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年

期
月

湖 泊 科 学 ,

,

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
’

张晓阳 蔡述明 孙顺才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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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全新世沉积物的岩性
、

岩相特征和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
,

结合抱粉资料

与厉史文献记载
,

揭示 了全新世以来洞庭湖演变的六个阶段 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为河湖

切割平原 川
,

全新世早
、 , 期 一 是湖泊扩展时期 川

’全新世晚期

一 四水复合只 角洲发育
,

湖沼洼地零星分布 刁 商周至秦汉 一
·

四水分流间洼地湖泊和沼泽广布 汛期河湖水休相连 魏晋至 世纪
, ,

叶
,

洞庭湖逐渐发展

至鼎盛阶段 , 世纪中叶至今 二角洲迅速推进
,

湖泊逐渐萎缩
。

研究认为这种发育演化过

程与区域性气候变化
、

人类活动直接相关
。

关键词 洞庭湖 全新世 湖泊演变

洞庭湖 区横跨湘鄂两省
,

面积
。

洞庭湖纳荆江四 松滋 口
、

太平 口
、

藕池

和调弦口
,

其中调弦 于 年 人工堵塞 分流与湖区 四水 湘江
、

资水
、

沉江和遭水
,

由城

陵矶北吐长江
。

关于洞庭湖的形成演化
,

前 人做了大量工作〔, 一‘
。

其 中张修桂以考古资料与

文献记载为依据率先提出了全新世初至公元 世纪洞庭湖 区 为河 网切割平原
,

此后 湖泊发

育历经了由小变大
、

再 由大变小的观点〔二,

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 同〔“一
一 。

本文拟将全新世沉

积物的岩性
、

岩相特征与古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相结合
,

并参考抱粉资料与文献记载
,

论述

全新 世以 来洞庭湖的兴衰过程
。

全新世沉积物岩性岩相的时空分布

全新世地层的特点是底 部为砂砾石
、

砂层或含铁锰结核的黄 色
、

白色粘土层
,

上部为粘

土
、

淤泥
、

砂质粘土及粘土质粉砂互层 图
。

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

洞庭盆地内主要分布砂砾石层
,

其顶板高差达 多米
。

如盆地中部游港附近的

孔
,

探 刁 以 卜主要 为灰色含粘土
、

含砾细砂
,

其中深 一 处夹褐 色粉砂质

粘十层
,

并含大量植物碎 片
。

该层上部粘土含量约
,

砾石含量约 一 写
,

最大砾径
、 ,

呈 圆状
,

砂呈棱 角至次棱 角状
,

成份 以 石英为主 下部粘土
、

砾 石含 量均 为 左

右
,

曾
、

厚度 、。

深 一 处的 ’‘
年代为 士

,

该层底部的“ 年

代为 士
,

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的河流沉积特征
。

在某些洼地则为粘土层
,

·

叶士忠副教授提供部分钻孔资料及 , ‘ 年代数据
,

谨此致谢
。

收稿 期 年 月 日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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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竺

翅翅翅

君山

洲 洞 庭湖 区全新世地层练 占副面与钻孔位置
、 一 、℃ 一 比

如 酉部毛里湖一带的 孔
,

深 曰 以 卜山黄 色粘土和 少童白色粘土组成
,

偶见铁锰

结核
,

结构紧密
,

切面光滑湿润 顶部
’‘

年代为 士
,

可能是下蜀黄十在洼地

湖泊中的沉积物
。

中全新世早
、

中期

据湖 区近百 个钻孔资料分析表 明
,

自今沉江 门 至东洞 庭湖有一近 向展布
、

宽 一

的 长 条状 兰绿 色拈 十带
、

多含 数 虽不等的 贝壳
,

厚 一
,

安 乡北部亦有 小 片分 布

区
。

如 防 孔
·

深
·

“一 ” 为灰绿 色含粉砂粘土
,

有大量 贝壳残骸
,

底部贝壳略有减

少
,

该层顶部的
’‘

年代为 士
,

底部贝壳的
’‘

年代为 士
。

于 贝壳多见于浅水湖泊
,

说明此时发育一个浩 的浅水湖泊
。

酉洞庭湖区分布若干粉砂质淤

泥沉积区
,

周 围是 灰绿或灰褐 色的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
,

其沉积特征与今洞庭湖滨岸沉

积基本一致 图 属河流泛滥相与滨湖相沉积物
·

中全新世晚期

以 粘 土质 粉砂和粉砂质粘十 为主 淤泥质粉砂和粉砂质淤泥及粘土呈斑块状星 罗棋 布
‘图

。

如注 市镇 孔
,

深 一 为粉砂质粘土与粘土质粉砂互层
,

粉砂质粘土

层相对较薄
,

约 , 飞 ,

了粘土质粉砂层较厚
,

一般大于 一 深 , 、 的
’‘

年代 为

士
· 。

酉洞庭湖的 孔 地表 以 卜为厚 。、 的暗徐黄
、

灰 色淤泥质

细粉砂 底部碳化 木的
’‘

年代为 , 士 。
,

表征此时四 水复合三角洲 已占据洞 庭

湖盆地的
’ ‘

大 区域 而湖沼 洼地零星分布
。

商周至秦汉

从 东到酉 有
飞、

个 或近 方 向分布的粘土沉积 区
,

其 为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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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 卜
,‘, 、 岩性分布与大溪文化决址

肠 一 一

伪
一 、 〔加。一 二。

砂
。

西洞庭湖区
、

安 乡北部和东洞 庭湖酉侧分布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 图
。

在粘 和

粉砂质淤泥沉积区之间
,

常出现砂和粘土质粉砂组成的透镜体 图
。

根据泛滥平原地貌发

育规律
,

河流沉积物较粗
,

地势相对较高
,

而河间注地则发育浅水湖泊与沼泽
,

沉积物为粘十

或粉砂质淤泥
。

据此
·

可推测其时四水河道的大致位置 图
。

古文化遗址分布

古文化遗址是 反映某一 区域 自然环境与 人类活动的重要标志 其时空变化从一 个侧面

表征环境演化规律
。

即古文化遗址密集分布
,

反映陆地
’ 一

泛 出露
,

人类生存条件 良好 若零星

分布或缺失
,

则湖泊浩瀚或洪水颇繁
。

但某一区域古文化遗址在不断地被发现或挖掘
,

因此

用于古环境研究时必须与岩性
、

岩相分布相结合
。

大溪文化遗址 一

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遗址较 多 主要分布于洞庭湖盆周缘及其 丘陵区
,

如酉部澄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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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一 一 一
护、 一

、

巨三」现代水系与湖泊

巨目 粘土

三习粉砂质炭泥与淤泥质粉砂

巨习 粉砂质粘土与枯土质粉砂

已习 荃岩与网纹红土

【 〕龙山文化遗址

了

产 一 一 、 户 、尹
尸 、

八八

、

丈︸
。 、

、
,

‘七

、、‘ 一

,

、、﹄、尹

、、、
、、、‘

‘七
、一刁

门一

、川一

、一、一

岳阳

一七乙二肠舀于二 二
奋一一 —

·

刁‘
月 ,

‘ 侧‘ , 目 , ,

厂一 ‘‘ 洲户、 儿

二二飞声全

, 从二悦
汉寿

哭买夕爱

湘阴

图 卜 岩性分布与龙山文化遗址

玲 一 门 “ 一

梦溪三元宫
、

丁家 岗和王家岗
,

津市青龙咀等地 北部丘陵的万家烷与车粘山等遗址 南部丘

陵的蔡家园
、

何坪等遗址
。

但洞庭湖盆中部只发掘出 处大溪文化遗址
,

即大通湖农场的王

家坝遗址
、

金盆农场的庶 田遗址和南县新湖渔场遗址
,

它们恰好位于此时的粉砂质粘土和粘

土质粉砂沉积区
。

这正说 明了其时洞庭湖区 四周 人类生活方便
,

受 自然条件限制较小
,

而中

心区则湖水浩
,

只有少数以渔猎为生的 人才定居于滨湖滩地
。

屈家岭和龙山文化遗址 一
· ·

屈家岭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湖区边缘
,

如安 乡划成岗
、

华容长 岗庙
、

汉寿毛家滩等地
,

湖

区只见于西洞庭湖的西港镇
。

龙山文化在湖区 四周与腹心均较繁荣
,

如华容北部丘陵车转山

遗址 一 和刘补台遗址 挽 一 月 等 刁 处 西部边缘有青龙咀

和打鼓台遗址等 南部平原边缘丘陵区
,

汉寿一带有遗址 个
,

沉江一带 个
,

益阳一带主要

分布在志溪河流域与资水 卜游
。

洞庭湖中心地带主要分布于三个 区域 一是东部的金盆农

场
、

塞波镇和茶盘洲等地有龙山文化遗址 个 二是赤山西侧 的酉港一带有遗址 个 三是

南县及其酉侧的北河 口 有遗址 个
,

其中南县附近九部山一带密集分布有 个遗址
,

可见这

里曾是最繁华的集镇
。

说 明洞庭湖逐渐萎缩
,

四水三角洲扩大后
,

为人类渔猎耕种提供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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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三】岩性断面位

巨目枯土

亡习粉砂质炭泥与世泥反粉砂

巨习 粉砂质钻土与枯土质粉砂

巳习基岩与网纹红土

〔互〕肖至汉文化谊址

〔二 推侧古河道

亡三】现代水系与翻怕

一一 一 、、

、、、

卜卜 、

一几‘ 一入 巨三】岩性断面位

、、、 万 巨目枯土土
、、 、 、、

、

止 , 国 。泥与。, ““
、、、 、、 、

’

产 巨习 粉砂质钻土与枯土肋砂砂

‘‘、

八 一
、、

里“ 与“ 红土土

、、 、、 色 〔互」肖至汉文化 址址
、、 、 、 万

月月
一 ‘

里洲古肚肚
八打 亡二 」现代水系与翻伯伯

舞舞舞
,月月 只 一 , 岩性

、

古河道及商至汉 义化遗址
孚

、

一 、 一 , , ‘ 一
·

该该祥泛二扛二之之匕笼三于子白白
,,

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
一 一

飞飞飞二
’ · ‘

找 了尸泞泞

二鬓莞莞莞莞莞莞⋯⋯⋯⋯ 奥叹叹丢丢舀仁犷犷犷
‘

二
⋯⋯⋯⋯⋯

。 · ·

声 , 二二二 喊卜屯二 ,
‘ ‘

二一 云叮叮叮叮
三三三

· ‘门
· 户 , 涪

一 三 》, 一叫“
拼竺竺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季几几 , 二艺介了一 叫叫「二 彩之 一 二 门门门门门二 」」」」」」

︵日︶侧赚

匡国枯土

丁一 二

睡聋器监犷 因票里要着鑫
与‘

口
,

图 泛滥平原地层剖面
“邻 以司 场

良场所
,

使龙山文化由丘陵向平原腹地移进
。

·

商周至秦汉文化遗址

商
、

东周
、

西周
、

战国 和秦汉的古文化遗址仍以洞庭湖盆周缘丘陵区最密集
。

盆地中心零

星分布
,

如红星处地表 。、 探处有厚 的商代陶器
,

湘阴白马寺有西周至春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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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子母城文化遗址 自龙山文化经汉直至南宋时期
,

南县一带分布较密集
。

将湖盆中心的文

化遗址与沉积物的空间分布综合分析可知
,

文化遗址正位于粘土质粉砂分布区
,

即四水分流

河道两岸
,

说明此时河道天然堤的地势颇高
,

便于人类居住和渔猎拼种 因此
,

文化遗址的位

置又反证了四水分流河道的所在
,

但湖区文化遗址的稀少亦说明其时河水泛滥颇繁
,

汛期河

湖水体可能相连
,

而不宜于人类大规模定居
。

汉代以来的文化遗址

洞庭湖腹心地带零星分布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址
。

如大通湖南侧普丰乡土包村的唐代墓

葬 红星地表 以下的唐代遗物 子母城古城遗址中出土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水寨的

铁刀
、

铁矛及砖瓦等建筑材料 南县河花咀有许多唐宋文化遗址
。

明清文化遗址只见武圣宫

镇伴洲村的冷饭洲石台 雍正九年 与浦湖石城山自龙 山文化延续至清代的遗址
。

广大湖区

不见元
、

明
、

清文化遗址
,

即发生了文化层堆积间断 表征了洞庭湖逐渐扩大
,

至雍正九年 公

元 年 前 已经浸俺了武圣宫以东与石城山 以西的广大区域
。

古文献记述的河湖环境

商周至秦汉时期

《山海经
·

海内东经 》指出
“

湘水出舜葬东南取
,

西环之
,

入洞庭下 —
曰东南西泽 ” , “

沉

水 出象郡铆城西
,

东注江
,

入下隽西
,

合洞庭中
” 。

东汉三国时代的《水经 》记载
“

湘水又北过

下隽西
,

又北至 巴丘 山入江 澄水又东过作唐县 ① 北
,

又东至下隽县西北
,

东入江 玩水东至

下隽县西北入江
,

资水又东与沉江合于湖中
,

东北入江 ” 。

《战国策
·

秦策 》载
“
张仪对秦王说

,

‘

臣闻之 曰 ⋯秦与荆 人战
,

大破荆
。

袭取洞庭五诸江南
’ ” 。

这一方面说明其时四水各行其道

共汇于今东洞庭湖
,

另一方面说明洞庭湖区存在以君山附近的东洞庭湖为代表的五个较大

的洼地湖泊
,

它们与地层所反映的环境基本吻合
。

魏晋至唐宋时期

晋 张勃《吴录
·

地理 》载
“

巴陵县 ② 有青草湖
” ,

《方舆纪要 》曰 “

九江惟沉
、

湘
、

资
、

遭四水

达洞庭
。

其会众 川以入洞庭者
,

⋯
” ,

又 曰 “

三湖者
,

南有青草湖
,

在巴陵县南七十 九里
,

湘阴

北百里
,

周二百六十五里
。

一名巴邱湖
,

冬
、

春青草弥望
。

西有赤沙湖
,

在巴陵县西百里
,

龙阳

县南 北 九十里
,

周百七十里
,

涸时赤沙弥望
,

水滋则与洞庭混而为一
。

洞庭湖周三百六十

里
,

南连青草
,

西吞赤沙
,

横亘七
、

八百里
。

洞庭吐纳群川
,

而大江横亘其 口
,

每岁六
、

七月问
,

水暴涨
,

自荆江逆入洞庭
,

清水为之改 色
”

可见其时洞庭湖区湖泊不断扩涨
,

并 已具很大规

模
。

汛期
,

河水泛滥
,

长江水体形成逆流倒灌洞庭湖
,

各湖连成一体呈一片汪洋
。

枯水季节水

落河 出
。

、

明清时期

明嘉靖《常德府志
·

山川 》载
“ 洞庭湖

,

每 岁夏秋之交
,

湖水泛滥
,

方圆八九百里
,

龙阳
、

沉

江则西南一隅耳
” 。

道光《洞庭湖志 》卷二载
“ 洞庭湖东北属 巴陵

,

酉北跨华容
、

石首
、

安乡
,

西

叹 今安乡县以北安全
。

② 今岳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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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武陵
、

龙阳
、

抚江
,

南带益阳而寰湘阴
,

凡四府一州九邑
,

横亘八九百里 ” 。

从
“

洞庭湖三府

一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 ”来看
,

洞庭湖面积 已达
。

气 候 特 征

抱粉组合

江汉与洞庭湖区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是基本一致的
,

因此该区的抱粉组合可以揭示洞庭

湖区气候变化的不同阶段
。

据洞庭湖盆地 峨孔抱粉组合表明 ① 全新世初期
,

水青冈
、

锻
、

愉
、

桦等大量生长
,

云杉花粉较少
,

即代表温凉湿润的北方期 全新世中期
,

冷杉消失
,

喜

温凉的乔木种属减少
,

而喜暖湿的枫香占
,

并出现木兰种属等常绿乔木
,

指示温暖湿润

气候 全新世晚期
,

蔗类抱子占绝对优势
,

乔木植物大为减少
,

反映气候渐趋温干
。

洞庭湖北

部武汉 ”
一 刁孔中

‘

地 年代 土 的地层中
,

其抱粉组合为松
一

栋
一

豆
一

篙
。

荆

孔深 处的 ”年代为 。士
,

其抱粉组合为木本占
,

草本
,

抱子
,

草本植物增加
,

木本植物减少
,

即湿度降低 ②
,

预示 一 的气候较前期

有所恶化
。

江汉平原 孔
,

探 处
,‘

年代为 士
,

其木本植物占

一
,

以柳
、

栋
、

漆
、

械为主
,

草本占 一
,

抱子约
,

即以喜温喜湿植被

占优势
。

历史记载
《墨子

·

七患篇 》载“ 禹有五年之水
” ,

《苟子
·

五霸篇 》载
“
禹有十年之水

” ,

《孟子
·

膝文

公上 》中孟子说
“
当尧之时

,

天
一

「犹未干
,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

草林畅茂
,

禽兽繁殖
” 。

自春

秋至秦汉时期
,

洞庭湖区有记载的大水就有 次
,

表明其时降水较多
,

河湖泛滥时有发生
。

据江汉平原历史资料分析
,

明
、

清旱涝年份中
,

水年分别占 与 洞庭湖区 自公

元 一 巧 刁年间共发生洪水 次
,

平均 年一次 大洪水 次
,

平均 年一次 公

元 一 月年大旱 次
,

平均 年一次 旱 次
,

平均 年一次
。

公元 一 年

间
,

发生洪水 刁次
,

平均 年一次 大洪水 次
,

每 年一次 大旱 次
,

旱 次
。

可见明至清中虽然大旱常有出现
,

但洪水更频繁
。

湖泊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
,

洞庭湖是发育于河湖切割平原之上的浅水湖泊
,

受区域 自然环境制约而呈多

次涨缩
。

水滥则河湖相连
,

水退则分离
。

全新世洞庭湖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

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

由于长江中下游河床较现代低 一 朽 困
,

四水呈探切河谷
,

其中以古沉江为主
,

其余

三条古河谷与古沉江相会
。

在某些低洼地区
,

如洞庭湖西部
,

存在零星湖泊
。

整个洞庭湖区

为深切河谷与零星洼地
、

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
。

辽
,

郑美澄
。

从汉寿地区的抱粉组含看洞庭湖的第四纪气候波动
。

② 何报寅
。

江汉平原全新世河湖环境的演变 硕土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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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新世早
、

中期 一
· ·

一方面我国东海面迅速上升
,

一 平均上了卜速率为
·

、 ,

。。 一
、

为 压
,

势必引起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河床与 自然堤溯源加积
,

水位上涨

导致洞庭湖区水流排泄受阻 另一方面气候温暖湿润
,

降水丰沛
,

四水大量水流注入湖盆
,

汇

成大湖
,

其开阔湖面主要在今沉江 口 至东洞庭湖一带
,

宽约 一 。 , ,

而在安 乡以北亦有

一个小湖
。

每当汛期长江出现高水位时
,

四水泄洪顶托受阻
,

使洞 庭湖范围远大于今 日
。

中全新世晚期 一
· ·

气候趋 向温干
,

先期的浩瀚湖泊被四水复合三角洲替代
。

而四水分流问的洼地仍有若干

小湖沼
,

其中以西洞庭湖区范围为较广
。

‘ 商周至秦汉 一
, ·

气候较温暖
,

降水颇丰
,

四水复合三角洲的分流河道排水不畅
,

河问低洼地发育成众 多

的湖泊
、

沼泽
,

其中较大的不少于 个
。

洪水季节河湖泛滥
,

水灾顺繁
。

魏晋至明清 一 世纪中叶

东晋
、

南北朝时
,

在公安油 下游的荆江南岸形 成景 口 和沧 两股长江分流
,

并 于公元

年前后和南宋时期分别形成调弦 口 和太平 口 ,

它 们与四水汇流于洞 庭湖
,

导致湖面不断

扩大
。

至明清时期
,

山于雨水丰沛
,

洞庭湖曾成为 的巨浸
。

。 ”世纪 中叶至现代
。年与 年藕池河

、

松滋河相继形成后
,

荆江四 门 入湖泥沙和四水来 沙量分别为

,
‘

一沐 吕 、“ 和 认 而从城陵矶吐往长江的泥沙仅 孙 ” “ ,

占入

湖泥沙的
,

其余泥沙则沉积于洞庭湖内
,

致使各河 入湖三角洲迅速扩展
,

从 而为 入类围

湖垦殖提供了 良好场所
。

但围垦 又加剧了洞庭湖的萎缩
。

据调查
,

, 年有大小烷 田

个 , 钧 年湖区特大洪水时冲溃众多低洼烷田
,

境数减少
,

至 阳 , , 年冬湖区 个县仅剩堤

烧 个
。

年代初大量小坑又合并为大烷
,

至 年减至 蛇 个
。

一 年代进 行矮困

灭螺工作 使湖烷面积进一步扩大
。

泥 沙淤积与人类围垦导致洞庭湖面日趋萎缩
,

如汛期湖

面面积 年有
,

至 , 年时减少为
了 “ ,

匀 年为
、 飞’ ,

, 年 为

月 、 ,

, 年 为 平 水 期 湖 面 面 积 年 为
,

, ,

, 年 为
月 了 、“ 一 , 」年为 一 “ , 。二。

枯水季节湖面面积 一, , 年 月的 一

影像显示 只剩下 , 。 , 。

洞庭湖逐趋消亡的后果
,

必将导致湖区洪涝溃害更加颇繁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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