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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的大地学思考（上） 

对 1998 年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的认识与国土整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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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洪水与大地学 

洪涝与干旱都是地球表层系统岩石圈、大气圈、水圈与生物圈相互作用在特定时间和

空间的反应。在 1860 年至 1974 年的 114 年间，长江洪峰流量大于 60000 立方米/

秒的大洪水，宜昌站有 24 次，平均 4.75 年出现 1 次，汉口站有 9 次，平均 12.67 

年出现 1 次。长江有记录的流域性洪涝年有 1919 年、1931 年、1954 年和 1998 

年，在 138 年中出现了 4 次，平均 38 年 1 次。由此说明，长江中下游的大洪水是客

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其关键性科学问题在于：什么原因导致洪峰水位不断增高及洪涝灾害

不断加剧？ 

追根寻源，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本质上属于大地学问题，所以应从全流域的环境系

统去思考以防洪抗涝为中心的国土整治方案。在这个流域环境系统中，至少包括地质环

境、气候环境、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 4 个子系统。近几千年，尤其近几百年和近几十

年，由于人类急功近利地向自然界索取的活动与日俱增，使流域性的人地关系越来越紧

张。1998 年大洪水暴露的大地学问题，可视为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系统性不协调

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结果。 

流域性的环境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土地与水文因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对

于正在建设三峡水库的长江上游地区，以及易发生大洪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这个基

础都在动摇之中。事实上，水利与水害仅一步之差，如不及时采取深谋远虑的国土整治措

施，其后果不堪设想。 

2、大洪水的大地学思考 

东亚地貌阶梯是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的地质背景从青藏高原至中国海大陆架呈现西

高东低的地势起伏，长江自西向东穿越三个地貌阶梯注入东海。由于西升东降的地壳构造

运动。宜昌（枝江）以西的长江上游为上升区，以东的中下游为沉降区。在东部沉降区

中，长江又流经江汉——洞庭、彭蠡——鄱阳和三角洲区 3 个快速沉降盆地。由西部上

升区侵蚀和东部沉降区堆积的长江物质运移规律所决定，三个盆地既是干、支流的流水或

洪水集之所，又是水流挟带的泥沙堆积之地。 

东亚季风降水是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的气候背景东亚季风气候是全球气候格局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青藏高原隆升和地貌阶梯发育的结果。中国东部受惠于东亚夏季风带

来的降水，否则就会像早第三纪时期那样成为干旱沙漠气候。然而，为东亚夏季风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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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的固有规律及其不稳定性特征所决定，长江中下游存在近东西向展布的降水带或梅雨

带，容易发生持久的雨季或梅雨期暴雨洪水；相隔十几年至几十年，还会发生全流域同期

或同时的流域性大洪水。这是在太阳活动和太阳辐射影响地球系统的背景上，大陆——海

洋——大气耦合作用中夏季风环流发生异常变化的气候响应。所谓引起大洪水的“气候异

常”并非偶然事件，其原因或机制虽然尚未被大地学研究揭示或阐明，但实际上是具有准

周期性变化气候规律。 

大洪水灾害加剧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长江的地质由来属于大自然的演变规律，它是

不同河段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演变在近几十万年形成的。但是，长江特别是中下游的历史由

来，则是人地相互作用的结果。50 年代以来加速围垦，使江汉平原成为今日只有洪湖、

长湖、排湖等几个非通江的浅小湖泊。这样的因人类活动导致的洞庭湖淤积和江汉平原耕

地化，一方面大大减弱了对干流和支流来洪的调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洞庭湖区的湖面、

地面高出江汉平原近 4 — 5 米，违背了长江上游来洪来沙本应在江汉平原蓄积的地学规

律。大致同期的长江下游各地，以及鄱阳湖和太湖地区也有人为作用导致的类似影响，同

样出现干扰水沙正常运移、堆积和入海的环境恶化。 

借大洪水之势调整长江中下游治水方略河川水沙是流域人地关系的敏感响应。1998 

年长江中下游始料不及的大洪水的水情和灾情。除当地历史积累的人致原因外，还与上游

水土保持不力、生态环境恶化及地质灾害日趋严重导致汛期挟沙来沙增加有关。人类对待

自然界的这种报复性警告，虽可按习惯为抢时间采取加固、加高江堤来堵水抗洪，但治本

之道应以优化长江流域的环境系统为决策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使干、支流水沙运动和

河床演变实现可控制的回归自然。为不靠天气、不违地理、不逆水势、不失人生，这就需

要及早调整长江中下游治水方略，变单一工程治水为综合环境治水，变高筑堤防洪涝为深

挖槽行洪排涝，开辟长江流域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对长江流域环境系统的国土整治方案 

长江河源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通天河流域，大部分为无人区或牧区，青藏公路穿越的

昆仑山至唐古拉山段的生态环境正受到破坏，即将开始建设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将会带来

更大的河源环境问题，故需保护河源区公路、铁路沿线的生态环境。河源区的冰雪融水、

冻土融水及降水集中在 7 月和 8 月高温期。为控制这部分流量，应尽快建设西线南水北

调工程，既可削减长江中下游雨季的江源来水来洪，更可使其成为缓解黄河中下游缺水的

重要补给水源。 

长江上游从长远的目标考虑，森林线以上的高寒区应保护草地及河源生态环境；林区

应育林护坡，退耕还林；河谷及四川盆地农区应山水共谋，加大水土保持力度，减缓洪峰

水流向中下游的排放速率；通过从再建中的三峡水库、经丹江口水库向黄河的中线南水北

调，分泄雨季的长江上游来水，更是南北共利的举措。当前，急需治理主要产沙区，加快

金沙江深切峡谷区和嘉陵江上游的滑坡、泥石流多发区的治理工程，及时制止建设中的三

峡水库会被过早地淤塞，或不得不向中下游过量排放洪峰水沙。 

长江中游务必尽快改变荆江向南分洪排沙的治水历史传统，荆江南北宜各司其盆地功

能，分洪蓄洪，纳沙淤沙，从而使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湖面地面高程按自然规律均衡调

整。在当前，与加固荆江等沿江大堤和南北部分退田还湖的同时，宜重点建设向江汉平原

的分洪引水工程，并与调洪蓄洪湖垸相连，大幅度增加江汉平原分洪蓄洪能力，可缓解洞

庭湖和荆江大堤的险情。 

长江下游在固堤护滩和除障清淤之时，还需将湖垸（圩）连通长江，并在江床加大合

理挖沙的力度，以达到加速行洪、湖口以下河段排洪通畅的目的，从而改善湖口——沙市

段的洪水水位超历史增高的严峻形势。 

长江河口提高江湖对洪涝的设防标准，并且洪水与潮水共防，水网河道罱泥，利于排

涝肥田，重建长江三角洲水乡泽国的优美生态环境。 

长江流域的上述国土整治方案，应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开展包括支流上、中、下游在内的全流域自然环境和水土环

境系统的保护与治理，真正开拓流域性治山、治土、治水新思路，切实谋划系统性治山、

治土、治水新举措，才能开创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业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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