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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太湖汛情的变化与防洪对策’尸 多 

墨造亟 
(水利部太期流域管理属 上}I 200434) j 37。 

提 要 太湖位于太湖流域 中央．对讯情起着控制作用．通过分析近 40年来太胡流域梅雨 

期、太湖水位、环太湖进出水Ilit~时空分布．得出梅雨决定太胡主讯期．东太湖泄洪能力降低、围湖 

减少蓄水、淤滩影响泄洪，太浦河、望虞坷通而不畅的现实是太湖讯期水位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提出预降太潮水位，加快工程建设，加强工程管理是太胡安全攫讯的主要措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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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位于太湖流域中央，水位 3．00m时．水面积2336．8kin ．相应库容44．3×10 m 实测 

最高水位 4．79m(1991年 7月 16日)．太湖上游河遭坡陡水急．来水迅速，下游泄水口门多数 

已建闸控制．下泄洪水又受地区涝水和外界潮水影响．太湖是流域内最大的吞吐型平原湖泊． 

对流域水资源调蓄和地区节点水位起控制作用．40多年来，随着太湖水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环 

太湖周边条件的改变．太湖的汛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每遇大水，常使太湖水位居高不下，汛 

情加重． 

近 4O年太湖汛情的主要特征 

通过分析 40多年太湖流域梅雨起、止日期，梅雨一般始于 6月 11日，占 81．4％(如始于6 

月 13日，则占72．1％)．7月20日结束．占90．7％(如止于7月 13日，则占 72 1％) 梅雨期最 

长的为 1954年，前后选 62d，其次为 1991年和 1996年，分 9达 55d和 45d．梅雨出现最早的为 

1991年 5月 19日，其次为 1956年和 1971年，同为5月 10日；梅雨结束最迟的为1954年8月 

2日，其次为 1982年 7月27日；空梅期有1958年和 1978年． 

从环太湖 1972—1993年汛期(5月 1日一9月 30日)入湖最大流量点据图知，太湖入流有 

三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入湖高峰期在5月10日左右．为流域桃花汛，入瑚流量和水量虽小． 

但影响太湖汛初水位．第二十入湖高峰期为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为流域的梅雨汛 最大入湖 

流量达 3273m 『s(1984年 6月14日)，1983年最大 ∞ 天入湖水量达 32 2×10。m ．梅雨期入 

湖水量对太湖水位有明显影响，如 1954年的 4 65m(7月 31日)，1983年的 4 43m(7月 16 

日)．1991年的4．79m(7月 15日)均是由前期梅雨造成．第三个入湖高峰期为8月下旬至 9月 

中旬，为流域台风汛，最大入湖流量达 2531m ／s(1990年 9月 10日)．因受台风暴雨影响，太湖 

水位有明显的上升过程．如 1962年和 1989年． 

据统计，建国 来。太湖水位超过 4．00m的年份有 l0次。除 1962年和 1989年由台风暴 

雨所致外，其余几年的均由梅雨所造成并占据前 7位．此外，太湖水位超过 4．00m的年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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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次，60年代1次，80年代4次，90年代至今已有4次．因此．太湖的主汛情主要由梅雨 

决定．而 自0年代后太湖高水位的频繁出现．使得环湖大堤的原设计防洪能力有所下降，太湖流 

域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损失随流域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增大． 

2 影响太湖汛情的主要因素 

2．1 下游泄洪能力的减小是太湖汛情严峻的首要因素 

汛期进出太湖水量的大小是决定太湖汛情的关键因素 近 40年来，太湖进湖水量的时空 

分布基本正常，而出湖水量的时空分布却有很大变化，即过去历来作为太湖行洪主通道的东太 

湖行洪能力正在下降．据分析．在 50年代．太湖出湖水量的 85％以上是经东太湖诸敞开 口门 

排出的，此比倒 6O一7O年代为 70％左右，so年代后为 6o％左右(含闸门泄洪)．事实上，过去 

太湖洪水主要通过东太湖80余条敞开的出水港渎，转泄八阳澄、淀泖区的澄湖、阳澄湖、淀山 

湖。再由浏河、吴凇江、黄浦江等泄入长江 而目前东太湖敞开的口门已1由过去的 80余条，减少 

到 3条，其余口门均已建闸控制 因此，东太湖泄洪能力的下降是造成太湖汛情严峻的首要因 

素． 

2．2 围湖及淤滩对太湖汛情影响明显 

太湖围湖、淤滩及茭草繁殖对太湖的泄流和水位，即太湖的汛情有明显的影响．据分析， 

1954—1985年，太湖围湖面积达 150km ．其中东太湖围湖面积达 64．1km。．围湖不但缩小了 

太湖水面积，更主要的是破坏了环太湖的水利格局，使得许多出水港渎受堵或消失．例如，瓜泾 

港原进口为东太湖湖梢水域．水面宽阔 进港水流顺畅．其出流能力在 50年代约 25．2m ／s到 

了80年代，瓜泾港进口处变成了圩区，只有两条弯弯曲曲的小港穿过圩区．使其与东太湖相 

连．湖水八港，受阻明显，泄流量小．平均泄流能力为 16 5m’／s．降低约 35％．其变化十分显著 

蓄洪容积减少，泄洪能力叉降低，大水期间，太湖汛情必然严峻，洪水必然决堤泛滥． 

淤滩大部分分布在太湖出湖港渎的进口处．淤滩的不断发展，抬高进口处的湖底高程．从 

而使出湖口的泄流断面减小而影响出湖流量．倒如太浦河进 口处，在 1964年的航测图片上无 

淤滩显示，而在 1981年 的航测图片上，河 口出现 1、2kin 的三角淤滩 (当时太湖水位为 

2．95m)，1984年的 TM卫片上．纵深长达 2km湖面的范围内，长满了芦苇和茭草，仅有数条狭 

窄的深水航道有过水能力。1992年和 1994年太湖水位3 00m时，太浦闸全开，太浦河的泄流 

几近于零．1996汛期，太湖水位 4．11m，太浦闸 29孔全开．下泄流量不足 300m ／s．太湖水位 

．50m时．泄流量仅 85m ／s，与太浦河作为太湖洪水的主要泄洪通道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2．3 ’流域降雨是影响太湖汛情的直接因素 ． 

由于太湖出流河道通而不畅，每El出湖流量变化不大，太湖水位直接体现了太湖汛情．而 

太湖水位升降主要取决于流域来水量，而流域来水量叉直接取决于降雨量．根据太湖周边的下 

垫面条件．划分 6个雨区，即太湖湖区、浙匹山区、湖西山区、湖西平原区、湖东区和杭嘉湖区 

根据 80年代的资料，通过回归分析得： 

z=z一。十6。十∑∑6 X 
i J 

其中，z为预报 El 08：00时太湖水位(m)；z 。为预报El前一天08：00时太湖水位([If1)：X，为第 

i区预报El前 El的平均雨量(mm)；b 为第i区预报日前 日的回归系数，由历时实'删资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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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率定求得；b。为回归方程常数项． 

由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当日降雨对太湖水位影响最明显的是湖区降雨，例如，1991年 8月 

7日太湖遭受降雨后．一日太湖水位涨幅达0 21m．同样．1995年7月3日太湖遭受降雨后．一 

日太湖水位涨幅达0 22m 一 日太湖水位的突然升高，使太湖周边的汛情异常紧张，往往造成 

太湖防洪防不胜防 此外．过去的资料反映出当日降雨对太湖水位影响其次的是太湖下游的湖 

东区，再次是杭嘉湖平原区和湖西平原区．浙西山区稻杭嘉湖平原区对太湖水位上升影响的历 

时最长．湖西山区和平原区虽然面积较大，但降雨对太湖水位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上 

游洮j鬲两湖的调蓄和部分洪涝水能较挟地排入长江所至． 

随着环湖大堤的建设和周边水环境的不断改变，近几年洪水推进的格局表现出太湖水体 

与周边地区的直接联系主要在上游地区．上游浙西地区旄儿港、长兜港及湖西宜城导流港的建 

成，使上游洪水更易入湖．因此对太湖水位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太湖湖区、湖西平原和浙西山 

区．太湖水位的预报模型需要结合治太工程的建设和近几年的降雨资料予以完善． 

2．4 太浦河、望虞河通而不畅的现实使太湖汛情严峻状况未根本改变 

太湖洪水原来没有控制，主要通过敞开口门向东向北排出．这种太湖防洪现实与太湖流域 

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适应的．洪水一来，就要处处设防，防汛战线长，防汛工作十分被动．本着 

以防洪除涝为主的治水思想．对洪水适当控制，将原几十条河道控制起来，建成环湖大堤，调蓄 

上游洪水．并把太湖洪水的出路归入到太浦河和望虞河，泄入黄浦江和长江，这无疑是正确的 

设想 但是排水出路的大小、洪涝水的关系、工程运用的条件需进行科学的计算分析，井征求多 

方的意见才能达成共识．1958年开始建设的太浦河和望虞河，因对方案的不同认识和经济的 

困难而暂停．造成太浦河上游连通太湖而下游隔绝于黄浦江．望虞河下游连通于长江而上游隔 

绝于太湖，形成了1991年大水期间太湖汛情异常严峻的局面 1991年后，“太湖流域综合治理 

总体方案”已经实施．1O项骨干工程已有7项已经建设．部分工程在抗御近几年洪涝灾害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太浦河上游淤滩仍严重阻水．下游园与黄浦江直接相通，下泄洪水受 

到下游地区涝水和外界潮水的影响明显；望虞河工程出湖喇叽口仍维持 1992年工况，其泄洪 

能力与立交工程和河道工程的泄流能力不匹配，并且其泄洪还受到下游江边枢纽运行的影响． 

“两河”实际上是通而不畅 今后太浦河和望虞河工程全部建成后，其设计流量合计不到 

1300m ／s，即使按设计流量泄水，每天也只能降低太湖水位 4cm，更何况其泄洪还受诸多因素 

限制．此外，太湖上游入流加快．圩区动力普遍提高，涝水转化为洪水的速度更快，更加剧了太 

湖汛情的压力 

2．5 环湖大堤的安危反映了太湖汛情的严峻程度 

针对太湖汛情的变化，特别是发生 1991年大水后，沿太湖修筑了长达 274km的环湖大 

堤，在抗御 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洪涝灾害中，为保护太湖周边地区的生产和财产发挥了 

重要作用，仅对湖州滨湖地区的防洪效益就达4 5亿元以上．然而，环湖大堤的挡墙和护坡尚 

未全部完成，大部分建筑物未建．因此，在太湖高水位且遇大浪时，易造成塌方和渗漏，影响大 

堤安全，1996年太湖水位 4．20m左右时，恰遇 9607号台风和 9608号台风外围的影响，环湖大 

堤险情不断．宜兴部分堤段挡浪墙底基础掏空，损毁严重．湖州部分堤段虽为新建，但因受 7— 

9级风正面袭击，护坡有毁坏．1996年环湖大堤累计毁损长度达 25km．据计算，太湖湖面风速 

为7—8级(15—20m／s)时，单站最大增水可达69cm．如 1981年 9月1 13吴 ?娄水位站曾观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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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cm左右的增水．近几年太湖高水位的频繁出现，使得环湖大提的原设计防洪能力有所降低 

因此．太湖高水位时，特别是高水位期间又遭受风风浪正面袭击所致的潜在威辫是太湖防汛的 

心腹之患． 

3 太湖防洪的主要对策 

40年来，太湖的汛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太湖泄水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 主要泄洪遭通而 

不敞，太湖水位有抬高趋势，1991年、1993年、1995年、1996年汛期降雨均使太湖水位达 

4．30m以上，增加了太湖周边地区的防洪压力 为减少环湖大提损毁而造成的潜在损失，应积 

极防范，建议主要从以下 3方面着手： 

3．1 主动预降太湖水位，腾出有效库容 

环湖大堤是太湖流域的主要堤侍．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太湖水资源的调蓄作用，并保障沿湖 

城镇、农田和财产的安全．高水位期间一旦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分析这几年高水位的成 

因和防汛调度的实践，在太湖洪水出路不足的客观条件下，太湖汛初水位的高低是关系到防汛 

全局的大事 较低的汛初水位有利于太湖蓄纳入湖洪涝水．一旦太湖水位上涨，退水就很缓慢 

1996年太湖起涨水位如不是2．90m，则太湖最高水位可达 5．00m以上．几年来的防洪调度实 

践已充分说明，太湖防洪应尽早抓住时机，利用已建工程，排泄洪水，预降水位，腾出库容． 

3．2 加快太浦河和望虞河工程建设。发挥两河的有效排洪作用 

根据 1987年国家计委批准意见，太湖洪水主要由太浦河和望虞河排泄，两者排泄太湖洪 

水的比例分别占 49％和 51％ “两河”在近几年排泄太湖洪水中均发挥了作用．1993年和 1995 

年汛期，太浦闸排太湖洪水达 9．32×10 m 然而．相应“两河”干河上的太浦闸和望亭立交泄 

流能力却受上游引河及沿线障碍阻水的限制，尤其在太湖水位较低时上游阻水十分明显，从而 

使“两河”在预降太湖水位和渲泄太湖洪水时的整体功能受到影响 因此．应尽快完成太浦河和 

望虞河沿线土方疏渡及旧桥改造撤除，确保太湖洪水排泄通畅．其沿线主要水利工程应按照国 

家防总批准的“太湖流域洪水调度方案”运行 

3．3 加强环湖大堤的建设和管理 

鉴于环湖大堤配套工程与大堤护坡、挡墙尚未全部完成，太湖高水位又频繁出现，大风引 

起的增水易对环湖大堤造成破坏 为此，应加快环湖大堤的建设．培高加固部分提段，加强环湖 

大堤的管理．沿线主要控制工程如犊山口、望虞河立交、胥口、太浦闸等水利工程应服从太湖流 

域洪水的统一调度．各地各部门应按照职责，负责境内大堤、防汛公路、配套建筑物的运行、维 

护、抢修工作，确保环湖大堤的安全．此外，还应加强太湖湖区的管理，严禁围湖造田，清除淤滩 

和阻水障碍，保持太湖洪水外泄顺畅 

参 考 文 献 

1 吴洁云、藏苏 太蒲流域 1991年洪涝灾害特征 中国水利，1991．(12)：16一l7 

2 孙厢才等 太商 北京：海洋出版社，l9 

3 橡向阳 具有物理基础的太锵水位多元回1日模型 河海大学学报，199Q．‘6) 48—54 

4 wu Haoy~  T flood di~ ter in the TaIhu BⅡs|Ⅱin 1991 Natu~l~ ster R H ⋯  [ ，1993{29—3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期 吴浩云：近 40年太湖汛情的变化与防洪对策 41 

Analysis of Flood Situation Change in Taihu Lake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Respective Strategy for Flood Control 

W u Haoyun 

&hnistry Water Re．tortes，Shanghai 200434) 

Abstract 

Taihu Lake is one of the five Iargest fresh 1akes。I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aihu Lake Basin 

and controls the flood situation of Taihu Basin The main flood period of Taihu I ake and Basin is 

determined by plum rain period，which normally starts on June ll and ends on July 20．After an— 

alyzing the plum rain period in history，the highest water leveI of Taihu Lake in heavier flooding 

years，inflow and outflow around Taihu Lake in the past 22 years．the floo d situation of Taihu 

Lake has changed，which is influenced by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discharge change，and the 

operation of main channels such as the Taipu River and the W angyu River．The decrease of dis— 

charge of Taihu Lake is primarily resulted from the accretion and reclaimed Iand in East Taihu 

Lake．Studying the operational rule of main channels，dredging the mouths of the Taipu River 

and the W angyu River．and reinforcing of the Around T _hu Dyke are main measures to control 

floo ds of Taihu Lake Basin． 

Key Words Taihu Lake，flood situation，flood control，strategy 

书讯——《环境水力学》出版 

环境水力学是一r丁研究圬染物质在水域中的扩散输移规律及其在环境水体 中的应用的新兴学科 日前． 

由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黄克中教授编著的<环境水力学)已由中山大学出版杜 出版 该书系统地介绍 

环境水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同时注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反映了当前该学科的科研水平 

全书共分 6章 ：第 1章介绍费克扩散，是扩散数学的应用．为研究襄流扩散打下基础 第 2章阐述随流扩 

散和紊动扩散的基本理论．并较详细地介绍了紊动扩散系数的确定方法 第3章阐述剪切流动分散的理论．主 

要介绍河渠的纵向分散及其分散系数的确定方法 第 4章和第 5章是将前两章的基本理论分别应用于河流中 

的混台．在河口和海湾 中的混台 鉴于河流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第4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污染带和远区的计算方 

法．第5章主要介绍河 口的一维纵向分散的解法受海湾的水平流场和浓度场的数值解法．第 6章介绍污水浮 

力射流，内容包括在静水、横流和密度分层中的圆形和平面纯射流，羽流与浮力射流 

该书是作者根据十余年来从事有关环境水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写成，可供理工科大学有关环 

境、水资源、给排水等大学本科专业作为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参考 

全书定价 14，5元．邮寄另加邮费 20％(国内)邮购可与中山大学出版社发行科联系．联系人 黄砥平，张 

松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邮编：510275户名：中山大学结算户．开户银行 ：广卅l市工商行新港西办事 

处 ．帐号 ：003—022l一0008945—0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