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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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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胡沾研究所 

提要 根据太湖湖 区及环潮河道主要测站 的历年水文气象 资料 ，分析探讨 了太湖的径 

流、水位、增减水现象和河胡流向等水情特征，为台理利用和保护胡泊水资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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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环太湖巡浏线及湖区主要测站 

Fig-1 Main stations in observation route around 

，r u Lake and Talhu Lake a a 

太湖古称“震泽”，叉名“笠泽” 太湖 

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边缘，地跨 

苏、浙、皖三省和上海一市。全流域面积 

为 36500km ，太湖位于其流域中心。在 6 

个站点的历年平均 水位 3．07m(昊淞基 

面)时，湖 水 面 积 为 2338km““，容 积 

46．89×10 m ，平均水深 2m左右 ．换水 

周期 299d，为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 

一

、 太 湖 水 系 

太湖平原地形 自西向东倾斜 ，太湖 

水系以太湖本身划分为上、下游 ，南、北 

分别以吴江县的新运河和无锡县的直湖 

港为界 ，以西河道 (含新运 河和直湖 港) 

以入湖 为主为上游 ，以东河道 以出湖为 

主为下游。环太湖巡测线主要河道及湖 

区的测站分布见图 1。 

1．上游来水水系主要有两路 

(1)南路水系，以苕溪为主，苕溪水系又分束、西两支 ，东、西苕溪分别发源于浙西天 目山 

的南、北麓 ，其河长为 165和 145km，汇集天 目山地区的径流于湖州汇合，主流由大钱口、小 

梅 口等描湖港浚入太湖 其次 ，长兴西北的 山溪汇为台溪，经夹浦等港渎入太湖。苕溪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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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寰静秀：太胡水情特征 

溪流域面积为 7000km ．总流量的 7o 入太湖 

(2)西路水系，以荆溪水 系为主 ，荆溪水系又称南溪水系，发源于茅山和苏、皖、浙三省交 

界处的界岭山地．主流为宜溧运河 、西{，L、东{，L，在大浦口入太湖 本区的洮湖、漏湖经太漏运 

河等河港在百渎口、直湖港等各港渎入太湖。西路水系的流域面积约为 8000kin。．总流量的 

9O 以上入太湖。 

2．太湖去水水系 

太湖出水 口主要分布在太湖的东半湖岸 ．位于西太湖 的梁溪 口、沙墩港 、胥口和东太湖 

的瓜泾口、太浦河 口等 ．这些河港排出的太湖水．几乎都先经纵贯流域南北的江南大运河 ，然 

后再由望虞河、测河、吴淞江 、黄浦江等通江河道排入长江。在十大骨干工程尚未实施的现 

今．太湖的出水量主要集中在东太湖 ，以历年平均计 ，东太湖的出水量占太湖总出水量的 

65 左右．故黄浦江为太湖最大的泄水河道 

二、太湖水情特征 

1+环湖河道众多，但其流量均较小 

环太湖与内河相通的河港众多 ，多年来 ，苏浙两省水利部门进行环太湖巡测的河道多达 

140条左右，对其中较大的 l6条河流设立了水文站进行常年观测。这里假定由环太湖巡测 

线所包围的区域称为太湖湖区。由环太湖河道历年流量(表 1)看出：上辩河道的入湖区流量 

表 I 环太湖主要出^湖河道年平均滴量(m ／s) 

Tab．1 Aluu l m~iIB discharge ofⅡ擅 jn oz flow and inflow rivers arotmd Tz~hu Lmke 

柬 系 最大 年份 最小 年 份 资 料 

t 

年 限 年 披 

1954、1956 苕谖 西苕谖 太 湖 是 抗长桥 【26．8 62．O 1954 2．44 1988 31 
l96o-_1988 

苕 棰 皂几东端 太 朔 惦寡埠 13．8 29．4 1973 2 39 1964 1962--1988 27 

鞠 区 长 港 太 期 长兴(二) 13．0 l983 —0．017 1978 1978--1988 11 

南 棰 宣北河 东 执 宣 (张) 8．59 17 7 1987 1986 1982—1987 

上 南 棰 城北}町 求 {jL 直 (福) 5．79 11．0 1987 3．25 1986 1982一l987 6 

甫 谖 碱坷 东 j，L 宣 (关) 1．33 2．63 1987 1986 l982--1988 

南 攫 袱谖河 隶 j，L 宣 (袱) 13．5 27．6 1956 1．98 l981 1955—1988 34 

南 棰 城南河 东 机 宣兴(城) 8．66 17．2 1987 2．05 198l l979—1988 10 

* 1954--1966 南 棰 南仓河 东 执 宣*(南) 7
． 92 l6．9 1959 1968

-- 1988 

1957—1966 南 犋 槽桥河 太 湖 槽 桥 7
． 1O 13．5 1969 1．2l 1959 31 1968

— 1988 

南 棰 走福运河 太 ii孽 寅慧桥 IO．g 16．0 I975 I986 l073一I 988 l6 

南 棰 直湖浩 太 湖 白芍山 11．9 1972 5-41 1977 1967--1988 22 

1崭区 鬃谖河 大运河 蕾 桥 13．1 1983 1979 1929—198B l0 

1954—19S7 胡 区 月城河 大运河 望事(月) 9
．46 19．7 1983 2．61 1968 1959

— 1988 

游 湖 区 瓜泾蒋 吴凇江 瓜泾口 17 2 47．5 l954 4 75 1978 195‘一1988 35 

湖 区 太浦河 冀浦江 平 望 l14 l977 29．5 l978 1968—1 98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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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的为西苕溪 吴兴 (杭长桥)站 ，历年平均流量 为 26．8ra ／s，历年最大肆平 均流量 为 

62．Om ／s(1954年)．其余河道，历年平均流量都小于 14．Om ／s，可见，太湖上游河道的流量 

均不算大；在出湖区河道中，以太浦河的平望站为最大．历年平均流量 7O．6m。／s，历年最大 

年平均流量为 114m。／s(1977年)，其次为瓜泾港的瓜泾1：3和月城河望亭(月)站 ，历年平均流 

量分别为 17．2和 9．46m ／s．其余河道．历年平均流量均小于 10．0m ／s。 

2．进出湖径流总量 

由上所述．太湖上游各入湖河道的流量虽不算大，但由于入湖河道众多(进行巡测的就 

有 83条)．上游的流域面积较大 ，约 15000kmⅡ ．径流量的 7o一9O 入太湖 ．故太湖的入湖 

径流总量较大 ，由“环太湖进出水量分析 表明，包括区间和湖面产水量在内，1966--1988 

年平均净入湖总流量为 1 63m ／s，即历年平均净入湖径流总量为 51．4×10 m ．平均出湖径 

流总量为 51．2×10 m。。故在多年平均情况下。入湖和出湖的径流总量相平衡。 

由于汛期(5—9月)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 6O 。1966--1978年太湖流域汛期面平均 

降水量 x 与其年均净入湖总流量 包 的关系式为 ； 

Ql： 口+ 

图2 太湖历年月平均降水量 、̂ 湖河遭总流量 Q年内分 

配百分 比和月平均水位 日 年过程 

1．̂ 嘲河遭总流量 Q(1966--1988年)I2．吴漤站降水量 

x(19s4—1988年){3．太 湖六 站平 均水 位 H (1954— 

1988年 ) 

Fig．2 Annual o3ul~ of percentage in year distribution of 

secular monthly mean rainfall X ，inflow total dis． 

charge Qand annual course。f secular monthly nle~n 

water level H in Taihu Lake 

【1) 

二 者 呈直 线相 关@，其 中 n 

=一 128．40。6=0．43，相关系数 y 

=O．946，由相关系数检验表查得， 

n (13— 2)一 0．684，故 y= 

0．946> 7口lⅡ1(11)： 0．684，可见 

两者关系相当密切。据式(1)由汛 

期 面 平 均 降 水 量 x 延 伸 了 

1954--1965年 的净入湖总流量系 

列 ，如以 1954--1988年计算 ，则平 

均净入湖总流量 Q 为 181．93m’／ 

S，即平均净入湖径流总量为 57．37 

× 10。m 

3．径流年 内分配和年际变化 

太湖为雨源湖泊，入湖径流的 

变化与流域降水量的变化息息相 

关。 

(1)径流年内分配 由图 2可 

见，就多年 平均而言，入湖河道总 

流量与月平均降水量的年过程基 

本相应，其最小值出现在桔水期的 

西苏省水文总站．中国科学侥南京埯理与期怕研究所．环太诲进出水量舟析．1990． 

中茸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西苏省水文总站 ．太期求情和设计^期瘴量分析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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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和 1月份 ，仅占年总量的 1．4—1．7 2月起 ，降水量开始增加，入湖河道总流量也随 

之上升，直至 6月前 后置梅雨季节 ，降水量达最大 ，而入湖河道总流量的峰值}lI}后于降水 1 

个月，7月份达最大 ，占年总量的 19 ；6月次之，为 15 。7月中旬前后，梅雨结束，因副热 

带高压控制本区，降水量逐渐减少，8月份的降水量和入湖河道总流量则出现一低谷。8月下 

旬一9月该区受台风影响，9月份的降水量和入湖河道总流量均占全年第三位。10月起，降 

水量又不断减少，至 12月和翌年 1月，降水量和入湖河道总流量均最小，2月起又复上升。 

(2)径流年际变化 从图 3可清楚看出 净入湖总流量的多年变化大体上与年降水量的 

多年变化相应 ，其峰谷基本一致 。例如 1954年湖区平均年降水量最大(1 519mm)，年净入潮 

总流量也最大 (370m ／s)；而 1978年年 降水量最小 (595mm)，年 净入湖 总流量也 最 小 

(O．76m ／s)，为特枯水年 可以看出，降水量前者约为后者的 2．6倍 ，但净入湖总流量前者却 

为后者的480倍 这是因为丰水年降水量大于蒸发量，而枯水年则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因此， 

净入湖总流量的车枯变幅远大于年降水量的变幅 

图3 太湖年降水量 x、年平均水位甘和年净入胡总谪量a 多年变化 

1．胡区四站平均年雨量 X，2．胡区六站年平均水位 H，3．年净入胡总谎量a 

Fig，3 Year—to-year variation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X ，më annual watt1"level H  and 

annual net amount of flow discharge Q in Taihu Lake 

4 河湖流向顺逆不定 

太湖平原地势平坦，湖荡密布，潮港交织 ，河河相通，为典受的平原水网区。水面 比降较 

小，由于江、河、湖泊水位涨落的不一，或受气象要素和人类活动引灌等影响，河潮流向常顺 

逆不定 ，即上游河道也常有湖水逆流入河道 ，下游河道也常出现河水倒灌入太湖．这里假定 

顺流量为+ Q，逆流量为一Q ，从 1987和 1988年环湖主要河道逐 日平均流量统计结果(表 

2)看出，除下游的太浦河平望站外，其余河道几乎都有不阿程度的逆流现象，其逆、顺流量之 

比值大于 10％的渊站有上游西苕溪吴兴杭长桥站、旄几东港的杨家埠站、长兴港长 (二) 

站、直湖港白芍山站和下游梁溪河蠡桥站。其中逆流最为明显的为上游西苕溪吴兴杭长桥站 

和下游梁溪河蠡桥站。在水情偏丰的 1987年 ，杭长桥和蠡桥站的逆、顺流量之比值分别为 

45％和 55，6；在水情偏枯的 1988年 ．其比值分别为 73 和 192％。可见，逆流量(一Q)d／顺 

．

J( u v ∞● 

【l 萋l 剐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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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Q)的百分比在枯水年大于丰水年 ，尤其是下游河道更为明显。 

表 2 环太湖主要河道年平均人湖 出湖流量 Q和逆 顺流量之比( ) 

Tab．2 Annual mean discharge of inflow and outflow and the ratio ( )between inverse 

f|ow lad florinalf|ow 0fthe m ||fl rivers arOllnd Tath u Lake 

l987年 (P= 17 ) 1988年 (P 70 ) 

承系 河名 站名 赢̂何处 Q̂ Q 器(％) Q Q＆ 磊(％) (
m ／3) (T【l ，s) (m ,／s) (m3／s) 

苕 氍 西苕 澳 昊 兴杭长 桥 太 胡 30 38 l3 77 螗 33 l8 4l 13．螗 

苕 溪 旄几束 港 辐寡埠 太 湖 20 19 2 16 11 32 2．53 22．35 

湖 区 长兴港 长兴(二) 太 湖 9．42 O．569 6 O4 5．24 1．422 27．14 

南 澳 宜北河 宜兴(张) 东 封L 18．22 0．601 3．30 

上 南 谩 城北河 宜兴(福) 东 封L 11．66 92 

甯 攫 城 阿 宜兴(关) 东 2．73 0．118 4．32 1 174 0．O25 2 19 

南 氍 撒澳河 宜 兴‘袱 ) 束 17．65 0．709 4．O2 12 91 5 34 

辨 南 淫 城南河 宜兴 (城 ) 束 1九 18 55 1．46 7．B7 0 852 

南 氍 南仓河 宜 c南) 束 {jL l 3 96 0．78 5．59 O 46 4．84 

南 澳 槽轿河 槽 桥 太 期 96 0．32 57 3 Bl 

南 澳 太桶运河 黄埝桥 太 湖 l1‘7 0 611 43 2．86 

南 攫 直湖港 白芍山 太 湖 13 B0 3 l5 22．83 l4．08 O 95l 6．75 

滟 区 粱溪河 蠡 桥 大运 河 11．95 54．98 191．64 

湖 区 月城 河 望事(月 ) 丈 运 河 l5．4 7 2 71 lO 81 6．85 

湖 区 瓜 泾港 瓜 撞 口 昊 教 江 O 025 17‘25 0．023 10．62 游 

朔 区 太捕 河 平 望 黄 {膏江 O 89 9 

下游粱溪河蠡桥站逆、顺流量之比值与水情的关系，从图 4可清楚看 出，一般丰水年净 

入湖总流量大，逆、顺流量之 比值就小，枯水年净入湖总流量小，逆、顺流量之比值则大。因为 

在丰水年上游来水量大，湖水位高 ，下游倒灌入湖的逆流量占出湖顺流量的比例小；而在枯 

水年则相反，净入湖总流量较小 ，湖水位低 ，由于引水灌溉等原因，倒灌入湖的逆流量占出湖 

顺流量的比例就大。 

逆、顺流量的大小及其年内分配详见图 5和图 6，图中流向以“一”为逆流，以“+”为顺 

流。可以看出，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河道，也不管是水情偏丰的 1987年或水情偏枯的 1988 

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逆流现象，有时甚至连续几个月都以逆流为主，见图 5中吴兴杭长桥 ， 

站 1987 1 988年的 l0一 l2月份以及图 6中蠡桥站 1987年的 l一3月和 7月，1988年的 2、 

3、6、7、9、10月。河潮流向如此顺、逆不定 ，表明了平原水网地区的重要水情特征之一。 

5．太湖水位 ‘j 

太湖水位站点较多，由于地形和气象要素等影响，不同湖区的水位不尽相同，这里选择 

位于太湖水域、系列较长、且有同期资料的大浦 口、百渎 口、望亭(太)、胥口、洞庭西山和吴磷 

6个站(图 1)的水位，作为分析太湖水位的依据。 

(1)水位年变化 如以历年月平均值年过程而言，水位年内变化与降水量和入湖河道总 

流量年内变化相应，只是其极值滞后于降水和入湖河道总流量 1—2个月(详见图 2和图 

7) 月平均最低水位出现在 2月，平均 2．8m 左右，3月起湖水位不断上升，至 7月达最高值 

(3．35m 左右)，8月份稍有下降，10月份则出现第二个高峰，为 3．27m左右，11月份起水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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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褒静秀：太潮水情特征 

逐渐下降．直至翌年 2月降至虽低值 。 

l5。 

图}粱溪河蠡桥站年均逆、顺流量之比}罢和太湖净入胡总流量 多年变化 
1．三戛， 2 干萄 

Fig．4 Year-to-year variati。n o{the rat_0 bet册 annua1 me丑n inver5e玎。w aI1d n0rma1 flow干-- Q 

in Li Bridge．Liangx[River and net amount of inflow discharge Q in Taihu Lake 

一  

E 

_̂lI ． 

987g 

／ j ．h ． r 二： ： 
、PH 』 

图 5 西苕溪吴兴杭长桥站 日平均流量年过程 

FSg．S Annual co~se ot daily discharge at St．1'Langchang Bridge(Wuxing)，gitiao Stream 

如以瞬时值计 ，太湖水域各站点的最高水位主要出现在 7一l0月，尤其是 7月、占 29～ 

43 ；最低水位一般出现在 l2月一次年 4月，尤以 2、3月为最多 

(2)水位多年变化 太湖水位的多年变化基本上也与降水量的多年变化相应 ，即年降水 

量大．八潮流量亦大，湖水位则高 ；反之 ，年降水量小 ，八潮流量亦小 ，湖水位则低(图 3) 6个 

站年均最高水位为 3．59m，出现在年降水量最大的 1954年 ，而最低水位 2．70m，出现在年酶 

水量最小的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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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 6 粱溟诃量桥站 日平均流量年过程 

Fig．6 Am~ual co~rse of daily discharge at St．Li Bridge．Liangxi River 

(3)湖水位变化平缓，水位变幅小 由表 3看出，太湖各站历年平均水位介于 3．∞一 

3．12m之间，历年最高 、最低水位分别变化在 4．73—4 98m和 1．76—2．25m 间。水位年变 

幅小，历年最大为 1．98—2．44m，最小为 0．75～1．1lm，平均为 1．26一lJ 76m。1954～】988 

年绝对变幅仅为 2．48—3．04m，说明太湖水位的年内变化和年际变化均较平稳 。这显然是 由 

于平原水网地区河湖水体溺蓄能力较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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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7 太湖历年月平均水位 H、降水量 年过程(L954—1988年) 

L．大{I冒口‘2．百滨 口}3．望亭 (太)；4．胥口I 5．{骨庭西山； 

6．吴漆站H}7．吴凄站障米量 

Fig．7 Annual COUT~ 。f secular month[y irlean leve1日 and rainfall X in Taihu Lake (1954--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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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裳静秀：太潮水情特征 

衰 3 1954--19|$年太湖木位特征值 (晏．凇基面以上米敷 

Tab．3 Characterist|c value ●f water level in Taihu Lake (1954— 1988) 

站 名 平均水位嚷高水位 日 期 峨低水位 日 期 大变 年 份 小变帽 年 份 平均壹幅 电对变幅 

大{lI口 3 l2 l954 8．4 { 2．14 2．02 1983 0．75 1968 1．Z6 2．59 

百渎口 4．81 1954．8．5 1．9l 0 82 1978 1．54 2．90 

望事 (太 ] 3．07 4．98 1954．8．8 1．98 l987 1．09 1978 1．68 3．0O 

胥 口 4 82 l954 7 ZB l872 8 l Z．2 l954 1．05 1978 2 8 

洞庭 西 山 3 04 (4．73) 2．Z5 l 9 8．8 26 1．98 l980 1988 1．28 3．●8 

吴 碴 3 08 4蛐 l 78 1988 

(4)增减水0一 当湖面受到气象 

要素的局部干扰时，如湖面骤降暴雨 ， 

气压急剧变化和风力作用等引起的表 

面定振波和风涌水等都会引起湖水位 

的变化，图 8为湖面受到风的作用而 

产生的增减水现象。吴漤和百渎 口两 

站 ，分别位于太湖的南北两岸 (图 l ， 

7月 30—31日、8月 15— 20日以偏北 

风 为主。迎风岸 的吴楼站其水位高于 

背风岸 的百滨 口站。8月 1日一14日 

和 21日一22日，以偏南 风为主，湖水 

位的峰答则相反 。这是由于风的作用。 

大量的表 层水向迎风岸堆集，而反向 

的底层流又来不及补偿所致。增减水 

水位的变 化主要取决于风力的强弱， 

迎风岸的水位随风速的增加而上升， 

t { 8 12 16 2Il f_】 

卜一 8F,——十 NNE1 s1 Am 

圈 8 太湘日平均水位、风速过程线 (1984．7 3O一8．22) 

1曼漤站水位；2．百凑口蛄水位 f 3．东太胡距岸 

1km处水面以上 1om高的风速 

Fig．8 Course。f mean daily stage and 。霄】rd speed 

in Taihu Lake (ju1．30一 A g．22。1984) 

背风岸的水位则随风速的增强而下 

降 。即增减水位的差值随风速的增减而增减，其最大值 出现在风速最大值的附近，见图 8中 

的 7月 30日、8月 9日和 8月 20日，其中 8月 8日的 日平均风速为 11．0m／s，9日南、北两 

岸水位差达 o．5m。增减水位差的最小值出现在风速最小或风向交替的时候 ，如 8月 1、2、15 

和 22日。 

湖面增减水现象，同样也反映在历年平均情况下 ，由吴县东山站历年月平均各风向频率 

资料表明，冬半年(9月一次年 3月)以偏北风向为主，夏半年 (4—8月)则以偏南风向为主， 

再结合图 7便可清楚看出，在冬半年由于偏北风的作用，位于南岸吴淡站的历年月平均水位 

高于北岸百渎口站的水位。在夏半年则相反。由于偏南风的影响 ，位于北岸百渎 口站的历年 

月平均水位高于南岸吴漤站的水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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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1．太湖各入湖河道的流量虽不大，但由于河道众多，上游流域面积较大，故平均净A湖 

径流总量可达 51．4×10sm。--57．4×10。m ； 

2．太湖为吞吐型雨源湖泊，入湖径流和湖水位的变化均与降水量的变化相应，其年内变 

化的峰谷滞后于降水 1—2个月，而年际变化的峰谷则基本上与年降水量的峰谷相应； 

3．太湖平原地势平坦 ，湖、河、港叉众多，为典型的平原水网区，由于水面比降较小，河湖 

流向常顺 、逆不定，其逆 、顺流量之比值一般在枯水年大于丰水年 ，尤其是下游河道更为明 

显 ； 

4．平原水网地区湖河水体调蓄能力较强，以致湖泊水位的变化非常缓慢，水位年变幅 

小，历年平均变幅仅 1．26—1．76m； 

5．太湖增减水现象季节变化明显 ，它不仅影响湖水位的变化，同时也影 响湖水水质状 

况，尤其在“水华”高峰的盛夏(6—8月)，在盛行的偏南风作用下，将台有大量浮游植物的表 

层水集中吹向迎风岸，影响了无锡市饮用水水源 ，例 l990年 7月上旬 ，无锡梅粱湖和五里湖 

的水质急剧恶化 ，梅园水厂取水 IZI的浮游藻类的平均音量高达 7×1O 个／L，严重影响了各 

大水厂的供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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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0F W ATER REGIM E IN TAIHU LAKE 

Yuan Jingxiu 

(Ⅳd≈ gf 龇 o，Geog-c~p 口 ldm~ og>， 耐 怵  Si 4’Ⅳ。 瑚g 9．10008) 

Abstract 

On the basis o{the year．to—year hydrometeoro]ogical data from the main stations of the lake area and 

the rivers around  the lake，the water regim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unoff of lake catchment，the lake]evel， 

the。 nd backwater and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rivers and the lake are studiedtp~ovkiing scientific ha - 

sis for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lake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Plain rivers network，Talhu Lake，water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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