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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iiiÛ llli j柿iJ lK7J<.汗Ij))她《湖南省水利忘》的第三分册，也是本志的第三锅。

ì~tl庇湖区位于东经111 0 40' '"""113 0 10' 、北伟28 0 30' "'""30 0 20' 之间，区辅范阔系指长

江中 ìJji荆江河段(枝城~城院矶)以南、京广铁路(长沙~械院矶路段)以西、长常桃公路

〈长沙~益阳~常德~桃源路段)以才仁和太阳山~凤凰山~嘉山以及技柳铁路(;J:之城~

石门路以)以东的广大平原湖泊水网捕以，海拔高程变幅约25"""50米。;同底湖k{总副积

18780千方公里，其中湖南15200平方公里，湖北3580平方公里。现有天然湖泊岗职2691

平方公旦， ~J;. t:ÞJ.K洞庭湖 1328千万公旦、自j同 J}呈阳 920平方公里、日平j胡 349平均μ且、

七里削 94平又i公里。现有提城控制面积 12609平万公里，其中湖南9323 平方公里，加上

四又Kß吕 l可x提阴保护的面积895平方公里，合计为 10218平方公盟。

湖自习称的 ií司庇削 l丘按现有行政区划共侣三个地区(由{忠、益阳、时 15日 ) ，四个市

(长沙、岳阳、株圳、制叫)，十九个县、七个县级市(千古德公rlT、以舟、安乡、 j草公、 i平市、

桃椒、1/臼滥、益阳公市、比~阳县、长沙县此TìT刻、盟械、宁二步、株洲i县及 -r1i部、湘潭县

及市郊、黯阳县批lìj到i 、刷刷、 I1问圳、 j日罗、华在)。其中饨湖区占 12个县、 4 个市，

四 7l\.陆问占 7 个县、 3 个市郊。此外还有十五个国霄农场(愕U慧、四j闹剧、国湖、到

家山、茶盘iJH、千山虹、大i国湖、北洲于、金盆、南湾湖、战粮湖、君山、陆新、

湖、届moo 湖区总面积 15200平方公里，占全省的 1/1钉人口 598万，占全省的 1/9; 耕

地868 万亩，占全省的 1/6 0 1983年粮食产量84亿斤，占全省的 1/6; 1982年棉花总产量

134万担，占余省的2/3; 1980年水产 112万扭，占全省的 1/3 0 常年上交征购粮18亿斤，

占全省的 1/3; 外调出省商品粮(大米)约 10亿斤，占全省的 1/2。其他如油料、麻央、

湘雀、牲猪、来禽等等，都占重要比例。它是一个以粮为主、多种农产品综合经营的商

品生产基地，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茧的地位。

洞庭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店、宋时期"间极八肖盟"消中叶以后又迅速淤

萎缩成为目前的浏阳平原地貌。这是它独特的地脱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尖泊功条

作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白果，阳刑江河段向南分流所肇致的复杂江湖关系，则是其中

极为活跃的…个因隶。刑江米7J<.扩大了润庭湖，刑江米沙又淤遂了洞庭湖，终至二使八百

旦洞庭淤出八百万亩良EEo 湖区提珑的形成和兴应是江湖关系历史汹变作用下的必然发

牒，阳历代推行的…生~i'自 Y执政箴又在…启程度上加刷了这…关系的敞化。演变延今，湖

区域坊5是长江洪水的威胁日报加菇，而洞庭湖的消-C:i且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系的演变，江湖治理成为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早在荆江九穴十二口逐渐淤攘的年代，

就出现了撬开穴口与培寂穴口之争F 荆江四口南流局面形成前后，又存在南北分流与合

南救北之争F 二十世纪以来，对以蓄为主或以泄为主以及向洞庭分流蓄洪为主或向荆北

分流苔洪为主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所有这些争论尽管观点截然相反，但仍各

有其积极意义的-.而并包含了一盟有益的见解，对研究江湖泊盟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植。近百年来的湖区水利大都仅限于治标，这是因为自明、清以来的治水方针偏向于合



南救北，湖区就只能维持现状、侥幸苟安。其结果是z 舍南未能救北且走向反而，有安

无从侥幸且使江湖关系愈柏思化。建国二十多年来，湖区水利建设的成就是日大的，总

的?台湖方略是正确的s 鼠也存在某盟失误，仍从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但要从根本

上治理洞庭湖，还有待以长江三峡枢姐为主体的山谷水库的陆续修建并配合其它防洪工

程措施。这样，才能解决荆江的来水来沙问题，使j问庭湖发挥它应有的调蔷作用。

《洞庭湖区水利》篇分为z 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湖区的筑提、困境与湖洲， "湖

区洪水与洪滞灾害，江湖治理意见和洞庭湖治理规划，湖区水利建设，湖区水利管理等

六章。前四章早在1982年 11月写出初稿并于 1983年元月召开了审稿会，参加审稿的有z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丁福五、副总工程师王源，湖北省水利局副局长涂建堂， .1[1 

回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果宗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粟魏寰、彭公予，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研究所室主任张修桂((长江志》编辑原克娘、周树勋((湖北水和j志》副总编辑曹

假民，湖南省水平IJfj'副总工根师学槛渣，湖南省水利水电勘削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张敦周、

规划室副才主任梁附杰，湖南省水利厅洞庭湖工程处处长许大服及工程师方罗 rlJ、钟宇平、

德地区水电网局长周大力，岳阳地区水电局局长王堆金，益阳地区水电局工

程师畔忠元等。此外，湖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和J业恒副教授、1'1.坞翔讲师在审问初稿启用

书面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上述基础上对第一次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并于 1984年 4

月写出工稿，该稿于 1984年 11月报送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主持召

开的全国省志稿评议会议。本次付印前，对章:节作了…些调事实，内辑也有所

木箱各市初稿由下述同志执笔捕写 z 搞一、二、三章，邓谷君s 第四珉，由永肃、

杨家兴 F 第五章，钟宇平、需永肃p 第六章，方罗山 o 捉{Jt和整理资料的有 z 明i永球、

陶欣…等问;志。最后，邓谷君同志对全篇作了迎改定梢。

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内水利、历史、地押二学界以及从事j问庭湖曰:水利工作多

年的老前辈、者专家的关怀和帮助， f~到省水和j水电勘测设计院、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所、洞庭湖水利工程局和湖区各地、县水电同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特表示衷心感

i射。

由于编者的水平不高，阅读的史藉也极为有限，缺点和错误均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湖南省水利忠蝙瞩办公.. 

一九八五虫在九月



洞庭湖区水利

目录

第…章 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
第一节 公元十五世纪以前的江湖关系……·

择:工节 公元十六世纪至今的江湖关系…........…..................................4

一、十六世纪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4

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8

第二章 湖区的筑堤、围境与湖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第一节 宋元时期 (960一1368) ……........……........………….......…… .18

一节 明清时期 (1368…1911) .. 

第三节 民国时期 (1912…1949) …………………………........……………'25

、提境…………………………...…………………………………….........25

二、洲土.....……………………………………........................…..........26

第四 ff 建国3i今 (1949一1984) .......…...............….........……..."...…. 31 

一、提境.......……..... '" ... ... ... ... ... ... ••. ••. ...... ..• ." .,. ... ... ... .,. ....••. ......31 

一、湖洲…

王国垦与废田还j胡……·

四、内湖与湖区7J<.i二… .. 

第二章 湖区洪水与洪涝灾害………. . . . . . . . . . . . . . . .…………….. 52 
第…节 湖区%lt水…...

驾苦工节 洪涝灾苗………………

第四章 江湖治理意见和洞庭湖治理规划………. . . . . . . . . . . . . .…. 60 
第一节 江湖治理意见... ......••. ..•....•....•...•. .•. .".....................… ..........60 

第二节 洞庭湖治理规划.......

一、划定洞庭湖湖界报告….................................................… ........62

二、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

士立 洞庭湖区水利建设规划................

阴、洞庭湖区防洪蓄洪建诙规划…….........

五、洞靡湖区近期治理工程总体规划…........， ...."..............................6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五章 湖区水利建设……………………………........………. 71 
第一节 湖I2f7K矛IJ建设综述........

第二节 的洪建设...........................................................................75

一、 1949 年修复前损堤吭.......….......…………...............…..，....……… 75

二、 1952年整修南洞庭湖.......

一、 1954年恼理洞庭湖……………

四、楷模分流… .. 

五、防洪大回… .. 

排j芳建设......，

、机;作…………………………………………………………………………80

一、电排…...

二、市îlì时…… .......

凹、撤 13:1;..……………….........….........………………..................…… '89

培四节 前以础设……….......……………………………..，......……… ........90

以:垦殖试验f2{.

一、历年分凿供情况及苔供建设…………........….........… ...................90

二、以提挠的确定与安全建设措施.......................…..................… '94

第六章 湖区水利管理.......................…………·…………… w

附嫌

堤挠的管理机柏...

第二节 堤挠的水利管阻………………

第三节 l好汛抢险和洪道官;J~.J1............………

洞庭湖区堤琉基本情况表(一) ........…0.................……. 105 

洞庭湖区提玩基本情况表(二)……………………………… 130
洞庭湖区万亩以上防洪圈基本情况简农. . . . . . . . .…............ ... 154 



第-章

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

洞庭湖自形成至今，庭经沧桑变化。这是它独特的地质地貌条件、7J<.文条件和人类

活功条件相互制约的结果，而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向南分流进入洞庭湖所肇致的复杂江湖

关系则是其巾较为活跃的一个因素。

今日的洞庭湖"北边巫峡，南极潇湘" J 汇入洞庭湖的水沙北则来自荆江三口，南

贝IJ来自湘、资、日、 i最凹水。荆江向南分流所构成的江湖相通局田，对洞庭湖湖底的淤

积、湖怕的天然调蓄能力以及湖区水流汇流过程的变化都扭着决定性的作用，仲之而来

的是湖洲的淤升附沉和堤挠的兴废变迁，使洞庭历尽沧桑。

第一节 公元十五世纪以前的江湖关系

洞庭湖区是中生代早自坐世初菇山运动中所形成的地瞿型盘地，最切仅形成为若干

孤立的山法包括常桃凹陷、沉rr.凹陷、汩罗凹陷和宁乡凹陷。早白票时晚期，湖能缓慢

下沉并向东扩大，汩罗和中乡凹陷合为…体且与况江、常桃凹陷71<体相连，进入晚白~

世后，湖盆向北四扩展，耀县凹陷于此时形成。第三纪的古新世和早始新世早期，湖盘

开始萎缩并分割为数个孤立的小湖敛，页早渐新世，除祝江凹陷外均先后衰亡，到第二

纪末，日江朋陷也终于消失，从而终结了第…代洞庭盆地的历史。第四纪开始，本区重

新下沉而导致第二代洞庭盆地的出现。早更新世时，盆地的东南隅和西北隅地势较高，

其余为平原与稳地。此时，湘、费、日、漫凹水及其烹要支流均已形成，在平原上交织

成为河网，或策性子浊地而成湖泊，呈现为森林泪泽景观①。中更新世晚期是洞庭盆地

发展的最盛时期，其?自罔很广可能包括现今的洞庭、江汉平原，全新世以来，湖盆叉开

始费缩，其构架基本上为现阶段所见的洞府就地@。

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后茧公元六世纪以前，洞庭糊的水城市固和江湖相通情况茧今

尚不够清晰。因汉(前206一公元 8 年)末年通行于世的《山海经·中山纽》称"洞庭

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J 1盟抚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珑句

话可理解为湘、况、温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而"九江"历来均认为

即指洞庭湖。((7J<.经》称"九扭地在长沙下儒县西北"今人考证"下儒县在今湖南泊

罗、屠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rr.即洞府无凝，， @o <<山海经》是战国(前475…221)

启期的作品，反映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脑期的地理情况" J 虽有虚夺， i曰"果用了不



少其实的地理资料"G)。系统记述全国水边的《水经》一书，对湘、沉、混水均;应按称

"入江"仅资水载 i词为"东与况7}(合于湖中，东北入江" 0 ff1. ERII J1l元的《水纽沽》贝IJ

称，.凡此囚水同注洞庭，拉会大江" J 并利"湖水广团五百旦，日 YJ 却出没其中"。

《水侄注》成书于六世纪二十年代，而"湖水广阔五百盟"的话掘《水银注疏》考证

l'本丑边想醉注"。王逸为东汉时期的南部宜城(今腐湖北)人，其描述当较可倍。这一

时期的江湖相通情况，历来有各种不问说:去，茧今仍存在较多争论。明末文学家袁中道

(1570-1673) 的《温游记》中提出了长江主凯在五世纪以前南注洞庭之说， l百经学

家、地理学家胡消 (1633-1714) 在《问贡啦?旨》一书中对袁说加以肯定，井说江水白

:在渡口"南流;主子i鱼水同入洞庭" 0 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阻·历史

自然地理》的"荆江河床的演变"一节中指出"从江段剂雨古地貌分析，先秦王三汉唐

时期，长江根本不可能走虎波河南注洞庭" ;当时的长ìI 瓜"大体上陆今7月江流路

院矶合i同庇阴水" 0 ~m 师范大学地理系下鸿翔和湖TfH牙经济地用研究所挠循她对

江削相泛出另…种看法，认为在先梁时代"i[:'i] Jÿg闷不仅拉纳四点，而且问路边江……

东口在今古山附近，即今洞庭湖口 p 阿口又称 j岑iì1ì l!Y:邵阳 ilit，地:在今湖北沙市空公安

问" 0 ;tí:认为"东汉末发生一次堂大的江湖关系转变，泪应?明凹北的 ~[8水 J!J.迈出市注润

改为北入长江，从此阳启洲不再按52来自上荆1I的分水分沙……先走时阳的洞庭

处于日益缩小之中，，@。复旦大学咄咄系张~.来则抒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先来汉晋时

代的润虎湖，尚日地区性的小湖泊"东晋、南朝之际"在公安汕口下泌的刑江南

}4:t !:L1 :E!t 口、论口两股长祀分流汇合而成的强握在论7]\.……在今华有县西柏Wfri妓 7Ì(故

于南 11J…明山一线以凹的今南县附近百甘汇成湖……称亦沙削。湖水东北通过生江口与刑

iI均迎，南回白沙口 i主i盟共iCY问庭湖"@o <<水经注·江水》载自江7]<."东任公安县北……

水，北京有紫口，口即武陇右"ß县L，贤口东有险 l汀，抢7]<.南与安 7]<'合，又南边温水

及h~;'除山" <<水经注疏》称"白水j主动:沙山，水日j注i:月~.JJt)开之以;呵"，;]"见，

业》时代的 ìi ， û 1起削走过去口、 7年口与JM江柏油的，但证口、花口形成的 ::J 问尚

缺史料可考。

Ltìi):]是否包括在先来九荒之一的古丘梦ì1''=泪 EQ，历未出众说扮玩。 tj 先说 l ，~.\ 孟梦

们V川7 二!t" 的Eí背的社顶 (222-234) ，他认为夺秋 flj 江山、 n:北白布丘梦沛，

对江山的不设定，只称 "E~ 日，附加华在县东南有巳邱泪，江南之其梦也"(《春秋释

{f~ .土>> )。茧东TlE 时， 2日政 (276…324) 注《句:报》改用窗边的口气说"今;蒋

君I~{F;~:μ:. 东)一句巳Jiií削龙也"。且此，这…说出长以米被人们F斤'我用。"古U.H把位于当

时节在巳(今江股东1旦)东Hj"}J 的巳J7[~~胡作为注梦岭，我回上似乎符合《以)J.地理

志》立步 i羊在华在县Ï'~~j 、 《水经》孟梦i手在华容县东的说法。其实不然， (( i又在d 、

(( ， 1二径;) )ijr-ì日在某县 Jfl方位， J霄'指均在这个县1月之内，汉华;在县城在大之北，江南的

洞庭泪 l豆当时间l;Ujì:W;益阳、下简两县管辖。可见《汉志》、 <<*经>> H:J 的式去JZ浮在今

之江以平原之内，1:::不可能就是、也不可能包括洞庭湖"①。

位于江汉平原的武梦;未因长江句ü7.水脑前真巾，大;监问沙的沉在:为泣梦译的立t

汉河抄摊的农商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下刑江河床也在梦降立丘过程r:.t:J边i听孕肖形成。

据<<7]<.0圣注》记载 ， i可周二问岸形成许多穴口和汉流分泄刑江出址，在〕fj刊 iI~七月1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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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故市口、子直口、侯台*口、青阳口、土鸣口、饭筐上口和饭筐下口，南岸有龙穴

水口、俞口、清水口和生江口等F 河床中沙洲非常发育，分汉穴口附近均有大小不等的

抄洲沉积。闪而，当时下荆江河床属于分汉Z旦河床， 它的水文特征是河床水位变幅IJ\

梳最比较均匀、洪水过程概不显著。由于"诸穴畅通，故iI患差少"鼠当时江湖相

诵， fIl.1工?闭关 1只是:较为稳定的。

~-十二二世纪的问:宋时期， 1同庇糊的水?第四:范田已有较明确的记我。成书于市?元和八

年 (8D) 的《元和百!:几志>)外l 巴陵县(今思阳)载"洞庭湖在县西南一黑五十步，

用阳二I六J 句11.1， 1 午c ?I~!J在 p自九十虫，周 rm二百六十五旦"。北宋:忍致阴阳《岳阳风

》样， :i:J{Ú"丑秋水版"华容县四}刊的亦沙j明与"洞庭洪迪" 0 ;Î)J;i少 ì，~J ijlr) "间[因

纱 (n阴月 m咱们h

7水且涨时迫成一片，兰半椅苦按"周凹"计共达七1曰3牙.多旦。故宋代的《皇朝郡县志》稍秋{ : "刑

庭凯在巴陇县凹，什j连背草旦赤沙，七八宙盟"。洞庭七八百且一悟，还广泛见子的

文人的博词。如何价可明《赋洞庭)) i守"周际八百里，既眸盟员IJ劳p 水洒天彤|页， 1 i 1 

拔地形高" ( <<全自'Hj))卷849) 。北宋梅尧臣的诗句也说"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

阳楼上看" (引自《舆地纪胜》卷69) 0 <<岳阳风土记》还有如下记载"大树湖上舟

行，愚?斤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且及暮可行工百里……由岳阳西行空混州口、鼎川

江口约四日程， pf7烹况江岳为四日程。"作为行舟盟和而言，与梅尧目的"风帆满目八

百虫"是一致的。

十五世纪的江湖1日迎情况，文献记载仍不够明啊。<<水经注》时代"论水南

景7J(合又南jill.i些水" l主入赤tþ糊的情况，在北宋的《岳阳风土记》中仍有记述 i严容县

j古训"直秋水把与亦t如:四合，北 jill 于江"。过光《洞庭j胡志、》问 1年引用，称"紫港

拟在(绍容)县凹<<风己》与洞庭手:北jm于 yI."。直元代林元的《堂开古穴碑

记)) (我《荆州万阶归)) )报到了"古平了九穴十二兰口，沿江之南北 l川、导弗~*之流炒和

"何向北 lf'í' -，'i穴"的 i卉。文中仅报及"问于朝脏"下令开六穴的台称 z 江陵那

穴，监利亦剁穴和1 节的何林穴、宋穴、 1M~.究穴、小吕穴。市问治《湖北迎志》于上述六

穴之外另加松烈升飞穴、 n.院打扑穴和附杠rn.穴"合ïf日为九穴"但"十三口无考"。

《荆州万城t~芯》则称附上述九穴外，另 1m虎 j町、油河、柳子、罗眼四口"九穴四口
‘咽

合为十二，非九穴之外川有十兰口"。上述穴口巾，向m分流的Ji处，向北分流的八处

(据林承坤、陈l'JZ <<)f1J1I.河 rl白的成因与前变》一文) 0 南宋"同荆留屯之策"而"赛

前~ti者古穴" (<<剖开tî穴阿 '12，)) ) ，无代南开六穴( <<读史方舆纪要》称仅开小哥、

宋、调弦、赤制内穴) , 1E1::Ë "元1阴干ií'之末 (1368) ，诸穴复if!，'I 1 南惟虎渡，北'陈郝

穴" (清货市仪<< Ji'u ?I. ilff1 JE幸IJ 常考)) )。明阿庆巾 (1567-1672) 疏泼了调霄，但周向

北分忧。把《战史方归妃贸》荆州府和γ「民何"向世口制，县东六十里， yI;!U~i 1 iI 
7l<. ìlnî !i1 IJ 由此Hir:入归罪!J .13;于1-f们可"豆子虎渡口和虎波河形成的时期，尚无足够史

料i正当'~o 1.t陵22陀之俨早见于《曰fÿ. '1j)) ，北宋人张统也有过"两岸纯杨边虎液"

的 i寺句(见问 yfì (( /;'斗哎) ，归不附才明此1号的当时巴存在虎渡口和虎?赏问的硝论。

们吃 !(11胜》作句过内牛 (llGg):ift二亿立，荆湖北路抚{12方除"皮伫人决虎

机 J)Z ，↓jIZ飞水协" 0 <(把民声大清…纳也有问样记载，并称该现 f乾iE: 七牛 (1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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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溺阻李燕复{悔之"。可以认为，当时提名成渡但无分泄江流和道，方滋才不得不

子夜间掘堤扒口。如认为当时确为分流穴口且巳存在虎渡河，贝IJ三年脑用不着再"复

修之"。

荆江从北岸穴口多于南岸改为附口南北分流的历史出变表明z 分流大的一岸地势将

逐渐淤高， i肘南岸穴口则将混渐淤翠封闭。其所以尚南有威渡、北有郝穴分流，明末清

初的史学家、经学家顾炎武 (1613-1682)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虎模流往漫

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往之F 郝穴流出&口与大江复合，而江北之谣水俱祀之。众

J]<.会合贝IJ流行不绝，注泄有提则水道不挠，此工穴所以独存也"。这种南北工口分流的

局面，…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初中期。

第二节 公元十六世纪至今的江湖关系

剂江北岸分流的郝穴于十六世纪初中期堵塞，仅留虎渡一口商流，十九世纪后期，

荆江四口商流局面终于形成。由于荆江水沙大最南倾，洞庭湖首先迅速扩大随又急剧萎

缩，而四口来水与洞庭凹水在湖中纵横交错、相互顶托，又摆放了极为复杂的汇流出流

过程。从十六世纪茧今的凹百多年间，江湖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洞庭湖面貌也随之全

面改观。

一、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十六世纪初中期的明嘉靖年间，荆江北岸埔寨郝穴。堵塞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 1青

乾随《荆州府志》、光绪《湖北通志》和《嘉庆熏修大清一统志》称为"明嘉靖初"

光绪《湘阴县志》及《华容县志》记为"明嘉消三三年(1524)" ，斑正《湖广通志》江院

甚堤考略贝IJ载为明菇靖二十…年(1542)。明隆庆 (1567…1772) 中，以"郝穴句虎渡

为大江南北分j世盟口，无容?戈蜜"曾拟议开迎郁穴，但仅疏泼北岸的调眩豆豆渭初又i堕

(以上均掘乾隆《荆州、|府志)) ) 0 Y宵乾隆九年 (1744) 御史张以再次提出开通郁穴的

见，他在《请疏通江江水利》一疏巾作了如下分析"今也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发，

陡高数式，无路分础，阳庐即为自浸;$.疏复郝穴，以资宜;世"。当时的湖广总督鄂弥

达对此持反对意见，复奏称"疏郝穴使江水从雅角店东在，夫东注则江水必入于汉

水，方欲疏汉以杀识之势，又引江水以溜之， rlt盖未倪置议者也"。郝穴臼此未再疏

复， <<嘉庆主意修大清一统志》作了如下按语"才;~穴、虎液为大江南北岸分泄爵口，明茄

靖初筑葱郝穴，大江滋j放"。明陈氏中曾疏泼的调弦洪氓?'瓦明末日逐渐扩展成为大江

亚流，调於1寅变成为荆江南岸野地(据《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回》第二三节的"刑

江问床的硝变" ) .调弦自此南流。清道光十五年 (1833) 时，街l史黄鹤滋在《条陈江

汉修防事宜疏》中就提到 t，虎渡、调弦二穴在江之南岸，尚可分泄江流以达洞庭湖而

仍归于江" (载《皇朝经世文续编)) )。可见，当时荆江是阅日南流的。"虎渡之外又

增调弦，江之分注专属于南" (黄海仪《荆江j同庭利害考)) )的结果，既抬高了与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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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的东洞席?胡洪水位，又带1)灌进入西、南洞靡湖，顶托资、挝、潜水，迫使湖区的部

分低能地带沦为泽回。巴陵县的洞庭村在两口商往后"成为无何有之乡"华容"田里

半睡绝炊烟" (均掘光绪《湖南通志》堤埋篇引文) J 而虎渡、调弦两口进入的泥沙在

洞庭西北部所形成的水下主角洲也逐渐形成发霄，前嫁到达祝寿东北和祝江西北的赤山

北侧，又进…步;国7]\.南便使况江县的部分低地"逐步遭淹，因多范没" (掘嘉庆《况江

县志)) )。从而，洞庭湖水田迅速扩展。fÈf!蜡口脂约二百年的班正九年 (1731) 的修建

舵杆洲石台的奏书中，就有"洞庭一湖，绵 s 八百余盟，自岳州出湖，以君山为标准，

一望沓j盼，横无际甜"的记述。道光《洞庭湖志》也称"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

容、石首、安乡，因连武陵(今常德)、龙阳(今汉寿)、前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

回府一川、1'1 ，界分九巴，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据该志卷一所附洞庭湖贪罔

估算，当时的洞庭湖丽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

情咸丰工年 (1852) ，湖北省石首县荆江南岸藕池慎 "1吉林立江堤溃，民力拮据米

修" (据同治《石首县志)) ) J 咸丰十年(1 860)荆江大7]\.，照榄口之下冲成藕池词。

藕地愤口原因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查助藕地的资疏中说"藕池为荆江南岸

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 {国江j留直趋南岸，糊地正当西南顶湾之处，咸丰二年邀致

冲成臣口，分引大j菌" (载《荆州万城堤续志》卷末) 0 ((南县乡土笔记》贝IJ 根据"当

地父者有言" "荆州脏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地方面

开口消泄以杀7K势，南岸不肯掘口，胜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袭击，抢险人群纷给描

命，南岸远溃" 0 i又寿人徐蔚华在撰碍的((1同鹿湖七十年变迁记》一文中，对咸丰十年

涨水情况有如下记述"我境距藕油工、三百盟，亲睹湖水逆流一日涨尺余。宅庐淹

没，先凭掣家人于亦山之桃林冲构棚而膺，予日牧草大山勋、鞍子岭。九秋水泊，始归

故盟"。掘《南县乡土堪记》记载"咸丰十年所有宋因山附近听m的黄熟之往以及丘

基牲畜，均;$被淹没，壮者散而四方，老弱转乎沟盘"。藕池搅口是江湖关系进一步激

化的关键事件，不到三十年即在洞庭四湖…带淤出大片洲土。湖南巡抚王文韶子光绪十

五年 (1889) 的《筹办洞庇淤洲情形片》中写道自 "自荆江南岸藕池清口，江水横决而

南，挟泥沙以稳润庭，沙沉淤积，四湖一带i斩次成洲。现合龙阳、华容、安乡王县境计

之，广袤几二百里，土人名之日南洲......湖中之水既渐变而为田，湖外之田将膏变而为

水，此必然之势也" (载《湖回保安志》卷21) 。光绪十八年 (1892) ，湖南京官刑部

郎中张阔饰和汉寿士绅胡树荣、梅安等曾联名提出埔寨藕油口的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

在《勘明藕油等口碍难埔筑疏》中以"自咸丰二年藕油旗口以来，四十余年南北相安无

为i司加以扭地。并严称"若…且培盘，荆民必群起相争。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

必将与堤为仇，即使强欲议捕，此工亦恐难成"。他还说"实测今日藕油1虎口之水，

较之背年初演时巳减其半。现在入藕池口门内数盟即有j於1少，协日垫则7]\.日缆，以脂入

口之水自当日见其减......若仪塞藕池而不能铲去南洲，则未必大利于湖南阳先有富于湖

北。加之费既太臣，工亦难成，办理实无把握"。

请同治九年 (1870) ，湖北省松滋县境荆江南岸"庞家湾(今新江口)、黄家铺

(今沙进观)堤榄……同治十二年 (1873) ，黄家铺堤复溃，至今未能蜡费" (民国二

十六年《松磁县志)) )。黄家铺愤口不寒形成松滋口井冲成松滋河，荆江四口(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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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弦、藕巾、才会战)陆流 )，';j UH 白此形成。荆江阴口之所以形成，民国三年李国栋拟具的

《两湖水利条阳、》巾};t出如下看沽"白荆江郝穴附霉，仅存调弦…穴、虎搜…口.... ••• 

j{J江阴;在各县十年九:J.Z....... 处以在 ì/í'jm{1告北tF711成捉及嘉鱼、江江堤，以贷保障。万

悦堤米力n~在以前，南北问到1;;;才衅; 7j(fj]，平均 F 刀械堤加修以后，南岸低北岸一士有余，

故咸丰工~r. ，~阳l[; 口鼠， [iij if? 九年有 i't> ìfd、口洗"。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六月上报的《资勘

IE工剖》刮..白咸丰t).;υ 石 1':)" 之才离地口、公安之斗湖口、江陵之毛杨二尖、松滋

( )好处扫过口， ~fÚ江分说:入削 F 盛aK之时，虎i度、调』泣二口江j留均仍2在南

挝、件以分沱江水。 ~U卫:在:江在险，江水 i叶!i业之力少江hJE以历年t\'}免j曼决之患"。

他在 ((~S~者鹊汕口 'IW' Jr~片》巾也京览了;同江泥沙南阳的日果，他说"江水入湖挟泥沙

以南姐，囚…才;7阶 J;~þ义 ì3H……淤洲日宽，湖面1i~挟，内水阻跑不泊，由湖川县背受其

灾"。五十九世纪末，阳区四北部泥沙淤积的水下三角洲南部前练到达今武菜宫一带，

东部前综在 ìJ: i总口附近。原在湖中的苍梧山、明山、古楼山均巳盘岸上陆，朋山、寄 LlJ

也已在目 tJH之中。东 j问底地区的湖面也7jj~出大片剖i士，如武岗洲、南大市及山周丽得

( ((中国白然地历史自然1l1!JÆìì ~但四市规三节的《洞庭湖的出变 ìì )。根据光绪二十

二年 (1896) 绘制的《湖南全省舆地图表》盘算，当时洞庭湖的面相约为 5400 平方公

盟。

四口水沙对 j问庭湖的茄响，民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仪融于 1947年投勘后曾作如下评

i:ß I "松滋口鼠大而阳湖较i茧，其所快回沙中注即舍，入湖者做F 太平口较之略近而水

川的泥沙巳合于口门成训诀，不宙天然之坝，冬卒水小贝IJ 全 i囚 F 调弦距湖最近

i币品小，入湖水盘少i币暂，寻常皆湖水由此出流耳p 四口之中唯硝 iili最大，其水其i目皆

与tI月;之二:二命相关王切" (就 ((jJí;子江水利委员会孚刊》第一卷括三三期， 1947年 10月)。

十年代的实测资料， 1931年四口的阪大流血分别为 z 松滋7650秒立米，太

平(比以 )2390~少立米，翻地 16080秒立米，调怯 1285t少立米。四口共为27405秒立米，占

当年枝江品大流量49000秒立米的半立以上。 1934年 )~~H的四口及四水流入j同席汩的沙

分别为2 四口为2.62亿立米，四水J:l 0. 24亿立米，问计为2.86亿立米，而 EE城陇矶流

入长江的沙是为0.44亿立米，即 25年臼 WJ沙 .42亿立米(以上实测数据均引自

江水利委员会1936年销印的《扬子江巾版之f&:机及其初步盯旦旦旦治工租》一文)。从附

"调陆口之7]<. 1)J~成华(容)、自(阳)二旦: {I切旧，柏油口之水i於成南县县面积及沉(江)、

湘(阴)各县洲土，虎j度及松i兹二口之水川成 i出(ft-)、交(乡)、常(德)、汉(寿)等县

陪;挠。之八百敝渺网路，今则南附北阳，一皆田" (玉恢先撰《整理湖南7]<.j且商

榷指)) , 1932年七月)。

荆江四口商流以盾，四口之7J<.与 i问底凹7]<.问汇 j问底，从而结致了相互夺流改造和拥

阻而托的现象。荆江在J龙波、调弦两口市流时坷，据j垃光((1同席削志》洞庶i胡舆;因所绘

的水道路钱，虎搜河大政从J'!}.~fíJ岛市流打m.会i血水后任安乡至自衅口入湖，华容手可

911J 臼华布:因南流至化于战旦河口山九Jí"麻入阴。刷地、松;强相继决口以后，由民国初年

绘制的《涧庭湖军用地图》看 IfJ I 华容河故 i且为非;池江流所夺并被边东流由苍梧台入闸，

Itit立 i币收氓也为松注;IV~所夺而东扣。空 1847年时，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协Dtî肋团的

在助;反告有如下记述"四口与四7]<.入阳之7]<..除湘、贸工水及调弦、翻池之一部分入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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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东湖外，其余在赤山附近会合东入洞席西湖再北行经东湖入ìLo 己忧国亦山南咀东付之

深凯，任白沙洲、密技m3:1:苦苦石山句湘7](会合 J 1B.此段河槽巴逐渐淤为平陆，湖中沙洲

已由自沙i3H r句南伸展， f*东之i1H土沿 jJJ.家岭、朱家咀、坪浑岭之南岸扩践，白白沙洲经

潭家岭ÈI坪潭岭日成一片平陆，而对j节合兴废皖、卒子骑境等贝1]在加速崩塌之中"。

"湘水至攘河口分东西两以，东j弘侄湘阴北流，因污L经临资口至芦林谭震与东污L会合，

北流经营m、器石山直j主洞庭东潮。惟!恼资口有水自资水倒灌入四泪，有时且可逆流茧

i豪河口夺入东拙。资水白毛角口以下有三文，一经茹湖口圣明山阴 IlJ入洞庭四"湖，一经

商制洲、王家问入j同庭团?明，一经l阳资口入湘水。日7](自常德经流弹j章后分为两 i5L ， 干

rJL穿固堤湖茧接潜口，分文则由流担潭北流，经流花口 5提问入鳝鱼湖。但如混水棋，

鳞鱼湖之水也可倒j藏人况。接港口以下，一由大连l埠之南经亦 Jl.l~之小河咀入;同院四;饵，

一 IB大迎陪之东入目叮叮归，一出鸭子游葡萄旺入自湖，…由百沿入天心;'1队 );1; 尺泪。

每当渔水与松滋、太平、剧j也 8~水时，均可由此倒出而入况，致使技港口以下之水均由

南文回旋，觉j世困难。泪水自;性县黄河湾向东南沽，相奸向东北经洋市立东南行， 1衣七

里i明东j平豆汇口，与松滋、太平之水次吁:会合，在此分一部分水 F自注入她血泪，

干贝IJ 自汇口转折东市衍，经安乡、白蚌口茧瓦泣，识，由!苦氏湖、圳 JJI之市东流入胆固

j明。巾于t:~滋、太平、斗11Jj归之7](会合交叉达十余处， 'li引委为杂"。李仪J吐气气τ 《

洞庭湖之立见》…文中对八7]( iC注涧陋的附况即{12如下;17注"训、资、 1JC、凹7](问

归于ii:月， jfrj*边交伯;有乱，五:1、日触膊， vi止;母可以乱况，况可以乱贺，阳资又可!、~tLìtn ，

又加以扬子?工洪水由 pn 口创随而入，纵 ìljl i击耐，问水之流见乱。 11乱归或同流对:tf[!， 1~ 

错综倒向，泥沙之j7132多在边吓处。点既愣缸柑央赂，贝IJ-f~归于阳也不n~f，归于也不

川啊，贝IJ其入江也不利" 0 UJ 于八*在r1;JJ ql 乳q货交的，互相干tt顶托，也成用 t~JL~

黯高，而江湖水忧关系乃因而就也杂。"洞庭湖有时以城8(.':叽7](忧刮 j张之!)目阻，可节

时事丁、苦相当*泣，有时以城陵矶7J( 1'!: 之 11I;范， T币.0- f;}J'I it't " , 

矶水位之苦:lla1 ïí~ )川江!E入拟J; 如无此拥阻力时，则洞庭实为扬子江之…又进" ( :l':士佼;出

《洞庭湖与扬子江中时')) , *x ((水利月刊》第八卷寄-"期， 1935年 3 月)。

白工才·世纪切三三四十年代末，川口、四点归沙在湖内淤积的灯果， f[(J庭湖终于被分

裂为若干;的泊。如 1940 年孙!j'ïÌÌ ill13<.J (<川 J.tf: rm之防洪》一文记轨 (i在岳阳华容之间为东

湖，北识江流， iufF 为 flit仔， 1 可斥为淤成之半岛F'fî-环抱，东t1t1 !=~日阳阴之 u.

Ilj，况:4 fjií -:~ ~5、东南低。楼四月至货公拉一咐，为江流与洞庭ìtvUti因最近之处，立秋

之际，水位i江拙，川江川相泪， l)~ ìl4 i 向大提出江入;胡启多， riï]亦有时出削注江。该段江

湖水位相者二元多， :L丁势不泪，其视;益非{流，尚不足为赴白;江湖之窍。在况江、阳阳、

阳、 j义之间为副;剖，凹即为亦山，北为淤成之半岛，由为湘、资雨水之冲积滩岸，东

台äL:水，制中儿全为旧回应辑与到l'ii难佼占。夏秋 rz.涨，尚具汪洋之势，冬春 ;1日口，贝!J trrC 

水回纽于i!Þ.' ì:xfu 之间， 1.戈处只有寸余，部处不过三四公寸，即航运之利亦为给元。在较深

处之柏县阳形者，仅有回北边之简竹湖、杨林湖、邹说阳、 i旦湖及1提前江之7J子词，湘江

以因之荷叶湖、横岭湖，湘江东之荠发湖、古湖等零湖泊。第三部分为日江、常俗、

之间的洞庭湖，日不复有搭个之湖形，而分裂为若干较小之湖泊。其东为赤 LU与西

湖枉!阳，仅赖亦山南北网端之狭窄*道，以应泄况、 i盟两江及松滋、太平两口之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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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为湖中一孤岛，南北长约24公觅，东四宽约 4 公里.苦苦泄直至为不畅。 it涨时，提城多

有溃决还湖者，如围堤湖、大连障其最著者也。本区现尚可为停窗之用者，仅有回北之

蜡鱼湖、黄珠湖、大拌湖，因之回堤潮，四南之南湖、i平陶湖以及东之天心湖、回3{l湖

等"。又根据湖南省识湖洲土视媒因 1946年 10月的调堂，当时"洞庭东湖湖面的五分之

二巳时积成洲，所余水面纵横不过六十里许，平均水深不及工尺。洞庭西湖也巳缩小茧

三分之一，陈雅湖、木~湖、彭湖、铁尺湖、万子湖、筒竹湖等过去均系水连一片，近

年四淤ijH突起巳割裂为无数小湖，而蚌石、青山等小岛则淤扩为万顷良田。大通湖四周均

挽修成壤，江水及南来诸水均未能入潮，泥沙淤淀颇少，惟湖口当隙庆者河出口，挟泥

沙甚壤，近三二十年来加成洲者愿罗棋布，使湖水外泄困难，沿岸回庐有陆沉之势。常汉

i者湖泊变化更大，常德的白芷、文殊、冲天、积儿、挖臀等湖原皆…片汪洋，自二十七

八年以来，四湖口西南纵横敢十盟淤成沃壤，四类堂以南湖巳成陆。汉海罔平、大洋、

黄珠诸湖现仪余一宽数盟之71<道，余则巳挽修成境或芦林丛生皆成陆地"。长江水利工

程总局于1947年 12月组成的洞庭湖进勘团在《洞庭湖计划会勘报告>> (载《长江水利季

刊》第一卷第四期， 1948年 6 月)中指出 tt洞庭东湖区淤淀甚速，近数年间自注滋口

以东沿湖一带，每年平均淤高白六公寸Æ八公寸，冬季枯水时水深仅一、工公寸，夏

秋尚有相当水深，洞庭团湖区多系零思潮泊与废皖组合而成，自由沙洲经谭家岭Æ朱家

吼一带之湖岸日向南伸展p 日平湖稍有淤积，围堤湖大部系废境所成，除西南部略有淤

积外，东部甚少淤淀，且回据湖以东各挠如大连障得有废弃趋势。盖以洞庭湖由江水挟

人之泥沙，器翻白天心湖、四平湖南秽，71<位因以抬高所致"。该报岱所附《整理洞庭

湖工程计划》提到"洞庭湖之面积，据湖南建设厅实测五万分之…地形图及1936年扬

子江水利委员会之划定湖界报告为4700平方公里F 惟据 1947年湖南省政府之洲土视察报

告，洞庭湖由于淤院与任意罔垦巳缩减至3100余平方公盟@。十余年间缩减约达三分之

一，程度之速殊属惊人"。该计划还称 t，据师年含沙最测量，平均每年由四口人湖之

泥抄为 139252000 立方公尺，由四水入湖之泥沙为 16123000立方公尺，白昏阳流出者为

26570000立方公尺，淤淀在湖内者为 128805000立方公尺，此洞庭湖湖面与容积缩减之二E

要原因"。该计划还表明了如下观点 t，在高水时期，长江调弦以下之地水摸仅为枝江

的百分之四十，而四日分泄者则达百分之六十，故荆间不能光四口之分泄"。

·圃-

.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荆江南流局面并未改变，仅因调弦口建闸控制@，在

自然情况下经常分流的只有松滋、太平与藕油三口。目而，三十多年来洞庭湖仍在进一步

淤攘秦缩，但瞄着三口口门的淤寨和荆江的系统裁弯⑩，江湖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1979年给制的洞庭湖水系阁，见阁 1 … 1 0 

洞庭糊的泥沙淤积情况，建国以来逐年均有人湖沙盛的实测资料。荆江三三口 (1959'

年以前为四日)和阴71<入湖各测站自 1951年至 1978年的多年输沙锺特征值统计，见我

1 一 1 0 该我松滋口输沙盘为新江口及沙道观两站台计，太平口为弥陀寺站观测，藕池

口输沙最为康家岗及管家铺两站台计，湘、资、沉、 j盟四水入湖控制站分别以湘潭、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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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桃加~(、二:江口代表，其中 1951年和 1955年的桃江、桃源、王a江口及 1952年的桃江、

三江口各站揄沙量缺测，我内数字系利用流量与沙量相关线插补而得(本茬引自《湖南

省洞庭ì1ß11'( 民本资料汇编》第工分册)。

由了f ，少主要来自荆江，糊的淤积也是自北向南发展。原有的东、南、四兰湖四接

纳水流和 I/j二 I}的容机各不相同，其淤积程度也有装异，即在同一湖内的淤积分布也并不

均匀。 耐人 jli.j 洞庭内的呢?少来自松滋、太平两口和、沉、激两水，其f节制站分别为新ì[口

沙迥 ^l!l (i、t:1必)、 5年陀布(太平)、桃源(沉7水'j( )、立江口or.讯旦才水〈仆) ，泥沙输t出!h才凹 1涧司

)'，陀1哇\01削切 l的凹 J扣才飞;í山山川U阳川1斗j)飞干↓J山:

二斗干t ι均Uj边丘止J八卢\l川l孔1们L甘山Îìl斗古川i』扩川山l'斗巾:才们l川!庇￡岳豆 j阳胡的沁沙为O队.626亿立米， 输出泥沙为0.33亿立米， 沉职在湖内的泥沙

为0.206亿止~~~。沉积在四洞庭糊的泥沙，占全洞庭湖泥沙沉积量的 30.9功。这些泥沙

的大部分川和!在目平附和七里制，其余贝IJ淤积在入湖洪选中。进入东、南洞庭湖的泥

沙，大)f(l1藕?也口和洞庭团棚，其余则为湘、资两水。藕油口的控制站为康家肉、传

家捕，问 ìlí，j J.汪湖控制 ìir 为南咀、小河咀，湘、资两水的控制站分别为湘潭与桃 11: 0 ì何-

19S6'-""197í i r: 各校削咕:实汩'J输沙最统计，多年平均入湖沙最为1. 017亿立米，城防矶输

出0.352亿立米，沉积东、阴阳区的泥沙为0.665亿立米，占全栩沉积璋的69.1 机(

述数据均 5f 臼《洞庭问 l圣王:1';;$:资料汇编》第二分册的我 2 …11) 。

四洞庭湖系指那山以回请湖泊，由于呢沙淤积的结果，目前仪17-七盟问和日平棚。

七里湖郎为民罔时期大 )A保赋挠的内湖，该院在 1948和 1949年连续出诀. 1949年冬经有

人民政府批准废弃成削，现位于j盟水洪道嘉山与石龟山之间。淤积最 lli处为庙基岗对

丽的洲滩和iC 口烹甘家湾大堤一带者航道，枯水时仅自左右两航逝，两侧洲滩林立，芦

F丛生。日平湖 ~I， til; rJ l 为屏障，为~t水耐受洒出扩展而成。由于泪水和松陀、太平两口

每年有5000万立米泥沙绕过日平湖北端初步沉罚;后再下甫咽，记水付年有 1000万立米泥

抄经过日平湖南咱村 .Wi'冗拉后再下小河nll. 在日平j明市 北两 {(j'!已形成高洲，仲随着

洲而来的是芦苇迅迎繁殖堕班。r.YIiJm庇阳1lî亦t1 J 与 ã石山以前语ìm;白，界于东阳湖之

间。址:入东南洞庭湖的把沙，大部淤积在前 jliil 应湖北部，过去山;皮的一些

主主洲土均已连成大片湖洲，最大淤i骂 6 米、平均 2 米。目前的市洞庭湖巴被划分为两

半z 北边是南北宽 3 -10公旦、东西长55公里的芦苇及防护林带，约占南?同腔内甘、面积
啕

的二分之一，靠近共华院有一条黄土包河F Ifi边是南洞庭阳的真正i明固和主要刑供进，

约市市洞庭湖总而积的三分之二。东洞房溯{í/.干溯区的东部，在岳阳~山铺、 it1兹口、

大i庭湖与磊石山之间。 1958年调弦口捕魏后，回有藕油河部分来水于祀滋口注入，南受

四、市糊的转i世及湘水的汇入，东有1日罗、新j裔二支流，使东洞庭湖成为三口、四水的

总汇合均所。注滋口问巴延伸25公里，出口的问兴川、杨林所…才行淤积严芹:思潮入

口的'介兴川、下酬昆、柴下i'JH 、寒问洲和新哨i河的入口 I於和也较厚。据 1980华《洞庭潮

的淤积分析》一文中指出"东洞庭削平均芮朝M达26月士，四、前洞庭削平均肖理 itt 5.尘，

29米，就算是;洞庭湖的消t::"。该文所载当时各汹的平均肖程为 2 日平湖 30米，南洞庭

湖28.6米，东洞庭湖24.6米。从日前情况看:目平潮的东、南两侧受山地、丘陵制约，

不能盯下秽，fJ;":ì臣，阳幸?况 it 二~ ffl 洲的引:t纺向市市延 {11' ，其品市 ìì'í t:巴不叮附!JL'，: 'G'j 洞庭

湖如PLf北部来沙仰持不变戎 rtl 于日平湖的消t::而有所增加，而东北Ul 水门又啊?百元|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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