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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山湖地区北宋以来早涝灾害的初步探讨‘ 

杨i 墅 董 鲎 — —  _ _ ● _ - — 一 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提要 女山湖地处推河中、下游交界段右岸，届淮河支流池河水系 由于该地区为北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气候区，研究其降水、旱涝的长期变化有重要意义．北宋以来千年问，该地区是我国 

东部旱涝灾害、尤其是洪涝频繁高发地区．据 历史文献记载，自 960．4．．D．以来．共有旱涝灾 74 7年． 

三年二灾．其中洪捞 425年，占 57 ；干旱 322年 ，占 43 笔者在逐年分辨的基础上，建立了女山 

湖地区千年旱涝序列，并从中得出 96o一1370A D．为以千旱为主时期j1371一】91 0A．D．为以涝湿 

为主时期．两大时期内各有涝湿和干旱的波动．同时在对序列周期分析基础上，进行拟台和外推， 

预计本区在 2010A．D．前处于偏涝，2010--2030A．D．则转为偏旱．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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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山湖是安徽省著名湖泊之一，位于嘉山县西北境．为淮河支流——池河水系。池河下游 

经女山湖、七里湖。东流至盱眙县洪山头入淮河、洪泽湖 女山湖地区在安徽省一级气候区划中 

属于淮河两岸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 ．年平均气温 15℃，无霜期 219d，年平均降水量 

939 9ram，为半湿润温和气候，地貌上属于江淮丘陵平原带．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与过渡带的自 

然环境．从历史文献中搜集该地区的旱涝、冷暖信息，研究其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特点，建立其 

长期变化序列， 与本项课题中对女山湖沉积记录分析成果相互补充、印证，并预测该地区旱 

涝变化趋势，无疑对我国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的环境变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1 旱涝序列的建立 

本文旱涝史料主要取自《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盱眙县、洒州、凤阳府等地的古地 

方志，并参考当代有关历史旱涝整理资料 ． 

鉴于该地区自北宋(960A．D．)始．历史旱涝记载才显密集．且该地区在 1194年(宋绍熙五 

年)黄河开始长期夺淮后 ，旱涝灾害始加剧，因此，搜索自960A．D．始的逐年旱涝信息．建立 

该地区千年旱涝等级序列． 

信息点以女山湖历年来所归属的泗州、盱眙县、嘉山县行政区为主，同时插补其邻近的淮 

河中、下游各县点的历史旱涝信息．所选插补点信息的可行性，是鉴于其与女山湖同处于上述 

的气候过渡带，过渡区．旱涝信息经分辨，划分为 5级：l级为大涝，2级为涝，3级为正常。4级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4927lO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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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历史气候整编 等著作丑发表论文近 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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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旱 ．5级为大旱．实测资料则以嘉山县 1956--1980年降水量的标准差进行分级．分级计算公 

式参照《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图集》口 而制定的标准：1级，(R 一R)>1．17a；2级，0．33 <(R．～ 

K)≤1．17a；3级，一0．33口<(R．一R)≤0．33 ；4级，一1．17d<(R：一R)≤一0．33a；5级．(R，～ 

K)≤一1．1 7a(式中．d为标准差，(R．一R)为降水距平)． 

然后对 960一l970A．D．进行逐年定级．但宋末元初时．该地区处于宋、金、元战争的主要 

地区之一，人口太规模南迁，农事荒芜，因此旱涝记录缺失桶多．在 1 227～1263A．D．的 3o余 

年呈空白，所以本文所建千年序列分为两个时段的连续序列(f 与{ )(图 ])．在以下分析中，对 

中断部分，则以女山湖沉积物孢粉分析结果予以补充说明． 

(公儿】 

图 l 960--1980A．D．女山湖地区旱涝等级序列 

(1】年槽动平均值，横坐标为年代，纵坐标为旱涝等级) 

Fig．1 Drought—flood~rJes in the ea around Nushan Lake(A．D．960- l980， 

(moving average ot Ll years，Vertical axislyear~ttonzontal axistdrought—tlood grade 

2 960A．D．以来旱涝灾害特点 

北宋以来的千余年，女山湖地区旱涝灾害频繁高发，据逐年旱涝史料统计，共计旱涝灾害 

有 747年，即三年二灾．尤以洪涝灾害频率高，计有 425年，占旱涝总年数的 57 ，平均 2．4年 

便发生一次涝灾，其中大洪涝灾为 83年，约占洪涝总年敦的 20 ．干旱计 322年，占旱涝总年 

数的 43％，约三年一旱，其中大旱 65年．占干旱年的 20艋 可见均呈现正态分布． 

该地区旱涝灾害的季节分布以夏、秋季为高发季．据历史文献中明确记有发生季节的旱涝 

统计，共揖得 461年，其中洪涝 290年，干旱 171年．洪涝灾年中以夏涝为主，占 46．2 ，秋涝 

为次，占33．1 ；干旱灾年中，也以夏旱为主，占 41．5 ，秋旱为次，占 26．3 ．同时夏秋连涝、 

连旱也占一定比重． 

由图 1可见，千余年来．旱涝灾害的趋势分布均有各相对集中期： 

(1)960—1370A．D．，即北宋至元代以干旱为主时期：其间 l227—1263A．D．，虽然序列中 

断，但据女山湖沉积物的孢粉分析“]，该时段处于其划分的 96O—l404A．D．的干旱期内．此长 

达四百余年的干旱趋势曲线与张德二所作蚌埠近千年千湿等级序列曲线“ 也趋一致．在此干 

旱期内，有两个短期的涝湿波动：960--990A．D．(北宋初)；l150一l1 70A．D．(南宋初)．而 

1 3oo～1370A．D．则可视为元末明初干、湿的转折期． 

(2)l371～l980A．D．，即明、清至今涝湿为主时期：其间有三个较明显的短期干旱波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杨迈里等：女山湖地区北朱以来早涝灾害的初步探讨 

L6l0一l 640A．D．(明末清初)；l 76O一1 810A．D．(清 ·乾隆中至嘉庆初)；l910—1 940A．D 

上干旱与涝湿的两大划分时间基本上与孢粉分析结果 相同． 

3 旱、涝灾害成因 

女山湖紧傍淮河干流，北邻淮、浍、祟、潼、沱五河交汇的五河县；南为发源于山地丘陵、河 

短流急的池河、东淝河等淮河支流；东入淮河干流、洪泽湖，因此处于密集的淮河水系交汇的女 

山湖地区，每遇隆水异常，排泄不畅，汇集于此，酿成洪涝灾害． 

由于本区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区，冷暖气团活动频繁 ，江淮气旋、副热带高压 

等天气系统的年限变化均很明显，降水的年际与季节变化较大．据嘉山县 1960--1980年实测， 

年平均降水量为 939．9ram，最小年 1978年降水量仅 566．9ram，最大年 1972年达 i266．1mm， 

是最小年的 2．2倍，降水量最大变率达 73．9 ． 暴雨统计，21年内出现暴雨和特大暴雨共 

59次，平均每年 2．8次．最多一年曾出现 6次，即 1 972、1 974二年，均酿成洪涝灾害．而 1977、 

1978年却无暴雨出现，为干旱、大旱之年．梅雨变化也甚明显．1966年 6月下旬至 7月中旬，降 

水量仅 60．5ram，形成空梅，与 21年同期平均降水量 162．9mm的距平达一102．4ram，形成大 

早年．而 1965年同期降水量达397．9mm，与同期平均降水量的距平为 235mm，形成涝灾．可见 

过渡带气候，降水变率大是本区旱、涝灾害的直接成因． 

据张丕远等研究 ，在 1230一l26oA．D的气候突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季风的格局．因此上 

述天气系统的变化，同样也体现在南宋以来该地区频繁旱涝灾害的成因中．如 1506年(明 ·正 

德元年)，“七月，风阳诸府大雨，平地水深丈五尺，没居民五百余家．” ，五河县“七月骤雨，平 

地水深丈余，漂没居民无算．”∞．该年乃暴雨而致大洪涝；又如 l 621年(明 ·天启元年)盱眙 

县：“五月淫雨，淮、河交溢．” ，此乃梅雨而致洪涝灾；再如 1215年(宋 ·嘉定八年)盱眙县：“是 

年春不雨至于八月”，“五月大燠 ，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江淮杯水数十钱，喝死者众．”该年不仅 

空梅，且夏秋也无降水，而致大旱． 

十二世纪前，该区水旱灾害相对较少．但十二世纪时，宋、金连年交战，水利失修，黄河泥沙 

淤积加剧，于是屡屡决溢，屡次侵淮，终于在 l1 94年(金明昌五年)正式夺淮，自此 后．淮河水 

系紊乱，下游河道被黄河泥沙迅速淤积而垫高，泄水受阻，由此加剧了该地区洪涝灾害 ．笔者 

统计得，960—11 94A．D．，黄河夺淮前的 234年问，旱涝灾害计 139年，频率为 59 ．而 11 95— 

1 910A．D．的 71 5年间，旱涝灾害达 497天，频率达 76 ．黄河夺淮前，洪涝与干旱各占早涝总 

年数的 5l 与 49 ，而夺淮后，洪涝与干旱各占旱涝总年数的 64 和 36 ．可见黄河夺淮是 

本区洪涝灾害加剧的原因之一． 

此外，人为因素也是本区旱涝灾害的成因之一．12世纪宋、金对峙，1 5世纪元、明交战时， 

本区均是重要战场，人为破坏，水利失修，如 l194年的黄河夺淮，便是宋、金统治者疲于战争． 

未堵塞黄河决IH(阳武决口)，任其泛滥南流而造成．近代 1938年抗El战争，国民党政府为絮 

El寇，炸开郑州花园El黄河大堤，造成一次人为黄河侵淮，黄泛直达九年之久，使该地区洪涝灾 

E明史 ·五行志} 

光绪 ·《五河县畚}卷十九杂 志，祥 }i 

② 光绪 ·《盱瞻县志精 }卷 十四，祥 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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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频繁，损失惨重． 

4 旱涝周期分析及预测 

由于本文所建立的旱涝等级序列为 96o--1226A．D．(序列 f )及 1264--1980A．D．(序列 

)两个时段连续资料，故周期分析是对两个时段分别进行的．分析采用连续功率谱法+以“红 

噪声”或“白噪声”过程作周期显著性检验(信度 a=0．05)．旱涝等级的周期分析表明．以3年 

以下及 5年左右的周期最为明显+8年左右及 u年左右的周期亦较明显．5年左右及 11年左 

右的周期略相当于太阳活动的双振动周期和黑子周期；8年左右的周期见于么枕生 对上海 

年降水量及史久思。 对长江中下赫 5—8月降水量的周期分析结果中．同时，检出的 20．5年、 

27．5年、32年周期也与么枕生文中20年、27年、32年左右的周期相近．此外．还检出83年长 

周期，则大致相当于太阳活动的世纪周期． 

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对该地区的旱涝变化序列进行了拟台和外推，拟台对象为 f： 

的 l】年滑动平均序列+选取的周期分量有 17．0、18．5、20．5、25．3 27．5、31-5 40．0、45·0、 

83．0年(图 2)． 

图2 L264一L980A．D．旱涝序列拟台、外推曲线 

(纵坐标为旱涝等级，粗线为谐波拟台及外推曲线．细线为旱涝序列韵 u 年滑平曲线) 

Fig．2 Fkting and extrapolation curv∞ of dmught—flood series 

(A．D，】264—1980，moving average ot U y髑rs) 

Coarse line{Fitt Lng and extrapolation cw~e'e)Fme line{Drought—Hood series 

由外推情况预测，在 2015A．D．以前总体上处于偏涝阶段，其间在二十世纪 90年代中期 

前后有一向偏平回归的过程；20l5—203OA．D．间．则又转为偏旱阶段． 

笔者对旱涝信息遂年分级中，虽已把黄河决口泛滥的客水予以分离出来．不作当地降水而 

致的洪涝灾害，但由于历史记载尚存模糊之处，难免有误差．因此对部分历史文献记载的分辨 

还有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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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0UGHT—FL00D DIsASTER IN THE AREA 

AROUND NUSHAN LAKE 

Yang Maili Huang Qun 

(Na J gIH me o／G~graphy and Lba~iology．Chme~e i自 o／Sconces-Nanl g 210008) 

Abstraet 

Nushan Lake，lying at the junctur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ihe River，be— 

longs to Chihe River system ，a branch of the Huaihe Rive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a 

long—term fluctuation of precipitation，drought and flood in the transition area between north 

sub—tropical zone and south temperate zone． Sinc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area around 

Nushan Lake is one of the regions which frequently suffer drought—flood hazards．especially flood 

hazards．Historical records show that since A．D．960 drought—flood disasters happened in 747 

years，almost two disasters in three years．57 of them，425 years，were floody．and 43％ of 

them ，332 years，were droughty．M illenary drought—flood series in the area has been constructed 

on the basn of yearly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It has been concluded from the series 

that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 s，each with fluctuation of drought 

and flood ．It was dominated by drought from A．D．960 to A．D．1370 and by wet or flood from 

A．D．1 371 to A．D．1910．Fhting and extrapolation were mad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period ici— 

ty of the series．It has been predicted that it may inchne to wet in the 2010s．and to drought from 

the 2Ol0s t0 the 203Os in the area． 

Key W ords Nushan Lake，historical record，drought—flood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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