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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提要 太湖流域是 中国最重要 的经济区 流域而积
,

六分之五为平原
,

有上海
、

无锡
、

苏州
、

杭州等重要城市 以太湖为中心和其周围的河网构成了流域水系的特点 治理和开发

的目标是防洪
、

供水
、

水资源保护和航运 治理的方案充分发挥太湖的调蓄作用
,

规戈」了十项骨干

工程
,

可使流域内收到十分显著的综合效益 其中以望虞河和太浦河最为重要
,

可以解决 上

游洪水的出路和从长江引水
,

缓解防洪和水污染的压力
,

建议及早兴建

一
、

引 言

现在
,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从 流域治理和流域开发 的角度来治理水环境 包括防

洪
,

除涝
、

治溃
、

防治水污染等 和开发水资源 包括城乡供水
、

水力发电
、

水运和水产

等
,

以求达到治本的 目的并实现最佳的社会效益

中国颁布的 《水法 》明确规定要依据政府批准的流域综合规划进行治理和开发 国务

院环境委员会中长期计划也明确要求通过流域治理和区域治理来改善水环境

太湖流域是以太湖为中心
,

以黄浦江为主要泄水道的一个中等流域 是以上海为中心

的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
,

面积

太湖流域内有 的面积为平原
,

地势十分平坦
,

地面坡降仅 一 编 平原中

有 的面 积是 水 面
,

包括众多 的湖泊 和河道 湖泊总面积达
,

总容积
,

常水位以下容积
,

其中太湖水而而积
,

容积 ’,

分别占湖泊

总面积和总容积的 和
,

对 流域水量调节起主要作用 多年平均 出人太湖的

水量为 ’

流域内河道总长度估计约 一 仪
,

平均河道密度达 一 大小河

流成网
,

形成了水利上的
“

河网
” 。

这种网状水系
,

不同于丘陵山区分枝状水系
,

其主要特

点是水流运动成网络状流动
,

河河相通
,

流向不定
,

问题 比较复杂

流域内水系大致以太湖划分
,

湖以西有著溪和荆溪水系
,

径流大部人太湖 湖以北有

沿江水系
,

连接长江和太湖
,

径流往复 湖以东为黄浦江水系
,

为太湖主要 出水河道 江

南运河贯穿沿江水系和黄浦江水系
,

起部分水量调节作用

流域年平均降水量
,

一 集中在 一 月 主要有两个雨季
,

即 一

月梅雨季
,

历时长
,

总量大
,

流域性洪灾主要 由梅雨造成 一 月 台风雨季
,

历时短
,

强度大
,

易造成地 区性洪灾
。

‘ 主要参考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
,

年

太湖流域管理局
,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休规划方案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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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以太湖为中心的湖群加上河网
,

构成了木流域水系的基本特点

二
、

太湖流域存在的水利问题

由于有优越的水利和水运条件
,

太湖流域历来是我国的经济富庶地 区
,

但是近代以

来
,

由于过度的开发湖泊水面
,

围垦成陆
,

造成蓄水和泄水条件的不断恶化
,

洪涝灾害 日

趋严重
。

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
,

人 口 的增加
,

用水量大量增加
,

水资源供需矛盾也 日渐发

生 工农业污水处理不及时
,

水体污染 日益严重 对这些间题的严重性分述为下

洪水和涝水蓄泄条件不足 容易发生洪涝灾害

水灾几乎年年有
,

较大的水灾三
、

五年一次 沿太湖平原有 的地面高程低于太

湖平均水位
,

即 以下
,

由堤防保护 在平原上有苏州
、

无锡
、

常州
、

嘉兴
、

湖州等五

个中心城市和沪宁
、

沪杭两条铁路干线
。

对平原 区的洪水威胁是 防洪方面存在的主要间

题
,

具体表现在 骨干河道太少
,

泄水能力差
,

一遇大水
,

水流奎阻
,

向两岸泛滥

太湖的调节作用缺乏控制
,

许多出人湖河道大都为 自然状态
,

影 响太湖调蓄能力

河道管理不善
,

水障严重 加剧了洪水威胁 据分析
,

五年一遇水灾损失约 亿

元
,

而五十年一遇洪灾损失达 亿元以上

水资源不足

本流域平均降雨量略高于长江流域
,

但土地开发程度高
,

耕地利用率达
,

又是

水稻的高产尽
,

因此农业用水量大
,

加上区 内水而多
,

蒸发量大
,

因此径流系数很小
,

仅
为长江流域平均值的

,

旅域内水资源量仅 , ,

按人 口平均仅 , ,

约相

当于淮河沐域的水平 , 遇 频率年
,

缺水 ,
·

一 ‘ 频率年
,

缺水 一

水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

水体污染严趁

表 太湖流域代表性河湖水质 单位

派 址 “玩

河河 湖 名 称称 榕解氧氧 化学耗级盆盆 氮 氮氮 挥发酚酚

太太湖中心心

太太湖北部部 一 一 一 仪卜刃

曹曹 懊懊 一
江江南运河 苏州 一 一习

、

江江南运河 杭州

黄黄浦江 上游

表 太湖流域主要湖泊富营养化情况 单位

五 岌 角

湖湖 泊 名 称称 总 磷磷 总 氮氮 化学耗氧盈盈

太太 湖湖 刃
,

一 】一闷 ‘‘

洲洲 湖湖

阳阳没湖湖 一刃 一
,

淀淀山湖湖 月

挑挑 湖湖

流域内年排放废水和 污水量约 ’,

即 未经处理
,

直接排人江河湖泊
,

加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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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约有 ’农业污水流人
,

江河湖泊污染十分严重 据最近流域水质评价
,

江河水质

绝大部份已降至地表水三级及其以下 太湖有 的湖面 已达到中富营养一富营养化程

度
。

河道污染情况和太湖等湖泊富营养化程度见表 一
。

三
、

综合治理方案

经过多年研究 结合当前经挤发展的需要
,

确定 防洪
、

供水
、

水资源保护和水运为流

域治理和元发 目标
。

,

方案的构思

根据上述本流域的水系特点
,

是以平原水网和湖泊相结合为中心 由于平原河道 比降

特别小
,

达到 厂一
,

。 ,

因此治理方案所采取的措施
,

对某一地区的 目标实施
,

必

然影响到邻近地 区 以至全 流域的 目标实施
。

为了统筹兼顾
,

不因为局部工程造成顾此失

彼
,

所以万案研究必须将全流域作为一个整休考虑
。

而为 了使 目标与措施得当
,

先按分区

考虑
,

然后并接
。

根据流域水系和地形特点
,

全流域可分为九个分区 见表 〕

太湖流域北滨长江
,

中有太湖
,

南抵杭州湾
。

因此方案研究的外部条件是 长江

是淡水
,

可 以排也可 以引 杭州湾是咸水
,

只能排不能引 以太湖作为流域排水

和洪水调蓄水库
。

各分区治理方案的措施为表 和图 所示
。

龟候河

长长 一
,

盖盖
又又 士

奋奋 毒 一瘫凌凌湖湖西区区 锡澄区区区
口 ,, 肚瓜

,,, 个个个个

浙浙西区 一一一 淀柳区区
几 , 它它

、、、、、

图 分区治理措施框图

咕 加

治理标准

防洪以五
一

年一遇洪水 年型 为流域治理标准各分区 以当地 一 年一

巡地 区暴雨为补充治理标准
。

流域治理防洪控制水位为表
,

各分 区地 区暴雨控制水位以

不超过 年实况水位为准
,

具休视各分区的条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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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太湖流域分区治理措施

分分区名称称 面积积 防洪除捞措施施 供水措施施 水资源保护措施施 航运开发发

太太 湖湖 调蓄洪水 增辟辟 作为全流域域 控制人砌污染贪 有限度地开发航线线

向向向向长江排水通进进 供水调节节 净化湖体水质质质

浙浙 西西 水库调洪
,

拓拓 水量有余
,,

控制污染派派 利用河道拓拓

俊俊俊俊人湖河道道 可以供太湖湖湖 浚开发航线线

湖湖 西西 水库及湖泊调洪
、、

山长江和太湖引水水 控制污染源
,

引引 利用河道拓拓

排排排排水人长江和太湖湖湖 水增加环境容 浚
、

开发航线线

幅幅 澄澄 河网蓄水
,

排排 山长江引水水 同上 区 同上区

水水水水人长江等等等等等

杭杭嘉湖湖 河网蓄水
,

排水人黄黄 由浙西区和太湖引水水 同上区 同上区

教教教教 江
、

杭州湾
、

太湖湖湖湖湖

阳阳 没没 河网蓄水 排排 山长江引水水 同上区 同上区

水水水水人长江等等等等等

淀淀 柳柳 河网蓄水 排排 山长江
、

太湖引水水 同上区 同上区

水水水水人黄浦江江江江江

浦浦 西西 排水人黄浦江
、、

由黄浦江和太湖引水水 控制污染源
,

排污人长长 同上区

长长长长江等等等 江
,

引水增加环境容盆盆盆

浦浦 东东 排水入黄浦江和杭州湾湾 山黄浦江和太湖引水水 控制污染源
,

排污人杭州州 同上区

、、、、、、 湾 引水增加环境容盆盆盆

合合 计计

表 太湖流域防洪控制水位

分分区名称称 代表水位站站 流域防洪控制水位位 年实况水位位

太太 湖湖 西 山山 士士

浙浙 西西 平均

湖湖 西西 平均

锡锡 泣泣 无 锡锡

杭杭鑫湖湖 平 望望
一

阳阳 泣泣 弃 兴兴

淀淀 柳柳 湘 城城

陈陈陈 墓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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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包括环境用水 本流域主要是农业用水
,

约 占总用水量 的
,

水稻

每亩需水量 。一 。耐 城市供水及环境用水约 山 总用水量的
,

约 ’ 农业

用水 以 年 保证率 为供水设计年 城市供水以 年 保证率 为

供水设计年 环境用水以 年为设计供水年 遇到更干旱年份
,

上述供水保证程度酌

减
二

求量平衡

防洪 年讯期 一 月流域总产水量 〕,

各分 区采取上述措施后
,

均

可以达到表 的控制水位
、

水量平衡见表

表 太湖流域设计洪水年水量平衡表

皿
一

项 目

太湖蓄水

沙

分区河网及水库蓄水

直排排人长江

经黄浦江人长江

排人杭州湾

盆

石

,

,

一

一三缨平

⋯ 黑

⋯ 沉
供水 太湖流域在冬春季农业用水甚少

,

河湖水量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

供水不

紧张 用水紧张的是在 一 月
,

由于农业用水量大
,

水资源供需发生矛盾 如遇到干早

年
,

则供需 矛盾更突 出
,

因此供水平衡 以 一 月供水期作为规划时段
。

年 一

月
,

除浙西山区有余裕水量 , 外
,

其余各区均不足
,

需从长江引水 经计算
,

总引

水量约
,

供水规划将全流域按水源特点分为两片 以太湖为中心 的需水和供

水区作为一片
,

包括表 中的湖西
、

杭嘉湖
、

浦东和浦西等四 区 以长江直接引水的

锡澄
、

阳澄和淀柳三区作为另一片
。

由于长江水量大
,

直接从长江引水的三 区供水水量不

受限制
,

因此为了简化分析工作
,

可以单独平衡
,

不在此赘述 第 片涉及约 万亩

的农 田灌溉
、

沿湖城市的供水
、

上海市郊 区用水和黄浦江环境用水
,

其水量平衡为表
。

表 太湖需水和供水区
,

水量平衡表
,

单位 ,

一 ,

用用水部门门 需水量量 供水来源源 供水量量

灌灌溉用水水 径 流流

沿沿湖城镇镇 有效降水水
,

黄黄浦江需水水 回归水水

河河湖底水水 长江引人人

合合 计计 合 计计

①上表为 年型 一 月供水量

②第二片三个分区水量不在其内

工程布局

大湖流域的治理
,

目前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

为防洪除涝和引水而兴建的堤防
、

水闸

和泵站遍布全流域‘ 航运 四通八 达
,

大小河道通 航里程 已 达 目前的问题在于

缺乏骨干工程
,

使大量而上的工程有
“

网
”

少
“

纲
” ,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

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

低
,

经常发生水旱灾害 治理和开发的骨干工程大都以太湖为中心进行布置 主要的有

续建环太湖大堤
,

长
,

高 一
,

并对沿湖 处 口 门大部设闸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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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太湖连接长江的望虞河 和连接黄浦江的太浦河 长

拓浚太湖和长江之 间的六条引水排水河道
,

设 ’,

的抽水泵站 续建浙西山区

人湖的导流工程和杭嘉湖平原向杭州湾排水工程 分区之间若干条河道拓浚

上述工程在 已往几十年已进行了相当程度
,

由于长期没有形成全流域统一的治理方

案
,

因此大部份工程都是半拉子工程
,

现在国家已批准了统一的治理方案
,

需要抓紧完

成
,

发挥效益

五
、

工 程 效 益

防洪

上述骨干工程完成之后
,

在遇到五十年一遇洪水
,

可以使各分区水位控制在表 的水

位以下
。

遇到超标准特大洪水
,

可以确保重点城镇的安全 仅防洪效益一项
,

年平均收益

达 亿元 按 年价格
。

供水和环境

利 用 沿 长江 座泵 站 抽水
,

在设计 干旱年 年型 供水期可 以 引 江 水
一 澎

,

相当于流域内水资源量的
,

满足全流域城乡生活和工农业用水
,

满足黄

浦江上游达到 一 , 的环境用水 由于所引水量仅 占长江 同期水量的 一
,

并有 回归长江口
,

因此不会对长江 口 的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

由于 目前长江的水质较好
,

加上太湖和水网的净化
,

引水可以使黄浦江上游水质的主

要指标提高一个等级 引水后同样可使沿湖城市的水环境得到改善

航运

骨干工程开挖或拓浚河道
,

这些河道都较现状的河道宽深
,

可以作为主干航

道的一部份 尤其是太浦河和望虞河开通以后
,

河道底宽达到 一
,

水深 一
,

可以进一步开发成为连接长江和太湖流域腹地又一条主干运河 另外
,

由于江河水位经太

湖泄水的调节
,

从而降低了洪水位和抬高了枯水位
,

通航保证率将明显提高
。

六
、

紧急工程实施意见

以上骨干工程虽都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
,

但要完建还需 多亿元投资
,

不是短期所

能达到 为了缓解流域防洪形势和改善供水和环境条件
,

除了正在进行的杭嘉湖平原排水

工程外
,

首先应开通望虞河和太浦河 两河开通以后
,

配合太湖蓄水
,

可以解决 的

上游洪水
,

使防洪形势大大缓解
,

同时从长江引水和向黄浦江供水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而

对于航运事业也提供了开辟一条新的主干航线的条件
,

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

应及早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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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大水面网围养鱼大旱之年夺得好收成

年 月 巧一 口
,

东太湖水产资源开发实验中心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对其下属的

两个承包实休进行现场验收
“

中心
”

领导小组组长
、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屠清瑛
,

副组长
、

苏州市水产局原局长许震寰和副组长
、

江苏省太湖渔管会副主任顾 良伟主持了验收 中科院原地学

部主任李秉枢和资环局副局长杨生等同志也参加 了验收
。

东太湖水产资源开发实验中心是今年 月

由南京地理与湖泊所联合苏州市水产局和江苏省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组成
,

下设东太湖水休农业试

验站和东太湖水产资源开发实验站两个实休 年两站 向
‘

中心
’

承包养殖水面 亩
,

鱼产量

万斤 经过抽样验收
,

水产资源开发站承包区平均亩产为 斤
,

达到了承包指标 水体农

业站也达到了包产指标 高产试验区亩产达 万 千余斤
,

继去年之后又一次突破万斤 去年长江

中下游一带遭受几十年未遇的大早和持续高温
,

东太湖水位下降到 左右
,

单位面积内的水体

容积下降了
,

溶氧也相应减少
,

给网围养鱼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持续高温期间
,

科技人员和

渔工 日夜守护在网围附近
,

随时准备采取应急措施
。

经过奋战
,

终于战胜了干早和高温夺得了好收

成

苏守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