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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淮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变化与洪灾
’

—淮河中游的洪灾与洪泽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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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 年来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十分频繁
。

作者认为淮河中游的洪涝灾害与洪泽

湖的演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洪泽湖本是人工筑堤蓄水而形成的
。

湖区水位的上升与湖底淤高
,

势

必会引起淮河中游发展溯源加积和洪水位的上升
。

估计各台子一蚌埠河段平均每公里河长加积了

约
‘ 泥沙

,

由此造成泄洪不畅
,

加剧了洪害

关键词 洪泽湖 溯源堆积 淮河中游 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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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历来多洪涝灾害
,

据统计
,

从夕》元前 年到 年的 年问
,

有文字记

载的洪涝灾害多达 个年次
。

年淮河大水
,

洪水漫溢洪泽湖 高家堰 大堤深数尺
,

当

年共有 个县市受灾
,

占全流域县市总数的三分之二
。

年洪水
,

多个县市受灾
,

灾

民近 万人
,

亡 万余人
。

年洪水
,

个县市受灾
,

成灾面积 ‘ 。

年淮河大水
,

成灾面积 少
,

受灾人 口 万人
,

约占流域人 口 总数的 以

上
,

倒塌房屋约 万问
,

损失粮食
,

减产粮食约
,

估算直接经济

损失达 亿元以上
。

年淮河大水之后
,

人们都在总结经验教训
,

思考原因和对策
。

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

提出了治淮 良策
,

有的已被政府部门采纳并付之实施
。

在众多客观因素方面
,

多数专家提出

了
“

淮河 中游 干流排洪不畅
”

的问题
,

其中有的河段 的泄洪流量 比设计流量减少
, ,

甚 至 减少 、 。

年 洪 水
,

王 家 坝 最 高 水 位
,

最 大 流 量 达
, ,

年最高水位
,

但最大流量仅 ” 。

正 阳关 年最 高水位
,

最大流量
,

年最高水位
,

而最大流量只有
。

年淮河洪水
,

在历史上看仅为一次中大洪水
,

但淮河中游洪水位竟居高不下
,

正 阳关水位连

续 天超过警戒水位
,

蚌埠水位超过瞥戒水位历时 天之久
。

探讨 ” 年中游洪水位居

高不下的具体原因
,

有的学者认为与暴雨接踵而至并造成洪峰叠加有关
,

有的学者认为与行

洪区河堤加高
、

纳洪过晚有关
,

有的学者还认为与淮河两岸总蓄洪容量减小有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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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淮河大水过后
,

许多学者从实际出发
,

对今后的淮河治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
。

与此同时
,

有的学者还对历史上淮河屡发大水的原因与淮河久治问题提出了看法
,

比较

一致的认识是
“

黄河夺淮的恶果尚未根除 ” 。

黄河在 年以前长期夺淮于苏北中部入海
,

它淤废了淮河下游入海通道
,

抬高了洪泽湖及淮河中游的水位
,

延缓了淮河中游的水面 比

降
,

影响了淮河中
、

下游的排洪能力
。

第二点共识是淮河流域的气候条件
,

夏季三个月的降

水量通常占全年降水的 左右
,

一种是
、

月 ’的季风造成流域大面积降水
,

另一种是

台风移动造成局部性的大暴雨
,

尤其是 月间常有台风雨洪灾的发生
。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淮河流域尤其是淮河中游历史上频发洪涝灾害的问

题
,

从地理环境变化的角度分项进行具体的分析
,

希望有助于制定长远的治淮方策
。

近 年来的淮河洪水

淮河流域地理环境变化的研究
,

相对来说至今仍然比较薄弱
,

原因在于该地区 自然突变

事件的发生较频
,

造成自然沉积记录的连续性较差
,

其中较为突出的 自然突变事件便是洪水

泛滥
。

迄今
,

已在淮河沿岸发掘出百多处新石器时期与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
,

其中几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大多建在已被泛滥沉积埋藏的台形高墩上闭
。

上述现象与在苏南平

原
、

江汉平原
、

洞庭湖区等地 已被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所处的地貌部位相类

同
,

所谓被埋藏的
“

台形高墩
” ,

实际上曾是残存的低阶地
。

居住在低阶地上可以免遭洪水的

侵袭
。

另外
,

淮河沿岸还广为流传 多年前大禹治水的事迹
。

先秦遗著《孟子 》
、

《墨子 》等

均 曾提到大禹曾治理过淮河及其支流汝河
、

洒水
。

据之判断
,

几千年前淮河沿岸就曾发生过

洪水泛滥事件
。

据王祖烈 ① 等整理的资料
,

自公元前 年以来淮河流域发生的有文字记载的洪涝灾

害共约 年次
。

按洪流的来龙去脉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类洪流来自淮河自身
,

起因

于当地连 日暴雨或连阴雨
,

其中仅不多几次洪灾发生在原淮河下游北侧支流沂
、

泅
、

沐流域
,

没有涉及淮河中游沿岸地带
。

类为黄河与淮河俱发洪流
。

如 年
,

先是 月黄河在单县

黄固决 口 ,

造成济宁槽河溃溢
,

那州城被淹
,

又夏季颖州
、

颖上
、

霍邱
、

灵壁俱大水
,

淮河暴涨
,

五河
、

泅州水漫城
,

高家堰高良涧与周家桥决 口 处
,

高宝诸湖决 口 处
。

类系黄河决
口 ,

洪水殃及淮河
。

如 年黄河花园 口人为决 口 ,

直到 年堵 口
,

黄河洪水泛滥面积达
“ ,

受灾人 口 约 万人
,

使淮河流域颖
、

涡河问及豫东
、

皖北大约 面积

成为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

淮河沿岸近 年来的 个年次的洪涝灾害的时问分布表明 表
,

洪灾的颇次呈

增长趋势
,

由每百年几次增至每百年 一 次
,

元代最高达每百年 多次
。

拍 年以来的

淮河洪水达 次之多
,

相 当于每百年 次
,

但并非每次淮河洪流均伴有相应规模的洪灾
,

水利工程起到了减轻自然灾害的作用
。

① 王祖烈
。

淮河流域治理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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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列出了近 年来淮河流域 自生洪灾 类
、

黄河与淮河俱生的洪灾 类 及黄

河入侵在淮河流域蕴成洪灾 类 的年次频度的变化
。

其中 类与 类洪灾的年次频度在

公元 年以前是交替递增的
,

递增的速率小于 类洪灾
。

公元 年以来洪灾年次频度

的变化则呈不规则状态
。

类加 类洪灾的频度
,

以 年间为最高
,

达到每百年

个年次
,

其次是 年间
,

达每百年 个年次
。

而且
,

类加 类洪灾的频度

变化与 类洪灾的频度变化互相问大体呈反消长对应关系
。

这种反消长对应关系
,

表明淮

河沿岸历史上洪灾不绝
,

除了
“

黄河夺淮恶果未除
”

的影响之外
,

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

后

者至少包括气候因素和河道 自身因素等两个方面
。

表 近 年来淮河流域的洪灾 ①

·

”

时时 段段 朝 代代 洪涝灾害害 频度 每百年的的 其中淮河白身洪灾及黄河与淮淮 其中由黄河入侵淮河河

年年年年次总数数 洪涝灾害年次 河俱发洪灾的年次次 流域引发的洪灾年次次

公公元前 一公元 汉汉

公公元 三国国

晋晋

南北朝朝
。

隋隋

唐唐

五代代

宋宋

元元

明明

清清

民国时期期

新中国以来来

合合 计计 年年 年次次
。

年次次 年次次

近 年来洪泽湖的变化

洪泽湖是由人工筑堤拦洪蓄水而形成的
。

洪泽湖洼地的前身是淮河流出低丘区后形成的宽阔的河谷洼地
。

全新世海侵曾否使该

洼地沦为海域或泻湖
,

至今还没有从湖底沉积中得到直接的证据
,

但全新世海侵曾引起洪泽

湖区河谷洼地发育松散沉积
。

历史文献记载洪泽湖洼地区在汉代曾有几个湖荡洼地即富陵

① 王祖烈
。

淮河流域治理综述
。



湖 泊 科 学 卷

淮淮河流域 自生的 类 与黄河淮河共生的仍类 洪涝灾害 次 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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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近 。年来淮河流域洪灾年次频度的变化

叮 且

湖
、

破釜润
、

白水塘
、

泥墩湖等
,

看来它们很可能是位于淮河诸支流河 口 的 自然堤后湖
,

即具

有相对
“
沉溺

”
的特征

。

当时
,

在洪泽湖洼地区 以东还有大片所谓的里下河洼地
,

它确是被多

条并列的海滨砂堤 西冈
、

中冈
、

东冈 与海相隔的泻湖洼地
。

汉代
,

在古砂堤带的盐业与渔业

已比较发达
。

但是
,

黄河在汉文帝十二年 公元前 年 与汉武帝元光三年 公元前

年 两次决 口通泅水下侵淮河
,

特别是后一次入侵淮河尾间达 年之久
,

至少在淮河尾段泻

下了几十亿吨泥沙
,

从而使淮河泄流入海不畅
, “

改为水注富陵
,

东浸高宝
”因

。

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
,

公元 年左右出现了
“

广陵太守陈登筑捻障淮 见《雍正江南通志 》”

之举
。

被
“

障
”

的淮河水则蓄聚成湖
。

洪泽湖的变化与湖堤的沿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

水涨则增堤
,

堤高水又涨
” 。

最近
,

徐士

传 ① 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
,

查明了洪泽湖大堤 高家堰 加固加高延伸的历史沿革 表
,

推算堤顶高程曾从 年的 到 年增达
,

子捻堤则从 年的

到 年增达
。

关于湖底的高程
,

据徐士传推算
,

公元 年左右为 左右
,

年为 以上
,

年达海拔 , 左右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川的测

算
,

年 ’黄河花园 口 决堤南侵
,

洪泽湖底曾普遍淤高
,

年洪泽湖

底的平均高程为海拔 ‘ ,

年问湖区的泥沙淤积总量约 ‘ 。

在洪泽湖大堤不断增高
、

湖底泥沙淤积不断增厚的同时
,

洪泽湖水位也呈上升趋势
。

徐

士传 ② 在另一篇论文 中论述了洪泽湖的年最高水位的变化
,

推算始筑高家堰时当地淮河的

① 徐士传
。

洪泽湖大堤高程变化史考
。

淮河志通讯
, ,

一
。

② 徐士传
。

洪泽湖的年最高水位考
。

淮河志通讯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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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是
,

公 元 , 年为 飞 ,

年 为
,

年 约 ‘ ,

年 约

刁 ,

年约
,

年约
,

」 年约
,

年约
,

年约
,

年约
,

年约
,

年约
,

年约
,

年实测为
,

, 年为
,

年为
,

年为
,

年

为
,

年为
。

其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上世纪 年代以前存在年最高水位

快速上升的趋势
,

之后仅 年
、

年最高洪水位曾达到
、 ,

而其他多年的最

高水位则很少超过
,

原因在于三河坝于 年冲开
, “

冲跌深塘
”
不能闭

,

导致淮河水势

顺势南趋
,

常年下注
,

入高宝湖复入长江
。

现在的三河闸是 年建成的
,

它控制淮河洪水

的下泄
,

年泄洪流量达 、“ , 。, 一年为
。

表 洪泽湖大堤高程的变化 ①

卜 、 即

八人乃内了︸

⋯
月啥八匕沙

抽卫‘孟,卫通﹃胜

尸研刁曰且一了︸用,
月

月﹄

⋯⋯
口口口令口匕﹃了

币且‘,,

历 史 纪 年

东汉建安五年

明水乐十三年

明隆庆六年

清康熙十七年

清康熙三十九年

清乾隆四十五年

清道光六年

公 元 年

】

洪泽湖大堤高程 海拔
,

子捻堤高程 海拔
,

洪泽湖的变化与淮河洪灾的关系

在讨论这个间题之前
,

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 了洪泽湖的变化对淮河中游两岸洪灾的影

响间题 如王祖烈 ②在评述 明清时代为了
“

蓄清刷黄
”

据《明史 》本传述总理河槽的潘季驯主

张
“
当籍淮之清以刷 黄 河之浊

,

筑高捻束淮入清
,

以敌 黄 河之强
,

使二水并流
,

则海 口

自浚
”

和
“

引淮济运
‘ , ,

不断延长
、

加固加高洪泽湖大堤的后果是
, “

逐 步形成了浩瀚的洪泽

湖
,

抬高了淮河干流 的水位
,

影 响了两岸的排水
,

进一步造成 了淮河上 中游的严重洪涝灾

害
” 。

图 则直接显示了淮河洪灾与洪泽湖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

其中洪灾频度变化的交替

增高或某些不规则现象
,

尚与天气气候变化 —淮河来水量不均等因素有关
。

洪泽湖的变化对淮河洪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一是引起洪泽湖以上的淮河发生溯源发

展的河床加积
,

河漫滩淤高
,

缩小了行洪断面
,

迫使洪水位上升 二是导致洪泽湖以上淮河的

入湖河段发展曲流
,

增大曲率
,

致使泄洪不畅 三是由于 以上原因导致洪泽湖以上淮河下段
,

在汛期兼有纳洪蓄洪的功能
,

削弱了泄洪功能
,

一旦洪量过大便漫溢成灾
。

洪泽湖区的湖底淤高及水位上升引起洪泽湖以上的淮河发生溯源发展的河床加积
,

在

时问上有相 当长的滞后延续性
。

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测算川
,

一

① 徐士传
。

洪泽湖大堤高程变化史考
。

淮河志通讯
, ,

一
。

② 王祖烈
。

淮河流域治理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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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由于淮河入 湖 流受到湖水位 过高 的顶托
,

淮河入湖河 口段的最大淤积厚度达 一
,

最小淤积厚度也有 左右
,

平均年增淤约
。

据赵家良等 ①的计算
,

淮河王家坝至鲁台子河段
,

年间的平均悬移质泥沙的

年淤积量为
,

鲁台子至蚌埠河段为 少
。

折算 年间王家坝一鲁

台子河段每年每公里河长的平均淤积量达
‘ ,

鲁台子一蚌埠河段每年每公里河长

的平均淤积量达 招
。

又鲁台子一蚌埠河段 一 年 的泥沙累计淤积量约
,

折算为每年每公里河长的平均淤积量为 ‘ ,

已超过 年间

的平均值 ‘ ,

说明溯源发展的河床加积还在继续增长
。

以上数值是相当可观的
。

如

果按上述加积速度估算
,

自始筑洪泽湖大堤以来
,

鲁台子一蚌埠河段每公里河长的加积泥沙

的总量约达 少 以上
。

蚌埠钓鱼 台高滩地
, ’觉 年代 士 以来的加积厚

度达 。〕。

根据以上的洪泽湖水位上升及洪泽湖以上淮河的河床加积速率再推算
,

如果不改虑蚌

埠到洪泽湖间曲流河长的变化
,

大约 年来该河段的高洪水位的 比降大约降低了

左右
,

如果改虑这时期该河段 曲流河长的加长
,

那么高洪水位水面 比降的降低还要更大一

些
。

也就是该河段的泄洪能力实际上是大大下降了
,

其结果是又将促进河床加积
。

结 语

淮河沿岸的洪涝灾害
,

久治不绝
,

威胁犹存
,

究其原因
,

颇为复杂
。

本文仅讨论了淮河洪

患与洪泽湖变化的关系及其原因机制
,

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

其中包括洪泽

湖以上淮河河床淤积的泥沙来源间题
,

天气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程度问题等
。

由于淮河洪灾

的科学研究
,

有十分重大的实际意义
,

所以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参与对这个问

题的讨论
,

并纠正我们所述的欠当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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