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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工程建设即将全部完成%在 +,,,年洪水时%防洪效

益达 ,&亿元%相当于工程全部投资-规划的成功之处在于有良好的防洪意识%平衡了地

方效益.并有供水/通航和改善环境效益-然而%由于对某些工程参数论证不足%加上运用

不能适应流域各地的过高要求%目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关键词 太湖 流域规划 反思

分类号 0122&-,&3)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以下简称太湖规划*原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 +,23年

完成%报送水利部审查%水利部全权委托4长江口及太湖流域治理领导小组5进行审查协调-
同年 6月%在松江召开的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获得全体领导小组成员原则同意-鉴于当

时对拖延了二十多年的治理的迫切性%领导小组决定太湖规划报告更名!太湖流域综合治理

骨 干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便一旦通过%可以直接报送国家计委立项%抓紧开展治理工

作-后由于建设程序的要求%规划报告与可行性研究有相当区别%因此于 +,27年%由新成立

的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根据上述报告摘编成!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报告"%由
水利部和领导小组联合报国家批准-国家计委于 +,26年 7月批复了总体规划方案-接着开

始 进行四项最主要工程的初步设计$太浦河/望 虞 河/环 湖 大 堤 和 已 开 工 的 杭 嘉 湖 南 排 工

程*-+,,+年大水以后%国务院决定立即按4总体规划方案5实施 +’项骨干工程$+,,6年增

为 ++项*-根据建设计划%++项骨干工程在 &’’&年可以全面完成-
+,3(年长江流域大水%太湖流域受灾十分严重%被淹农田达 +8)%一片汪洋%大批城市进

水-灾后开始酝酿太湖流域治理规划-从+,33年起%几经变更规划单位和多次高层次协调%
到 +,23年%历经两代人的努力%)’年时间%才达成统一认识%因此各方面均谓太湖规划方案

来之不易%十分珍惜这一团结治水的成果-现在太湖治理接近尾声%++项工程已成定局%尤
其是在 +,,,年遇到比 +,3(/+,,+年更大的洪水%已建工程发挥了显著效益-防御 +,,,年

洪水%防洪效益达 ,&亿元%相当于工程全部投资9&:-在这治理太湖大功即将告成%欢庆丰收

的时候%有必要回过来反思一下太湖规划的得失%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 规划背景及规划概要

规划具有社会性-江河流域规划在不同时期进行就有不同的结果-具体到太湖流域%
规划的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流域的自然与社会现状和决策流域规划方案的地方及部

门的综合认识-+,23年制定的太湖规划%是在当时流域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基础上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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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 然 方 面!也 是 太 湖 有 史 以 来 固 有 的 特 点!就 是 太 湖 流 域 以 太 湖 为 中 心 和 周 围

""###$%"的低平原河网区&占全流域面积的 "’()的水利条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太湖犹如

心脏!而河网是血管!息息相关*不吃透这一最基本特点进行规划!难免要走弯路*即使在

治理以后!虽然设置了几条控制线!像是把太湖和河网以及河网之间隔开了!其实控制线是

人为的暂时的需要!其本质还是联通的*另外!数百年来!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在太湖流域

反映得非常明显*自 +,-.年以来!各地兴修大小水利工程!既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很好协

调!虽然在当地起到了一定的效益!但其大多数对全局的影响弊多利少*这些工程为规划带

来许多困难!也就是因为有些不合理工程的影响!使规划工作拖了二十多年*
在社会方面!是流域行政部门对治太湖的意见冲突!有些是成见!所陷很深*其中有些

是治理方略之争!可能还有历史上治太之争的遗风/有些是各地争利避弊之争!这是地方领

导的必然要求/还有些是缺乏疏通和协调的非理性的成见*这种分岐自 "#世纪 -#年代开

始!治水领导换了几任!二0三十年后一直坚持!甚至个别还有所发展*其二!+,1.年以后全

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太湖流域是经济起飞的先行者!而长期

拖沓下来的落后的水利基础设施!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各地方都有愿望及早解决长期

争论的治太方案之争*这一特点也促成了 +,.-年规划最终取得统一的契机*
太湖流域是2畏涝不怕旱3*由于地势平坦!河网流向不定!省界之间无水利界线*长期

以来围湖修堤 0开河等水事!往往形起矛盾*太湖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治理洪涝灾害!解决流

域外排水出路不足的根本问题*排水通道由于涉及省际利害关系!互为制约!意见分岐!使

治理方案长期争论不定*规划还包括引江济太的供水任务和协调防洪控制与航运的矛盾*
鉴于 .#年代以来太湖流域水体污染已十分严重!规划还要兼顾改善水环境的要求*

最后统一的总体规划方案包括 ++项骨干工程和一套控制原则4+5*++项骨干工程包括

以流域性为主的蓄洪和泄洪工程三项!即确保蓄水的环湖大堤和外排的太浦河和望虞河工

程/地区性兼有流域性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地区性为主的工程四项!即湖西引排工程!东苕溪

防洪工程!武澄锡防洪工程和黄浦江上游防洪工程/省际边界水利工程三项!即红旗塘!拦路

港 和北排通道工程*控制原则是6&+)遇设计洪水时&+,-7年型洪水)!太浦河平望控制水位

不 超过 (*+#8(*(#%!以利杭嘉湖平原排涝/&")遇设计洪水!东太湖不再泄洪/&()遇 ,#9
保证干旱年!向黄浦江上游米市渡供水 "1-8(##%(’:/&7)苏锡常和杭嘉湖等主要控制站一

套控制水位*
实施总体规划方案!可使出现 +,-7年洪水时!全流域基本免灾/干旱年可以从长江引水

逾 +"#;+#.%(/可以利用水利工程和河网调水以改善水质6新辟和改善通航里程逾 -##$%!
但个别地方设闸对航运有一定影响*

< 太湖规划之2得3
一项重大的水利规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由各方面积

极配合!提供有关资料!参加计算复核!共同协商讨论*因此!太湖规划的成绩是历史和时代

的结晶!规划的成果属于参与方面的共同努力*现在!规划中的各项工程已经结束!并经受

了 +,,+0+,,,年特大洪水的考验*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准则!作者认为!太湖规划

之2得3!主要体现有 (个方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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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抓住了主要矛盾

规划以有效的措施解决了长期以来洪水威胁这一心腹之患"太湖流域存在一系列水利

问题$但在当时根本问题是防洪除涝问题"规划以防洪除涝为主要任务$采用有效措施$可

保 障在重遇 %&世纪最大洪水’当时是 ()*+年洪水,时$得以安澜"这一目标切中了太湖治

水的要害"自公元十一世纪南宋王朝以来$太湖洪水累累为害$历史上对太湖洪水出路有过

多次柬议$也有过多次治水方略之争$防洪始终是一千年来太湖水利最为突出的问题"规划

解决了洪水出路$减灾免灾$自然受到社会的赞同"规划开始实施以后$在遇到的一次特大

洪水和数次中小洪水中$实践证明$规划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太湖平原是水网区$但-有网少纲."尽管河道’近 (%&&&&/0,1湖泊’近 2&&个,众多$但

由于比降小$缺乏大的骨干河道$每当暴雨骤至$洪水壅积不畅$一淹就一大片"在古代$太

湖平原围垦之初$这些河湖可以蓄水$然后慢慢地细水长流向东1北1南三向扩散排出"那时

湖面和河道是-洪宽枯窄.$在洪季最高水位时$水面积可达 (%&&&/0%$至枯季水位下落$出
现大片湖滩河滩$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繁衍生息"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加上沉重的赋税负担$
耕地不够$于是大量围垦湖滩和河滩成陆$如今水面积不论洪枯$都只有约 *3&&/0%$河湖的

蓄泄俱损$洪水必然要泛滥"
太湖规划防洪的主要手段就是开流域级和区域级的大河"其中流域级的大河有太浦

河1望虞河"向杭州湾排水的骨干河道有时也有流域排水作用"治理前流域唯一最大的河

是黄浦江$但黄浦江与其上游的河网-纲网不张.$也就是太湖平原的大量河道与黄浦江不能

有序的连接$不能迅速的使洪水集流外排"虽说太湖东部原有 %4个出水口连接吴淞江和三

泖 九 荡$能 将 洪 水 纳 入 黄 浦 江$就 其 洪 季’*5(&月,总 泄 水 量 而 言$最 大 可 占 太 湖 出 水 的

4&6$但却都是缓慢的疏流$流速仅 &"%5&"2078$对暴雨洪水的分泄$作用不佳"规划新辟

的太浦河上接太湖$中纳百川$而直接注入黄浦江$泄洪效果就大大提高"规划又另增辟通

长江的望虞河$使太湖洪水出路多一个主干通道"而今太浦河1望虞河泄洪$流速可达(078$
自然泄洪效果要好得多了$这就是-纲.的作用"

区 域性的大河有杭嘉湖南排工程的 +条大河’在某些年型的洪水$也有流域性防洪作

用,9浙西的东苕溪下段截水入太湖的导流河$湖西的南北东西贯通的 +条大河$武澄锡的通

江 +河"加上规划前已有的阳澄地区通江 *河和上海地区的通江通海诸河$构成了地区性

的-纲.$并可进行互联$排洪能力大大提高"
由于上述二1三十条大河的辟通$为流域防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在本阶段$而

且在下一阶段提高防洪标准之后$这些大河仍将起主要防洪作用"
太湖平原的大河在防洪中起洪涝兼行作用$流域洪水总量中包括了平原各圩区外排的

涝水"对洪涝水出路安排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在一般情况下$洪涝兼顾以洪为主9二是在地

区性大暴雨的几天内$骨干大河突击先排涝"
!"! 规划平衡了各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弊得失$为统一认识的协调工作打下了基础

()*+年大水后$各方都在寻求如何使我方趋利避弊的方案$这本是推进问题深入的一

种积极行动"由于个别未经统一规划的骨干大河$如太浦河和红旗塘$率先开工$单方面改

变了水利现状$掀起了轩然大波"长期的水利工作经验证明$对于影响邻区的水利工程$不

经协商就动工$是水利工程之大忌"从实践来看$影响了邻区的水利条件$从社会关系上是

不尊重邻区的擅动$即使实际上对邻区无大碍$也可能要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做法实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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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下策!
太湖流域治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治水观点"加上利害的冲突"争论必然长期而

根深蒂固!这种争论仅靠开会协调不可能落实"还需靠规划方案对各方利弊的平衡!只有

利弊平衡了"协调方能起作用!先技术开路"后思想统一!
太湖规划在平衡利弊方面可谓化了大力气"不仅做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方案"而且对各方

提出的自认为最有利的方案"一视同仁"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相同深度的成果"最后与综合方

案#取各方之要点"融汇于各项措施之中$比较"才使各方都勉强地接受了综合方案!在综合

方案中各方都达到了主要的目的"也都以失去了次要目的"而使对方实现了主要目的!这种

综合平衡的方案是辩证法处理问题的结果!
在 %&’(年提出的初稿中"由于这种辩证关系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各方都提出以综合方

案为基础"再进行深入比较!到 %&’)年提出正式报告时"各方都表示无可辨驳的认为综合

方案能最好的平衡各方利弊"于是达成了统一认识!
以辨证的观点处理流域与区域的关系还充分体现在骨干大河的作用上!规划明确流域

防洪骨干河道为太浦河和望虞河"其他骨干河道以区域排水为主!但对不同分布的暴雨洪

水"流域性河道河区域性河道可以互为应用"做到物尽其用!如 %&&&年型洪水"杭嘉湖区遇

特大暴雨"有一段时间要太浦闸控制泄洪"太浦河主要排泄区域水量!而 %&&%年型洪水"由
于洪水主要在上游"通过太浦闸下泄洪水有相当一部分要从杭嘉湖区河道下泄入杭州湾!
*!+ 规划综合考虑了现代社会最突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

%&’,年开始"在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太湖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初稿$的基

础上"进行新一轮的规划工作!当时在全国某些地区已出现水资源紧缺和水体污染问题!
规划继承了原来规划工作所明确的0防洪除涝1为主要任务的原则"对供水问题"从以农业灌

溉为主"发展到全社会供水尤其是城市供水问题"特别对上海市和沿运河城市的水资源"规
划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规划充分利用防洪除涝所新辟的骨干河道输送水源"发展了工程综

合效益!实践结果证明"太湖流域在基本解决了防洪除涝问题之后"水资源就上升为首要矛

盾"现在就可以充分利用新辟骨干河道进行流域水资源调配!
在 %&’,年"太湖流域除老污染河道苏州河和江南运河锡苏段外"水体污染有所发展"太

湖水体也有 %2被污染成 (级水#无锡五里湖$!当时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领导明确指出"
0治理太湖不仅要治理洪水"而且要治理水环境"不能把水越治越脏1!规划中相当重视水质

污染问题"试图通过水利工程的引清水来改善水质!当然"水污染主要出路在于治污!因此

在规划中考虑加大对上海市的清水#指较好水$的供给量"不仅满足了取水"而且大部份用来

以维持黄浦江中下游的清流流量"设置了太浦河泵站!同时对改善苏州市的水环境也从望

虞河提供了水源!太湖流域的水环境问题"虽然主要致力者是环保部门!但是通过水利工

程的科学调度"引清以改善水质"也是社会关切的热门问题!在新一轮水资源规划中"水资

源调配和水环境改善已成为规划的两个主要方向!

+ 太湖规划之0失1
从实践结果和在治理工作中的长期反思"太湖规划主要的不足有二!

+!3规划论证不足

规划论证是规划工作的核心"也是体现规划的科学性所在!规划论证主要包括4#%$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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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论证!包括部份特定标准和规划方案的主要参数"#$%比较方案的论证"#&%规划中采用

非常规的技术措施论证"#’%规划方案对其他方面的影响论证(太湖规划做了大量方案比

较论证!工作全面而深入!否则也难以获得统一的意见(在技术措施方面!由于都是低水头

的水利工程!未采用许多特殊的工程技术(只有一项工例外!在江南运河和望虞河交叉处采

用立交工程!得到航运部门的赞同(太湖规划中论证不足的主要是参数论证!具体体现在三

个方面)
#*%设计洪水和太湖设计洪水位(太湖是规划中主要调洪水库!理应对设计洪水典型

和设计洪水位进行论证(为什么没有做这项工作(客观上有二个原因!一是在以往的规划

工作中!各方面都认同的以 *+,’年洪水过程为设计洪水!以 *+,’年太湖实际最高水位为设

计洪水位!因此在 *+-&年开始新一轮的规划中!因循采用!未予论证(二是在讨论过程中也

有人提出变动设计水位问题!但各方都不同意变动!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各种水位连

锁反应!于是就沿用下来了(实践证明!从已有的洪水记录分析!*+-&年以前!*+,’年洪水

水量最大!但降雨时空分布并不恶劣(而 *+&*年的洪水总量不如 *+,’年!但时空分布更恶

劣!可 能 对 某 些 地 区 造 成 更 不 利 的 后 果(如 果 将 *+&*年 洪 水 过 程 按 水 文 特 征 放 大!类 似

*++*年的洪水!则情况更加恶劣(这些工作在太湖规划中都没有进行(而太湖的设计洪水

位!在规划方案实施后!上.下游情况会有很大变化!为什么采用实况水位为设计水位!规划

中没有作出技术说明!只是说各方面都同意这一水位!以行政决定替代了技术论证(诚然!
经过技术论证!可能仍以实况水位为好"或者论证的水位!各方不能接受!那又是一回事(近

$/年来的防洪实践证明!以 ’(0,1作为防洪设计水位!对于防御 *+,’年洪水是合理的(由

于缺乏论证!直至在国家计委即将批复规划前!还有人提出抬高 *1的方案!造成工作被动(
#$%太湖容积分配和分期蓄水位(太湖作为流域中心水库!承担防洪.供水任务!还要

兼顾旅游.航运.水产等综合任务(太湖水面积 $&’/21$!每 *1水深容积 $&(’3 */-1&!在
非汛期!每抬高或下降 /(*1水位!容积相差 $(&’3*/-1&!对于供水事业!是一个很大的调

节 量(从现在看!规划应对汛前蓄水位#,月初%.台风前蓄水位#4月末%.汛末蓄水位#+月

末%和正常低水位#常年最低%和非常低水位#+,5保证率%做出安排(规划虽然对供水任务

有所安排!但没有像防洪那样做出可以执行的水位规定!使后来的供水规划增加了难度(
#&%对全流域 -个主要控制站的汛期和枯期控制水位!没有进行全流域综合平衡(各

控制点水位根据地区规划成果!予以应用!在实际运用中发生矛盾(太湖规划是一个水网系

统规划!不同于大多数江河规划是河流系统规划!水位控制点之间互相影响十分灵敏(控制

点的水位往往受两种条件决定!一是流域性暴雨的水位过程"二是地区性暴雨的水位过程(
两者相较!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差别(在西部上游地区!往往是两者都有控制作用"而在东部

下游地区由于流域性洪水经太湖调节和太浦河.望虞河排洪!水位过程变缓!则主要受地区

暴雨控制(上下游的条件和际遇不一!需要统一分析平衡(另外有些地点由于本身受到控

制线或自身防洪工程的保护!条件就更加不同(如何确定合理的水网控制水位!需要通过整

体分析!提出不同方案!予以论证确定(
6(7行政对规划干预太严

对太湖规划的总体方案.主要结论和控制水位!各地方政府早就十分重视!提出各种要

求(这些要求有些是合理的!是他们多年来治水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但也有言之过

激!要求过严!要规划全方位适应!十分困难(而且这样的结果!在运用中往往不切实际!使

4/$&期 黄宣伟)论8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9的得失



执行规划进退维谷!
在 "#$%&"#$’年协调过程中(上海经济区规划办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精辟的原则(即总

体 规划方案对各地方的意见采纳(只能是)主要要求(基本满足*(为各方所共同接受!各方

的主要要求是什么呢+甲方是东太湖在设计洪水下不泄洪(即重遇 "#’,年洪水时(东太湖在

’&-月不泄水.乙方是在设计洪水下(控制太浦河平望水位不超过 %!"/&%!%/01比警戒水

位低 /!2/&/!,/03.丙方是要求 #/4保证率年份1"#-"年型3(下泄至黄浦江米市渡最小旬

平均流量不小于 2-’0%561是实况的 %倍3!这三个方面主要要求非达到不可(否则难于统

一!在当时的综合方案中(通过想方设法(各种试算(将这些主要要求都包括进去了!但在

实际执行过程中(情况却出入较大!东太湖除遇到本地暴雨外(不可能不从太湖引水!因为

太湖水质好于河网(各方面都要太湖水!所谓不泄水(只是把泄水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
若遇 "#’,年大水(除了几天本地暴雨需要控制泄洪外(东太湖的 ,个口门可以调节泄放 ’/
&"//0%56(%个月可泄洪1%&738"/$0%(既有利于本地供水和水环境(也有助于太湖泄洪(
何乐而不为!平望水位也是一样(除去杭嘉湖几天暴雨外(也可以适当抬高 /!2&/9,0(增
加太湖泄洪量.而在本地暴雨时(不仅控制平望水位(还可以停止太湖泄洪(把太浦河让出来

供地区排水(也是灵活有效的办法!至于黄浦江米市渡的枯水流量(目的是为了保证取水水

质!规划取水流量约 7/0%56(按 ": %引取太湖清水(也不过 "$/0%56!泄放更大量的太湖

清水以冲淡黄浦江的污染程度(从长远看既不利于水资源利用(也为环境治理所不许!地方

政府这些过严的要求(只有在下一轮的规划中(通过进一步论证和协调(趋向合理!
太湖规划的不足之处(客观上由于当时时间太紧迫和地方行政要求过严(但主观上与当

时对水利规划的全面性认识不足有关!现在(全国水利规划已有统一的规范和严格的审查

制度(上述一些不足之处在目前来看是完全可以改进(这些有待下一轮规划中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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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z_\ẑ~̂6z6([6]̂ ||[6{\%3][ẑ~6Zyy|0(\[)_’[z_{\[\# \̂)_~{\0 \̂z[|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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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 ẑ̂~6[\#_\"{0y|̂ẑ 6[z_6-["z_{\-{~[||z}̂ |{"[|~̂.Z_~̂0 \̂z6>6{0^{-z}̂0 [~̂
z{{ /̂["z_\’>]}_"}\̂ #̂-Z~z}̂~_0y~{)̂0 \̂z[\#[0 \̂#0 \̂z6z{z}̂ y|[\!

1C23JQHG;$[_}Z%[6_\._\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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