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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室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蔓J 日

．(区)之首位。星罗棋布的湖泊，镶嵌在纵横交织的水网之间，构成了一幅

水乡泽国”的图景。这些湖泊，具有调节河，tI径流、发展灌溉、繁衍水生动

物、沟通航运和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环境质量等多种效益。自古以来，

些湖泊就与湖区人民生息相关，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旧社会， 由于制度的腐败，不仅丰富的湖泊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

利用，而且湖区、水‘‘旱灾害频繁。湖泊的科学研究工作，更是无人间津，长

处于停滞状态。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对湖泊的改造

资源的利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如三河闸、嶂山闸、庄台

等大型k-J坝的兴建，使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潮等许多湖泊，由天然状态

变为人工控制状态，抬高了湖泊的蓄洪水位，遇旱可蓄，遇涝能排，大大

高了湖泊的永利效益。为了发展渔业生产，绝大多数湖泊都施行了放养、灌

纳苗、繁殖保护等措施。人们利用着湖泊， 同时也有力地改造着湖泊，使湖

的面貌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

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江苏湖泊的资源，研究湖泊中各种水文、化学、生

现象的产生、发展，掌握其演交规律，并相应地发展湖泊科学的基本理论，

室自1 9 5 8年成立以来，陆续对太湖、洪泽湖、高邮湖等38个主要湖泊，进行

野外调查研究工作。1 95 9年在宜兴团沈湖滨建立了湖泊综合实验站，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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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文气象、水化学的综合实验研究。 经长期辛勤观 测 ，

了丰富的科学资料，从而为写作《江苏湖泊志》打下了基础

认真记录

o

， 积累

《江苏湖泊志》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湖泊科学的综合性专著， 它填补了江

苏湖泊科学的空白，对推动和发展我国的湖泊科学事业将起着一定的作用。承

担本书写作的，主要有施成熙教授(主编)，汪宪柜、窦鸿身(副主编)，王洪

道、张立五同志；此外，马武华、连光华、周万平、胡文英、 史复祥、张立

生等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写作!；全书插图由张辉玉同志清绘 。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湖泊管理机构， 渔民群众以及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诚请f-i读者批评指正 O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湖

1 9 8 1年2月

日，昂土山口、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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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

第一章

论

湖泊地理概况

江苏地处长江、淮河、沂河等水系的下游，东濒黄海，属于我国东部沿海平原的一

．j部分，地形坦荡，平原辽阔。平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8 5％，海拔大多在lo米以下，

一般为2_5米。在长江三角洲的两侧，分布着以太湖及古射阳湖为中心的两大碟形洼

地”它们是古泻湖的残留部分。在平原上还有不少相对高差为2—3米的中、小型洼地。

这些平原主要由江、河所携带的泥沙，经河，湖、海的合力建造而成。平原地貌的起伏
变化，是湖泊的生存、发育的自然基础。

江苏是我国淡水湖泊分布集中的省(区)之一，面积达6，8 53平方公里，湖泊率居

全．国之首位，为6％以上。另外，全省目前共有人工湖泊——水库1，1 66座，总库容2 8·5

亿立米。在这众多的湖泊中，面积超过1，0 00平方公里的有太湖和洪泽湖，它们与江西的

鄱阳湖、湖南的洞庭湖和安徽的巢湖统称为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面积在1 oo一1，0 00

平方公里的有高邮湖、骆马湖、石臼湖、浯湖、自马湖和阳澄湖；面积在5 O一1 oO平方

公里的有洮湖、邵伯湖、淀山湖和固城湖；面积在1—5 o平方公里的湖泊有近百个；两

面职小于l平方公里的湖泊多达6 00余个，面积为2 00多平方公里。江苏的主要湖泊位

置，见图．1-1 o

．就上述湖泊的地区分布而言，苏南地区以太湖为主体的太湖流域湖群，计有湖泊面
积3,347平方公里，占全省湖泊面积的4 8·9％，太湖以东分布有阳澄湖群和淀泖湖群，

阳澄湖群包括阳澄湖及其周围的昆承湖、漕湖、鹅镇荡，盛泽荡、金鸡湖、独墅湖、沙

湖，傀儡湖、鳗鲡湖等，淀泖湖群包括淀山湖、澄湖及其周围的元荡、自蚬湖、三白

荡、长白荡、明镜荡、白莲湖二。汾湖0长漾、麻漾等多太湖以西分布有洮漏湖群，包括

洮湖、漏湖及其周围的东沈、西沈、马公荡、钱资荡等。太湖流域湖泊分布集中，小型

湖荡星罗棋布，河网稠密，水位比较稳定，这对调蓄太湖地区水量起着很大的作用，其
中吴江县的水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25·3％，是我国湖泊率较高的地区之～。丰富的

湖i泊资源，对这一地区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除太湖流域湖群外，属水阳江水系的湖泊只有石臼湖和固城湖两个，总面积2 60平方

公里，占全省湖泊面积的3·8％，这类，湖泊因位于低山丘陵区，同时受长江水情变化的

影响，水位变幅在全省湖泊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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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分布在淮河中下游的湖群，面积达2，9 50平方公里，略次于太湖流域，占

全省湖泊面积的43％，除洪泽湖外，分布予运河大堤以西的有自马湖、宝应湖、汜光湖、

高邮湖、邵伯湖和斗湖等，其中宝应湖和汜光湖因淮河入江水道和大汕子隔堤建成后，

已成了内湖；分布于运河大堤以东的湖群，计有大纵湖、蜈蚣湖、郭正湖、得胜湖、广

洋湖、平旺湖、乌巾荡、南荡等，它们是古射阳湖被淤废而分化出来的小型湖荡，地势

低洼，水网密布，水面约占该区总面积的三分之÷i，‘是苏北著名的水网圩区。这一地区

的湖泊多已建闸，年水位的变化受闸门控制。尚未建闸的，湖泊水位的年变幅较大，枯
水年易发生旱情。

沂河水系湖泊最少，只有一个骆马湖，面积296平方公里，占全省湖泊总面积的

4·3％。骆马湖已成为淮北平原蓄泄沂‘-泗河来水的水库，它的兴建，使淮阴地区1，000
多万亩农田免除了洪水威胁，并解决了近600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

江苏位于我国中纬度地带，濒桩东南沿海，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地势低

平，=i匕部又毗邻华北平原，一冬、。夏季风可横贯全境，而形成气候上的过渡性特征。。全省

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径流丰富，再加上河流上游来水，‘为’湖}_糯供着
较多的水源。。但是，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湖泊水情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每年酌春摹

和春末夏初，i极锋稳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锋面上常有弱气旋缓缓东移二形成江南与江

淮之间为期1月左右的梅雨，、。大江南北的湖泊先后进入汛期，并随雨目的增长，。潮水位
逐渐升高。夏季主要是热带气团控制江苏，形成多雨、高温的天气形势，至7二。8胄份，
湖水位达年内高峰。夏秋之交易受台风袭击，暴雨频繁，雨大风强，亦可造成湖水盛涨。
因而，江苏湖泊的汛期较长，从6月份延至9月份二历时约4月之久。此后，湖水位逐
渐退落，10月以后进入枯水期。冬季在变性极地大陆气团控制下；l形成干燥少雨、气

温较低的天气形势，降水量显著减少，此时，是湖泊水位年内的最低时期，‘唯洪泽二骆

马、：高邮诸湖因已建闸蓄水，冬季仍能维持较高的水位。

。江苏多年平均年降水总量为8。O o一1，2 00毫米，南部多于北部，沿海多于内陆，自

东南向西北递减。1太湖地区及长江口附近，降水最多，1达1，2 00毫米左右，江淮之向为
95O一1，1 00毫米，淮北多在9 50毫米以下a一年中降水量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9月。

淮河及苏北灌溉总渠一线的南北，r．气候存在一定的差异，年平均气温自北向。南由1 3。C

增至1623，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大多在。一4℃』； 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自j‘北而莆由
26。C增至2 8。C o因而；‘江苏湖泊水量资源和热量资源都是比较充足的。江苏所以’能发
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之一L，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气候温和、河‘湖水源充足-灌
溉便利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7

-·‘江苏江、河、湖、。荡密布，彼此通连，水源充沛，但水量在年丙的分配上显示出不

平衡性，汛期水量大，水位高，湖区洪涝矛盾突出，。非汛期水位低落二j易发生旱象。
一 长江横贯全省中部，。将江苏辟为苏南、苏北两部分；苏南为长泣流域水系，苏北为

淮河薅域水系。长江水源丰富，多年平均流量为3·3万多秒立米(南京站，下同)。
1 95-4年最大洪水流量达1 0万秒立米，冬季最枯流量也在o·6万秒立Z：P2 3=，年径流总
量达1 0，3 95一亿立米；历年最高水位为1 0·22米(1 954年8月)，。最低水位仅‘1．5 4。米
(1956年1月)，水位变幅较大9长江高水时期，虽有众多的河流、。湖泊予以调节，‘但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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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通江的湖泊，多已建闸控制，这虽然提高了引江灌溉和防洪的效益，然而给

湖泊生物资源的利用却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长江在苏南的最大调节水网是太湖水系。

太湖位于该水系中部，集水面积1·9万余平方公里，它沟通上百个大小湖荡和众多的河

港，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水道网，-有利于河、湖水量的调节·
。

淮河全长830公里，流域面积为1 3万平方公里|；自安徽入境，经盱眙入洪泽湖，多

年平均入湖径流量为3 15亿立米，1 9 3 1年最大入湖流量为2·65万秒立米，入湖水量占

总入湖水量的7O％以上，是洪泽湖水量补给的主要来源。谁河来水经洪泽湖调蓄后，大

部分经三河闸下泄于入江水道，再经高邮湖、邵伯湖调蓄后注入长江，部分来水由呙i1可

闸、二河闸下泄，经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沭新河、新沂河等直接入海。

沂泗水系源于鲁南山区，源短流急，多年平均径流量为6 0余亿立米二由于降雨多

集中在夏季，且常以暴雨的形式出现，径流在年内的分配是不均匀的，汛期来水量约占全

年的85％，冬春来水量很小，常断流。泗水经微山湖调蓄后泄入中运河，然后-9-沂河

来水一并注入骆马湖，再经调蓄后，一部分由嶂山闸下泄经新沂河在灌河1：1、临洪口入

海；勇一部夯由皂河闸、杨河滩闸下泄入中运河和六塘河，然后入大运河与长江相接。骆
马湖水位在23米时，可蓄水9亿立米；微山湖水位在33米时，可蓄水1 0·9亿立米。

江苏湖泊资源比较丰富，自然条件对于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比较优越。湖泊大多

具有调节径流、灌溉农田，沟通航运、发展水产等多种效益。长期以来，人们在利用和

改造湖泊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使湖泊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

在过去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利用过程中又无总体的规划，不仅没使湖泊资源发

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起了水利与水产、水产与围垦、水产与污染等多方面的矛盾c：‘再

者，湖亍自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湖泊淤积、污染、风浪、湖岸坍塌、湖泊富营莠化
等。 ．：

湖泊科学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为了进一步发掘湖泊资源，研究其合理

开发利用的途径，并从理论上探讨湖泊中各种lkl然因素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使
湖Ii白科学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我们从1 9 5 8年开始，对江苏湖泊陆

续开展了综合调查研究二又于1 95 9年在宜兴团沈湖滨建立了湖泊综合实验站，进行湖泊

水文、化学、。生物等定期的观测研究工作。实验站设有1 00及2 0平方米的蒸发池、漂浮

蒸发器及其它小型蒸发皿，进行水面蒸发的实验研究工作。1 963年，对太湖的水文物理

特性和湖水的化学状况进行了季度调查。1 9 7 3年以来，还开展了洪泽湖综合考察及银鱼

增殖等项专题的研究。1 975年对洪泽湖湖水的化学、浮游生物进行了年内变化的观测。

I 9 75—1 976年-9江苏省三河闸管理处协作，在洪泽湖开展了波浪的观测研究。1 976年对

骆马湖‘≥涌湖结合水质条件进行了湖泊综合考察。1 977年还与南京大学生物系、地理系

等单位协作，开展了阳澄湖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研究。1 978年对江苏大于5平方公里．的

湖泊进行了补查。此外，省内外其它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有关生产部门，也对江苏湖泊
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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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湖泊的形态特征、成因类型及其演变趋势

第一节 湖泊的形态特征

湖泊的形态特征是表征湖泊自然特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常用形态度量指标表示。我

们根据航测1：1 0 0，000地形图进行量算，并参考《江苏水文手册>)等有关资料，编制成

江苏省主要湖泊形态特征表，见表2-1。湖泊形态度量指标，可以反映湖泊在内外营力相

互作用下的发展过程。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湖水的理化性质和生物学现象。

从表2—1中可以看出，江苏湖泊全属浅水湖，多数湖泊的平均水深不到2米，个别

湖泊的平均水深不到1米，仅骆马湖、太湖和阳澄湖三个湖泊的平均水深在2米以上。就

湖泊的最大深度而言，以阳澄湖为最大，达9·5米，以邵伯湖为最小，仅1·1 2米。由于

湖泊水浅底平，容量不大，故调蓄能力较差。

种理化因子的混合却起着有益的作用。

然而，湖泊的这种形态特征，对于湖水各

表2-1 江苏省主要湖泊形态特征值

湖 名

骆马湖

水 位

(米)

1 2·2 5

6·5 O

5-7 0

4·3 2

2 2。6 7

面 积

(平方公里)

1 9 6 0

1 l 9

6 6 3

7 7

2 9 6

容 积

(亿立米)

2 6-6

1．2

8．9

0·8

8-1

湖底高程}最大水深f平均水深{长 度{最大宽度

(米)

7·5 0

4·70

4。O 0

3·2 0

1 8。0 0

(米)

4·75

l·8 O

1·7 O

1·l 2

4。6 7

(米)

1．3 5

0·9 7

I．3 4

1·O 9

2·7 3

(公里)

6 O·O

1 8·O

4 8。0

I 7·0

2 7·0

(公里)

5 8·0

1 1。O

2 8·O

6·O

2 0·0

太 湖 3．1 4 2 4 2 5 0上·o 一0．2 5 3·3 3 2·l 2 6 8·0 5 6．0

石臼湖 6．9 2 o 0 1 V●4 4．5 0 2·4 2 l·6 7 2 2·0 1 4．0

固城湖 7·2 7 6 5 1．2 3·6 0 3·6 7 1．9 5 1 0·4 8·2

洮 湖 3·4 4 9 0 1．1 2·1 3 I·3 1 1．2 2 1 6．0 8·0

涌 湖 3·2 7 1 6 4 一●上 I·6 3 1·6 4 1·2 G 2 2·0 9·O

阳澄湖 2．8 9 1 1 3 U●‘● —6·6 l 9．5 0 2·8 4 1 7·0 8·0

澄 湖 2．8 6 4 5 O·8 ～I．4 0 4．O G 1．8 3 l 0。4 6·8

淀山湖 2．3 6 5 3 1．3 u●～J V 4·3 6 2．5 O 1 5·O 8．0

固城湖经围垦后的实际面积为24．3平方公里。

江苏湖泊由于多发育在冲积一淤积平原地区，湖盆呈浅碟形，岸坡平缓，由湖岸向

湖心呈缓慢倾斜，湖底相当平坦，平均坡度一般在o·O 1一o·o 5呖之间，且无浅滩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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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存在。位于山丘地区的固城湖和石臼湖，虽湖盆是由于断裂沉陷作用所产生，但成

湖之后，因受泥沙的长期淤积和入湖河流三角洲的发育，原始湖盆形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也都显示出浅水湖泊的形态特征。

湖岸的组成物质，在苏南和苏北各湖中均以泥质和沙质为主，仅在某些湖泊的局部

地段，如洪泽湖南部的老子山一带，太湖的石质半岛和岛屿周围，固城湖、骆马湖的东部

等，见有石质湖岸。湖区水系发达，环湖港汉较多，尤其是苏南太湖地区以东，素有“水

乡泽国”之称，溪、渎、塘、浦密如织网，湖岸曲折离奇，岸线发展系数普遍较大，一

般都在1·5左右，个别湖泊如太湖达2·0以上，这对于发展湖泊鱼类养殖和水生植物种

植是一有利条件。

江苏湖泊有着悠久的开发利用史。湖盆的自然形态在人类长期的经济活动影响下，

已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湖滩地的围垦，另有的则是因水利工程

的建设而使天然湖泊转变为人工湖泊(水库)，如洪泽湖、骆马湖，由于圩堤和闸坝的兴

建，使原来的天然湖岸改造成为人工湖岸。这类湖岸的岸坡一般都较陡，岸线随圩堤和

闸坝走向的变化而变化，或顺直，或折线状，或作圆弧状。湖岸的组成物质，有的是泥

沙质，有的是人．工砌筑的块石。规模最大的人工湖岸是洪泽湖东岸的大堤，北起顺和集

南，南至蒋坝，长约38公里。

第二节 湖泊的成因类型及其演变趋势

湖泊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进行的，并与地理环境相互发生作用。为

了便于研究起见，从地质与地貌的观点，就江苏省的湖泊，按其湖盆的成因，可分为如

下几种类型：

一、泻湖型

这类湖泊系由泻湖演变所形成。古代的海湾，在河流三角洲和海岸沙堤不断发展、扩

大的条件下，演变而为泻湖。泻湖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和海洋完全隔离，退居内陆，并

经逐渐淡化而成为淡水湖泊。苏南的太湖、淀山湖，澄湖、阳澄湖、涌湖、洮湖和苏北

的射阳湖、大纵湖、蜈蚣湖等属于这一类型。

概略地说，长江三角洲由两大碟形洼地所组成。这两大碟形洼地即盆地的形成过程，

是与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息息相关的。

太湖地区因第三纪以来的块断差异运动，形成凹陷，即太湖凹陷，凹陷由于海水浸

入，成为嵌入陆地的浅海湾。据研究[1][3][4][5]，大约在公元前3，6 00年，长江尚在

镇江一带入海，钱塘江在杭州一带入海。当时海岸线的位置，在今奔牛、金坛、溧阳、

宜兴、乌溪、夹浦、新塘，小梅口至吴兴一线附近。随着这两条大河所携带的大量泥沙

在河口地区的堆积，形成冲积沙嘴、三角洲。与此同时，海流和波浪挟带着泥沙，又在

不断成长的三角洲的沿岸海湾地区堆积成沙堤、沙坝，由于沙嘴、沙堤的逐渐扩大延

伸，终于相互衔接起来。被长江南岸沙嘴和钱塘江北岸沙嘴以及海岸沙堤合围下的太湖

区，因沙嘴、沙堤相互衔接的结果，从最初的海湾形态逐渐封淤形成了泻湖的形式。泻

湖的出现，标志着太湖地区四周高起而中间低洼的碟形洼地已基本形成。这个碟形洼地

5



的四周，西面为茅山丘陵，北面为长江南岸的天然沙嘴，南面为钱塘江北岸的天然沙嘴，

东面为古海岸沙堤。这条古海岸沙堤的位置，大致在今嘉定以西的外冈，经上海县的马

桥，到金山县的漕泾一线。沙堤的组成物质，除泥沙外，并夹有大量牡蛎等的贝壳。

在泻湖形成之初期，它和海洋之间是有着通道的，海水仍可经通道进入泻湖。后来

由予泥沙的继续堆积和沙嘴的持续扩大，在碟形洼地进一步地发展过程中，最后将泻湖

封闭，残留于三角洲平原。，经逐渐淡化，形成和海洋完全隔离的湖泊，即古太湖。。根据对

近代沉积物的分析，说明这一泻湖的完全封闭并不是十分远久的事情，如在太湖的东部，

地面下1—1·5米处普遍见有厚O·3米左右的湖相泥炭层，在平望、震泽、盛泽、梅埝一

带，泥炭层中并发现有未曾完全腐烂分解的大型树段，其年轮尚清晰可辨，在泥炭层以

下，为一贝壳层，其中含有牡蛎的遗体；在太仓县，湖相沉积与河漫滩沉积只有2米的

厚度，其下就是海相堆积。从湖相堆积物之分布范围来看，反映古太湖在形成之初，是

十分辽阔的，今太湖以东的淀山湖、澄湖、阳澄湖和以西的涌湖、洮湖等广大区域，都

曾是一片相连的水体，佘山、淀山、洞庭西山等小山丘，也曾是古太湖中的一些孤岛，兀

立于汹涌的波涛之中。

__一古太湖在形成过程中及其形成以后，湖底地形是略有起伏的，故在后期的堆积过程

中，存在着堆积量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这叉使得大碟形洼地发生地貌分化现象，分别形

成几个小的碟形洼地。在这些小的碟形洼地中，形成了汇水的湖群。淀泖湖群、阳澄湖

群、洮渭湖群，历代由于封淤而已被围垦了的芙蓉湖群(今常州东南)以及浙江省境内

的菱湖湖群(今吴兴东南)等，均是伴随着古太湖堆积过程的发展以及湖水的逐渐淡化而

分化出来的一系列小型湖泊。太湖处于碟形洼地的中心，则是古太湖在分化过程中残留

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个湖泊。

根据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太湖流域诸湖在形成以后，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扩大和缩

小过程。湖面的扩大，一·方面与该区地壳呈脉动式的下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排水港浦

淤塞，入海通道不畅，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淀山湖，在元代由于东南入海港浦

的堰断，成了苏、湖、秀(嘉兴)三州来水之总汇的处所，湖面因之而扩大，并导致从

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 1 86年)开始疏浚淀山湖通入吴淞江的诸港路。再者，风浪浸蚀，

湖岸崩塌，也会造成湖面的扩大，如澄湖就是一例。该湖由于风浪侵蚀，局部湖岸的崩

塌现象较为严重，．原1 9 1 6年所测地形图与1 9 58年的地形图相比较，1 9 16年的部分湖

滨线已处于湖中，离开目前湖岸线平均2 00米左右。至于湖面的缩小，除因受上游河流

携带的泥沙淤积等自然因素作用外，人类的经济活动如江南运河的开挖，塘路的兴建和

围垦种植也是其重要因素。以太湖为例，唐元和五年(公元8 16年)，在今吴江县南北当

时还是一片水乡，是太湖水体的组成部分，非但不通陆路，船只来往亦无纤道。苏州刺史

王仲舒修筑堤岸，称为塘路，从此吴江至苏州才有陆路可通。塘路和江南运河堤岸的逐

渐形成过程，亦是太湖东、南岸界线的形成过程。由于这些人为的活动，使得太湖东南

部的这一部分水体完全由运河和塘路隔开，太湖湖面因之而缩小。太湖的东山在宋代时

尚处湖中，由于湖流的搬运作用，泥沙不断沉积，致使东山周围滩地扩大，对面胥口以

南滩地伸涨，东IJlI与陆地逐渐接近，但中间仍留有一个很宽阔的大缺口，是太湖排洪的

通道。《太湖备考》(公元1 750年)载有大缺口水利条陈曾说； “大缺口在武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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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向，．．_北太湖水泄入南太湖必由此口而出，乃湖水咽喉要道，往时口阔二、·三百丈，
水流通畅，后被居民种植茭芦，泥淤滩涨，水口渐狭，仅存50余丈，又因张捕鱼、虾绝

流设簖，辜流亦长芦洲二随遏水势，此现在之情形也。"其后约8 0年，刘鸿翱加以浚

治，据《太湖备考续编》所载： “大缺口长一千二百四十四丈，宽六丈，口加阔三十一

文，长四十一丈。"可见，当时这一地区的泥沙淤积甚盛，虽加浚治，但除挖_个喇叭口
外，宽仅6丈，较前缩狭了9倍。以后又逐渐淤积，大缺口缩狭成为一条小河浜。可

见，东山成为半岛，与对面的胥口滩地连成一片，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太总曲谠来；太潮流域诸湖形成之后，湖面虽曾有过扩大，但扩大过程是短暂的，就
整个太湖地区的湖泊而言，也是个别的，或者是局部的，而湖泊面积的缩小分化则是普
遍的，特别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不断影响，加融了湖泊的缩小过程。

长江三角洲的北厕，+·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射阳诸湖，在成因上与苏南的太湖类似，也
都是经由泻湖演变而来。

里下河地医在大地构造单元上是属于苏北凹陷的一部分，这一凹陷从第三纪以来，一
直皂处于沉降运动的过程，并接受了深厚的松散沉积物a至第四纪的晚更新世时期，该
区已处于滨海环境，成为长江三角洲北侧的一个浅海海湾，长期的泥沙淤积作用，造成
海岸带是以平缓的坡度伸向海底的。大约在二千年前，淮河尚在淮阴附近注入这一海
湾。。由手波浪作用，在滨海浅滩地区造成了岸外沙堤的发育。根据对微地貌和沉积物质

曲分析，。这个沙堤是檐北北西一莆南东方向延伸的。它北起手阜宁的北沙镇，过射阳河
后，沿范公堤(串场河)而南入东台县境。因沙堤的形成和长江北岸古沙嘴的伸展，使

得亟卞河地区成为泻湖地带。这二泻湖相的沉积物，现在在兴化、盐城一带地面下2米
深处即可发现，厚1--2米，其下便是青灰色的海沙层了。同时，在泻湖相的沉积物中，并

可找到当时在咸淡水交汇处生活的动物群——蛏子。此外，。“盱眙观潮，兴化望海"这些
历史上的记载，．也都说明苏北地区海陆变迁的事实。
I。二‘j：’污湖蕴后来癌沙的继续封淤，在逐渐淡化的过程中退居内陆，转变成为淡水湖泊；称
之茄古射6lj湖b现今的大纵湖、蜈蚣湖、得胜湖、平旺湖、郭正湖、广洋湖等湖荡，在
古射阳湖形成之初期，均为其统一湖体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来自湖区本身的泥沙和生

’汤残体的沉积，：j尤其是来自黄河和淮河泛滥所注入的大量泥沙沉积，加速了这·古湖泊
的衰亡过程，使其逐渐查小、解体，分化为许多大小不一的湖荡。黄河自从宋光宗绍熙
五年(公壳1。194年)手河南省阳武南岸决口，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 85 5年)复又调头

北去，为时遍7 0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i，由于黄河夺淮，黄淮合流南下，洪水常泛滥

于里下河地区。如在《淮安府志》中，就有“明嘉隆(即嘉靖、隆庆)年间，黄淮交涨，

溃高宝堤防，并注于湖，日见淤浅”的记载。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更是有增无
减。1 9 3 8年炸开郑州花园日黄河大堤，任其波涛汹涌的黄水泛滥南流。从缺口到堵口I黄
河泛滥了9年，把大约1 00亿吨泥沙带到淮河流域，造成了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低

洼的里下河地区也因此变成一一片汪洋，沦为泽国。由此可见，对于里下河地区诸湖泊的
研究，黄淮泛滥所给予的影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 ．湖泊由于被大量泥沙所沉积，．湖盆日见淤浅，湖泊迅速发展到了衰老的阶段。这是

目前里下河地区诸湖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与太湖地区诸湖相比较的一个明显差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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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滩地的广泛发育以及芦苇、蒲草等挺水植物广泛分布于湖区的事实，说明里下河地区

湖泊已普遍进入沼泽化过程。

湖滩地是一项良好的土地资源。由于湖滩地的发育，使围垦种植和兴建台田(群众

习惯上称之为垛田)种植成为可能。如今，这已成为里下河地区湖泊利用的一种主要方

式。随着围垦种植规模的逐步扩大与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湖}自的缩小和衰亡过程，并

不断改变着湖盆的形态。

由于上述原因，里下河地区湖群的今昔对比，变化是十分可观的。如据清嘉庆十五

年(公元1 8 10年)《重修扬州府志》所载，得胜湖广袤皆二十里，如今长6·4公里，平

均宽2．3公里。前后相距．1 70年的时问，面积缩小了一半以上。再如据清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1 686年)《淮安府志》所载， “大纵湖南北经三十里，东西广十五里。”现今

长仅G公里，平均宽4·7公里，相距近3 00年时问，面积也缩小了一半左右。

=、河迹洼地型

这类湖泊系由河流演变所形成，苏北的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等属于这一类型。

洪泽湖和高邮湖在成湖以前，这里本有许多小型湖荡，如在洪泽湖地区就有破釜涧，

富陵湖、白水塘、泥墩湖、万家湖、成子湖等湖荡。在高邮湖地区也有一些湖荡。清嘉
庆十八年(公元1 8 13年)《高邮州志》中曾描绘了这种多湖的景象，记述了当时在高邮

湖地区原有36个大小不等的湖沼。这些湖沼，都是经由泻湖演变而来，并已发展到了老

年期的阶段。现根据钻孔资料，在湖区第四纪沉积物中有海相沉积，并含有海水成分的

地下水，可以说明这一演变过程的存在。

上述湖荡地处淮河下游。淮河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道。自从宋光宗绍熙五年(公

元1 1 94年)黄河南泛，夺取了淮河的入海故道，淮河成了一条“盲肠”，归海不得'于

是泛流横溢，遂将破釜涧等许多小的湖荡，合并成为一个大的洪泽湖。淮水向东既无出

路，而洪泽湖又不能容纳全部来水，惟有循地势向南涌流，泛滥于高，宝地区，使过去

的一些小湖荡成为巨浸，形成高、宝湖。邵泊湖本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
86

年)时所开挖的人工湖泊，白马湖原是一个古老的天然湖泊，也都因为黄河夺淮’洪水

泛滥，湖面扩大，与高，宝湖汇为一体。

黄河本是一条含沙量很大的河流，自古就有配一石水，六斗泥”之说。淮河在清口·

以下的入海河道，由于黄河泥沙的逐年淤塞，致使黄河本身也不能畅流入海，造成了黄

水倒灌淮河和黄淮合流南下入江的局面。运河(里运河)也因为泥沙淤塞，河床日高'漕

运不能畅通。所以，黄河夺淮，使黄河，淮河、洪泽湖和运河四者之问形成了新的联系，

产生新的矛盾。

运河本是封建时代维持北方宫廷漕运的重琴交通线。它在通过洪泽湖附近的一段，

要靠洪泽湖的水量调剂水位，以保持漕运畅通。黄河夺淮，黄水倒灌入洪泽湖，使湖底

不断淤高，湖盆变浅，容量减少，失去了调剂运河水位的作用。为了维持漕运的畅通，明

代永乐年间(公元1 403---1 4。34年)开始实行“蓄清刷黄济运”的政策，即修筑洪泽湖大

附近·

8

-
黄河之水含沙量大．谓之黄水；淮河之水含沙量小，谓之清水·黄水与清水之交汇处谓之清口，在今淮阴



堤，把含泥沙较少的淮河来水加以拦蓄，抬高洪泽湖的水位，借以冲届吐下游河段中的泥

沙，补充运河水量，以维持漕运的畅通。但实施“蓄清刷黄济运"政策，并未能解决上

述矛盾。而洪泽湖和高邮湖等湖泊，却因为大堤的逐渐加高以及运道的淤塞，致使湖面

进一步扩大，造成水灾连绵不断。

解放后，洪泽湖已建设成为防洪、灌溉、水产和航运等综合利用的水库，宝应湖已

成为内湖，高邮湖和邵伯湖也已建闸控制。如今，这些湖泊的演变愈来愈多地受到了人

为的控制。

三，构造型

湖盆由地壳的构造运动所形成，称构造湖，苏北的骆马湖和苏南的固城湖、石臼湖

属于这一类型6

根据地质资料揭示，骆马湖的原始基底是个地堑式的陷落盆地，其中有两组以上的

断裂构造穿过湖盆，著名的郯卢深大断裂即沿湖的东岸贯穿南北，且历史上活动频繁，曾

发生过数次灾害性地震。湖西岸还有一组南北向断裂构造与郯卢深大断裂并列。所以，

以湖盆成因而论，骆马湖确属典型的构造湖。但是，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南泛夺淮以及

沂河和中运河的行洪，致使原始湖盆淤积成一个浅洼地。

固城湖和石臼湖在大地构造单元上是属于南京凹陷的边缘地带。由于中生代燕山运

动后期的断裂作用，溧高背斜西北翼断裂下沉，产生了包括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及

其西部圩田区的一片广大洼地，奠定了湖盆的基本雏形。本区断裂构造的遗迹，在地貌

上是清晰可辨的，如固城湖的东南部，原始湖岸线(不包括人工围堤)几乎成一条直线，在

湖岸线之外，平行分布着马鞍山、十里长山等，且山体在面向湖的一面多呈3O度以上

的坡度，为一明显的断崖。在石臼沏，也可见到类似现象。

构造洼地形成之后，仍一直处于缓慢下沉的过程，这就为以后来自周围大量物质的

堆积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洼地并非是个严格封闭的盆地，而有缺口连通长江。发源

于皖南山地的水阳江、青弋江，直接注入这个大洼地，然后再通过洼地的缺口归泄于长

江。再者，当长江在洪水时期，江水位仍可高于洼地的基面，引起江水倒灌。这样，由

于江河泥沙的堆积，久而久之，便在洼地的西部形成三角洲。三角洲的逐渐发展，终于

将缺口淤塞，仅留一些小的汊道。洼地因为缺口受到堵塞，泄流不畅，遂潴积成湖，开始

了湖泊的生命活动，称古丹阳湖。成湖的时期大致是在全新世的早期。

古丹阳湖在形成初期范围很大，不仅包括今固城湖、石臼湖和丹阳湖的全部，连西

部的广大圩田区也在其内。从湖泊沉积物的分布上可以得到证实。因为在圩区地表层
50厘米以下，沉积有厚达1 5米以上的湖相青灰色粉砂粘土质腐泥，这与今固城湖等湖

盆底部沉积物的性质是类同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这些地区在过去曾一度是个统一的大

湖区，即都是古丹阳湖的组成部分。

古丹阳湖形成之后，仍然继续受到来自水阳江、青弋江和长江泥沙的淤积。当携带

着大量泥沙的水阳江和青弋江由江口进入湖泊时，因为流速锐减，所带泥沙遂在江口地

区大量沉积，这样日积月累，便在江口附近形成新的三角洲。三角洲逐渐发展，使湖泊

日益淤浅，湖面缩小分化。由于水阳江三角洲向古丹阳湖推进，首先将其南缘封淤，分

化出固城湖。当三角洲继续向北发展抵达湖阳嘴时，残留水体最后又分化成石臼、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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