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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中游防洪体系建设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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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围湖垦殖与江湖关系失调是洪涝灾害频繁、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 

1. 人地关系紧张，围湖垦殖日甚。 

长江中游水患日趋严重，归根结底是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砍伐上

游森林，破坏中游河湖系统的平衡而招致的恶果。也就是说由于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必然

结果。这主要表现在：(1) 由于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荆江河道泥沙淤积，水位不断上升，

汛期荆江水位高于荆北地面 6-13 米，造成上游洪水来量大、中下游河段泄流不畅而构成

洪患。(2) 在平原湖区，由于大规模围湖垦殖和泥沙淤积，湖泊萎缩严重，减少了调蓄

量，增加了长江的泄洪流量，加重了洪灾的威胁。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的围湖垦殖，一方面反映了江河泥沙淤积，洲滩逐年增多，成为

湖区堤垸形成的前提，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人口的增多，争地要粮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

问题。而滥围滥垦却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不良影响，导致这一地区河湖系统紊乱，造成

内蓄外排比例失当，渍涝不断，引起种、养、蓄、运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湖区农田基本过

程投资，成为发展湖区综合性农业的限制因素。 

2. 江湖关系失调，荆江洪患不断。 

长江自枝城以下至城陵矶段，素称荆江。荆江以北是江汉平原的四湖地区，荆南是著

名的洞庭湖区。荆江南北水系和湖泊变迁，同荆江的演变历程息息相关。 

由于下荆江直线长仅在 87 公里的距离内，河槽弯曲竟达 247 公里长，摆动幅度达 

20 多公里，河道不稳，过流不畅，对行洪不利，国家分别于 1967 年、1969 年、1972 

年对下荆江实行系统裁弯工程，裁直了中洲子、上车湾和沙滩子，使荆江河长缩短了 70 

公里，沙市水位降低 0.5 米，石首市水位降低 1.1 米，提高了荆江的泄洪能力，减少

了三口入湖流量，效益是明显的。但就洞庭湖口而言，由于监利泄量的增大，缩减洞庭湖

口泄量，洞庭湖能吞不能吐，加重了洞庭湖的洪患。 

此外，由于荆北实行“关好大门”的防洪政策，把通江湖泊口门“关闭”，加之长江

中游通江湖泊的全部堵塞和洲滩、湖泊、民垸的大量围垦，对江湖水情变化影响很大。据

不完全统计，长江中游河段宜昌至九江之间，在洪道内围垦洲洲滩民垸约 182 万亩，使

城陵矶至汉口河段的泄洪能力显著降低，从而顶托了洞庭湖湖水，拉长了防汛时间，加重

了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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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江汉 -- 洞庭平原抗洪减灾防御体系的思路 

1. 洪涝灾害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既要了解洪涝灾害的变异规律，又要研究其对人

类社会的打击和人类的适应能力，规划与指导人类的社会活动，以创造自然 -- 社会相协

调的环境，加强人类自身的保护。江汉 -- 洞庭平原随着人口的增加、围湖垦殖的发展、

环境的恶化而导致洪涝灾害不断，并引起一系列的其他自然灾害。 

2. 加固长江堤防，建设防兴屏障。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料，长江干堤在湖北省境内

长达 1330 公里，连同平原湖区的支、圩、垸堤 (4551 公里 ) 和干流洲滩垸堤 (1191 

公里 )，总长 7072 公里；长江在湖南省境干堤为 102 公里，连同洞庭湖区的支、圩、

垸堤 (5826 公里 ) 和 33 公里的干流洲滩民垸堤，总共 5961 公里。湖北、湖南两省

共有堤防 13033 公里。毫无疑问，沿长江干流堤防是防洪屏障，必须确保；至于那些

支、圩，民垸堤绝大多数都是围湖垦殖带来的，要根据其保障农田面积的大小，调蓄能力

的大小，对长江防洪的作用，在保证足够留湖调蓄的前提下，结合退田还湖的实施，保一

部分，兼并一部分，毁一部分，进而建设一个既有生产效益又有防洪作用的新的民垸体

系。对于长江干堤，则要根据 1998 年特大洪水的检验，找出薄弱环节，再根据灾后对堤

防隐患的全面探测，划定堤段安全等级，提出消除隐患和加固堤防方案，在国家财力许可

的前提下，分期分批预以实施。 

3. 河道整治。河道整治要有利于长江防洪、减少水流阻力、通畅泄洪和满足航运。

上荆江整治应与原主流走向一致，中下段要适当南移，以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冲击；下荆江

要进一步研究系统裁弯问题，控制四口分流稳定河势，调整江湖关系，城陵矶以下分岔河

段则应减少支汊，稳定主流，利用节点稳定岸线，扩大泄洪能力。此外，要特别注意三峡

建坝以后，清水下泄时对坝下河段的冲刷与崩岸问题，严防对荆江大堤和沿江堤防的影

响，等等。 

4. 分蓄洪区建设。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遇 1954 年洪水，在理想运用下，

共需分洪 492 亿立方米，其中荆江分洪区 54 亿立方米，洞庭湖区 160 亿立方米，洪

湖地区 160 亿立方米，武汉附近 68 亿立方米，湖口附近 50 亿立方米。但建国以来，

由于实现分洪的机会很少，随着平原洪区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有一部分分洪区已开辟为开发区，现有的分蓄洪区大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地带，

一旦要分洪，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大，而且临时转移人口也十分困难，因此很有必要制定分

蓄洪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加的限制政策和分蓄洪的补偿政策。此外，还必须有计划地对安

全台、安全楼房和转移道路及行洪设施进行建设，要结合中央提出的移民建镇统一规划、

统一安排。 

5. 退田还湖。如上所述，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本世纪以来湖泊减少面积达 9202 

平方公里，建国以来围湖垦殖减少 5182 平方公里，损失 175 亿立方米水量。为了确保

长江防洪渡汛顺利，退田还湖势在必行。其实围垦出来的农田，大都属于低产田 ( 即低

湖田 )，1998 年洪水淹没的地方大都属于这一部分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低，提高产量需

要很大投入，因此，退田还湖，搞多种经营，发展水产养殖，实行湖区生态立体开发，既

可调蓄又可发展经济，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尽管如此，但难度还相当大，因为这样一

来，必须重新调整已有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力布局，相应地必须调整湖区国家的农

业政策，还必须研究退多少田，留多少湖泊，也就是说平原湖区需保留多少湖泊率才是最

佳的选择，所有这些都值得组织力量深入研究。 

6. 关于洪涝灾害预测、监控、评估与决策系统的建设。洪涝灾害的预测、监控贵在

及时、快速、准确地把洪水发展态势和灾情变化情况直接传输到决策指挥部门和通过多种

媒体告示广大群众，以便为领导、指挥抗洪斗争提供决策依据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防洪斗

争。建议完善沿江水文观测网络，气象预报体系和采用现代化高新技术手段 3S ( 即空间

定位、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 对洪灾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和数据库建设。 



7. 建议成立由中央牵头，有长江中游各省市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长江水利委员

会参加的长江中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针对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成因和后果，制定统

一的防治减灾规划，特别是重视荆江南北水患的综合治理规划，一定要改变湖南只管洞庭

湖、湖北只管江汉平原的局面。要协调好中游各行政区的重大经济活动与水域环境的关

系，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落实到实处，从流域可持续发展高度根治长江水患，发展长江经济。 

8. 制定长江中游可持续发展法规，从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角度来调整流

域内环境法律与经济法律关系，从而使流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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