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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提要 在分析研究太湖流域洪涝灾害成因及以围抒
、

筑堤
、

建闸为特点的坪区经济基础上
,

论述了近几十年来流域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情的影响
。

总结了近 钓 年来流域水利工程规划设计

的经验与不足之处 展望了未来几十年流域水情变化发展趋势
,

特别是全球海平面上升对流域洪

水蓄
、

泄方面的重大影响
。

指出在流域十大骨干水利工程的基础上
,

今后流域中新建骨干工程的关

键 口标是提高长江南岸
、

杭州湾北岸闭 呵时段的排洪能力及建设吴淞挡潮闸
,

从而大幅度提高各

潮周期内黄浦江净泄洪量 同时运用非工程措施
,

确保与充分利用区内洪水调蓄能力

关锐词 太湖流域 洪涝灾害 水利工程 海平面 升影响

箭 吉一 口 二

流域是研究陆地水文及其相关的环境
、

资源等问题的最基本单元
。

在长江流域中
,

黄浦

江是长江最下游的支流
,

以黄浦江为主干河流的太湖流域是长江流域中的子流域 与长江其

它众多的子流域相 比较
,

太湖流域有其下述 自然与社会方面的特点

流域变化巨大
。

太湖流域是长江流域 中最年轻的子流域
。

中全新世海平面上升与相

对稳定是形成今 日之太湖流域的初始与必要条件 但太湖流域作为从属于长江的一个子流

域
,

只有一
、

二千年的历史
。

其后
,

伴随着长江河 口三角洲的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
,

太湖流域
,

尤其是太湖低地平原与湖泊经历了强烈与复杂的变化过程
。

受潮汐
、

潮流及海平面变化影响
。

流域主干道黄浦江汇入长江 口
,

因而沿海潮汐动

力直接与流域 内陆地水文动力相互作用
,

主要表现为潮流的进退
、

水位的波动及盐水的入

侵
。

围抒
、

筑堤与建 闸是 区 内水利工程的三大特色
。

感潮河网广布
,

沿黄浦江直达米市渡以

上
,

几乎波及整个太湖东部平原
。

对海平面变化极为敏感

太湖低地平原人 口 密度大
、

经济发达 整个流域面积占全国的
,

但多年来工

农业总产值却占全国的 左右
,

在我国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钓 都市化程度高
。

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对低地平原的改造极为强烈
,

进而影响地表水

下渗
、

汇流过程
,

同时油取地下水引起大面积地面沉降
。

所以
,

研究 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对

流域环境与洪涝灾害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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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平原洪涝灾害成因概略

太湖低地平原的发育始于 一 左右
,

这时冰后期 海平面上升趋于结束并基本

稳定
,

太湖流域是一个独立于长江流域之外的小流域
,

其下边界向海开敞
。

太湖流域成为长

江 的子流域是全 新世 中期
,

尤其是 近 年来长 江河 口
、

三 角 洲发 育 的结果
。

在距今

一 。年以前
,

长江入海的泥沙较少
,

上游来沙中约有 沁一 用于冰后期长江中

下游河床纵剖面的均衡调整
,

其余墓本上用于水下三角洲 当时洪水宣泄顺畅
,

上游来水

北可泄长江 口 ,

东可入东海
,

南可排入杭州湾
。

近 年以来
,

随着长江人海泥沙的增多
,

长

江 口 束窄前伸
,

南岸三角州迅速增长
,

加之杭洲湾北岸的侵蚀堆积作用
,

使太湖低地平原成

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碟形洼地
。

同时
,

河 口 及三角洲的前伸与增长
,

导致流域下游水位比降骤

减
,

大小河 口 堵塞或淤浅
。

如吴淞江下游及浏河 娄江 的束窄与淤浅退化等等
。

所以
,

自宋

代以后
,

洪水灾害开始不断困扰太湖平原地区
。

上述过程是太湖流域洪涝灾害的主要 自然成

因
。

在研究未来太湖平原洪涝灾害的长期发展趋势时
,

长江河 口 三角洲发育的影响也是值得

考虑的重要 问题
。

围堤筑好建闸问题值得专 门论述
,

因为它是太湖平原水利工程的主要特征
,

是我国劳动

人 民在低地感潮平原水网地区生存中与洪水长期斗争总结出米的有效措施
。

但它也有反作

用
,

近几十年来太湖平原的盲 目围堤筑好
、

围湖造田 已成为这一地区洪涝灾害不断升级的主

要社会因素
。

早在晚唐时期
,

已有
“

赋 出天下
,

江南居什九 ”之说
。

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如此

成就
,

是和当时创造的塘浦好 田制分不开的 近几十年来
,

随着排灌机械化与电气化的实现
,

以 围堤筑好建闸为中心的农 田水利建设取得更加突出的效益
。

以 松江县为例 表
,

虽然

年后黄浦江米市渡高潮位 吴淞基面
,

下 同 连创记录
,

但农田受灾面积却越来越小
。

其

中 年灾情较大
,

该年为承泄太湖洪水斋要
,

炸开红旗塘和太浦河上钱盛塘 座坝
,

汛期

潮位超过 月年高潮位 的有 刁次 ①

表 典型洪水年米市渡高潮位与松江县农田受灾面积办

·

已

幽
价 侧川 产

一 ”

导
‘

份
” ” 病 ”

”

瑟 下几
一

而 「 「 丽乏 下 而丽

米市渡高潮位

受灾面积 只 ‘ ,

。

轻橄 一

建国 多年来
,

围堤筑抒建闸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 其中 年代以筑堤疏

河或联好建闸
、

提高抗洪排涝能力为特点 年代低洼地区开始跨越小行政区界
,

按 自然条

件建设小包 围坪区 年代以来在机电排灌基础上
,

好区建设开始跨越大行政区界
,

建立不

同等级的包围
。

表 反映从 月 至 年围好数的骤减与单个坪头面积的扩大
。

其中最

① 松江县防汛指挥部简报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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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的是
“

青松大控制
”

工程
,

总面积达 场
,

地跨青浦
、

松江两县
,

包括黄浦江

以北
、

吴淞江以南
、

淀山湖一拦路港一斜塘以东
、

向阳河一茜浦径以西之间的大片低洼田

表 月 一 年围汗数变化 ,一 ,

扭 卜心 曰 卜山 吐 加 一

年 份 青 浦 县 松 江 县 吴 江 县

显而 易见
,

太湖平原的农业就是好 区农业
,

没有 以 围堤筑好建闸为中心的好区水利工程

建设
,

就没有今 日太湖平原之农业
,

甚至乡镇
,

就不能抵御建国 多年来一次 又一次的洪

水
。

反过来
,

正是因为近 切 年来 围堤筑坪及 围湖造 田等人类活动
,

大大地改变 了流域下垫

面
,

恶化了洪水蓄泄的大环境
,

使黄浦江米市渡水位连年打破历史记录 表
。

下垫面变化对流域水情影响

流域中洪涝灾害是上边界 降水过程 与下垫面相互作用的产物
。

气象记录表 明
,

近百年

来
,

流域中气候并没有趋势性变化
。

历年来流域中降水量及其时空分布是不同尺度的准周期

性及随机性相结合的产物
。

而流域下垫面变化很大
,

是流域水情变化的根本原因
。

在太湖流域上游丘陵山地
,

主要是浙西
、

宜傈山地的林地面积与库容的变化值得讨论
。

森林的作用在于影响产流量与产流过程
,

山地水库的作用是影响下游平原区的汇流过程
。

建

国 多年来流域 内一方面是天然林地的减少
,

一方面是人工经济林的大幅度增长
。

如江苏

年前的统计表明全省森林面积 已从 年的 刁 汉 ‘ 增至 沐 ‘ 。

目前流

域 内有大
、

中
、

小型水库 座
,

总库容 沐 ,

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建造
。

仅浙西山区

的对河 口
、

斌 石
、

兴利
、

老石坎 座大 型水库及西若溪 座中型水库的总库容就达

沪
,

其中防洪库容 ’左右
。

多年来上游山地森林面积与库容变化的综合效

果
,

从总体上来说
,

是有利于减轻下游平原地 区的洪涝灾害的
。

太湖平原近几十年来水情恶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太湖平原
、

湖泊区产流
、

蓄洪
、

泄洪条件

的变化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湖泊面积显著减小
。

太湖流域共有大
、

小湖泊 个
,

总面积
,

其中大

于 的有 个
,

总面积
,

占
。

一 一 一年
,

这 个湖泊面积减少
’,

其中太湖减少 ’ 若东
、

西太湖被围垦土地平均高程以 计 太湖多

年平均水位 ”
,

则对应于警戒水位 及湖东青松地 区危急水位
,

太湖蓄水

量分别减少 。 只 和 其余 个大湖被围土地面积与蓄水量若按同一比例

变化
,

则相应这两个特征水位
,

个大湖的蓄水量将分别减少 和 。‘ ’。

好外水面减少
。

抒区兴建的本质是人为控制好内农 田区的水位
,

从全流域系统的观

。 吴江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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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看
,

结果是造成水量在空间上的再分配
。

这一间题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在坪区产

生径流
,

俗称“
涝水

” ,

就从好区 中的内港
、

内湖迅速排入好外相互连通的湖泊与河流
。

因而流

域集水面积并无增加
。

但好外河
、

湖的水量增加
,

导致洪水上涨幅度和颇率增加
。

据统计
,

目

前太湖下游片 个区坪外水面积达
,

‘一 刁年这 年间好外水面积减少

’ 如考虑建国 年多年来好外水面积的减少量 相当于 目前好外水面积的
,

则好内水域水位每降低
,

好外就相应增加相当于 水位增幅的水量
,

即增加

沪 的来水量 二是对于上游来水
,

俗称
“

洪水 ” ,

坪区兴建使蓄水面积减少
,

增加了对流

域出口 泄洪能力的要求
。

对于一定的泄洪量
,

则需要在较高的水位时才能完成
。

湖泊沉积导致湖泊容积减少
。

研究表明
,

与其它因素相比
,

太湖底部的沉积作用对

湖泊容积的削减影响较小 如根据西若溪流域资料
,

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 ,

最大

值 在上游赋石水库站
,

为 刁 八 太湖上游片约
,

假设上游片多年平均输沙为
,

且这些泥沙全部沉积在太湖湖底
,

拍 年来总淤积量也 只有 、
,

折合体积

包括孔隙水 约 只 少 且太湖属浅平的季节性吞吐湖泊
,

湖底基本上都在风浪掀沙

范 围内
,

每年有大量泥沙被带出湖外
。

根据沉积通量分片计算结果
,

太湖全年泥沙沉积量为

少一 ’ 闭
,

相当于上游平均输沙模数 压 气这一数值与本文估算接近
。

都市化对水情的影响
。

近年来
,

这一问题 已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困 其影响在于地

面渗透率减少
,

不透水层扩大
,

径流率增大
,

汇流时间缩短
,

原来的低洼区和蓄水河
、

塘被建

筑物取代
。

据各地统计资料
,

建 国后 年 中
,

都市占用土地面积一般都占土地总面积的

左右
。

如上海青浦县土地总面积 。爪
,

一 年筑路
、

基建
、

造房占地约

’ 浙江嘉兴市用地 弓 ,
,

占总土地面积 江苏土地 总面积
‘ , 刁 一 年耕地减少 ‘

除湖泊水 网
,

太湖流域土地面积约

’
,

若按 计算
,

建国 切 多年来筑路
、

基建
、

造房等用地高达
,

这对于流

域内水文过程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

上述流域下垫面变化在水文参数上的综合反映是河湖洪水上涨幅度和频率增大
,

水位

居高不降
,

米市渡高潮位连年突破历史纪录
。

年来的水利问题

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阶段
,

一是 年代之前
,

二是 年代以来
。

年代以前太湖流域

水利工程基本上是在缺乏流域整体规划研究背景下展开的
,

除了上述盲目围湖造田外
,

还在

地方利益支配下不合理地改变过水断面
。

如 年代末以来
,

太湖可 出水的楼港有 条
,

现

仅存 条
,

且出水亦不如过去通畅
,

水位时过水断面从原来 减至 ‘ 。

毋

在江
、

浙
、

沪所属市
、

县之间
,

有关过水断面的认识差异较大
,

各据理一方 从浙江嘉兴方面立

场出发
,

认为北
、

东方向历来是杭嘉湖洪涝水的排泄路径 今江苏在太浦河北岸建闸筑坝
,

堵

塞原过水断面的
,

且苏加运河段 以西麻溪南岸
,

原北泄河上全部建闸筑坝
,

阻率
,

致使北泄能力丧失殆尽
,

大量洪水道入嘉北涝区
,

要求恢复与开足太湖流域规划的西部排水

走廊 过水断面 另一方面
,

上海青松大控制的建立
,

减少 了东泄河道过水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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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苏吴江方面立场
,

认为浙江应采取措施
,

减少客水对本区的威协
,

打开平望以南苏

嘉运河东侧史家路
、

市径港等 个主要 口 门泄洪 打开太湖流域猫理规划后 围垦 的嘉兴梅家

荡以利分洪
,

恢复过水断面
。

可见
,

在蓄洪泄洪问题上各地区问矛 盾错综复杂 若处理

不 当
,

或流域水利统一领导管理不力
,

就 易激化历史矛盾
,

产生新的矛盾
。

从客观的立场出

发
,

这些问题主要来 自四个方面 上
、

下游之间的相互影响
。

卜游的变化加强 了洪水对下

游的压力
,

而下游的变化给上游造成过水断面的困难 非上
、 一

卜
‘

游关 系的两个地 区
,

各地

按 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洪水出路 历史上的既成事实与目前太湖流域综合治理之间的矛

盾
,

当然这就涉及到流域整体规划出台前 不同地区投资能力差异造成的工程发展不平衡问

题 钓投资与受益的问题
。

太湖流域水利工程的资金一般是 由中央
、

地方
、

集体分担
,

但有些

工程位于本地 区
,

受益主要不是
、

或不仅是本地区
,

导致资金不 易到位
。

年代 以前各地盲 目围湖造 田
,

大大削减了蓄水面积
,

目前 可行的对策是
“

保
”

字
,

即保

护现存的湖泊面积
。

因为退 田还湖必然涉及到占地问题
。

目前太湖平原 人 密度大
,

压万大
,

土地资源紧缺
,

经济密度大
,

建国以来城镇 乡村建设占地一般都占总土地面积的
。

每一

微小动作
,

就牵涉地方利益所在 况且少量水面的恢复也无济于流域蓄水要求之大 局
。

另一

方面
,

对于上述各地区间的过水断面虽能作出局部调整
,

如 引 年 月 日开启淀浦河西

闸
,

月 日炸开红旗塘闸
,

月 日炸开太浦河上钱盛塘 座坝
,

但在流域整体洪水外泄没

有改善之前
,

地 区 间的过水断面的争论与调 整只是导致洪水在地域土的重新分布变化
。

如

年 月 日一 日在太浦闸关闭情况下
,

平望水位高达 一 比太浦闸下高

一 。、 ,

比南汀水位仅低 。一
,

同时下游米市渡水位居高不降
。

据最近获得的信息
,

由

于地面沉降使平望水位比实际真值偏高 余厘米
,

但地面沉降在太湖平 原城镇是普遍的现

象
,

其它地 区也可能有沉降
。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有关地 区间的水位 比降与泄洪要求相距甚

远
,

使太浦河 在洪水期只能关闭或不畅泄
。

所以
,

从流域 系统出发
,

目前最根本的间题不是地

区间的过水断面问题
,

而是流域出 的泄洪能力严重不足
。 “

蓄泄 相济
、

以 泄为主
”

历来是太

湖流域治水的八字方针
。

考虑到区内增 加洪水调蓄量的困难与未 来流域下边界海平面 卜升

的影响
,

今后几十年更应在
“
泄 ”字上多做文章

。

年代以来制定并逐步实施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是太湖流域水利史上最具 有意

义的里程碑
。

其最重要的贡献是结束了长期以来缺乏流域整体规划研究的历史
,

基本 卜结束

了在地方利益支配下盲 目围湖造 田
、

围堤筑好堵 塞过水断面等恶化流域大 环境的历史
。

并全

面启动实施流域十大骨干水利工程
。

从流域宏观角度来说
,

其中望 奥河工程
、

湖西 引排
、

武澄

锡引排和杭嘉湖南排四项工程与直接改善流域洪水出 门通道及断面有关 东西苔溪防洪
、

红

旗塘
、

扩大拦路港柳河和斜塘是改善流域洪水通道与过水断面
,

其洪水径流的外泄最终还决

定于下游出 口通道的泄洪 能力 太浦河的性质介于上述两类工程之问 环太湖大堤 旨在增加

太湖洪水的调蓄量
。

毫无疑问
,

这十大骨干工程的全面实施将使太湖抵御洪涝灾害的能 力迈

上一个新台阶
。

但是
,

近年来太湖流域洪涝灾情表明
,

即使在流域
一

干 大骨干水利工程全面实

施后
,

太湖低地平原对大的洪涝灾害的抵御能力仍不能高估
,

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相对海平

面显著上升阔这一前提下
,

区 内洪水蓄泄能 力又将产生新的缺
。

降水过程与起调水位

年全流域最大 天降水
,

虽不及 年
,

。飞 ,

但最大 天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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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为 和
,

均高于 刁年
。

特别是湖西地区与北部苏锡常地区 天降

水超过百年一遇
,

致使太湖平均水位突破 年
,

达
,

反映了时间分布上集

中的降水过程更应加以提防
。

由于流域内洪水调蓄能力取决于灾害性降水过程来临时湖泊

基础水位以上的容积
,

即起调水位
,

且流域内湖泊都属宽浅型
,

水量主要决定于水深
。

年洪水来势较缓
,

且 月初起调水位仅
,

而 年 月 日第一次暴雨过程开始

太湖起调水位高达 太湖水位每变化
,

湖水体积就相应变化 护
。

所以

设计太湖的调蓄能力
,

必须充分考虑到起调水位的可能变化幅度
。

在 目前还必须重视海平面

上升对太湖起调水位的影响

太浦河泄洪能力

太浦河工程从防洪 目的来说
,

是为太湖洪水与部分杭嘉湖地区涝水提供顺畅通道
。

近年

来洪水水情表明
,

太浦河的实际功能要达到工程设计 目标 ①
,

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 如按

刁年型洪水

太浦河 一 月应承泄太湖洪水 最大旬平均流量 了
,

同时承泄

杭嘉湖北排涝水 , ,

共 只 年的实际情况是 月 日一 月

日 天内黄浦江外泄总量仅 闹
,

其中还包括湖西青松地区
、

吴江地区和杭嘉湖

东排涝水
。

据估算
,

年太浦河承泄太湖水仅 ‘ , , 〕。

再看
一

年情况
,

在太

浦闸关闭的情况下
,

平望水位 月 日以前仅 比南得水位低 一
,

使杭嘉湖涝水不能北

排 月 日太浦闸开启 孔
、

高度为 左右
,

流量 一 、 时
,

平望水位 已

高于南得水位 一
,

若 孔水闸全部开启
,

大量太湖洪水必然倒灌杭嘉湖地区 月

日平望水位
,

反高于太浦闸闸下水位
,

与太湖闸上水位之差在 以 内
,

若

在这一时期开闸放水
,

一方面泄洪量较小
,

对降低太湖水位无明显作用
,

另一方面将对湖西

区及杭嘉湖地区造成灾难性影响
。

如 月 日颇塘河水与两岸顶点只差 一
。

按设计要求
,

在上海市遇 台风高潮时
,

太浦闸短时间关闭
。

但 年 月 日至

日闸门关闭期间
,

特别是从 月 日太湖水位突破
,

达
,

经 月 日跃居最

高水位 峨
,

至 月 日 闸上水位仍高居 太湖闸开始少量泄水
,

太浦闸紧闭达

天
,

这一时期黄浦公园高潮位
,

属正常天文大潮位
,

并非台风高潮
。

年黄浦公园

台风高潮位曾达

承泄太湖洪水能力与水面比降

年 月 日一 月 日位于浦西
、

嘉东以上的 个区 总面积 内洪水

径流量 一 ,

经长江各闸外排长江 一 火 ‘ ,

其中太湖出流 刁 , 尽 〕。

因经

黄浦江下泄洪水受制于 出 口 潮位变化
,

目前尚无工程措施可人为加大泄洪量
。

所以若欲使太

湖洪水位控制在危急水位附近
,

出西太湖泄洪能力从 月 日一 月 日需增加
。

若 左右以下过水断面流量相当于 月 日一 月 日 一 时过水

断面的流量平均值
,

则西太湖外泄洪水需增加 倍左右
。

若遇 年型黄浦江水情
,

对上述

泄洪能力的增加要求就更高 当然
,

上述估计还应进一步细算
,

但其中揭示的问题是太湖泄

洪能力仍有缺 口
,

今后应在充分考虑长江
、

黄浦江下边界变化的基础上
,

研究太湖流域各出

① 水电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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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的泄洪能力
,

特别是在湖西引排及武澄锡引排 均为地区性引排工程 和望虞河过水断面

开足后
,

太湖洪水下泄能力 比 ” 年可增加多少
。

在低地感潮水网地区
,

水面 比降是限制洪水径流外泄的关键因素
。

与过水断面 比较
,

它

有两个特点 不能通过工程措施改变 , 年际变化大
,

主要看洪季是小潮
、

大潮还是风暴

潮
。

水面坡降的基础是区内各水文站的水位资料
,

考证表 明 ① ,

太湖地 区水文资料多反常现

象
,

如 年资料
,

太浦河芦墟一金泽相距
,

水位突然跌落近
,

而平望一芦墟相距

达
,

水位差仅
。

又如娄江从苏州青 口一浏河 口入江
,

当年 一 月排涝 沐

,

但水位从胃 口 一昆山下降 浏河 口 又上升
。

所以
,

对太湖平原各水文站的水尺的垂 向

运动要作系统厉史研究
,

在今后要经常性地进行长距离水位测量
,

特别是引测象佘山这种基

准点
,

及时发现和 校正地面沉降造成的水位数据异常
,

同时加强研究近几十年地面沉降对洪

涝灾害强度
、

濒率变化的影响
。

海平面上升与洪涝灾害发展趋势

太湖低地平原在大地貌上表现为四周高
、

中间低的碟形洼地
,

绝大部分地面位于平均高

潮位与低潮位之间
,

尤其是低洼农 田位于平均潮位与平均湖面附近 图
。

洪季上游面临高

湖面的压力
,

下游遭受高海面的入侵与顶托
,

是世界上对海平面上升最敏感的地 区之一
。

研

究表明
,

近 年来长江 口海平面与全球海平面变化一致
,

呈上升趋势
,

其速率为
,

平均高潮位上升更明显
,

达 团 未来 年上海的相对海平面上升的保守估计值在

一 之间闭
。

海平面上升及其对太湖低地平原的影响与区内社会与经济的长期发展战

略关系密切
,

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及有关部 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

“

蓄泄相济
,

以泄为主
”

历来是太湖流域的治水方针
,

而海平面的上升对区内洪水的蓄泄

都将施加极为严重的影响 目前
,

在沿长江南岸与杭州湾北岸的洪水外泄主要受制于各潮周

期 内开闸时间的长短与水位比降 在黄浦江
,

洪水径流的下泄受控于各潮周期 内涨
、

落潮流

之差 所以
,

研究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

要密切联系区内水利工程和水文形势特色
。

据初步研

究
,

海平面上升对区 内低地平原洪涝灾害的主要影响有如下几方面

提高黄浦江米市渡潮位

黄浦江是太湖流域各出 口水道中唯一 尚未建闸的干流
,

也是本区最主要的洪水外泄通

道
。

而米市渡潮位是直接决定黄浦江洪水径流外泄的主要水文参数
。

年洪季米市渡的

高潮位使太浦闸长期关闭的情况下
,

杭嘉湖及太湖下游平原区水位居高不下 实测数据表

明
,

米市渡高潮位与吴淞高潮位之间有显著线性对应关系 图
,

只是丰水年 年 及枯

水年 年 在不同水平上对应
。

一般说来
,

吴淞高潮位每上升 与
,

米市渡高潮位

相应上升 与 左右
,

米市渡高潮位上升的直接后果是提高其上游平原水网及湖

泊的最高水位
。

与高潮位不 同
,

米市渡低潮位与吴淞低潮位的关系一方面受吴淞低潮位的控制
,

另一方

① 朱国资 长江口基面考证
,

上海航道局设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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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水位与水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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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湖平原典型洼地的田面高程
、

面积及其与上
、

下游水位的对比

堪 间 冲
一 刃

压 。叮 妇 七

米市渡

吴淞

乃 斌刃

图 米市渡与昊淞
、

年各潮最高潮位之间的对应 月 日一 月 日

返 场 比 堪 代 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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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受 卜游来水与水位的显著影响
。

如不考虑单个潮周期内潮位与 游来水遭遇的随机情况
,

则海平面 升势必导致米市渡低潮位整体 的提高
,

其幅度与高潮位的提高大致相 当
。

低潮

位上 升对太湖低地平原的直接影响在于

显著提高低洼区农田的地下水位
。

现太湖平原低洼区地下水位在非洪水季节也仅

在 田面以下几十厘米
,

洪季则需人工排水降低地面积水

增大低洼田 的土地面积
。

如青松地区 目前低洼农田的高程为 以 下
。

一般丰

水季 如 年 月 日一 月 日 米市渡各潮最低潮位在 一 之间
。

太湖平原

高 程 在 一 之 问 的 低地 面 积 比 例很大
,

如松 江 县 就 有
,

占 总 耕地 的

缩短坪堤内洪季 自流泄水的时问
,

并降低其水位 比降
,

增加洪季排水及 降低非洪季

地下水位的机电耗资
。

对沿江建 ’泄洪通道的影响

除黄浦江外
,

太湖流域在长江南岸及杭州湾北岸的重要出 口 均 已建设挡 潮闸
。

图 是

年枯季与洪季两种不同潮型 「望虞闸的启
、

闭过程
。

图中闸下水位以浒浦闸下的潮位

代替
,

略低于望虞闸下的实际潮位
。

在操作上
,

洪季一般在落潮时闸下水位略低于 闸上水位

时即开始启闸
,

涨潮时在闸上
、

闸下水位逆转前闭闸
。

天文大潮及风暴潮这类短时间尺度的

海平面上升对于挡潮闸的影响通常是单向的
,

即导致开闸时间缩 短
,

开 闸时水位 比降减小
,

从而减少泄洪流量
。

但对于全球性海平面 匕升这种永久性基面抬升
,

则还要考虑流域中水文

形势的响应状况
,

因为决定开闸时间长短的是闸 匕 闸下的水位顺差的历时
。

如 年 月

日山于闻上水位高
,

闸下最高潮位低
,

一个 潮周期内开闸历时长达 图 而 月

日闸上水位低
,

闸下最高潮位高
,

开闸时间仅 仆 图
。

如海平面上升
,

同时闸上水位

不变
,

则 月 日一潮中开闸时 将从 缩至 左右
。

事实上
,

作为对全球性海平面上升

的响应 太湖平原 内的河
、

湖水位也必然相应提高
。

为 了降低坪内水位
,

大量水向坪外水网汇

集
,

从而增高闸 卜水位
,

在更高水位的基础上维持闸上
、

闸下水位差与开闸厉时
。

但这一过程

在湖堤
、

河堤
、

坪堤工程上与机 电排水的耗资巨大
。

并且这一响应过程能否与海平面上升同

步
,

决定于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与工程投资能力
。

提高洪季太湖流域起调水位

海平面 升对太湖流域蓄水能力的影响在于提高区内河
、

湖的平均水位
,

从而洪季来临

时起调水位显著提高
。

就太湖而论
,

起调水位每增加
,

蓄洪量相应减少 护
。

若

考虑整个流域
,

蓄洪 量将减少 场
’多

。

这对太湖流域蓄洪能力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

年 月 日一 月 日 天洪季流域内水库
、

湖泊
、

河网调蓄水量 沐 二 , 。

结 语

综上所述
,

太湖流域的调蓄能力经历了近 年衰退过程
,

并正面临着 世纪海平面上

升的严重影响
。

所以必须在 目前十大工程的基础上
,

根据太湖低地平原水情的发展趋势
,

制

定新的工程对策
。

作者认为 今后几十年新的骨干水利工程应以提高流域出 处的泄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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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下水位

枷

,
时间

开开

闸闸闸 关关
闸闸闸闸

图 望虞闸 年 月 日 与 月 日 闸门启闭过程及与闸上
、

闸下水位的关系

伴 心 、 幽 卿
, ,

场 ￡ 沈

为 中心
,

主要应考虑如下三个方面

增加长江南岸
、

杭州湾北岸出 口 的机排能力
,

使闭闸时洪水外排能力提高
。

建立吴淞挡潮闸
,

提高黄浦江的净泄洪能力
。

黄浦江的净泄量 目前决定于落潮量与

涨潮量之差
。

测量数据表明
,

黄浦江米市渡涨潮量与潮差呈线性关系
,

一般变化范围在
‘一

。

长江 口为不规则半 日潮
,

如在吴淞建闸
,

则每夭能增 加数千万立方米

的泄洪量
,

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流域洪水径流下泄困难的局面
,

同时将大大改变上海都市内涝

及沿江两岸的防汛压力
。

当然这一工程耗资较大
,

涉及到资金 问题及其建成后对长江航道
、

港 口影响问题等等
。

确保与充分利用区 内调蓄能力
。

鉴于大面积恢复蓄水面积的困难性
,

今后在这方面

的工作主要用非工程措施
,

继续加强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行政方面的权威性
,

以科学与流域大

局为准则
,

保护与改善区内蓄水面积与过水断面 同时加强太湖流域长期天气预报研究
,

从

而更科学地控制洪季前区 内水库
、

湖泊的起调水位
,

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内洪水调蓄能力
。

致谢 沿海低地平 原的环咬变化与水利工程多年来一 直是作者感兴趣的 问题
。

由 国 家

教委科技 司资助的 “ 华水洪涝灾害现场调 查 ”课题 课题 负贵人陈吉余 使作者对这一 问题的

研究戊为可能
。

本课题 旨为 国 家
“

九五 ”攻 关项 目作一些 预研 究
。

文 中观点若有 不 当之处
,

敬

请国 内同仁批许指正
。

在 年洪水期赴江
、

浙
、

沪野外调查期 问
,

曾受到嘉 兴
、

湖洲
、

吴江
、

青浦
、

松江地方水利 局及太 湖局太 浦问有 关同志 的熟情接待与协助
,

并就共 同感兴趣的 洪涝

灾害与水利工程 问题进行 了机 为有益 的讨论
,

作者在此一并表 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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