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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

周 凤 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荆江河床实验站

,

沙市

提要 本文通过对大位地质地貌
、

考古和文史资料的综合考证与分析
,

讨论了 云梦泽

的形成
、

范围与兴衰历史 荆江三角洲变迁的过程
、

阶段与特征 荆江三角洲与洪涝灾害

钓江湖历史变迁与问题思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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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穿过三峡
,

流经宜昌东南的丘陵后进入江汉平原时称荆江 荆江 自枝城至洞庭湖 口

的城陵矶
,

长度 为 、 年
,

其北邻汉水
,

南接洞庭湖
,

河道蜿蜒曲折
,

为长江中游

防洪最为险要的地段
。

在地质构造 卜属中国第二沉降带的南部沉降区
,

北为江汉拗陷
,

南为

洞庭断陷
,

中部有华容隆起相问 新构 造运动以外围抬升
、

中部下降为特点
。

在地形 卜
,

西有

鄂西 山地
,

北有大洪山
,

东有大别山丘陵
,

东南有江南丘陵
,

中部除墨 山突起外
,

其余拗陷区

长期 以下沉为主
,

地势低洼
、

河网密布 为古云梦泽和现代洞庭湖区所在之地
,

荆江三角洲即

发育其中
、

是两湖平原的腹地所在
。

口

古云梦泽的形成

关于云梦泽的史料记载先见 于《左传 》
、

《战国策 》和《楚辞 等
,

考古和 区域地质地貌资料

表明
,

早在全新世初期云梦泽 已渐形成
。

据研究 晚更新世末
,

全球性的末次冰期时
,

中国出现了大理冰期
,

在约

的盛冰期期 ’东海海面曾大幅度 卜降达 、 以 上
。

由于长江基面
一

’命
,

河谷下切
,

相继产

生溯源侵蚀 河槽重新塑造形成探切河谷
。

在长江中下游发现的一批古河槽匡
,

槽底标高在

镇江为
一

以 卜
‘ 、

芜湖
一

州 飞、

武汉
一

近年在荆江地区也先后从地质钻孔 中发现
,

在上

荆江河段公安埠河的窖金洲晚更新 世卵石层顶板埋深达 叻 飞 ,

比该区一般卵石层顶板

低 。、

左右 沙市东区卵石层顶板埋深达
,

比附近低
,

接近一般卵石层

埋深的两倍 公安陆逊湖淤泥质的冲湖相土层厚达
,

比一般低 以 匕 下荆江及

外围地 区亦 出现厚层粘土
,

如砖桥全新世土层厚达 直接覆盖于卵石层之 卜 朱河

冲湖相土层厚 刁 、 ,

排湖厚 朽 、 ,

槽底高程都低达
一 、 左右

。

以 卜大批古河槽的发

现表明
,

山于河谷 卜切
,

槽底 已嵌入更新世的砂砾石层之 中
。

另在荆江河 曲带的南北两岸外

围滩面下
,

还有大片埋藏阶地分布 图 ,
,

在荆南有百里洲的刘 巷和新江 门 大桥及天 保
、

黄

收稿 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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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叠黔黔黔澎澎喇价 哪
,

咚珊愁燕淤吏吝全魁户菇瑙矜闯

巴巴一 ” , ”曰
‘

臀潍连攀漏蕊市市

臼臼臼臼臼
曰曰曰曰曰

图 荆江平原全新世早期岩相
一

占地理图

新 石 器 时 期 ①关洲遗址 谊 赫家洼遗址 ③太湖遗址
,

④军刘台遗址 ⑤桂花树遗址 ⑥福田寺遗址
、

⑦柳关遗址
,

伍 高潭 口遗址 ⑨越舟湖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 ⑩周 良玉桥遗址

,

关咀口古墓群
,

豉湖路古墓群
,

⑩章华台遗址
,

妞家清出土文物

屯
’、 , 、

扭 场 亡 义此

金 口
、

公安分洪区的黄天湖等一带 荆北从沙市至关咀 口
、

岑河
、

三湖至龙湾一线等
,

可幽互排

列于上荆江的南北两岸组成喇叭状相夹
。

下荆江汪桥的埋藏阶地面积较小
,

呈
“

岛
”

状残存

监利东北部洪湖湖底下 左右也有埋藏阶地发现
,

并向东北方向延伸
,

至鸟林一带多

出露地表呈半埋藏状态
。

荆江地区埋藏阶地的一般埋深为 , 一 不等
,

从长湖习家 口

取样分析
,

其年代为 士 ’
勺 测定

,

属晚更新世末期沉积
,

当时云梦泽尚未

形成
,

荆江为深切河谷
,

江汉平原尚为深切的河网平原
。

荆江深切河谷形成时
,

荆南地区的入江支流也相应下切
,

形成支流的深切谷地
。

据研

究匡 当时的湘
、

资二水形成的古河道经南洞庭东部北流入江 另一支为沉
、

澄二水故道
,

大

致从西洞庭经武圣宫
、

大通湖的酉北角
、

于磁器 口 以南横穿东洞庭湖入江
。

从湖底更新世红

土与砂卵石层的埋藏深度看
,

一般为 一
,

有的地方还直露地表
,

但在一些地方还

发现有超深现象
,

如西 洞庭北的武 圣宫深达 月 ,

南县沙港 尚未见底
, 一 窖

且全为灰揭色冲湖相粘土
,

大通湖西北角
,

磁器 口 则深达 以上
。

以 上系列资料表明 荆南洞庭湖区仍有深切河谷存在
,

与荆北相同
,

均 为河网平原
,

其深切的

谷地为早期云梦泽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

冰后期
,

中国的气候回暖
,

东海面上升
。

据研究 ’ 约 。一 为低海面时

期 一 一 上丁卜率 为 一 ,

一 上升率 为 弓 ,

一
·

为 。 ,

至今为
。

可见 自冰后期以来
,

年上升

率 由大到小趋于稳定
,

但也有学者认为曾出现过高于现在海面的高海面时期
。

由于海面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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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升
,

长江河 口 退缩到镇 江 扬 州 地区
,

从而使河床纵 比降变缓
,

相继发生溯源堆积
。

计

算机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因基面上升
,

对长江上游的波及影响高程可达
,

距离可

达河 口 以上
。

由于水位不断上升
,

而新构造运动继续下降
,

于是在荆江古河槽内首

先赌水形成湖沼
,

在 前后到达荆江第一个高水面时期
,

早期的云梦泽即在此时

形成
,

但范围局限于古河谷内
。

在荆北以沙市以东
、

洪湖以西为主体
,

向干支流河谷延伸 在

荆南以东洞庭湖地区为主体
,

亦沿各支流呈指状展布
,

但因支流河谷不大
,

相应湖沼规模较

小 而在南北之间为广兴洲地堑
,

河谷较深
,

南北相通
,

紧密相连为一体
。

据竺可祯先生研究

前后中国气温 比现今要高出 ℃左右
,

即为大西洋期的最适宜时期
。

通过钻孔

取样的抱粉分析
,

荆江地区稍有提前
,

约在 一 间最 为温暖
,

而后气候逐渐转

向温凉
,

海面上升减缓
,

趋于停止
,

荆江水位亦出现暂时的相对稳定
。

但由于长江上游大量泥

沙源源充填
,

河床淤积抬高
,

水位再度逐渐上升
,

当漫出河槽
,

云梦泽再度扩展
,

即形 成晚期

的云梦泽
。

其范围从地质地貌分析表明
,

西至松滋 口 ,

东接大别山麓
,

北越汉水
,

南入洞庭的

广大沉降区
,

地势低凹 自然成为湖沼发育之地
。

从文献记载看 《子虚赋 》描述云梦泽为东部

的山坡
,

水边生长着多种香草
,

南部则有
“

平原广泽
” , “

缘以大江
,

限以巫山
” ,

西部有“涌泉洼

地
” ,

北部长着 巨木的森林和各种果林
, “

楚王游猎其中
” 。

《子虚赋 》中谈到 的北部有 巨木森

林
,

年代三湖农锡高家台开挖水渠时
,

曾在地面下 一 发现大量埋藏古树
,

且部分有

根直立于土中
,

其年代为 士 ’
弋 测定

,

并经年轮校正
,

是一有力的证明
。

另从

沉积物分析来看
,

云梦泽的标志层
—蓝灰色粘土的分布范围已东至大别山麓

,

西至松滋丘

陵前缘
,

北越汉水
,

南入洞庭
,

并延伸至南洞庭及西洞庭的河谷洼地
。

由于沼泽化的水草繁

茂
,

有利于泥炭发育
,

如江汉之间的西流河周围数十公里以 内地面下 左右
,

多有厚约

的泥炭层埋藏
,

上下为重粘土及青灰色淤泥等
。

又如湖南岳阳
、

汉寿
、

泪罗江 口 一带亦

出现湖沼沉积
,

并有 贝壳及泥炭化有机质等发现
。

以上分析表明 当时的云梦沼泽 区范围广阔
,

包含山地丘陵的多种地貌单元
,

且水陆相

间
。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在《子虚赋 》中写道
“ 云梦者方八 九百里

” ,

而实际在春秋战国前

云梦泽的兴盛时期远较此为大
,

但其主体仍在下荆江以北的江陵
、

潜江
、

污阳
、

监利和洪湖等

地区
,

古河槽深处成湖
,

外围为水陆相间
、

沼泽广布的 自然环境
。

关于 云梦泽的形成时期
,

据

研究 二 ,

一 左右为扩展阶段的漫流时期 一
,

为继续扩展至

相对稳定时期 一 为萎缩消亡时期
,

从发展到衰亡历时约为 余年
。

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

荆江三角洲由荆北三角洲
、

荆南三角洲和两者之间的荆江河曲带平原等三部分组成
。

这

里按发育阶段分述于下
。

荆北古三角洲

随着云梦泽的形成
,

大量泥沙的淤积
,

荆江三角洲从西向东推进
,

因上荆江有砾 质古冲

积 扇埋藏
,

卵石层顶板普遍较高
,

因而首先在松滋 口 至沙市河段淤积成陆
。

早在

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

先民就利用阶地和 自然堤定居
,

现 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枝江关洲

等 九处 详见图
,

表明了早在约 前上荆江沙市以 卜就已淤积成滩
,

同期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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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阶地前缘就有洲滩相继形成
,

组成荆北早期的东西两片陆地
。

随着泥沙的淤积
,

荆北

古三角洲以沙市为顶点通过夏水
、

捅水 向东分流分沙困
,

节节推进
。

近年考古发现的沙市周

良玉桥的春秋时代遗址
、

长湖关咀 口的楚墓群和豉湖楚墓群
、

潜江龙湾《左传 》昭公七年的章

华 台团
、

洪湖新滩 门 的洲国枚城旧址
,

以及 洪湖 跟家湾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等 图
,

证实

古人已开始开发利用洲滩
。

沙市以 东还发现有横贯荆北东西的两条古沙带分布 图
,

清晰

地 反映了当时夏
、

涌水的流路 在三湖高家台还发现有 前的大批埋藏古树等
。

据

研究匡 先秦时期夏水三角洲 已达华容
,

涌水三角洲 已延伸到沙岗一带
。

以上资料表明 春秋战国时期
,

荆北古云梦泽的西北及东北部地区 已陆续大片淤积成

滩
。

东晋时代位居北部的汉江又向云梦泽分流分沙困
,

向南扩展的三角洲与荆江三角洲合

并
,

陆域面积不断扩大
,

据《水经注 》记载
, “

湖水周三
、

四百里
,

夏水来汇渺若沧海
” ,

反映当时

的云梦泽虽仍有周三
、

四百里
,

但比春秋战国时期的
“

方九百里
” 已小了一半以上

,

可见荆 江

三角洲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

随着 自然环境的演变和 人为的开凿河道
,

河道继续分支为夏水
、

扬水
、

夏杨水
、

鹤水及子夏 口等
,

多汉分流分沙结果使多级分支的三 角洲归并
,

云梦泽退缩加

快
。

至南北朝时期
,

三角洲 已推进至河阳老城至监利县以东一线 图
。

至宋代云梦泽 已分

裂为马骨湖
、

大铲湖和赤野湖等小湖群匡
。

由于泥沙不断淤积
,

云梦泽 已经消亡
,

取而代之的

是荆北的江汉三角洲平原
。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嘻嘻嘻釜
,

古湖泽泽

古地名名

今地名名
匆匆匆‘ 地地

图 南北朝时期云梦洋示意图
、 一

荆江河曲平原

魏晋时期
,

荆北分流水道夏水和涌水在新构造运动和科 氏力的作用下逐渐萎缩
,

荆江水

流向南汇聚
,

于唐宋年 逐渐形成统一河道
,

但因受石首残丘和 墨山所阻
,

环绕山麓东流
。

由于荆江干流水道南移
,

长江携带的泥沙便输移到沿江地带堆积
,

形成沿岸高起的 自然堤地

形
。

泥沙的堆积和洲滩的发展
,

促使了荆江堤防的兴起
。

相传战国时期楚庄王奖励耕战
,

其

令尹孙叔敖推行
“

秋冬劝 民山采
、

春夏以 水
” , “

各得其所
” , “

宣异 川谷
,

破障清泉
,

堤防潮涌
,

收九泽之利
” ,

故有堤防之设始于孙叔敖之说
,

但这是指烷堤
。

东晋时期 公元 朽 年 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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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城筑金堤 随着 自然的淤积发展
,

熙宁中八年 年 作沙市堤
,

乾道年间 “ 年前

后 筑江陵至沙市寸金堤 随着 口 穴的淤塞
,

明嘉靖二十一年 杜 年 前后将荆江大堤连成

一线图
。

明清时期
,

荆南堤防逐渐发展
,

但因筑堤连线较晚
,

泥沙淤积时间较长
,

所以滩面普

遍高于荆北 一
,

形成南高北低的地形
。

当荆南筑堤连线后
,

荆江变成南北两堤相夹的泄

洪道
,

从而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反馈效应
。

荆江洪水位强烈 上升 根据对大量古代遗址
、

遗存
、

墓葬
、

建筑
、

洪痕和史料的研究
,

得 出荆江近 年来洪水位的 卜升曲线〔’。〕,

从该 曲线查得近 年来上升量约
,

唐宋以来约为
,

明未清初以来约
。

河床相砂层抬 高 二 由于河床淤积
,

引起洲滩增长
。

以沙市为例
,

堤内市区滩面下

古沙洲星罗棋布
,

但一般 洲顶的黄海高程仅 一
,

而江 中的现代洲滩 三八滩 已

淤高达 左右
,

高出古洲滩 一
,

其余地段普遍类同
。

现在沿荆江河床 已 形

成 一条高出南北两岸 平原的砂带《图
〔

之
万于 二二了沁一二二二

叼又八

段卜卜卜日卜

︵且韶椒世扭

与

宜 昌 宜都 枝江 沙市 那穴 石首 带市异 广兴洲 城陵矶

一 竹只 年 月 日洪峰水位线

— —河床探峨线

一 一 一 荆奥内滩离怪线

一 一 一 荆堤外滩离程线

一
· ·

一
,

一 何床砾石班板线

—
河床砂滩高程线

· · · · ·

⋯⋯ 河没滩离程琪板线

图 宜昌一城陵矶河床及洲滩高程曲线 匀

曰

江堤外滩面淤长 荆江大堤修筑以后
,

因长江水位抬升
,

外滩加积抬高
,

自明末清初

以来约 刁 年间
,

荆江大堤外滩普遍淤高 一 ,

以沙市一新厂河段较为突出
,

其中沙

市近 左右
。

河床纵刻面 变缓 自荆堤连线以来
,

洪水位
、

河床沙层和堤外滩面等都发生 了大幅

度的上升
,

反映了荆江河床已产生垂 向抬高
。

从河床高程 曲线图可见 图
,

荆江的 卵石层

顶板高程线坡降 为 知
,

洲滩砂层顶板线坡降为 灿
,

而现代河床探 乱线 坡 降为

际
,

可见现代河床深乱线和古河床洲滩砂层顶板线坡降接近
,

而古河床卵石层顶板高

程线坡降则 明显较大
。

古河床卵石层顶板线与现今河床深乱线的交点在沙市上游的碗市附

近
。

在交点以
,

现代河床深乱 已
一

「切于卵石层板线下数米
,

交点以下的河段细砂淤积于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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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层以上
,

且覆盖厚度逐渐向下游增大
。

自荆江大堤连线以来
,

荆江河床演变的结果是在垂 向上淤积抬高
,

平面上河曲带加宽
。

发展规模 洲滩淤高 一 河曲带平面宽在上荆江一般为 一
,

宽段 一 月 , 下荆

江一般为
,

其最宽地段达 刁 困
,

已成为高于南北两岸老滩的独特地貌类型
。

荆南三角洲

荆南洞庭湖区为一断陷盆地
,

基底呈琴键式的断陷与凸起相间
,

新构造运动仍以沉陷为

主
,

第四纪最大沉积厚度在西洞庭的 目平湖为
,

东洞庭为 一
。

目前新构造运

动的性质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
。

在全新世时
,

荆南的深切河谷以东洞庭为主体
,

南与支流

河谷相通
,

并通过洪水港一城陵矶的广兴洲地堑区与荆北深切河谷相连
。

后 由于荆江统一河

道形成
,

江流南靠 曾南移到岳阳对岸的下莫户铺附近
,

导致泥沙大量淤淀
,

形成广兴洲沿

江一带的 自然堤
,

进而使江湖分离
,

荆南洼地区独立成湖
。

随着荆江水位的上升
,

使洞庭湖的

基面相应抬高
,

道光二十五年 年 时
,

湖面已达 图 心 ,

成为洞庭湖的鼎盛时

期
。

随着荆江水位的继续上升
,

在荆南产生穴 口分流
,

古今曾有沧水的景 口 和沧 口
、

调弦 口
、

太平 口
、

藕池 口 和松滋 口 等匡
,

使入湖水量增加的同时又带入大量泥沙
,

其综合效应是三角

洲的发育
。

尤其四 口分流形成后
,

土荆江由松滋
、

太平
、

藕池等三 口 分流组成网状分束
,

形成

宽 一 和 的三角洲淤 积带
、

由北向南推进
,

从历史图 图 显示
,

在 年前 已抵茅

草街
,

将洞庭湖分割成东酉两个部分
。

分流束于赤山受阻
,

过赤山至天井山的构造线后向东

折转
,

以 一 的推移带宽度继续东进
,

于 年前后抵达幸福港以 东的湘江左岸
,

其

南形成南洞庭湖
,

其北形成大通湖的雏形 图
,

然后再度转北
,

并与湘江三角洲汇合组成

新的分流束淤积带 宽 一
,

继续向北推进
。

从卫星照 片 匕可见
,

三角洲前缘的下飘

尾 水下部分 呈
“

帚
”

状 已向君山靠近
。

自 年以来
,

又将东洞庭湖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
,

其西半部 因淤积发 展形 成大通 湖与 滚 湖 另有藕池河分 支的扁担 河 一 宽 约 以

的速度发展
,

现 已靠近君山
。

从下荆江调弦 口分流的华容河虽形成较早
,

但规模较

小
,

并于 年堵塞
,

河 门 形成相对凹入的湖湾
。

目前仅东洞庭湖 尚保持一定的水面面积
,

荆江三角洲在洞庭湖中主要发展部位有 西洞庭北部
、

南洞庭北部沿岸地带
、

东洞庭的上下

飘尾和 扁担河 门 及滚湖等五个淤积区
,

其 中尤以东洞庭的上下飘尾规模最大
,

发展速度最

快
。

由于泥沙大量淤积
,

湖面 日趋缩小
,

据统计 ①
,

洞庭湖的面积在 年为
,

年 刁 ” ,

年
”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刁 ,

其发展总趋势是湖面由大变小
。

目前
,

西洞庭湖正向平原化

过渡
,

南洞庭湖的北部萎缩而南部扩展
,

东洞庭湖正面临分割解体的趋势
。

荆江三角洲的变迁特征

荆江三角洲的形态特征与发展阶段

因三角洲体发育于湖沼之 中
,

水体浅
、

风浪小
,

而来沙量大
,

其三角洲的形态及演变形式

主要呈舌状或树枝状的复合体 —带状向前推进
。

三角洲的发展过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

即

①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

荆江洞庭湖关系的初步研究及其治理探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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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面状堆积和晚期的垂向堆积阶段
。

荆南洞庭湖三角洲以松滋
、

太平
、

藕池三 口分流组

成的分流束为主体
,

淤积带 以 一 叨 的宽度南下
,

横经南洞庭后再转北进入东洞庭的

湖心地带
,

形成
“ ”

字形的堆积体 另一支由南县藕池河分支的扁担河 以 一 的宽度转

折东流进入东洞庭湖
。

淤积厚度一般较小
,

薄的仅数米
,

厚的为十余米
,

主要表现为面积扩

大
,

呈席状铺开
。

随着三角洲的进一步堆积发展
,

引起湖床抬高
,

转以垂向加积为主
,

从而形

成
“

烷老田低
”
的形势匡

,

如沉江保民烷的杨家巷有一古闸 ①,

于清雍正二年修建
,

同治八年

废弃
,

现床面 已抬高
。

因三角洲分流分沙
,

河道淤积严重
,

扣官挡河
、

站鱼须河
、

五里河

及沱江等分别淤高 一
,

造成航道阻塞等
。

荆北云梦泽三角洲虽发育较早
,

不如现代洞庭湖三角洲的发育过程直观可见
,

从其地貌

形态 上有所反映 荆江三角洲平原一般较为低洼
,

尤以长湖一三湖一白露湖一洪湖等四湖地

区为轴心较为典型 外围水道因泥沙沿程淤淀
,

形成相对高起的 自然堤
,

尤以荆江最为突出
,

一般堤内外相差达 一 、 ,

次为汉江和东荆河等
。

因古三角洲和分流 的支汉众多
,

又形成

次一级相对高起的 自然堤网络
,

其间为相对低平的蝶形凹地
,

亦反映了三 角洲晚期阶段
“
坑

老田低
”

垂向加积的基本特征
。

荆江三角洲的发育分期

由于受新构造掀斜运动和科氏力的影响
,

荆江水道由北南迁
。

当于墨山受阻后
,

因荆江

水位 升
,

又 向南分流
,

水系的变迁引起泥沙沉积中心的转移
,

相继形成不同时期的三角洲

堆积体
,

按相对早晚可分三期 早期的荆北云梦泽三 角洲
、

中期的荆江河 曲带平 原和晚期的

荆南洞庭湖三角洲
。

演变程序 系以 沙市 为顶 占 由荆北转向荆 南 从秦汉 至清代经历了顺时

钊
。

的旋转 图
,

图 荆 下分流水道厉史变迁示意图
、 。 、 、

荆江三角洲与洪涝灾害

由于荆江三角洲的扩展
,

河床纵 剖面抬高
,

水位 卜升的结果 相 应带来了水 系的变迁和

① 湖南省水利电力勘测没计院
。

洞庭湖区泥沙冲淤变化情涅
。

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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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的增多
。

洪灾频繁
召 荆北平原 区 据有关史料统计

,

明弘治十年 年 至民国 年 年 的

年间
,

荆江大堤江陵堤溃口 成灾达 朽 次
,

平均每 一 年发生一次
。

由于洪水频繁
,

荆江大

堤历史上多次决 口 ,

在堤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决 口坑潭
,

有的形成规模达数公里的决 口 扇
。

现

有文献记载的决 口达 多处
,

有的因时间久远无法考证
,

实际大于此数
,

其中上荆江尤为突

出
,

从沙市至柳口 河段内的范家渊
、

文村渊
、

龙二渊和蛟子渊等大型决 口 扇至今尚存
。

弓 荆 南洞 庭湖 区 随着四 口 分流的形成和三角洲的发展
,

相应堤境大量兴起
,

据统

计 ①
,

全 区已修筑大小堤烷 个
,

共发生大洪灾 次
,

按时段分布表明 自公元 一

年发生大洪灾 次
,

平均每 年一次 一 年藕池溃口以前为 次
,

平均每 年
、

一次 而 年藕池溃 口 后至 , 年前共 次
,

平均每 年 次
。

荆江地 区在“ 唐宋以前
,

水患差少
” ,

而 自云梦泽消亡后
,

荆江水位上升以来
,

明显出现洪水颇率增高
,

周期缩短
,

洪涝

灾害在近代呈加剧趋势
。

水系变迁

随着云梦泽的消亡
,

荆江堤防系统形成后
,

荆北通江的 口 穴先后被堵塞
,

与荆江的联系

被切断
,

形成堤内独立的 内荆河水系
。

荆南地区穴 口 相应增多
,

相传北晋时杜预开凿调弦 口

华容河
,

东晋至南朝时形成沧水匡
,

南宋时出现太平 口
、

虎渡河
,

后于 年和 年先后

形成藕池
、

松滋二 口
。

另据地貌形态反映
,

广兴洲及君山一带也曾出现分流
,

因部分 已湮塞
,

构成今三 口 分流的荆南网状水系
。

自全新世以来
,

荆江地区经历了古湖泽的衰亡与洞庭湖的

扩展 由荆北分流转 向荆南分流 泥沙的沉积中心亦由荆北云梦泽转向荆南洞庭湖的 巨大变

化
,

形成新的水系格局
,

这是变迁中的重大事件
。

‘ 平原湖沼化

由于荆江河床淤积
,

水位 匕升
,

荆江三角洲平原凹地渍水严重
,

荆北以长湖
、

三湖
、

白露

湖
、

洪湖等四 湖地区为轴心
,

湖沼化加剧
,

本世纪 年代以前水面宽厂
‘

后 因西干渠建成
,

排

干湖水
,

开垦成为耕地
。

湖北素有
“

千湖之省 ”之称
,

以位居荆北三 角洲前缘的监利县为例
,

年县志记载 全县河湖面积约达
,

约占总面积的 强 民院达 刁 个
,

成蜂

窝状
,

其 中碟形的溃水湖泊约 个 主要集中于古监利县城的周老咀一带
,

湖泊星 罗棋布
,

呈现水乡景观
。

荆南洞庭湖因荆江泥沙大量南下淤积
,

形成
“
烷老田低

”

的地形
,

渍水沼泽化

严重
,

自流排灌减退 ② 如八官
、

西湖
、

大 围
、

九烧
、

乐新等坑常年靠 电机排灌
,

藕池河沿岸有

座涵闸
,

其中失效
、

半失效和 已淤死的达 座
,

占总数的 线以 卜
。

江湖历史变迁与问题思考

研究表明 荆江地区 自第四纪的全新世以来江湖水系经厉 了巨大变迁
,

洪水位产生了大

幅度 卜升
。

按出现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 升期
,

约为 前的冰后期
,

主要 由

① 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
。

洞庭湖变迁史
。

② 湖南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

洞庭湖区泥沙冲淤变化情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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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气温回暖
、

海面上升的气候因素所引起
,

后果是古江汉河网平原沦为云梦大泽 第二上升

期主要发生 自宋代以来的近 年间
,

当云梦泽消亡后
,

沿江大兴堤防
,

封闭口 穴
,

使荆江失

去湖泊的有效调节
,

洪水位上升量约达
,

泥沙相继大量淤积
,

形成当今荆江南北地

势低凹
、

中部河曲带高起上凸的
“

岭
”

状地形
,

导致两湖平原洪水灾害频繁
,

湖沼化加剧
。

历史

记载表明 目前的荆江河床安全泄洪能力只有 ’ 左右
,

而宜昌自 年有实测资

料以来
,

洪峰超过 的有 刁次 〕,

而洞庭湖多年平均流量为 ①
,

刁

年更高达
,

可见湖泊的调蓄作用 然而在分流的同时大量分沙淤淀
、

引起湖床

抬高 据实测资料统计 ② 三 口 四水 含湘
、

资
、

沉
、

澄等 荆江裁弯取直前多年平均入湖沙量

为 护
,

出湖沙量为
,

淤在湖内的沙量为 裁弯取直后为
,

湖床平均每年淤高可达 左右
,

其中西洞庭湖 一 年的 年间

平均每年淤高 月 ,

最大 东洞庭湖 一 年的 年 间平均每年淤 高
,

最大
。

虽然近些年由于葛洲坝和荆江人工裁弯取直等工程的兴建
,

淤积形

势有所缓和
,

但泥沙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

自然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

当今洞庭湖

萎缩加剧的严峻现实和云梦泽衰亡后引起荆江水位强烈上升的历史告戒我们 荆江地区有

可能面临第三个洪水位上升期的到来
,

那时
,

两湖平原的防洪将更为艰 巨
,

这是很值得注意

和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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