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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长湖又名官船湖，传说因湖内多有官船往来而得名。其

名还有三说：一说始于明代诗人袁中道诗“陵谷千年变，川

原未可分，长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坟……”；二说“长湖”以“长

林县”去其“林”字而得名；三说以其形长而得名。《荆州府志· 

山川》载：“长湖，在城东五十里，上通大漕河（今拾桥河），

汇三湖之水（白鹭湖、中湖、昏宫湖）。瓦子云者或因楚囊瓦

而名欤。”

长湖属河间洼地湖，或为岗边湖。由庙湖、海子湖、太泊

湖、瓦子湖等组成。原是古扬水运河的一段，三国时期为了

战事需要引沮漳河水设障为险，使扬水运河水面不断扩大，

形成了以湖代河的长条形湖泊。

长湖地跨荆州、荆门、潜江三个市。湖东西长 29 千米，

南北最大宽度 18 千米，岸线全长 180 千米，流域承雨面积

3 240 平方千米 , 湖面面积（水位 30.50 米）131 平方千米 ,

库容为 3.80 亿立方米。

长湖自古为荆门、沙洋、荆州、沙市通江达汉的黄金水

道。流域河渠纵横交错，航运网四通八达，是湖北省内河航

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大的通航支流有拾桥河、太湖港、田关

河 3 条。其中“汉江—新城船闸—西荆河航道—鲁店船闸—

长湖—习家口船闸”为江汉航线和内荆河航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担负着区域内工矿原料、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

的调运和腹地对外物资交流。

长湖是四湖流域仅存的两个较大湖泊（长湖、洪湖）中

的一个。四湖流域因境内原有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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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湖泊而得名，其中三湖和白露湖已成农田。长湖在流域地理

位置上处于四湖流域之首，湖的上区是荆门南部丘陵地带，

有拾桥河、观桥河、龙会桥河、高桥河四条山溪注入。

湖泊主要功能为：一是调洪调蓄，长湖是四湖上区的荆

州区、沙市区、沙洋县、潜江市等地洪水调蓄区。二是灌溉，

在当前农田灌溉引水尚未彻底解决以前，长湖可供四湖中区

10万公顷农田灌溉用水。三是养殖，水面辽阔，冬季水深约3.3

米，新中国成立初期鱼类最高年产量达 2 500 吨，20 世纪 70

年代因过度捕捞，以及“迷魂阵” （渔具）大量投放，年产

量下降到 1 570 吨。湖域盛产虾蟹，1977 年投放蟹苗 400 千

克，1979 年捕蟹 500 吨。北岸青龙嘴一带，银鱼丰富，是平

原湖泊稀有品种。四是航运，长湖可为总干渠、田关河提供

航运水源，内河航道常年可通行 300 吨级船只。五是城市补

水，在城区水源不足时，可通过太湖港渠引进长湖水补充水

源。六是生态补水。2008 年 2 月 24 日和 2009 年 1 月 24 日，

东荆河潜江、监利段突发“水华”现象，沿线各自来水厂停水，

当时打开刘岭闸调长湖水经田关河入东荆河，通过补水达到

水体交换，解决了沿岸生活、生产用水。

二、自然环境

（一）位置、面积、容积

长湖处于丘陵和平原交界地带，湖泊水面中心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2°27′11″，北纬 30°26′26″。西起荆州市荆

州区龙会桥，北至沙洋县后港镇，东至沙洋县毛李镇的蝴蝶

嘴，南抵荆州市沙市区观音垱。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湖水位 33.00 米时，湖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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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29.38 平 方 千 米， 相 应 库 容 7.63 亿 立 方 米， 湖 底 高 程

27.20 ～ 28.00 米。50 年一遇洪水位 33.50 米，可调蓄涝水

4.62 亿立方米。库堤西起沙市沙桥门，东至荆门蝴蝶嘴，总

长 49.391 千米。滨湖内垸防洪堤，包括太湖港南堤、北堤、

纪南防洪堤、桥河堤、后港围堤、蛟尾围堤和藻湖围堤等，总

长 62.27 千米，是确保两区（荆州区、沙市区）、三县（沙洋县、

江陵县、监利县）、两市（潜江市、洪湖市）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重要防洪屏障，在抗御历年洪涝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 年，湖北省“一湖一勘”确定长湖水面面积为 131

平方千米，对应容积 3.80 亿立方米。

（二）地质地貌

长湖历史上是长江、汉江的洪泛平原，湖区处于江汉平

原沉降带的相对低洼地区，构造格局呈西北—东南向，区内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周边高中间低。其中丘陵面积 2 030 平

方千米，约占 62.7%。属荆山山脉，最高山峰海拔 278.7 米。

地面平均坡降 1/500 ～ 1/1000。丘陵和岗地主要分布在荆门

市域内，岗地相对高度 40 ～ 50 米。荆门东南部平原湖区地

貌相对高度约 10 米，属冲积平原。

长湖流域的荆州部分主要为平原湖区，仅川店、马山、八

岭山等镇岗地呈带状分布于平原边缘，为平原和丘陵的过渡

带，其余（李埠、郢城、纪南、关沮、观音垱等镇）则地势平坦。

流域内的荆州市各乡镇场办事处位于扬子准地台中部，属

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晚近期构造带。境内构造受北西及北东向

两组断裂的控制，在地史演化中派生出一系列的凹陷、地堑及

断隆。地层分布第四系、上更新统、全新统；长湖流域荆门市

辖区属扬子地层区，位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江汉盆地西北缘

与淮阳山字形构造前弧两翼的交接地带；地层的沉积为第四系

松散堆积物；地层发育较齐全，从震旦系至新生界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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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文气候特征

湖区属典型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无雾期长；多年平均气温 16.6℃，极端最高

气温 39.2℃，极端最低气温 -19℃；风力一般 3 ～ 5 级；多

年平均降水量 1 001 毫米，年最大降水量 1 467.5 毫米（1964

年），年最小降水量 685 毫米（1966 年），多年平均径流深

328.6 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 672.4 毫米。湖区内全年以东北

风和偏北风为主。暴雨时空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 4—9 月，

占全年降水的 73％以上。以丫角庙测点为例，长湖 1980 年

8 月实测最高水位 33.11 米。

湖区地表水资源丰富，特别是 5—9 月汛期地表径流量

最大。多年平均降水量 1 032 毫米，径深 415.1 毫米，地表

水资源量 13.45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主要为第四松散岩类

孔隙水，其含水层厚 3 ～ 10 米，水位埋深 0.5 ～ 5 米。主要

来水为桥河和西荆河，桥河流域面积为 541 平方千米。周边

农田、池塘雨水经地表径流汇入长湖，为湖水来源之一。

（四）自然资源

长湖流域土层较厚，水源充足，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开

发利用程度较高。大多数区域人均基本农田达 666.67 平方米

以上，耕地质量较高。流域耕地面积 16.41 万公顷，水域 2.53

万公顷，林地 1.39 万公顷，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7 980 公顷，

草地仅 25.89 公顷。

长湖湿地有鸟类 133 种、鱼类 57 种、两栖类 6 种、爬行

类 12 种、兽类 13 种、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 477 种。其中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白肩

雕、大鸨、黑麂 7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白额雁、大

天鹅、小天鹅、鸳鸯、鸢、松雀鹰、草鸮、虎纹蛙、胭脂鱼、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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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鲡等 17 种；上述物种中，列为国家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有 137 种。近几年，湖区野生动物资源不断增多，湖边凤

凰山、纪南山已建有观鸟台。

长湖野鸭

白鹤栖息

渔民捕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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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野生植物有维管束植物 116 科、303 属、472 种；浮游植

物 280 种，水生高等植物 158 种。其中含国家Ⅰ类保护植物

水杉，Ⅱ类保护植物银杏、翠柏、马蹄参、青檀、半枫荷、野

大豆、八角莲、紫荆、银钟花、喜树、野菱共 12 种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

主产经济鱼类有青、鲤、鲫、花鲢等。湖区渔民除养殖“四

大家鱼”，还进行龟、鳖、鲟鱼、螃蟹、青虾、乌鳢、鳜、黄颡

鱼、翘嘴红鱼鲌、河鳗、鳄等中高档经济种类和观赏鱼类的繁

殖、养殖。

（五）自然灾害

长湖因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受降水和外江来水等因素

影响，易发洪、涝、旱等自然灾害，其中以洪涝为主。

洪涝　流域洪水有关文献记载，最早为楚昭王时期，江陵

“江水大至，没及渐台”（《荆州万城堤志》）。此后，水灾记录

增多。唐代以前，荆州人口尚不密集，堤防不成形，江汉平原

调蓄洪水的湖泊洼地较多，洪水成灾较小，即使成灾也是涌溢

成灾。唐以后人口渐密，洲滩筑堤围垦活动渐多，江水溃决为

患。至明清时期，荆州干支民堤防大部分形成，垸田发展不可

遏止。明朝中期，荆江大堤连成一片。至清朝，荆州堤防已基

本成形，有关堤溃的记载大增，洪水灾害频繁。到了民国时期，

水灾更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980年、1983年、1991
年、1996年、2008年都遭受过较大水灾。

主要灾害成因一是江河漫溢或堤防溃决造成洪灾。长

江流域上游来水面广，降水强度大，极易形成峰高量大的

特大洪水，致使溃堤成灾。如 1788 年、1870 年、1931 年

等。二是大暴雨所致洪涝灾。丘陵湖区，雨量充沛，多年

平均降水量达 1 138.7 毫米。4—9 月为暴雨季节，暴雨频繁、

量大且集中，极易形成山洪，相应发生涝灾的频率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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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广、灾情重；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为“梅雨”季节，往往阴

雨连绵，大到暴雨多集中在这一时期，其雨量占全年降水

量的 1/3，是涝灾的多发季节；7 月中旬至 8 月，是长湖多

雨时节，也是长江主汛期，江河洪水与本区暴雨相叠，形

成外洪内涝、洪涝兼发的严重局面。此外，4 月前和 9 月后，

如果降水集中、强度大，也会导致局部性的涝灾。三是内涝

渍害。每年 4—9 月，外受江河高水位渗透水入侵，内有大

量降雨渗透补充，现有水利设施只能排除地表水，无法降

低地下水，土地长期水饱和导致渍灾，严重影响作物正常

生长。

1848—1954 年的 107 年间，先后六次（1848 年、1849

年、1935 年、1948 年、1950 年、1954 年）出现高水位的洪水。

1849 年最高水位持续时间最长，发生高水位的频率约 20 年

一遇。

1983 年 10 月，长湖水位为 33.33 米，为历史最高水位。

旱灾 长湖流域气候多变，其旱灾分布既有时间季节性，

又有空间区域性。按季节分布，大多年份旱灾冬春少于夏秋，

其次是秋旱、春旱和伏秋连旱。每年7—8月是农作物需水量

最大时期，长湖流域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若北方冷空气

活动少，极易形成小暑南阳风，气温高、晴热少雨、蒸发量大，易

造成伏旱（亦称夏旱）。8月以后降水区一般西移，往往出现少

雨天气伏旱连秋旱（亦称秋老虎）。1928—1929年间，长湖曾

两次湖水干涸，内荆河丫角庙处断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中出

现干旱38次，平均约1.3年一遇，局部干旱每年都有，并出现先

涝后旱的局面。

据《四湖水利志》记录，新中国成立后长湖地区大旱和

特大旱有 12 个年份：1959—1961 年为特大旱年；1972 年、

1974 年、1978 年、1986 年、1988 年、1995 年、2000 年、2001

年、2011 年为大、特大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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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六）水质及环保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前，长湖区域生态环境良好，90 年代中

后期开始，随着对水面掠夺性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水质

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西荆河、拾桥河及湖周边工业废水和

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涌入，长湖水质总体下降为劣 V 类，呈

中度富营养化状态。

由于江、湖隔断，破坏了洄游性鱼类的繁衍和生活环境，

湖泊萎缩，水生生态系统破坏明显加剧，带来生物量减少、

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结构发生改变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同时，围湖网箱养殖、人工投饵（肥）致使水体透明度下降，

底层植被死亡。加上人为捕草，湖面近 70％的植被遭到破坏，

水体自净能力几近丧失。

据调查，20 世纪 80 年代初，长湖水生植被覆盖率为

100%，目前减少到 30%；1985 年长湖鱼类有 60 多种，2005

年只剩下 30 多种。目前长湖养殖面积达 6 533.34 公顷（其

中大湖围栏、网养殖 5 666.67 公顷，湖边精养鱼池 866.67 公

顷），占湖面面积的 46.3%，养殖密度大大超过湖泊生态的

承载能力。

三、历史变迁

（一）湖区演变

长湖在三国时期（220—280 年）的水面，仅限于今之

天星观以北、龙口以东，范围不大（即今庙湖、海子湖、内泊

湖）。南宋时范围扩大。明朝时南岸筑堤围湖，长湖区域基

本形成。湖西北地势波状起伏，为海拔高程 50 米以下的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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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低丘，没有堤防；湖南有堤挡水，地面平均高程 29.00 米左右。

长湖在田关穴口没有堵塞以前（1931 年），部分水可经西荆

河从田关河排入东荆河，另一部分水排至内荆河（又称中襄

河）。田关穴口堵塞后，湖水全部排入内荆河。

三国至宋，北海在江陵县东北（今荆州区马山、川店一

带），后扩大到纪南城以北的九店附近，筑堰储水。因在纪

南城之北，水面形如大海，故称北海。南宋绍兴时，北海范

围扩大，与庙湖、海子湖连在一起，统称 “三海”，亦称“海子”，

即今海子湖。宋淳祐四年（1244 年），孟珙把沮漳河水截入

三海，并东北通汉江，延绵数百里，宽数里至数十里间。

八柜（即金弯、内湖、通济、保安等四柜，注入中海；拱

长、长林、药山、枣林等四柜，达于下海）一带有条宽几千米

的低矮丘陵，地面高低之差有五六米至十多米，是襄阳至荆

州城必经之路。八柜即蓄积这一带低洼水。其西南有沮漳河

及其泛区，东南为云梦泽解体后的湖沼地区。这些湖区形成

一条长约 35 千米、宽 1 千米至数千米的水面隔离带。元灭宋

后，八柜积水排除，成为农田。

湖南岸地面高程多在 28 ～ 29 米，由于引沮漳河水注三

海，需要将引水拦蓄，于是便有了堤防。史称，宋孟珙在

1242—1250 年间多次引沮漳河经长湖达汉水，“三海通一，

土木之工，百七十万”。此时，沙桥门至关沮口附近堤防形成。

明朝初年，湖南岸民垸兴起，如小白洲垸、菱角洲垸、马子

湖垸等，沙桥门至观音垱堤防形成。从观音垱到习家口，有

些地方地势较高，未修筑堤防，长湖水从内泊湖，经观音垱、

徒步桥泄入玉湖、五指湖，再入三湖；还可从习家口入内荆

河。观音垱筑堤后，长湖水主要从习家口排入内荆河，或从

西荆河排入东荆河。明朝时期，西荆河堤（又称襄河堤）常决，

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自东向西、北、南扇形淤积，加之沙桥门

至昌马垱（观音垱附近）修筑堤防，长湖排水受阻，形成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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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清时期，由于长湖具有航运功能，加之长湖以下大量

围垸，排水困难，湖上区又常有山洪，即使湖干涸也无人围

垦，此是长湖幸存的重要原因。长湖南岸堤防称为长湖库堤，

由中襄河堤改线培修而成。中襄河堤在清代称襄河堤（凡汉

江来水，均称襄河水），民国时期称中襄河堤（又称北堤）。

堤线起自沙桥门，经诸儿垱、关沮口、观音垱至昌马垱，此为

西段，长约 18 千米；从昌马垱至泗场街，无堤，利用高地挡水。

泗场至习家口称为东段，堤长约 4 千米。

长湖原来调蓄作用很小，1951—1957 年沿湖老堤整险加

固。1955 年根据《荆北区防洪排渍方案》，长湖综合治理，

使之具有“防洪为主，兼顾灌溉、航运和消灭虰螺”等功能。

南面以原中襄河堤为基础改线加固，形成沿湖库堤。1960 年

四湖总干渠挖通；1962 年习家口闸建成，堤线改由习家口向

东经朱家拐与田关河衔接；1965 年刘岭闸建成，沿湖堤线及

控制工程完成，始称长湖库堤；1971 年原堤线改线，太湖港

下游改为出海子湖，关沮口筑坝堵塞老河，沙桥门至关沮口

的老堤失去挡水作用。从腾子头经袁家墩仍修筑老堤，新挽

从袁家墩至杨林口、韩丞庙新堤，内泊湖成为内湖。原新阳

至昌马垱的老堤作废。东段由泗场街北起，经习家口到朱家

拐堤线不变。1980 年长湖大水后堤线改变，西段从腾子头起，

向东沿湖边筑新堤，杨林口经扁担河、小河口、观音洼，至王

家洼止（桩号 32+348）；王场洼至徐家嘴（老堤）；从徐家

嘴（桩号44+185）至朱家拐（桩号45+938）止。北线分为三段：

第一段从沙桥门经草市、小北门，沿太湖港南岸至秘师

桥止；再由太湖港北岸至凤凰山止；南岸堤长 14 900 米，北

岸堤长 18 500 米；南堤是荆州城区防洪的重要屏障。

第二段自凤凰山，沿庙湖至龙会桥，经和尚桥至董家渡

口止，全长 31 750 米。部分堤段防洪标准偏低，大水来时需

抢筑子堤挡水。其中有 5 400 米属高坡地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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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第三段为拾回桥河堤，从上游方家斗堰起，沿桥河西侧

至董家渡口止，全长 16 500 米，其中 2 100 米属沙洋县梅林村。

另有龙会桥河堤。从龙会桥经纪南城，分为两支，堤长

16 500 米；夏桥河堤从东渡槽入海子湖，堤长 7 100 米。 从

沙桥门至雷家垱，一河两堤，长 3 370 米，与长湖库堤同等

重要。长湖库堤的设计标准为：堤顶高程 34.50 米，堤面宽

6 ～ 8 米。

长湖设防水位（习家口水尺）为 31.50 米，警戒水位为

32.50 米，保证水位为 33.00 米（1983 年达 33.33 米）。

长湖分蓄洪区，含沙洋县毛李镇的借粮湖、彭冢湖、幸福

垸和沙洋县后港镇的乔子湖。分蓄洪区内总面积 26.7 平方千

米，有效容积 1.24 亿立方米，可容纳分洪水量 0.978 亿立方

米。其中借粮湖分蓄洪区面积 6.7 平方千米，有效容积 0.235

亿立方米，可容纳分洪水量 0.20 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从荆州区李埠镇龙洲垸长江

大堤开口，引长江水直跨长湖通过潜江市兴隆闸而入汉江。

此工程引水渠与长湖建有互通节制闸，长湖缺水时可对其

补水。

20 世纪 50—60 年代，长湖地区为贯彻“以粮为纲”的

决策，江陵、荆门两县先后堵筑湖汊 65 处，总面积 69.714

平方千米，其中部分（如南北垱、赤眼湖等）建有拦鱼设备

或涵闸与长湖相通，其余开垦农田 33.85 万公顷。长湖水面

由（水位 33.00 米）229.38 平方千米缩小到 157.5 平方千米，

减少了 31.3%，总库容由 7.633 万立方米减少到 6.18 万立

方米。

长湖区域 2 265.5 平方千米为山洪调蓄区，当水位达 32.5

米时，相应库容达 5.43 亿立方米，将危及四湖中下区 26.67

万公顷农田以及 200 多万人民生命安全，此时要通过习家口、

刘岭等节制闸调节水位，使水位保证在安全水位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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