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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世纪 %$ 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超过近 &$ 年来的任何 ’$ 年，年最高水

位出现近 ’$$ 年来的最大值；灾害性洪水年年都有，大洪水接二连三；洪水位明显偏高，大

洪水显著偏多，是有水文资料记载以来典型的丰水时期 (本文从水文、统计角度分析这 ’$
年里的洪水特征，探讨高水位形成的原因 (

关键词 洪水 鄱阳湖

分类号 )!*!(!

"$ 世纪 %$ 年代以前，鄱阳湖水位以 ’%&* 年的 "’ ( +’,（都昌水位站，冻结基面，与吴淞基

面的高差为 $ (’!!,）最高，其次是 ’%#! 年的 "’ (&#,，再次是 ’%+! 年的 "$ (#’,("$ 世纪 %$ 年代

的 ’$ 年中，超过 ’%&* 年和 ’%#! 年水位的有 ’%%&、’%%#、’%%% 年 ! 年，超过 ’%+! 年水位的有

’%%&、’%%-、’%%#、’%%% 年；此外，’%%" 年和 ’%%! 年的水位均在 "$, 以上，’%%’ 年和 ’%%* 年的水

位都在 ’% (&, 以上，水位较低的 ’%%$ 年和 ’%%+ 年，年最高水位也超过了 ’%,（警戒水位），创下

平均水位和最高水位均超历史之新纪录，引起诸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 (
本文通过实测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反映这 ’$ 年洪水的基本特征；从水文学角度，对其形成

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以供湖泊科学研究参考 (

$ #" 年代鄱阳湖洪水基本特征

$ ($ 鄱阳湖洪水形成、发展机制

鄱阳湖上接赣、抚、信、饶、修五河（七口）和区间（五河七口控制水文站以下，湖口水文站以

上无水文观测资料的区域）来水，经湖口汇入长江 (因鄱阳湖出流常受到长江的顶托，甚至出现

江水倒灌入湖现象，因此，鄱阳湖洪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五河（包括区间，下同）洪水影响，还

受长江洪水制约 (
一般年份，鄱阳湖流域（五河流域与区间）降水集中期较长江上中游降水集中期偏早 ’ . "

个月，五河洪水入湖后，引起鄱阳湖洪水上涨，尔后长江上中游出现洪水，流经湖口时对鄱阳湖

洪水下泄入江产生顶托，使鄱阳湖洪水进一步抬升，直到出现最高水位；随着长江洪水的下退，

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逐渐减弱，鄱阳湖洪水渐次退落，洪水位不断降低 (
一般情况下，鄱阳湖洪水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在五河洪水与长江洪水的共同作用下完成

的，涨水段由五河洪水控制，峰段与退水段由长江洪水控制 (大洪水，尤其是特大洪水，通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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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五河洪水与长江洪水相互遭遇条件下，如 !"#$、!"%&、!"’&、!""#、!""(、!""’、!""" 年洪水均

属这种情况 )
由此可见，鄱阳湖洪水的上涨速度主要受五河洪水制约，而洪峰水位的高低和洪水消退快

慢主要受长江洪水制约 )总的来说，鄱阳湖洪水量级大小与持续时间长短，主要由长江中游洪

水大小和高水位维持时间长短所决定 )
! )" 洪水位与洪水量特点

*+ 世纪 "+ 年代鄱阳湖年最高水位连续 !+ 年超过 !" )*(,（表 !），是近 !&+ 多年来（!’(# 年

以后）仅有的现象；!""* - !""& 年连续两年最高水位超过 *+ ) !’,，!""# - !""( 年连续两年最高

水位超过 *! )+*,，而 !""’ - !""" 年连续两年最高水位超过 *! )’*,，这种“姊妹型”大洪水频频

发生，而且一次比一次大的大洪水密集群发现象也是史无前例的 ) !+ 年中，年最高水位以 !""’
年的 ** )$*, 最高，以 !""% 年的 !" )*(, 最低，平均 *+ )(!,)

表 ! *+ 世纪 "+ 年代历年水位特征值

./0)! .1234/5 6/789 58:85; 3< !""+;，=>1/<? @/A8

年 份 !""+ !""! !""* !""& !""$ !""# !""( !""% !""’ !"""
最高水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数 ’ !( *+ (! !* &( $# !( "$ ("
!*+, 天数 + + !+ # + *’ &! + ’% $$
!*!, 天数 + + + + + !% * + (" !"
!**, 天数 + + + + + + + + !% +

*+ 世纪 "+ 年代中，年最高水位出现在 ( 月下旬 - ’ 月上旬，绝大多数年份出现在 % 月（’
年），出现在 ( 月下旬和 ’ 月上旬的各 ! 年（表 *），平均出现时间为 % 月 !# 日，较多年平均出现

时间（!"#+ - !""" 年平均为 % 月 !% 日）偏早 *B，较年最高水位出现时间最迟的 ’+ 年代偏早

!$B)
表 * *+ 世纪 "+ 年代历年各级水位出现时间

./0)* .3,8 >C >44D998<48 >C B3CC898<7 6/789 58:85; 3< !""+;，=>1/<? @/A8

出现时间（月 )日）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最高水位出现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终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日 %)% % )’ ( )*# % )!% ( )*# % )#

" )*
终日 %)!( % )!* % )*! ’ )!( " )!" ’ )"

" )"
*!, 初日 ()*’ % )*$ ( )*(

% )*&
% )!$

终日 %)!& % )*# % )!*

" )!+
’ )!

**, 初日 %)*%
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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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世纪 #" 年代内，鄱阳湖年、月平均水位均呈上升趋势（图 $）%年平均水位以 $##& 年

的 $’ %"() 最高，以 $##( 年的 $* % *#) 最低，$" 年平均水位 $+ % !#)，较多年（$#(" , $### 年）平

均水位偏高 " %*’)%

图 $ !" 世纪 #" 年代都昌站年、月平均水位过程线

-./%$ 0123.2456)782，5789456)782 :38/7 ;5<91/98=;: .2 $##":，>?@;82/ A3 %

鄱阳湖入湖洪水来自五河与区间，!" 世纪 #" 年代入湖年最大流量（五河控制水文站流量

十区间计算流量，区间入湖流量采用四水源的新安江模型计算），以 $##& 年的 B C $"+)* D : 为最

大，其次是 $##* 年的 ( %#B C $"+)* D :；以 $##$ 年的 $ % BB C $"+)* D : 为最小，其次是 $### 年的 ! %
"$’ C $"+)* D : %出湖最大流量以 $##& 年的 * % $# C $"+)* D : 为最大，其次是 $##* 年的 !E+( C
$"+)* D :；以 $##’ 年的 $ %"’ C $"+)* D : 为最小，其次是 $##$ 年的 $ % $ C $"+)* D :（表 *）% $" 年中有

+ 年出现长江洪水倒灌入湖现象，年最大倒灌流量以 $##$ 年的 $ % *B C $"+)* D : 最大，$##’ 年的

+$+")* D : 次之，再是 $##+ 年的 !&B")* D : 和 $##" 年的 ’!*)* D : %$##$ 年最大倒灌流量列近 (" 年

来的第 $ 位，倒灌水量（约 &! C $"&)*）列近 (" 年来的第 ! 位（仅次于 $#(& 年的 #* C $"&)*）%
表 * !" 世纪 #" 年代各年最大入、出湖流量

F8G%* 08H.)?) .2=?3，1?3=?3 I14?)7 .2 $##":，J1582/ K8L7

年 份 $##" $##$ $##! $##* $##+ $##( $##’ $##B $##& $###

入湖 流量（)* D :） *!&"" $BB"" *!("" (#B"" +’""" (*+"" !$’"" *B&"" B"""" !"$’"

出现时间 ’%$( ( %!* B %+ B %+ ’ %$B ’ %!’ B %! B %$$ ’ %!’ B %$’

重现期（8） * $ * !" ’ $$ ! + +" !

出湖 流量（)* D :） $!*"" $$""" !"*"" !+("" !!("" !+""" $"’"" $B*"" *$#"" $(&""

出现时间 ’%$& + %* + %* B %B ’ %!" ’ %!# & %!! B %$* ’ %!’ # %(

由于鄱阳湖具有巨大的调蓄功能，故鄱阳湖洪水周期较长，洪水上涨速度主要由入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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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和短时段（如!!!!"#）入湖洪量共同决定，而洪水上涨幅度则主要由长时段（如!!"$%#）

入湖洪量和湖盆调蓄洪量共同决定 &
’% 世纪 (% 年代最大 $#、)# 入湖洪量以 !((* 年最大，!(($ 年次之；最大 !"#、$%# 和 +%# 入

湖洪量仍以 !((* 年最大，以 !((" 年次之；而最大 (%# 入湖洪量则以 !((" 年最大，!((* 年次之

（表 ,）&
表 , ’% 世纪 (% 年代历年入湖洪量及其频率

-./&, 0122# 3214567 .8# 9:6;468<=67 =8 !((%7，>2?.8@ A.B6

年 份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最大

(%#

洪量（!%*5$） "),&( +*) &* *(! &$ !%’( &( (), &’ !’*! &( "$( &! ),( &’ !!"* &+ )() &*

重现期（.） ! ’ $ " , !) ! $ * $

! &" 与其它年代洪水位比较

以 !% 年平均水位论，(% 年代分别较 "%、+%、)%、*% 年代偏高 % & $+5、% & +(5、% & "+5 和 %C!*5
（表 "），表明 (% 年代平均水位居近 "% 年来之首；自 +% 年代至 (% 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呈稳定

抬升态势，上升速度最快的是 )% 年代至 *% 年代，其次是 *% 年代至 (% 年代，再次是 +% 年代至

)% 年代 &从表 " 中还可以看出，在近 "% 年内，+% 年代至 )% 年代为鄱阳湖贫水时期，*% 年代至

(% 年代为鄱阳湖丰水时期，其交替变化周期约为 ’% 年 &
表 " ’% 世纪 (% 年代平均水位与其它年代比较（5）

-./&" D25E.:=728 29 56.8 F.G6: 163617 /6GF668 !((%7 .8# 2GH6: #6<.#67

年 段 !("% I !("( !(+% I !(+( !()% I !()( !(*% I !(*( !((% I !((( !("% I !(((

平均水位 !$&($ !$ &+% !$ &)$ !, &!! !, &’( !$ &($
与多年平均差 % J %&$$ J %&’% % &!* % &$+ %
与 (% 年代差 J %&$+ J %&+( J %&"+ J %&!* % J %&$+

从年最高水位看，(% 年代分别比 "%、+%、)%、*% 年代平均偏高 ’ & %)5、’ & ’$5、! & +*5 和

!C"!5（表 +），说明 (% 年代年最高水位的抬升幅度远较平均水位大得多，是 (% 年代大洪水增

多，高水位持续时间加长的客观反映 & ’% 世纪后半叶共出现 !$ 次最高水位超过 ’%5 的较大洪

水，其中有 + 次出现在 (% 年代，占 ,+ &’K；最高水位超过 ’!5 的大洪水共 + 次，, 次出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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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占 !! "#$，表明 %& 年代是 ’& 世纪后半叶水情最恶劣的 (& 年 "
表 ! ’& 世纪 %& 年代洪水位与其它年代比较

)*+"! ,-./*012-3 -4 45--6 578752 +79:773 (%%&2 *36 -9;70 67<*672

年 段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水位 (& 年平均值 (?"=@ (? "A? (? "%A (% "(& ’& "!( (% "((

均值（.） 与多年平均差 B &"=# B &"#A B &"(? B &"&( ( "=& &

与 %& 年代差 B ’"&# B ’"’A B ("!? B ("=( & B ("=&

!(%. 年数 ’ @ ! @ (& ’!

!’&. 年数 ( ’ ’ ’ ! (A

!’(. 年数 ( & & ( @ !

!’’. 年数 & & & & ( (

! "" #$ 年代洪水频率估计

鄱阳湖不仅具有很大的调蓄能力，而且其出流受到长江的严重顶托，因此，鄱阳湖洪水频

率既不能用出湖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频率表示，也不宜用入湖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频率表达，只能

用洪峰水位或年最高水位的频率描述 "
但正如前面所述，鄱阳湖年最高水位呈显著的抬升趋势，况且造成其抬升的原因不完全是

降水，还有决口圩堤减少，江湖沿岸洼地围垦、江湖（长江与鄱阳湖）关系改变等与人为因素有

关的其它原因，故不宜用实测的年最高水位序列直接进行频率分析，而需要将历年最高水位还

原到目前湖泊环境条件下，利用构造成的新年最高水位序列，进行频率计算与分析 "
通过建立包含入湖河流圩堤决口流量还原、湖泊洲滩港汊围垦、湖周圩堤决口、江湖关系

（出湖流态）变化等因素在内的鄱阳湖洪水计算模型［(］，将历年最高水位换算成 %& 年代末湖泊

环境条件下的最高水位，再用 C B!曲线进行频率模拟，得到 %& 年代历年洪水的频率与重现

期（表 #）"其中 (%%? 年洪水的重现期为 =& 年，比 (%=@ 年洪水的重现期短 ?= 年，表明 (%%? 年洪

水量级远小于 (%=@ 年洪水 "
表 # ’& 世纪 %& 年代历年洪水频率估计结果

)*+"# D291.*976 45--6 -<<E0073<72 407FE73<172 13 (%%&2

年 份 (%%& (%%( (%%’ (%%A (%%@ (%%= (%%! (%%# (%%? (%%%

还原最高水位（.）

出现频率（$）

重现期（*）

(% "A?

@# "?

’

(% "##

A? "?

A

’& "#&

’& "=

=

’& "’&

’% "=

A

(% "?=

A# "&

A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年代高水位形成原因的探讨

’& 世纪 %& 年代鄱阳湖水位为何异常偏高？各家众说纷纭 "作者认为其形成原因主要有 A
个方面：一是长江流域汛期降雨时空分布变化，有利于上中游洪水遭遇；二是江湖关系的改变，

有利于提高鄱阳湖洪水位；三是湖泊洲滩港汊的围垦，促进了鄱阳湖水位的抬升 "
% "! 长江流域降水时空分布变化是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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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为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湖水位高低主要由长江中游水情控制，因而长江流域降水

时空变化对长江中游水情控制，因而长江流域降水时空变化对长江中游水情的影响，是决定鄱

阳湖水位演变方向的关键因素 !
根据文献［"，#］提供的资料，分析长江中游地区降水时间集中程度的变化和长江上、中游

降水时相关系的变化，得到以下两方面的结果：

（$）长江流域（分上、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中游，%& 年代降水时间集中程度显著提高，主

要表现在：虽然 ’ ( $& 月总降水量增加趋势不明显，但 ) ( * 月（尤其是 + 月）降水量大幅增加，

占年降水量的比例明显提高（表 *）!
表 * 长江中游降水量及其集中程度的变化!

,-.!* /0123435-5367 -78 26721750-5367 5391 37 5:1 4-;5 <& =1-0; 37 5:1 9388>1 01-2:1; 6? @-7A5B1 C3D10

时 段
’!$$ ( )!$&

（99）

) !$$ ( *!"&
（99）

*!"$ ( $& !#$
（99）

’!$$ ( $&!#$
（99）

全年

99

)!$$ ( *!"&
占全年（E）

$%<& ( $%<% 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年代距平（E） F ’!’ $+ !’ F $# !* " !’ < !$ $$ !*

! 以九江、南昌、武汉、岳阳、长沙、常德、宜昌、恩施 * 站平均值代表长江中游［#］!

在长江流域，) ( * 月是洪水形成的关键期，+ 月则是最容易造成上、中、下游洪水叠加的时

期，这段时期降水增多，集中程度提高，必然造成洪水加剧，水位升高，是造成 %& 年代鄱阳湖洪

水位偏高的降水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
（"）长江中游降水集中期推迟，致使长江上中游洪水遭遇程度提高 !具体表现为：长江上游

降水最集中时期在 <& ( %& 年代，都在 + ( * 月［"］（长江上游降水量以南充、重庆、成都、宜宾、西

昌、会理、丽江 + 站平均值代替）；而中游降水最集中时期 <& ( +& 年代在 < ( ) 月，*& ( %& 年代

则后移到 ) ( + 月（表 %）!在旬降水量过程线上，<& ( *& 年代长江上、中游平均曲线为反相关系

（图 "-），到 %& 年代则为同相关系（图 ".），使得长江中游洪水位明显提高（图 "），是造成 "& 世

纪 %& 年代鄱阳湖洪水位远较 <& ( *& 年代高的降水方面的又一重要原因 !
表 % 长江中游降水量占年降水量比例大于 <E的时间分布［#］

,-.!% G3;503.H5367 6? 40123435-5367 26721750-5367 5391（ I <E）37 5:1 9388>1 01-2:1; 6? 5:1 @-7A5B1 C3D10

年 ’ 月中旬 ’ 月下旬 < 月上旬 < 月中旬 < 月下旬 ) 月上旬 ) 月中旬 ) 月下旬 + 月上旬 + 月中旬 + 月下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湖关系恶化是重要因素

鄱阳湖与长江水力关系密切，近 "& 年来，江湖关系正在朝着对鄱阳湖顶托作用增强，湖口

泄洪能力衰退方向发展 !具体表现在长江中游洪水位不断升高，且长江中下游同水位下的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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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上、中游降水时相匹配关系的变化

"：#$ % &$ 年代平均 ’：($ 年代平均

)*+,! -."/+01 23 4"56.07 5*4089:06*9*5"5*2/ :0;"5*2/1 */ 5.0 <990:，4*77;0 :0"6.01 23 5.0 ="/+5>0 ?*@0:

能力降低，对鄱阳湖泄流的顶托作用加强 ,
（A）长江中游洪水位上升 ,以汉口水文站代表长江中游，其年最高水位在近 B$ 年内呈明显

的上升趋势，如 &$ 年代较 C$ 年代平均升高 $ , (A4，($ 年代又比 &$ 年代平均升高 A , $D4（表

A$），表明长江洪水对鄱阳湖出流的顶托作用在近 B$ 年来逐渐加强，是造成鄱阳湖 ($ 年代高

水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
表 A$ 长江中游汉口站年最高水位变化（4）

E"’,A$ F//<"; 3;227 ;0@0;1 */ 5.0 4*77;0 :0"6.01 23 5.0 ="/+5>0 ?*@0:，G"/+H2< I5 ,

年段 A(#$ % A(#( A(J$ % A(J( A(C$ % A(C( A(&$ % A(&( A(($ % A((( A(#$ % A(((

最高水位均值 !# ,C& !# ,D# !# ,!J !J ,AC !C ,!A !# ,(C
与多年均值差 K $,A( K $,#! K $,CA $ ,!$ A ,!D $
与 ($ 年代差 K A,DB K A,CJ K A,(# K A,$D $ K A,!D

（!）长江中下游过水能力衰退 ,以八里江水文站和大通水文站过水能力代表长江中下游过

水能力，其 中 大 通 水 文 站 AD4 水 位 时，A(#D 年 的 流 量 为 #(!$$4B L 1，而 A(($ 年 的 流 量 为

#JC$$4B L 1，A(($ 年比 A(#D 年减少 !#$$4B L 1，减小 D , DM；AJ4 水位时 A((& 年流量较 A(#D 年减

少 DD$$4B L 1，减小 # ,(M［D］；湖口水位与八里江流量关系也有明显左移现象!，表明长江中下游

同水位下的泄流能力明显降低，必然造成湖口附近长江段水位涌高，对鄱阳湖出流的顶托作用

加强，也是造成 !$ 世纪 ($ 年代鄱阳湖水位偏高的重要原因 ,
! ," 湖泊围垦起了重大作用

计算表明，如果将鄱阳湖 B$$H4! 的洲滩或港汊进行围垦，可将 A(#D 年型洪水的洪峰水位

抬高 $ ,!C4 % $,BD4［#］，说明围垦会明显地抬高鄱阳湖洪水位 ,
鄱阳湖 !$ 世纪 ($ 年代洪水位偏高，与近 #$ 年来（主要是 #$ % C$ 年代）大量围垦致使湖面

积缩小，湖容积减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但 &$ 年代以后鄱阳湖围垦甚少（&$ % ($ 年代共围垦 ##H4!），然而 ($ 年代洪水位远较 &$

年代偏高，围垦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分析表明，造成鄱阳湖 ($ 年代洪水位显著高于 &$ 年代的

(!BD 期 闵骞：!$ 世纪 ($ 年代鄱阳湖洪水特征的分析

! 《长江流域 A((& 年暴雨洪水调查分析报告》，长委水文局，!$$$ 年 AA 月 ,



关键原因，是长江上、中游地区主汛期降水量 !" 年代明显多于 #" 年代（表 $$）%
表 $$ 长江上中游地区 #"、!" 年代降水量差值（&&）!

’()%$$ *+,-./.0(0.12 3.44,+,2-,5 ),06,,2 $!!"5 (23 $!#"5 .2 07, 8//,+，&.339, +,(-7,5 14 07, :(2;0<, =.>,+

时段 ?%$$ @ A%$" A %$$ @ #%B" # %B$ @ $"%C$ ? %$$ @ $" %C$ 全年

上游

中游

D E%?

$B %F

?$ %B

F" %E

$! %E

D #A %F

EE %C

D C %E

C? %E

E$ %F

! 结语

洪水是湖泊系统最为敏感的介质，它不仅影响湖泊水量、水质、泥沙等水文特性，还对水

生、湿生及陆生、动植物等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是湖泊科学研究中极为关注的要素之一 %
本文较详细地分析了鄱阳湖 B" 世纪 !" 年代的洪水特征及其成因机制，希望能有助于鄱

阳湖湖泊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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