要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策略。本文系统分析了长江经济带面临的主要水安全与水生态保护修复问题：防洪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水生动物适宜生境

萎缩严重且多样性降低、长江与通江湖泊关系失调。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水安全保障措施与水生态修复策略：一是加快重要

蓄滞洪区的安全工程建设，修订《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提高防洪保安能力；二是在长江上游支流替代生境建设，在长江中

下游实施部分原通江湖泊的恢复连通并扩大水库生态调度范围，修复受损生态系统；三是实施洞庭湖北部四口水系综合整治，

在鄱阳湖出口建闸并进行调控，科学改善江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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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ing together on protection instead of excessiv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t is necessary to tackl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with targeted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major issues regarding water security and aquatic ecosystem 
prote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cluding the severe flood control safety situation, the serious shrinkage of suitable 
habitats for aquatic animals and biodiversity reduction, and the dys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connected 
lakes. Additional, we propose several targeted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The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flood control capability ar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projects in critical flood storage and detention areas and revise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Flood 
Control Planning. The strategies for restoring the damaged aquatic ecosystem are to construct substitute habitats in the tributar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rest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me former connected lak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nd expand the ecological operation of reservoirs. The strategies for regulating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are to improve the four water systems in the north of the Dongting Lake and build floodgates at the outlet of the Poya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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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长江经济带以长江干支流为依托，覆盖滇、川、

渝、贵、湘、鄂、赣、皖、苏、浙、沪 11 个省份，

总面积约为 2.052×106 km2，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

值（GDP）占比均超过全国的 40%；横跨我国东、中、

西三大区域，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较好，经

济基础雄厚、发展优势独特。依托黄金水道，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安排。

长江在支撑长江经济带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水害、兴水利贯穿

于长江的治理开发历史。然而，长期高强度开发的

累积效应逐渐显现，加之缺乏系统科学的生态保护

理念与措施，长江的治理开发又带来了一系列生态

环境问题。2016 年以来，国家管理部门、长江经济

带各省份以及学术界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面

开展了大量工作。《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7 年）从水资源优化调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等 6 个方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任务和重点工作，《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2018 年）从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排污口整治等 8 个

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牵头

单位等。沿江各省份开展了以水环境综合治理、河

湖岸线整治、重点水域十年禁捕、河湖“四乱”清

理、小水电整顿等为重点内容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工作。目前，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生态

持续恶化态势得到初步遏制，鱼类资源呈现恢复趋

势 [1~4]。
整体来看，长江大保护成效显著，但也存在明

显不足。一是目标任务明确，但针对性的措施策略

有所不足，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

文件明确提出要协调江湖关系，但如何调控江湖关

系才能实现江湖两利以及保护修复洞庭湖、鄱阳湖

（“两湖”）湿地生态系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措施

和策略。二是涉水方面的工作还集中在水环境治理

方面，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明显滞后。三是长

江防洪安全考虑不足。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

是我国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洪涝灾害在造成

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确保长江防洪安全是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但目

前的相关规划、研究成果 [5,6] 都未涉及长江流域

的防洪安全。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复杂，区域联

动性强，治理开发与保护修复矛盾突出。长江大保

护既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

合性，又要实施重点突破，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

施，从而实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7]。本

文重点开展长江经济带水安全、水生态环境问题分

析，针对性提出水安全保障与水生态修复的措施和

策略，以期为长江大保护深化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二、长江经济带主要涉水问题之一：防洪形

势依然严峻

确保防洪安全是长江大保护的前提、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础。长江经济带面积广、降水量大、暴雨

集中，长江中下游形成的洪水峰高量大、持续时间

长。长江中下游河道安全宣泄能力与洪水峰高量大

的矛盾十分突出，是造成历史上长江中下游洪涝灾

害频发的主要原因。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上游

控制性水库陆续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有所

缓解，但防洪安全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保障区域

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遇大洪水长江中下游超额洪量仍然巨大

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防洪库容较大，

但相对于长江中下游巨大的超额洪量仍显不足。遇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 1870 年型特大洪水，即使三

峡等控制性水库发挥拦蓄作用，水库下泄的流量与

水量仍大大超过荆江河段河道的安全宣泄能力。遇

1954 年型洪水（长江中下游防御目标洪水），三峡

等控制性水库拦洪后的超额洪量大幅减少，但要

确保长江干流水位不超设防水位，仍需妥善安排

巨大的超额洪量。三峡水库建成前，遇 1954 年型

Key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ter security; aquatic ecosystem restoration; flood control safety; habitat reconstruction; 
river–lak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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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长江中下游超额洪量为 4.92×1010 m3 ；三

峡水库建成后，遇 1954 年型洪水，长江中下游地

区超额洪量仍有 3.36×1010~ 3.98×1010 m3。根据相关

分析 [8,9]，现状长江上游 21 座控制性水库联合防

洪调度，遇 1954 年型洪水，长江中下游的超额洪

量仍有 3×1010~ 3.45×1010 m3。

（二）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按计划、有控制分

蓄洪水难度大

蓄滞洪区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除水库拦蓄之外，长江中下游大部分的超

额洪量需要通过蓄滞洪区分蓄。长江中下游规划了

40 处、总容积约 5.9×1010 m3 蓄滞洪区。在蓄滞洪

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安全工程建设取土与征地困

难，移民补偿标准偏低、居民搬迁意愿不强等问题，

实施难度较大。目前，仅荆江分洪区、围堤湖垸、

澧南垸、西官垸 4 处蓄滞洪区已建分洪闸进行控制，

基本完成了安全工程建设并具备分蓄洪水的条件；

其余的重要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按计划、有控制

分蓄洪水困难，一旦启用淹没损失极大 [10]。三峡水

库建成后，实测最大入库洪峰流量为 7.5×104 m3/s，洪

水持续时间较短、洪量较小。近年来，长江中下游蓄

滞洪区未启用，主要是未出现类似 1954 年或 1998 年

型的全流域大洪水。2020 年 7 月，长江中下游出

现大洪水，洞庭湖城陵矶站实测最高水位 34.73 m，

超保证水位最长连续 40 h，如果水位继续上涨就要

启用蓄滞洪区；鄱阳湖湖口最高水位 22.49 m，距

蓄滞区分蓄洪水控制水位只差 0.01 m。

（三）连江支堤、湖区圩堤以及洲滩民垸的防洪标

准偏低

从 2016 年、2017 年、2020 年等长江中下游

洪涝灾害来看，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险情主要以湖

区、支流堤防发生的险情为主，长江干流险情不大。

长江中下游的两湖地区大部分堤垸防洪标准不足

10~20 年一遇，标准偏低；洞庭湖区的 11 个重点垸

堤防虽然堤身形象已达标，但其实施时间早、建设

标准低，目前堤身堤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亟待实

施全面达标加固建设；鄱阳湖区的 1×104~5×104 亩

（1 亩 ≈ 666.7 m2）圩堤多数未进行系统加固，遇高

洪水位极易出现溃垸险情 [11]。洲滩是河道行蓄洪

水的重要场所，在防御 2020 年大洪水过程中，通

过适时运用部分洲滩民垸行蓄洪水有效降低了洪

峰水位。当前，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内有洲滩民

垸 406 个，总面积约 2.5×103 km2，洲上有居民约

130 万人；大部分洲滩堤防堤身单薄、堤基质量差，

遇大洪水极易自然溃决，居民安全得不到保障 [12]。

（四）频发的极端降水事件加大了区域性防洪安全

风险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极端强降水事件频繁出现、

多次刷新历史记录，表明气候变化对暴雨洪水的影响

已经逐渐显现。2016 年梅雨季，武汉市出现了 6 轮

强降水过程，平均降水量达到 814.8 mm，为有实测

资料以来的最高值 [13]。2017 年 6 月，湖南全省平

均降水量达 397.4 mm，为 1951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历史同期第一高位。2021 年 7 月，郑州气象站最大

小时降雨量达 201.9 mm，突破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

的历史极值。极端强降水事件的频繁发生，加大了

长江经济带区域性防洪安全风险。

三、长江经济带主要涉水问题之二：适宜生

境萎缩严重，水生物多样性降低

长江干支流蜿蜒贯穿我国三级阶梯，从源头到

河口地形地貌多样、气候水文差异显著，形成了适

宜不同水生生物繁衍、生长的生境条件，水生生物

多样性极其丰富。长江流域分布有鱼类 400 余种（亚

种），其中仅分布于长江流域的特有物种多达 156 种

（约占长江鱼类物种总数的 39%） [14]。特有鱼类的

分布与当地特有的生境条件密不可分，如水文情势、

地形地貌、河湖水系连通、适宜生物生存的水体物

理化学特性、食物网结构等。过去数十年，人类活

动对长江流域河湖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破

坏，特有物种的适宜生境急剧萎缩，水生生物多样

性显著降低，如白鳍豚功能性灭绝，达氏鲟、胭脂

鱼等珍稀鱼种以及江豚等特有物种种群规模大幅减

少。从长江上、中、下游来看，各江段面临的主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和应对策略各不相同。

（一）上游的水库建设造成鱼类适宜生态环境萎缩

在自然情况下，长江上游为滩潭交替、水流缓

急相间的峡谷河流生境，是长江众多珍稀特有鱼类

的栖息地，曾有特有鱼类 126 种（如达氏鲟、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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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川陕哲罗鲑等国家级保护动物），占长江特有

鱼类总数的 80%。同时，长江上游是我国水能资源

最为集中的区域，各大支流已建、在建数十座大型

水库电站，显著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生境。①河流从

自然涨落的流水环境变为近湖泊缓流环境。水库建

成后，库区水位变化缓慢、河流的流速显著变缓、

水深与透明度增加，适宜流水环境鱼类（如裂腹

鱼、高原鳅类等）的栖息环境几乎消失 [15]。金沙

江下游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 4 座梯级

水电站库区长度占规划河段总长的 93.6%；三峡水

库库区约 600 km 江段也从流水环境变成缓流环境。

②水文情势时空变异性降低。受水库调蓄影响，坝

下水流自然涨落频次与幅度均明显变缓，水文情势

的时空变异性降低，影响到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

1980—1989 年、1990—1999 年、2000—2009 年、

2010—2019 年，宜昌站年均水位涨落次数（日流量

变幅大于 1000 m3/s）分别为 103 次、92 次、87 次

和 70 次。③水库滞温影响。鱼是变温动物，产卵需

要适宜的水温。梯级工程建成后，下泄水流的升温

降温明显滞后，造成鱼类繁殖期延迟。三峡水库建

成后，宜昌站春季“四大家鱼”产卵适宜水温（18 ℃）

出现时间推迟了 1 个月，秋季中华鲟产卵适宜水温

（18 ℃）出现时间推迟了近 20 天（见图 1）。④大

坝造成河流阻隔，影响鱼类洄游。中华鲟是典型的

河海洄游型鱼类，亲鱼成熟后进入长江产卵繁殖。

历史上中华鲟的产卵场主要位于金沙江下游、长江

上游，产卵场范围长达 800 km。1981 年葛洲坝水

利枢纽截流以后，中华鲟的上溯繁殖洄游通道被迫

阻断，中华鲟在坝下形成了新的产卵场，但产卵场

范围已不足 10 km。中华鲟自然繁殖群体数量逐渐

减少，从 2017 年开始连续 4 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

自然繁殖 [16]。

（二）中游的江湖连通性减弱

长江中游为东亚季风气候下形成的洪泛平原

区，水系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布，与江河自然连

通（称为通江湖泊），形成了独特的江湖复合生态

系统。在江湖复合生态系统中，河流水流较急，为

适宜流水环境繁殖的鱼类提供了繁殖场所和必要的

水文条件；通江湖泊保持了缓流或者静止水流环

境，湖泊中的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水生高等植

物丰富，鱼苗孵出后需要由江入湖索饵育肥。这种

静动复合的生态环境条件，孕育了长江中下游特有

的生物多样性。长江中游是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动

物、“四大家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栖息地与繁育

场所。

长江中游原有通江湖泊近 100 个，20 世纪 50 年

代以来，人类围湖造田、防洪筑堤、建闸养殖，使

得多数自由通江湖泊变为江湖阻隔湖泊。目前，仅

剩洞庭湖、鄱阳湖与长江保持自然连通。江湖水体

交流是江湖之间生物与物质交流的基础，江湖水位

周期性涨落是鱼类及湿地生态环境保持健康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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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工况下宜昌水文站实测水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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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条件。江湖阻隔之后，江湖洄游型鱼类的洄游

通道阻断，鱼类索饵育肥场所面积萎缩，导致鱼类

的多样性与资源量锐减，如历史上长江中游有鱼类

230 余种，而 2000 年来仅调查到 74 种。

（三）下游的水域岸线过度开发

水域岸线是河湖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作为一

种独特、有价值、不可替代的资源在维持生态安全

和地球稳定性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根据遥感影像解

译 [17]，长江干流（宜宾市以下）岸线长约 7909 km，

2017 年长江干流岸线开发利用率为 35.9%、自然岸

线保有率为 64.1%；长江上、中、下游的岸线开发

利用率极不均衡，下游最高，如上海市岸线开发利

用率约为 50%、江苏省岸线开发利用率接近 60%
（常州市、苏州市超过 80%，无锡市几无自然岸线）。

自然岸线中生态价值最高的是自然洲滩岸线，长江

干流占比已不足 20%，处于下游地区的江苏省相关

资源几乎开发殆尽。自然岸线过渡开发、滩涂充分

利用，使得湿地生态环境大量丧失，导致丰枯带生

物多样性、栖息密度及生物量明显下降，河湖生态

系统更显脆弱。

四、长江经济带主要涉水问题之三：长江与

洞庭湖、鄱阳湖关系失衡

洞庭湖、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两大通江

湖泊（见图 2）。长江干流通过荆江南岸四口（松滋

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1958 年封堵））分

流分沙进入洞庭湖；长江对洞庭湖、鄱阳湖出流有

明显的顶托作用，间或倒灌入鄱阳湖；洞庭湖、鄱

阳湖出流又对长江干流水位有一定雍高。长江与洞

庭湖、鄱阳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简称为

江湖关系。江湖关系演变受长江上游水沙过程、

长江干流的冲淤变化、两湖的水沙过程、湖泊的

淤积围垦等综合影响，江湖关系演变又影响到长

江干流堤防安全与河势稳定、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滨湖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等 [18]。江湖关系失衡是

长江大保护面临的最重要、最复杂问题之一 [19]。

（一）江湖关系历史演变过程与趋势

受自然演变、人类活动的影响，历史上江湖关

系一直在变。1860 年和 1870 年长江大水，藕池、

松滋先后决口成河，形成了以荆南四口分流入湖

为标志的近代江湖格局 [18,20]。20 世纪 70—80 年

代下荆江裁弯、湖区围垦等强人类活动结束后，至

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前，江湖关系相对稳定：

长江干流冲淤基本平衡，长江分流入洞庭湖水量略

有减少，两湖水文情势无趋势性变化。

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运用，之后长江上游又

建成了多座控制性水库。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

库的联合运用，显著改变了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的

水沙过程，导致江湖关系发生突变。一方面，长江

上游来沙量锐减（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入库沙量减少

了 70%），加之三峡水库拦沙（三峡水库又将入库

图 2  长江与两湖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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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量的 76% 拦在库区），出库水流含沙量极低、接

近清水，长江中下游干流全线发生不饱和水流引起

的冲刷 [21]，枯水流量对应水位显著降低 ；另一方

面，三峡及上游控制性水库在 9—10 月份集中兴利

蓄水，长江中下游干流流量锐减。两方面因素的共

同作用，使得 9—10 月份长江干流水位显著降低，

对湖泊出流顶托作用减弱，湖泊水位消落速率加

快、水位降低，提前进入枯水期。2008—2020 年

的 8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三峡水库在 2008 年开

始汛后 175 m 蓄水），洞庭湖城陵矶站平均水位消落

4.7 m，比 1981—2002 年同期平均值增加了 1.23 m，

10 月下旬城陵矶站平均水位降低了 2.13 m；鄱阳

湖星子站平均水位消落 4.49 m，比 1981—2002 年

同期平均值增加了 1.69 m，10 月下旬星子站平均

水位降低 2.68 m。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前后两湖水位

过程的对比见图 3 和图 4。伴随着 9—10 月份两湖

水位消落幅度加快，两湖提前进入枯水期。2008—
2018 年，洞庭湖汛后开始进入枯水期的平均时间为

10 月 19 日，比 1981—2002 年提前了 27 天；鄱阳

湖汛开始进入枯水期的平均时间为 11 月 3 日，比

1981—2002 年提前了 39 天。洞庭湖、鄱阳湖频频

干旱见底，其实质是江湖关系发生了突变，两湖进

图 3  不同阶段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对比

图 4  不同阶段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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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枯水期的时间提前以及枯水期延长。

洞庭湖北部地区的荆南四河为分流型河道，分

流量与江湖关系演变密切相关。江湖关系的突变，

还导致长江分流进入洞庭湖的水量锐减、荆南三口

断流时间延长等。现状江湖关系下，藕池河西支只

在汛期 7—8 月份长江大水时分流，其余大部分时

间断流，年平均断流天数约 280 天；藕池东支、松

滋河西支在 10 月中下旬开始断流，年平均断流天

数约 180 天；虎渡河在 11 月中旬开始断流，年平

均断流天数约 130 天。

长江上游正在建设乌东德、白鹤滩、双江口、

两河口等控制性水利枢纽，这些水库建成后与已建

控制性水库影响叠加，预计未来百年内长江中下游

干流仍将持续冲刷，汛后 9—10 月份长江中下游干

流流量进一步降低，江湖关系仍将长期发生变化。

两湖 9—10 月份水位消落加快、提前进入枯水期，

长江分流入洞庭湖水量减少、断流时间延长，将是

长期且趋势性的，不可逆转。

（二）江湖关系变化对两湖的影响

两湖与长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塑造了两湖

季节性涨落的水文节律，加之“浅碟型”湖盆地形

特点，使得两湖具有“丰水一片、枯水一线”“水

落草出、水涨草淹”等独特且丰富的湿地景观格局，

确立了在长江乃至全球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维系

方面的独特价值。在天然情况下，9—10 月份湖泊

水位缓慢降低，草洲逐渐出露，水域、浅水、泥滩、

草洲维持了相对合理的比例，为不同越冬候鸟提

供适宜的生态环境。三峡水库运用后，9—10 月份

两湖水位消落加快、水面急剧萎缩，草洲提前出

露疯长；当大批越冬候鸟到达时，部分草洲已经

变老、泥滩板结、水域面积萎缩，越冬候鸟的食

物源与栖息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22]。两湖也是江

豚活动的主要场所，9—10 月份水位降低、水域

面积萎缩，限制了江豚的活动范围；江豚被迫到

湖中水深较深的航道中活动，航船螺旋桨致江豚

死伤事件频发。此外，两湖是滨湖地区生产生活、

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9—10 月份的较低水位造成

了滨湖区季节性、区域性水资源供需矛盾，如洞

庭湖受影响灌溉面积为 2.19×106 亩、鄱阳湖受影

响灌溉面积为 3.1×106 亩。

洞庭湖北部荆南四河地处平原区，四口分流量

是当地的主要水源；荆江四河断流，造成湘鄂两省

4 地市、12 县区、420 万人、5.54×106 亩耕地季节

性水资源短缺，还导致荆南四河各支汊生态基流得

不到保障，各支汊水动力条件变差，断流期大部分

河汊变成“死水”，水体自净能力降低，部分断面

水质超标，部分河段发生“水华” [23]。

五、对策建议

（一）加快重要蓄滞洪区达标建设，修订《长江流

域防洪规划》

1998 年以来，长江上游陆续建成 21 座、总库

容约 1×1011 m3 的控制性水库，预计到 2025 年达到

1.4×1011 m3。控制性水库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

江中下游防洪压力，为防洪体系的调整完善创造条

件。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也对防洪保安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

1. 加快重要蓄滞洪区安全达标建设

蓄滞洪区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受限于移民补偿标准偏低、占地取土等现实

问题，导致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严重滞后，多数重要

蓄滞洪区不具备按计划、有控制的分蓄洪水条件。

建议在国家层面协调发展改革、水利、自然资源等

部门，优先加快洞庭湖区钱粮湖、共双茶、大通湖

东以及鄱阳湖区康山等启用频率高和分蓄洪水能力

大的重要蓄滞洪区的安全达标建设。

2. 修订《长江流域防洪规划》

《长江流域防洪规划》（2008 年）旨在解决

1998 年大洪水暴露出的长江流域防洪问题，对一

段时期内长江流域防洪减灾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随着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陆续建成，长

江防洪形势出现了深刻变化：中下游干流河道发

生长时间、大范围的冲刷下切，影响河势稳定和

堤防安全；中下游超额洪量减少，蓄滞洪区运用

几率降低，调整蓄滞洪区布局、优化防洪控制水

位的诉求强烈；近年来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暴

露出连江支堤、湖区圩堤等防洪标准明显偏低。

建议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统筹考虑长江中

下游新的水沙条件、近年来暴露出来的主要防洪

问题，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标准、荆江河段及洞庭

湖城陵矶等重点区域的防洪控制水位、重要防洪

工程等进行再论证、再布局，据此修订完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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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防洪规划》，精准指导未来长江中下游的防

洪治理 [24]。
3. 三峡水库相机实施下泄流量不小于 5×104 m3/s

的洪水调度

2003 年三峡水库运用以来，最大下泄流量不超

过 4.9×104 m3/s，平均每年只有 4.5 天时间下泄流量

大于 4×104 m3/s，坝下中小洪水过程显著减少，洪

水出槽上滩几率几乎丧失；滩地杂草和树木迅速生

长、糙率增加，将导致下游河道行洪能力降低；荆

江大堤也未经受原设计的河道安全泄量洪水的检

验。建议三峡水库每隔几年相机实施下泄流量不小

于 5×104 m3/s 的洪水调度，防止河道萎缩，检验河

道的安全泄量，发现堤防潜在的安全隐患，以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洪水 [25]。

（二）加强水库生态调度和生态环境修复重建

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特有鱼类的生长繁殖需

要特定的水文过程和生态环境条件。人工繁育和增

殖放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部分水生动物灭

绝的风险，但距离恢复生物自然种群这一生态保护

终极目标仍有差距。为此，长江流域需要修复重建

自然生境 [26]。
1. 加强长江流域大中型水库生态调度并纳入流

域管理机构调度职责范围

三峡水库连续 10 年开展了以促进“四大家鱼”

产卵繁殖为目标的生态调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长江上游鱼类种数、特有鱼类种数占长江流域的

70%~80%，同时长江上游也是梯级水库分布最为集

中的区域。建议按照“先重要、后一般，先易后难”

原则，逐渐将水库生态调度范围扩大到长江上游各

大流域梯级，塑造鱼类产卵繁殖所需的生态水文过

程；将生态调度纳入流域管理机构的调度职责范

围，加强生态调度的执行与监督力度。在近期，加

快开展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联合生态调度

研究与实践，减缓三峡水库滞温效应，促进中华鲟

的自然繁殖。

2. 开展支流替代生境建设和原通江湖泊的恢复

连通

“顺应自然”开展生态保护，恢复河流的连通

性和自然的水文、水温等生态要素。鉴于实际，长

江上游生境的恢复重建不可能在梯级开发河段内实

施，但可从与干流相连的一些支流着手。建议选择

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丰富且与梯级开发河段相连通

的支流，将该支流的拦河建筑物（有重要供水任务

的水库除外）全部拆除，恢复河流自然连通，重建

特有鱼类栖息地；优先设立赤水河水生态保护示范

区，选择青衣江、安宁河、水洛河等重要支流优先

开展栖息地的修复重建试点。在长江中下游，选择

生态地位重要、工程量相对小的湖泊，试点开展原

通江湖泊的恢复连通，修复江湖洄游性鱼类洄游通

道、促进江湖交流。

（三）统筹治理与保护，科学调控江湖关系

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应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特别是

从江湖关系的角度出发，在源头查找原因，据此系

统设计方案、实施治理措施。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

性蓄水运用是现状江湖关系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也

是两湖频频“干旱见底”的根源。随着长江上游控

制性水库的建设运用，未来百年或更长时间，两湖

“干旱见底”态势只会加重而不可逆转。通过适当

的工程措施，可有效调控江湖关系，恢复湖泊的自

然水文节律，增加湖泊的综合服务功能。

1. 在鄱阳湖出口建闸，合理调控湖泊水文节律

关于在鄱阳湖出口建闸，社会各界存在争议。

部分生态专家学者持反对态度，主要是担心建闸

后湖泊长期维持高水位，湖泊丰涨枯落的自然水

文节律丧失，影响湿地植被的渐次出露。根据本

课题组的长期研究，鄱阳湖出口建闸并合理调控，

可有效应对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的影响，又不

会带来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整体来看建比不建强、

早建比晚建强。在鄱阳湖出口建闸，应秉持“建

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原则，4—8 月份闸门全

开敞泄、江湖连通；9—11 月份通过闸控保持湖泊

水位缓慢消落，恢复到三峡水库运行前多年平均

水文节律；12—3 月份适当提高湖泊的最低水位。

相关举措有利于塑造与越冬候鸟栖息环境相适应

的湿地生态环境格局，扩大水生生物生存空间，

增加湖泊综合服务功能。

2. 实施洞庭湖北部水系综合整治，增加枯水期

分流入湖水量

就洞庭湖来说，实施洞庭湖北部水系综合整治

比洞庭湖出口建闸更为迫切，潜在效益也更显著。

洞庭湖北部水系综合整治以荆南三河疏浚为重点，

以改善江湖连通关系、恢复枯水期长江分流入洞庭



174

长江经济带水安全保障与水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湖能力为目标。相关举措可显著提高洞庭湖北部地

区供水保障程度，改善河湖水环境质量，增强长江

与洞庭湖鱼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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