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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环湖大堤工程 

及其在流域综合治理中的功能 

r ，， 三 查 佳一 

提要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是太湖流域综台治理十大骨干工程之～。 奉 该工程的规划、 

设计原则和_[程概况进行了论述，井对该工程在说域综合治理巾的多目标利用功能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平原 多目标利用 商， ， ， 

一

、 基 本 情 况 

太湖流域是以沿海平原为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区域，流域总面积 36500km 。其中 

平原 24486km。，约占 2／3，水体面积 6174kin ，山丘区 5840km ，约各占 l／6左右。水体面积 

中湖泊面积约 31 59km ，相当于流域水体面积的 1／2。 

太湖流域I甲原 区的地势十分平坦 ，地貌特征为周边高，中间低。周边沿海沿江的地面高 

程一般在 6—7m左 右(吴淞镇江基面 ，下同)。中间为太湖，湖周边地面高程～般在 2．5--4m 

左右 ，湖底平均高程 1．im，最低处约 0．39m 

太 湖为一浅盆状湖泊，实测 多年 平均水位 2．99m，最高水位 d．79m(1991年 7月 16 

日)，最低水位 1．78m(1 9 34年 )。太湖现 有水面积 2338km ，平均水位以下容积 4d．3× 

l0。m ．最高水位以下容积 87．2×】08m。。太湖周边目前出入河道的口门有 219处，与平原河 

网紧密相连。 

太湖流域属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1l00—1150mm，降雨集中在 5—10月，占 

年降水蛩的 70—80 一般 5—7月为梅雨期 ，雨型特点是历时长，覆盖面广，总量大；8一l0 

月为台风雨期，雨型特点是历时短 ，降雨面小，但雨量大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也是我固最重要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开发地区，全区人口3400万人 有诸如上海、苏州、 

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湘州等重要的大中城市 ，人均产值近万元，在全国经济地位中举足轻 

重 。 

全流域有耕地 1 68、7×10 hm ，其中水 田 1 40×l04hm ，常年产粮食 11．5×10‘一12× 

10 t，年产淡水鱼 20×l O 一25X10‘t，是中外闻名的鱼米之乡。流域内水陆交通畅通发达 ，现 

有通航里程达 1300多公里。 

目前，流域内在水利上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亟待懈决 ： 

① 十太骨干工程是国家治理太湖汽域的重大关键工程 

奉文予 1992年 6月 19 H收到 ，1993年 2月 23日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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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涝灾害频繁 由于太湖平原地形四周高，中问低，平原上虽然河道纵横，水网密 

布．但 比降小 ，流速很慢 ，经常性流速仅 0．1—0．3m／s，而且缺少向江海排水的骨干河道。河 

道下游又受潮水顶托影响，一遇洪水就雍积难消。当超过河湖蓄泄能力时，即泛滥成灾。大 

水灾近 40年来就发生过三次(1954、1 983和 J 99】年)。 

1954年全流域大水，最大 ∞ 天 降雨 891．9ram(相 当于 50年一遇)。太 胡水位高达 

4．66m，受灾农田 53．2×】0‘hm ，成灾面积为 25×J 0‘hm ，损失粮食 l28xlO,qt．经济损失 】0 

多亿元。l99 J年大水，最大 90天降雨 820ram(相当于 20年一遇)．但由于降雨集中在 6月 

12 El一6月 J 4日及 6月 30日～7月 3日，且暴雨中心集中在流域的西北部，太湖水位高达 

4．79m。全流域有 蛆．3XlO‘hm 农田受淹减产，有 】O×10 hm 农田失收补栽，上万家工厂 

进水 ，JO0万户民房受淹 ，直接经济损失约 103亿元 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流域内，大部分城 

市尚无完善的防洪体系，汛期直接遭受洪水威胁 ，这与地区发达的经济状态极不适应 

2．水资源短缺 太胡流域年均水资锅f量约 1 37X J0 m ，由于人 口众多，人均水资源量 

仅 400ms左右 ，只相当于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的 17．8 。据统计 ，在一般年份，约缺水 20 

×1 0。m ，梅早年份 如 J971年和 【978年 ，缺水达 1O0×J08一】20×J0 ’，需从长江引水补 

给。因此必须加紧进行调节、补充流域水资源，以促进本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3．水体污染严重 随着工农业生产 El益发展，每年有大量的污水排入江河 (年均约 36 

×J 08t)．根据对本流域 内 1200kin河道进行的水质监测资料 ．目前约有 55 的河段水质已 

降为四级水以下标准。其中黄漓江有机污染指标的黑臭天数日见增长，1981年其黑臭天数 

为 J51天 ，而 J991年增加到 250多天 ．平均每年增加 1 J天。太湖目前虽有 80—90 的水面 

保持二级水标准 ，但富营养化程度也在加重，经常发现绿色的。水华”现象 ，因此 ，加速治理流 

域水环境也刻不容缓。 

为全面解决流域内存在的主要水利问题，综合利用流域水资源，《太湖流域综台治理总 

体规划方案 》提出了治理的十大骨干工程项目。其 中，环湖大堤工程是十大骨干工程之一 

太湖是流域内最大的平原湖泊，其容积约占流域湖泊容积的 77 ，是调控 流域水资源 

的主要湖泊。但太湖目前还是个天然湖泊，为充分发挥太湖的防洪除涝、径流调蓄、供水、航 

运和环境等综合利用效益，必须把太湖执一个天然湖泊改造成一座能进行人工控制的平原 

水库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的建设 目标即在于此 。根据 1991年国务院治理淮河、治理太湖会 

议精神，要求太湖环湖大堤工程在“八五”期内建成 ．以改观流域内洪涝灾害的状况。目前该 

工程正在付诸实旖。 

二、环湖大堤工程规划设计及工程布局 

(--)工程现状 

太湖环湖岸线全长 393 ?'5kin，其中江苏境内334 36kin，占 85 ；浙江境内59．39kin， 

占 l5 。太湖环湖出入的河道口门共 21 9处，其中，江苏境内 l 4 5处 ，占 66 ；浙江境内 7d 

处，占 34％ 

江苏省自 l977年 以来 ，先后对苏l州、无锡二市的环湖防洪堤进行了复堤建设 其标准 

为：堤顶宽 5—7m，堤顶高程 7m．内坡 1：3，外坡 l：2．5，总计完成土方约 850~10‘m ，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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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0~l0‘m ，并 巳建 口门控制建筑物 32座。浙江境内除部分低洼地筑有土堤和挡墙外，大 

部分大堤 尚未修筑，沿湘河遭口门在湘州市长兜港以东段已建节制闸 l3座。但这些工程仅 

起局部防洪作用 ，距总体规划要求仍相差甚远。 ’ 

(二)工程防洪标准和设计洪水位 

根据《总体规划方案》，环湖大堤工程以 1 954年型降雨作为防洪设计标准，其频率相 当 

于 50年一遇。按 】954年型洪水计算演进过程，从 5月初到 7月未，入太湖洪水总量为 91．2 

×】0 m。。出太湖的泄洪河道为太浦河与望虞河，在此期间，太浦河泄洪 22．5×1 08m ，望虞 

河泄洪 23．】×】0 m。，太湖蓄洪 d5．6X108m。。太湖在 5月初的起调水位为 2．8m，7月末太 

湖最高蓄洪水位为 4．66m，此水位即设计洪水位。 

其 5—7月降雨过程及调洪演算成果详见表 1，2，3。 

表 1 太湖 1954年 5—7月洪水演算计算成果表 单位； ／8 

Tab·1 n c calculation results of flood regulation from M 且y to July，1954 

5 月 6 月 7 月 5—7月 

项 目 合计水量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10 m’) 

}胡区径流 178 00 453．O0 157 O0 170．00 38 00 343．00 20 ．O0 264．00 185．00 20．5 

浙酉 入朝 278．89 640．56 737．】4 532．46 475． 8 581．37 485．09 47土68 398．74 4 0 8 

湖西入朝 197．87 446．68 443．1 8 】47．86 23 7l 362．80 43 75 414．40 352．92 29．7 

杭嘉湖区入}胡 北．72 153．】4 1】9．61 O．00 O0 O 0O O．00 O O0 0．0O 3．2 

总 人 流 737．48 169 38 】456．93 85O 33 109 19】2盯．17 1122．84 l151．o9 936．66 91．2 

望虞河{壁流 125．83 16 54 252．26 287．37 304．凹 319．73 333．89 ∞3．14 410．89 2 1 

太浦河泄流 147．23 181．84 271．72 512．63 3】5 60 179．01 484．34 338．77 l25．47 2上5 

总 m 流 273．07 349．38 523．90 800．00 6】9．87 498．74 8l8．23 731．92 536．36 4 6 

太湖旬平均 
458 4 】336．83 893．79 70．73 495．】2 785．30 286．42 427．8O 385．75 45．6 

调蓄增量 

太湖旬来水位 2．96 44 3 79 3 81 99 4 26 4 36 4．51 4．66 

平 衡 差 6 17 39．16 一】2．40 21．8l 3．13 18．19 ＆63 14．50 

表 2 1954年 5—7月计算水位成果表 单位：m 

Tab．2 Thc calculation rcsuks of water lcvcl from M ay cu July．1954 

5 月 6 月 7 月 
地 区 水 位 备 注 

上旬来 中旬来 下旬来 上旬来 巾旬来 下旬来 上甸来 中旬未 下旬未 

太 }胡 水 位 2．96 3 44 3 79 3 8l 3．99 4．26 4 36 4．51 4．66 

}胡西水位(潍'鬲片) 3．30 4．35 3 98 3 93 4．35 4．60 4 83 4．76 4．94 l954年实况水位 5．2 

浙 西 水 位 3．73 5．45 5．12 4．14 5．04 4．37 4．95 5．15 5 42 1954年实况水位 6．0 

太浦河水位(平望) 2．72 3．07 3．30 3 3O 3 30 30 3．3O 3 30 3．3O 1954年实况水位4 3 4 

望虞河水位(抄墩口) 2．95 3．46 3．80 3．83 4 0O 4．27 4．37 4．52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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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54年 5—7月流域旬平均降雨量 单位 mm 

Tab．3 Ten-day"m~a／i prccipi[ation of T#Jhu Bas~n from May to JuLy，1954 

5月 f 6月 l 7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小计 上甸 中旬 下旬 小计 上旬 中旬 下旬 小计 

6g．9 157．3 82，B 31O 76．1 1̈ ．1 1o9．5 296．7 79．O 】OB．4 98．7 284 1 

注 5—7月台计降雨量 890．8ram。 

(三)工程地质 

环太湖防洪堤及口门控制建筑物均建造在第四系沉积层上，其厚度较大 。对建筑物直接 

影响的 l5m的浅土体大致有三层：(1)表部硬壳层 届冲积溯积层 ，局部为人工填土，该层顶 

板埋深 0—3m，一般厚 2—3m，由黄褐色亚粘土 、亚砂土、局部粘士组成+岩性特征为可塑一 

硬可塑 ，中等压缩，承载能力 1 o0—200kPa，可作为防洪堤的天然地基持力层 ；(2)软土层。届 

海积、湖积层 ，主要分布在溯东和湖南 ，顶板埋深 2—5m，厚度 3—10m，由黑色淤泥质亚粘 

土、淤泥质粘土、淤泥质亚砂土组成，局部央有透镜状 的泥炭和淤泥 。岩性特征为流塑性 ，高 

压缩性+承载能力 8O一100kPa，物理力学指标差，在建筑物搪工时需采取相应的措施 ；(3)硬 

土层。届陆相海相过渡相沉积层 ，顶板埋深 3—15m，由黄褐色亚粘土、粘土组成，局部为亚粘 

土 及粘性土 夹薄层粉砂 ，岩性特征为可塑 一硬可塑 ，中偏 低压缩性 ，承载能力(单桩)为 

700kPa，可作为大型建筑物的持力层 

(四)工程规划布局 

根据太湖流域地势和联湖的河道流向，习惯上将太湖分为湖西和湖东两部分。其大致划 

分范围，北以江苏省无锡市直湖港口起始，南以浙江省湖州市长兜港订起始，其两港口以西 

部分为溯西部分，称西段，概化为太湖的上游区}两港n以东部分为湖东部分，称东段，概化 

为太湖的下游区。 

为控制太湖水资源，使太湖由天然湖泊改造为可人工控制的平原水库，在规划布局上曾 

进行过方案比较 ：即全方位控制和目标性控制方案。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最后选用目标性控 

制方案 ，也即 东控西畅”的规刘布局方案。具体讲就是对东段堤线的出湖 口门全线加以控 

制 ，根据防洪、除涝、引水、通航及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 ，对这些 El门或筑堤进行并港 ，或 

修建各类功能的建筑物加以控制；对西段堤线的入湖口门基本敞开，维持和改善其洪水入湖 

的现状和条件。 

(五)工程设计 

1．防洪堤工程 

环湖大堤的堤线布置不仅是项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人文、历史及技术经济等诸多因 

素，因此在堤线布置上宜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 

(1)凡五十年代以来围太湖造田的地方，基本上都应位于太堤的外侧(临湖侧)，并根据 

不同的水情分别承担蓄洪任务 ； 

(2)大堤保护范 围应适当结合大堤本身的工程等级合理划定 ； 

(3)堤线应避免布置在边滩软土层或软土层埋深较浅的地方 ； 

(4)应尽可能不破坏原有种植的防风林带，并留出一定宽度的边滩消浪护堤。 

根据以上布置原则，确定了堤线的位置和走向，详见图 1所示 根据实测的地形地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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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堤线基面高程约为 3．5m左右，环湖堤线总长度为 269．63km(江苏境内 211 8km．浙江 

境内 57．83km)，其 中东段 堤线长 】95 3kin(江苏 l72．]km．浙江 23．2km)，西段 堤线长 

74．33kin(江苏 39．70kin，浙江 34 63kin)。 

圈 1 环湖大堤工程平面布置图 

1末段环湖大堤．2．西段环湖大堤，3．望虞河， 4．太浦河， 

5．无锡直胡港， 6．胡州长兜港， 7江浙分界线． 8苏南大运河 

Fig．1 The lay-out plan of the levee project around Taihu Lake 

根据防护对象及重要性 ，环湖大堤设计计算标准原则上分为两个区段 东段大堤具有保 

护下游区广大农田、城镇安全和拦蓄湖水，使太湖形成平原水库的双重作用，大堤按二等二 

级设计 i西段大堤主要起保护滨湖圩 区农田等安全的作用，大堤按三等三级设计。 

堤顶高程按 l954年设计洪水位 4．66m，加上风壅高度、风浪爬高和安全超高后计算确 

定：东堤顶高 7．0m，堤顶宽 6．0m，外坡 l：3，内坡 1：2；西堤顶高 7．8m，堤顶宽 5m，外坡 

l：3，内坡 l：2。设i十断面见图 2所示 。西段大堤根据土料源情况 ，也可把堤顶定为 7．0m， 

加筑 0．8m高的浆石挡墙 。 

分段堤顶高程、宽度及 口门控制情况．详见表 4。 

2．口门控制工程 

西段大部分 口门其上游为山丘区，河流集水面积大 ，汛期入湖洪峰流量大 。因此 ，在工 

程规划上以拓浚入湖干河．加修两岸回水大堤 ，敞开入湖 口门的方式来改善上游圩 区的防洪 

除涝条件。只是对少量靠近东段边沿的入湖 口门进行建闸控制 ，以防太湖高水位时湖水倒 

流 。 

东段有 】43处口门，为太湖出水 口门。为保证下游区的防洪安全及调控水资源，需要全 

部加以控制。控制方式分两类 ，一类为筑堤并港；另一类则根据实际需要修建各类口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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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段横断面图， b．西段横断面图 

F ．2 Cross section of the levee around Taihu Lake 

建筑物，包括泄洪建筑物、通航建筑物和地 区性节制闸。环谢 口门规划情况详见表 5。东段 

口门控制建筑物情况，现分述如下： 

(1)泄洪建筑物 排泄设计洪水的口门为两处。一处是太浦河进口的太浦闸(已建成)， 

其规模为 4m／孔×29孔一l1 6m；另一处是望虞河进口段与大运河相交的立交控制涵闸 ，其 

规模为 9孔，每孔为 7．0×6．5m。 

表 4 不同堤段的大堤堤顶高程和宽度情况 

Tab一4 T he levee height and width at different parts 

区 段 堤顶高程【m) 堤顶竟度(m) 挡墙顶高[m) rl门控制情况 

苏 333+960 苏 299十100 
董塘港 一 抄塘港 7-8 5．00 5 敞开 

苏 299+100 苏 2803-900 
抄塘港 一 百瀵港 7 00 5加 5 敞开 

苏 280+900 浙 0 +000 
百族港 一 吴谨港 7 00 6．加 5 建闸控制 

浙 0 +000 浙 25+950 
7 OO B．o0 5 建匍控翩 吴樯港

一 长兜港 

浙 25 3-950 浙 5O+3；0 
长兜港 一 央浦港 7．80 5 00 5 5 敞开 

浙 50+350 苏 3333-960 7
． 00 5 00 5 敞开 央浦港

一 董塘港 

注 桩号为岸线桩号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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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口门建筑物设计规模均根据 1954年 5月至 7月降雨过程作为设计标准计算确定。 

排泄超标准洪水的口门泄洪闸共 4处，均位于东太湖内。它们是 ：戗 港闸，净宽 6m／孔 × 

2孔一12m；大浦 口闸，净宽 8m ／孔 × 4孔一32rn；三船路闸，净宽 6m／孔 × 2孔=12rn；瓜泾 

港 闸，净宽 l6m／孔 ×2孔一32m。 

(2)通航建筑物 太湖东段控制后 ，为保证船队在太潮高水期出入太湖 ，在有通航要求 

的口门上设置船闸或套闸。其建设规模根据设计水平年的货运量确定。规划的口门通航建 

筑物共 63座 ，其中已建而需加固的 1 3座，需新建的 5O座。规模较大的有无锡梁溪河船闸 

(16×]35×2．5rn)、苏州胥口船闸(16×190×2．5m)、瓜泾口船闸(12×160×2．5rn)等。 

(3)地区性节制闸 地区性节制闸除了汛期挡水外，兼有排当地涝水、引水等作用。其 

建设规模主要根据当地排涝要求确定 ，一般小型节制闸则 主要从引水解决 当地群众的生活 

生产 要求考虑 。 

规划的地 区性节制闸共 57座 ，其中已建而需加固的 1 3座，需新建的 44座。规模较大的 

主要有无锡直湖港节翻闸(10rn／孔 ×3孔=30m)、梁溪河节制闸(单孔 20m)、五里湖节制 闸 

(16m／孔 ×2孔一32m)、苏州胥 口节制闸 (单孔 20m)、湖州罗涟节制闸 (8m／孔 ×4孔 = 

32m)、幻 节制闸(gin／孔 ×6孔=48m)等。 

表 5 环朔口门规划情况表 

Tab．5 The planning of outlets around Taihu Lake 

项 目 单位 江苏省 浙江省 小计 备 注 

环潮口门总数 处 l45 74 21g 

规划敞开口门数 处 36 40 76 西段口门共 76处 

规划封堵口门数 处 】2 23 35 
东段 口门共 143处 

规划控制口门数 处 97 】l 108 

现状巳控制口门数 处 32 l3 45 

已有建筑物数 32 13 45 

其中 需加固座数 座 22 4 26 

需重建座数 】O g 19 

含犊山枢纽 4座 (1991年已完成) 
规划新建建筑物数 座 78 3 81 及望虞河立交工程

一 座 

加固、重建 新建 座 ll0 l6 】26 规划控制口门】08处，其中有 18处须分别建 

建筑物总数 节制闸与通航闸，故建筑物总数为 126座 

注： 浙江堤段另有六处口门，江苏省另有一处口门需建圩口闸，械 中未刊入。 

(六)西段宜兴和长兴滨湖平原圩区防护工程 

太湖西段北侧为宜兴平原圩区，南侧是长兴平原圩区。长兴平原在长兴县城东片和城南 

片的耕地面积约 2．5×104hm ；城东片圩区的地面较低 ，高程一般在 3，5rn左右，最 低仅 

2．7m；城南片一般在 ．5m 左右。该地区约有 2×10‘hm 左右的耕地均不同程度地受太湖回 

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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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以南河为中心的圩区洼地和滨湖半高地，地面高程在 4．5m左右，耕地面积约 3× 

10,1hm ，其中滨湖耕地占 】门左右。在太湖高水季节，洼地排水出路不畅，易积涝成灾。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修建后 ，总的控制运行原则是汛期要控制太湖出现超高水位 ，即使发 

生 1 954年型洪水 ，太湖水位也不翘过 4．66m。但为进一步改善太湖西段平原低洼圩区的防 

洪除涝条件 ，也适当考虑了必要的防护工程措施 。在规划处理上采取了拓浚主要入太湖河 

道 ，加高加固入湖河道的回水堤 ，并增加圩区内部的机排动力等措 施，使上游区汛期 洪水能 

畅泄入湖，降低圩外河道水位。 

三、工程的多 目标利用功能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其实质是人工控制的一项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它使太湖 

由天 然湖泊变成了特大型的甲原水库 ，总库容约 90X l08m 。工程所产生的直接和配套效益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防洪除涝 ． 

由于太湖库容大 ，就能_允分发挥其对流域洪水的削峰调蓄作用 ，防洪效益十分巨大。按 

l954年型洪水演算，垒流域 5—7月洪水总量为 223×l0。m。，其中上游区(包括濒江省的浙 

西区，江苏省的湖西区以及太湖区)为 1l 6 ×l 08rn。，下游区(包括杭嘉湖区，阳澄淀泖区、 

浦东和浦西区)为 l 06 6】)<l O"m。，而进入太湖滞洪调蓄的水量达 91．2x 10 。，占全流域洪 

水总量的 41 其滞蓄流域洪水总量之大是其它流域工程所罕见的。这对缓解太湖下游平 

原地区的洪涝灾害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通过人工调度 ，不仅控制太湖水位不超过 4．B6m， 

而且高水位持续的时段也将少于 1954年实况洪水所出现的持续时段，因此，对改善太湖上 

游低洼圩区的防洪除涝条件也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流域的台风雨型多发生在 8—9月，对局部性暴雨，可通过开启地区性 口门节制闸，容泄 

地区性涝水入湖，这对减轻地区涝灾损失的作用也十分显著。 

以不久前建成的太湖环湖大堤工程中的一个子工程——无锡犊山防洪工程为例，l 991 

年洪水时 ，当太湖水位超过 ．2m 时，该工程即关闸挡水，阻止太湖洪水侵入无锡市区；当太 

湖水位低于内 水位时，及时开 闸排涝 ，将市区涝水排入太湖，大大减轻了无锡市的工农业 

生产损失。随着太湖环湖大堤工程的全面建成 ，这种“高挡低排”的防洪除涝运用效 益将全面 

奏效 · 

值得一提的是，当上海处于 台风高潮期时，可以控制太浦河 CI处的太浦闸泄量，就能避 

免太jj}l『洪水与上海高潮位遭遇 ，对上海的防洪也带来益处 

综上所述 ，太湖环胡大堤工程的防洪除涝效益对流域来讲是全方位的 ，当然这种效益的 

全面发挥也必须干【I流域治理的十大骨干工程特别是望虞河、太浦河的全面建成相互协同配 

合。 

2．供水 

太湖经^工控制后 ，不仅能充分发挥其防洪除涝的功能，而且在供水上也能发挥巨大的 

兴利效益 。自然状态下的太湖对水量无法调控，不能充分利用水资源 。而工程建成后，就能 

对入湖遣流进行控制和调节，做到蓄洪补枯及 以丰补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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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年份 ，通过水位调度，适当抬高其兴利水位 ，能使太湖保持在较佳的水位线上 ，提 

高向国民经济各部门供水的保证程度。在枯水年份 ，通过太湖迳流调节，从长江引水入太湖 

来解决杭嘉湖及滨太湖约 35×l0 hm。农 田灌溉，满足工业和城市用水 ，并向黄浦江增输水 

量，改善其水质。以设计枯水年型(1971年)供需水平衡计算，仅湖西、太湖、杭嘉湖等区总需 

水为 l 61．1×l0Bm。，而太湖供水达 71．4×l 0 m。，占总需水量的 43 左右。可见，其兴利效 

益在流域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3．航运 · 

太湖流域水运事业十分发达，流域经济繁荣与其休戚相关。为控制A湖迳流，太湖出水 

n门将建控制建筑物 。有通航要求的 ，则兴建船闸和套闸，这虽在汛期造成一定的负效益 ， 

但其正效益也是 明显的。首先，对于下游平原河网，由于汛期有控制地泄洪，望虞河立交工程 

出口控制最高水位 4．2m，太浦河平望段控制最高水位 3．3m，这不仅有利于下游平原防洪安 

全，而且也大大的有利于平原-『uJ道的航运安全，提高了通航的保证率}其次，在枯水期问，结 

合向下游区供水，随着河道水量增 加，河网水位也有所提高，从 增加了枯水时段的水运效 

益 。 

同样 ，工程的建成 ，也有利于湖区航运事业的发展。目前太湖常水期的水深仅 1．8m左 

右 ，较大吨位的般队不能通航，大多通行单个机帆船 ，某些航路需疏浚后才能航行 工程建成 

后，随着兴利的需要 ，平水期的湖水位将有所提高，水深增加。通过对局部入湖口门的拓浚 ， 

结合湖区航线清理，不仅可促进湖州到无锡、宜兴到无锡等湖 内水运事业的发展 ，而且可增 

辟新的湖内交通 ，繁荣水上事业。对上游区尾 间河网的航运条件也将因平水期水深的增加而 

获得改善。 

d．环境 

人工控制太湖后，对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弊小 。有利影响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免除洪旱灾害，改善工农业生产环境 由于工程在防洪、除涝和灌溉具有全方位的 

效益，因此对流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对工农业生产环境的改观提供了基本保障 

(2)改善湖区和下游黄浦江的水质 工程兴建后 ，不仅可以控制滨湖城市和工农业污水 

^湖，而且使太湖水体的交换系数增大，尤其对枯水年份意义特别重大 ，有利于太湖 自身水 

质的改善。特别是每年确保一定水量向黄浦江输送(遇设计干旱年，向黄浦江输送水量 53× 

l0Bm )，不仅改善了黄浦江上游水质，提高其水级标准，而且对中下游污水起稀释、氧化作 

用，对改善黑臭现状有积极意义 ； 

(3)改善水上交通环境 随着工程对流域水资源的调蓄，对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将起积极 

促进作用 ； 

(4)改善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通过太湖水位调控 ，使作为鱼类饵料的浮游植物、沉水 

植物、底栖动物等获得良好生存环境，为鱼业资源增殖提供物质基础。太湖今后将成为经济 

鱼类人工放养的理想塌所。 

除上述综合效益外，还有旅游观光及水产等方面的开发性效益。无锡犊山防洪工程是太 

湖环湖大堤的一项子枢纽 ，该工程 目前已成为无锡太湖之滨又一诱人的新景点，吸引了众多 

的中外游客前去观光蝣览，为发展当地的蝣览观光事业增光掭彩 

综上所述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是一项流域性的除害兴利、水资源综合利用、具有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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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功能的水利工程，也是平原湖泊开发利用的典型 ，其国民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该工程预 

计“八五 期 间全面建成 。 

太湖环湖大堤工程也存在一些亟需待研究和重视的问题。如引江入湖调剂水量时 ，可 

能相应带来泥砂沿途淤积问题，湖区变通发展可能会增加交通污染源，造成湖区水质污染等 

问题均需研究相应的对策。 

LEVEE pROJECT AR OUND TAIHU LA KE  ̂ D FUNCTION 

OF M ULT1一pURpOSE DEVELOpM ENT 

OF COM pREHENSIVE M  AN ^GEM ENT IN TAIHU BASIN 

。 W ang Taijun 

(Ta~m日4翻 哺 ， ， -嘶 of wate~ 怕 f ，珊 dl 200434) 

Abstract 

The levee project around Taihu Lake is one of the ten key projects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 Taihu Basin·The principles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of the project are 

pres ented· A lso the function of m ulti—purpose development of com prehensive m anagement in 

Taihu Bas in 证 described． 

Key words Plain reservoir，m ulti—purpl e developrnent，Tai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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