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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概括了三峡建库后引起下游水沙动力因子的基本变化, 论述了三峡水库对下游及河口

生态和环境的主要影响, 并通过对目前仍难以确定的一些问题的仔细分析, 为长江中下游及河口地区的

综合开发和环境保护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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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三峡工程是治理、开发长江的主体工程, 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也不可避免地对自

然和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峡工程建成后将改变长江水文情势, 引起生态与环境系统结构、

功能的变化, 涉及到多方面问题, 如: 中下游径流、输沙量变化, 输沙级配变化, 坝下游长距离

冲刷及河势演变, 以及由此引起的中下游取水灌溉、土壤水渍盐渍化、工农业生产、水生物养殖

等; 河口径流与潮汐作用, 海岸线演变, 海水盐分入侵, 近河口地区土壤盐渍化等等.

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为国内外所关注. 这一问题, 过去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过

程中已作了广泛讨论[ 1～ 12 ] , 基本满足了工程建设可行性论证的宏观要求, 为三峡枢纽的兴建提供

了科学依据. 1997 年 11 月 8 日, 三峡工程成功实施了大江截流, 水库下游的水文情势将逐步发生

变化, 科学地论证三峡工程对中下游及河口的环境影响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决定三峡工

程对下游环境影响的根本因素, 是水库运行引起的下游水沙因子变化, 而过去在可行性论证工作

中对水沙变化过程估计的一些方面, 显然对于日趋紧迫的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综合开发和治理显得

过于粗略, 尚难以满足细致规划的具体需要.

本文旨在对三峡工程引起的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环境变化的主要方面进行简要概括, 并

对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从而就环境影响所依据的水沙动力因子方面,

说明细致地评价三峡水库这样一个关系到子孙后代及社会发展的特大型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对长江

中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环境的影响, 仍需要加强对一些重要力学问题动力学过程的深入研究和细致

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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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峡水库和长江中下游及河口概况

三峡水利枢纽位于长江干流三峡河段的西陵峡内, 坝址选定在宜昌县的三斗坪附近. 距已建

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上游 40 km. 枢纽总控制集水面积 100 万 km 2, 占全流域面积的 56% ; 坝址处年

径流量 4510 亿m 3, 约为长江入海平均年径流量的一半. 三峡水库为季调性调节水库, 拟采用“蓄

清排浑”的基本运行方式. 年径流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年内进行分配调节, 以利于减少库区淤积,

保障蓄水发电: 6～ 9 月, 除遇特大洪水滞洪外, 下泄流量与天然情况相同以利于汛期水库排沙; 10

月份开始蓄水, 下泄流量减小约 3000m 3ös～ 6000 m 3ös; 1～ 5 月份, 下泄流量约增加 1000m 3ös～

2000 m 3ös. 根据目前的分析和数值预报, 三峡建库后的排沙情况见表 1 所示.

表 1　三峡水库运行期的排沙比变化

时　段 (年) 1～ 10 11～ 20 41～ 50 71～ 80
年排沙量 (亿 t) 1173 104 4126 4186
平均排沙比 (% ) 3311 3910 8115 9311

　　长江径流主要来自四个地区: 宜昌以上, 宜昌至汉口, 汉口至大通, 大通以下. 具体分配见表

2 所示. 宜昌以下至河口的长江中下游, 支流、湖泊众多, 入汇长江的径流量占长江总径流量的

53%. 长江中下游至河口地区主要为平原和低洼地区, 而该地区人口众多, 耕地宽广, 旱、涝、渍

灾影响敏感.

表 2　长江年径流量沿程分配表

区　　间 宜昌以上 宜昌～汉口 汉口～大通 大通以下
占总径流比例 (% ) 47 31 21 约 1

　　河口地区上受河流径流、泥沙及营养物输运量的影响, 下受海潮入侵的影响, 是环境变化极

为复杂和敏感的地区. 长江口是一个中等强度的潮汐河口: 潮流界, 汛期在距河口 250km 的江阴

附近; 枯季可到距河口 370km～ 450km 的镇江至南京之间. 潮区界, 汛期在距河口 680km 的大通

附近; 枯季可到距河口 760km 的安庆. 长江河口盐淡水以缓混合为主, 在枯水季大潮盐淡水混合

比较强烈, 出现强混合. 一般地, 2 月～ 4 月份为高盐期, 6 月～ 10 月份为低盐期.

三峡建库后, 主要改变了长江的多年水文情势, 对径流过程和输沙过程起到较大的调节作用,

由此将可能引起下游及河口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1) 下泄流量的变化, 使长江长期的径流过程产生变化, 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灌溉引水、地

下水位、土地水渍化、盐碱化等产生影响. 同时, 径流量变化后, 河口的盐水楔、土壤水盐运动,

以及海岸线塑造过程也都将产生变化, 从而对河口鱼场及工农业产生影响.

(2) 水库下泄泥沙变化, 严重地改变了长江干流的多年输沙平衡过程, 将会导致河床的重新塑

造, 海岸线的冲淤变化.

(3) 水库下泄水流温度变化 (降低) , 大量营养物被拦截, 长江鱼类及河游生物的生存环境发

生改变和受到破坏.

(4) 泥沙作为营养物的携带者, 其变化可能会对河口的有机营养物来源, 河口的生态环境产生

较大的影响.

3　三峡水库对中下游及河口环境的主要影响

311　与埃及阿斯旺水库的比较

阿斯旺水库修建在尼罗河上游, 水库于 1964 年建成运行后, 下游产生严重的清水冲刷, 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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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 海岸线严重侵蚀后退, 盐水显著上溯, 对下游和河口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危害. 三峡建库

后, 是否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 事实上, 三峡水库与阿斯旺水库有着很大的差

别, 表 3 列出了两个水库基本参数的对比情况.

表 3　三峡水库与阿斯旺水库基本情况对比

水　库 所在河流 入海年径流

(亿 m 3)

年入海沙量

(亿 t)

水库距河口

(km )

总库容

(亿 m 3)

拦沙库容

(亿 m 3)

有效库容

(亿 m 3)

阿斯旺 尼罗河 330 016～ 118 900 多 1640 390 1250

三　峡 长　江 9080 417 1800 345 170 175

注: 　表中年径流量和输沙量为建库前数值; 三峡水库以 170m～ 160m～ 145m 方案为例.

阿斯旺水库的有效库容为尼罗河年径流量的 3178 倍, 是一个调节性能极高的多年调节水库.

1964 年水库建成后, 出海水量大量减少, 水流的峰值也减少到只有原来的 1ö71 作为这一变化的后

果, 代表地中海海水的典型含盐量 39‰ 等值线控制了几乎整个海岸线. 建库初期年出海沙量为

5000 多万 t, 进入 80 年代后, 每年出海沙量降低到只有 200 万 t～ 300 万 t, 仅为天然来沙量的百

分之几. 在这种情况下, 河口地区的沙量平衡状态完全被打破, 海岸被严重蚀退是必然的结果.

与阿斯旺水库比较, 三峡水库有很大的不同. 其有效库容与宜昌站多年平均径流量 4500 亿

m
3 相比, 库容系数仅为 0104, 如与年入海径流量相比, 则库容系数仅为 0102, 所以三峡水库是一

个调节性能很低的季调水库, 在一年内只有几个月改变天然来水过程. 三峡水库对下游输沙过程

的影响, 和对径流影响有些不同. 水库建成初期, 尚未达到淤积平衡状态, 约有 60◊ 的泥沙将淤

积在库内, 只有约 40◊ 的泥沙排入下游. 但三峡水库对小于 60 000m 3ös 的洪水基本上处于敞泄状

态, 对于较大洪水也只起削洪作用, 水流挟沙能力改变甚少. 因此, 当含沙较少的水流下泄时, 将

沿程从河床不断取得泥沙, 经过约 1000km 的补给到达河口地区时, 含沙量将重新处于饱和状态.

和天然状态的含沙量比较接近. 只要水库下泄的水量不减少, 洪峰也不过分削平, 出海沙量不会有

太大的减少, 将不会引起海岸线的严重冲淤.

因此, 宏观上讲, 三峡水库不会象阿斯旺水库那样对下游和河口地区产生严重危害.

312　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

三峡水库不同于阿斯旺水库, 不会对下游及河口地区产生严重危害, 但对于三峡这样的特大

型水库, 仍将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多种影响, 对此应作出认真预测和评价. 下

面我们主要对大家所关心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31211　 径流调节和水位变化

根据三峡水库的宏观调度原则, 一般在分析三峡建库引起的下游径流和水位变化时, 大多采

用表 3 所示的粗略估算.

值得说明的是, 表中径流变化的估算只反映了水库在“蓄清排浑”宏观调度原则下泄流量的

变化, 而水位变化的估算, 也没有考虑河床的清水冲刷. 实际上, 由于下游支流及湖泊 (尤其是洞

庭湖) 的调蓄, 以及坝下游河床的冲刷, 下游的径流过程与水位变化都与此估计有较大差异.

表 4　三峡水库建成后的下泄流量及下游水位变化

月　份 流　量　变　化 水　位　变　化
6 月～ 9 月 遇特大洪水滞洪, 一般与天然情况相同 不变

10 月 减小 3000m 3ös～ 6000m 3ös, 约减小 812◊ 降低 1144m～ 1188m

1 月～ 5 月 增加 1000m 3ös～ 2000m 3ös, 平均增加 415◊ 约升高 012m～ 1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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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径流量的变化取决于水库泄流过程和下游支流及湖泊的调蓄作用两个方面, 水位的变化

则取决于径流量和河床冲淤变化二者的综合作用. 三峡建库后, 径流发生变化, 同时河床由于清水

冲刷也产生变化. 根据长江科学院最近所作的计算结果, 坝下游冲刷范围 (约 800km ) 内, 河床产

生严重的清水冲刷, 枯水期尽管泄流量有所增大, 但水位降低却达 2m～ 4m , 而汛期由于洪水较大,

水位降低却仅 1m 左右. 长距离之后, 河床的变化很小, 枯水期泄流量增大, 水位抬高; 即使在汛

期泄流不变, 但由于洞庭湖调蓄作用的大大减小, 下游河段可能流量反而有所增大, 水位出现抬

升.

31212　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和航运的影响

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影响, 一方面, 根据三峡水库的调度原则, 汛期遇特大洪水, 水库主要起

削洪作用, 有利于减免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 尤其对于洪灾严重的上荆江河段. 根据目前的一

些估算, 可将上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过去的 20 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 这无疑对人民的生命

财产和环境有重要保护意义. 我们也应看到, 三峡水库的调节改变了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径流过程

和河床平衡状态. 洪水期, 由于洞庭湖调蓄能力有较大减弱, 下游流量可能反而大于天然状态, 近

坝下游汛期水位本来降低就有限, 而到较长距离的下游河段水位可能反而抬高, 从而增加下游河

段的洪灾危害. 类似的问题, 过去在上荆江裁弯后 (城陵矶水位反而升高, 加大了下游防洪困难)

已给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育. 因此, 三峡建库后, 将上荆江的防洪问题移至下荆江及下游或局部河段

的危险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我们切不可盲目夸大三峡水库的防洪作用, 应对建库后下游的洪水变

化作出细致、科学的预测.

三峡建库后对长江航运的影响类似于防洪问题. 一方面, 由于枯水季节水库下泄流量增大, 从

整体上讲, 加大了沿江水深, 无疑不同程度地改善了枯水期航道, 有利于长江的航运事业. 另一方

面, 由于三峡水库调节作用, 将引起坝下游河床的严重冲刷, 长江中下游河道发生不稳定演变, 甚

至导致局部河段出现剧烈变迁, 对稳定航道极为不利. 而目前我们恰恰对三峡建库后长江中下游

河势的变化知之甚少, 更谈不上细致的研究. 因此, 对该问题不容忽视, 应作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31213　对长江中下游灌溉、排涝和土地水渍化的影响

沿江水位变化是影响中下游灌溉、排涝和土壤水渍化的主要因素. 对水位变化的估计不能靠

想象, 简单地认为三峡建库后, 枯水期径流量增大, 下游水位抬高, 有利于工农业引水, 且此时

长江水位整体上较低, 不会加大下游低洼湖区水渍化威胁; 而在汛末水库蓄水期, 下泄流量减小,

下游水位降低, 有利于平原湖区排涝, 且此时不存在灌溉引水等问题. 合理的预测应该建立在对水

位变化细致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前文中对水位变化特征的具体分析, 可将三峡建库对下游灌溉、排

涝等的影响概括如下:

(1) 近坝下游冲刷范围内. 　枯水期, 水位下降较大, 加上河势较剧烈的演变, 将较大地危害

到沿途的工农业引水, 但有利于减缓平原湖区的土壤水渍化威胁. 蓄水期, 对湖区排涝有一定的有

利作用, 但也不可过于夸张其作用.

(2) 坝下游远距离后. 　枯水期, 水位抬升, 有利于沿岸的工农业引水, 但同时增大了平原低

洼地区土壤水渍化及盐渍化的威胁. 洪水期, 由于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 下游流量可能反而大于天

然状态, 水位抬高, 不利于低洼地区的排涝, 同时加大土壤水渍化的威胁. 蓄水期, 尽管下泄流量

减小, 但同样由于洞庭湖调蓄能力的减弱和下游支流的补充作用, 其危害也不可忽视.

(3) 对于三峡水库运行引起的下游河势变化和下游支流与湖泊的调蓄作用, 目前仍没有清楚

的认识, 只有对此作出细致的预测, 才能合理地分析对长江下游灌溉、排涝等的影响.

31214　对河口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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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所示为长江中下游主要站点的输沙量统计结果.

表 5　长江中下游主要控制站悬移质输沙量表
河　流

测　站

长江

宜昌

洞庭湖

荆江三口

洞庭湖

城陵矶

汉江

仙桃

长江

汉口

鄱阳湖

湖口

其它支流 长江

大通
年输沙量 (亿 t) 5123 1170 0154 0128 4106 0111 0114 4171

含沙量 (kgm 3) 1119 0117 0161 0108 0153

根据输沙量实测结果, 从输沙平衡看, 宜昌至大通河段, 长江干流泥沙冲淤基本平衡. 三峡建

库后, 下泄清水 (见表 1) , 根据丹江口水库下游输沙情况, 输沙量沿程增加量, 每公里约 0107◊ ,

按此计算, 坝下游约 820km 后, 输沙量即可与大通站相同, 即可基本恢复到建库前的输沙量. 三

峡坝址距河口约 1800km , 三峡建坝后, 对河口来沙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同时, 从含沙量看, 宜

昌为 1119kg öm
3, 大通为 01533kg öm

3; 而在河口段, 根据实测结果, 涨潮时为 1166kg öm
3, 落潮

时为 1137kg öm
3, 比上游含沙量高得多. 说明河口泥沙运动与径流和潮汐关系密切, 与上游来沙情

况相对关系较小, 因此, 河口海岸不致严重冲淤变化, 不会严重冲刷上海的港口和码头.

长江冲淡水团的分布与迁移, 取决于黑湖和台湾暖流, 北部冷涡势力的强弱. 三峡建库后, 径

流调节不很大, 长江冲淡水扩散趋势和范围没有大的变化, 不致严重影响河口生态和鱼业资源. 同

时, 枯水期径流量增大有利于污染物向深海扩散, 洪水期, 径流量相对较大, 尽管泄流量减小, 但

对污染物的扩散不会造成太明显危害.

总的来讲, 三峡水库运行不会对河口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目前我

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仍不十分清楚, 如: 下游支流湖泊调蓄作用后的径流过程; 由于泥沙级配变化

引起的河口冲淤变化; 径流与潮流的较细致相互作用等. 特别是经下游调蓄作用后的径流与潮流

相互作用可能与目前的分析有一定的差距, 同时, 泥沙级配的细化也会导致河口港口码头及海岸

线的冲淤变化, 这些变化都会对河口地区的盐水入侵程度, 海岸线破坏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应对

此做出较细致的分析和预测.

31215　对长江河游生物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河流中生存有许多河游生物, 尤以中华鲟和白鳍豚最为珍贵. 三峡建库后, 较大幅

度地抬高水位运行, 大量拦截下泄泥沙, 打破了这些河游生物多年的生存环境, 必将对其产生不

利影响:

(1) 下泄水流的水温在蓄水期有一定的降低, 对一些生物的生存产生危害, 但由于三峡水库

为一季调节水库, 每年汛期前水库基本泄空, 整个汛期泄流过程接近于天然状态, 因此, 对大多

数河游生物不致产生严重危害.

(2) 水流中营养物的主要挟带者——泥沙大量被拦截在库区, 下泄营养物质有较大减少, 尽

管水流在沿途将得到逐步补充, 使河口营养物输运量不致严重减少, 但在坝下游一定距离内将会

大量减少, 致使河游生物数量有较大幅度减少, 尤其对于生存在武汉河段的白鳍豚危害较大, 导

致白鳍豚这一珍贵生物趋于衰灭的危险不容忽视.

(3) 三峡大坝横穿长江, 隔断了上下游的自然过渡, 对于每年必须上游产卵繁衍的中华鲟有

极大的危害,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这一珍贵鱼类.

4　尚待细致研究的一些主要力学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 三峡水库的调节作用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不

会出现象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后对尼罗河下游及河口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 该结果对于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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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提供了基本的科学依据. 但我们也看到, 目前对许多问题仍不清楚, 说明要科

学、合理地规划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的综合治理和开发, 仍需要对一些认识尚不清楚的重要力学问

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和动力学预测.

411　洞庭湖及下游支流、湖泊对径流及洪水的调蓄作用

洞庭湖在汛期对荆江洪水有较大的调蓄作用, 对减缓荆江洪水威胁有很大作用. 而洞庭湖的

调蓄功能又决定于长江三口的分流、分沙过程和湘、资、沅、澧四水的入汇过程, 同时也与洞庭

湖本身的自然萎缩、开发治理关系密切. 三峡建库后, 下泄水沙过程发生变化, 河道冲刷, 河势演

变, 势必导致洞庭湖三口的分洪分沙能力发生变化, 同时也会影响到洞庭湖四水入汇水沙过程的

变化, 从而影响到长江中下游, 尤其是荆江河段的防汛工作. 这是关系长江下游防汛的一个重要问

题, 而它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力学问题.

长江中下游支流及通江湖泊众多, 宜昌以下各支流及湖泊的来流量很大 (约占 53◊ ) , 因此,

对长江径流的调蓄补充作用较显著, 对河口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表 6 为一简单的估算结果[ 6 ] , 说明

经区间调蓄补充后, 可起到一定作用, 而且, 由于长江干流径流过程的改变, 同时会引起各支流

及湖泊的入汇过程变化.

表 6　10 月份水库充水期对大通站流量影响估计表

典型年 分析条件 三 峡 水 库 正 常 蓄 水 位 (m )

150 160 170 180

枯水年 三峡减小下泄量 (m 3ös) 2770 5244 5710 6009

区间调蓄量 (m 3ös) 36 490 590 640
平水年 三峡减小下泄量 (m 3ös) 2770 5244 7486 9455

区间调蓄量 (m 3ös) 940 1930 2800 3520
丰水年 三峡减小下泄量 (m 3ös) 3014 5244 7486 9455

区间调蓄量 (m 3ös) 1100 1870 2750 3350

上述两个问题, 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的环境变化和开发治理十分重要, 而目前恰恰缺乏细致、

合理的分析和预测, 应进一步加强对这一综合力学问题的细致研究工作.

412　下游冲刷及河势演变

下游严重冲刷将引起河道的剧烈演变和沿江水位的复杂变化, 与防洪、抗旱、排涝、土地水

渍化关系密切, 目前仍缺乏对该问题的合理分析和研究.

(1) 三峡水库运行后, 下游河床产生严重清水冲刷, 河道将出现剧烈演变, 长江中下游河势

将会重新调整, 对生态和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对此仍缺乏清楚的认识.

(2) 河流的河床由可冲性泥土组成, 水库运行初期拦截了 60◊ 以上的泥沙, 下泄水流变清,

必然引起下游河道的长距离冲刷和河床变形, 由流量的增减量, 根据简单的流量- 水位关系来估

算下游水位的变化 (见表 4) , 显然是不科学的.

(3) 三峡大坝至河口 1800km 长, 沿途河流地貌、河床组成差异很大, 各处的水位变化差异也

很大, 过去虽然也对沿途某些典型控制点的水位变化作了粗略估算, 但同样存在着前述的问题, 且

还没有沿程较细致的定量计算.

(4) 宜昌—河口段内, 存在着众多的通江湖泊和支流入汇, 年径流量占入海总径流量的 53◊ .

水库运行后, 长江水情发生变化, 各支流与通江湖泊的水文情势重新调整, 对长江干流的补充调

节作用也应细致考虑.

413　下游输沙的时空变化和级配变化

三峡建库后, 下游输沙过程的时空变化和级配变化比较复杂, 研究难度也比较大. 但是它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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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问题也比较多, 包括: 坝下游河床冲刷变化, 河槽是否会迁移, 海岸是否会蚀退, 营养物质

是否会减少, 以及渔业资源是否会受到影响等等. 以往对建坝后长江中下游输沙过程的变化只作

了十分粗略的估计: 即根据水库的估算排沙比 (表 1) , 结合一般的水流挟沙恢复过程进行了宏观

上的大致估测, 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1) 水库的排沙过程应给予较细致的考虑, 不能笼统地将较长时段的平均排沙比作为计算下

游输沙过程的依据, 应仔细考虑其输沙过程的时空变化.

(2) 当水库下泄水流的含沙量不大时, 下游冲刷河段必然很长, 而水流挟沙能力的恢复受到

河流的水力、泥沙要素的控制, 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关式, 而且清水泥沙恢复点也不是一成不变, 随

着河床质泥沙级配的变化, 悬沙补给来源减少, 这个恢复点也随着变化, 这在考虑上游来沙对河

口的影响时, 必须予以重视.

( 3) 长江自宜昌以下, 泥 沙的补给量是很小的 (表 5) , 也就是说, 从输沙量来讲, 中下游各

支流及湖泊的补偿调节作用是比较小的, 泥沙的补给主要来自于河床本身, 而河床的不断冲刷必

然改变了河流比降, 最后的平衡床态也与现在的河床有较大的差异; 同时, 尽管年径流总量不变,

但年内分配却有较大变化, 输沙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随之改变, 因此输沙过程肯定会有较大的

差异.

(4) 泥沙对河床的再造过程和泥沙携带营养物能力, 不仅取决于输沙量, 同时取决于泥沙颗

粒大小, 即泥沙的组成级配. 而长江沿途的河床组成级配也有一定的差异 (表 7) , 随着冲刷时段和

河段的变化, 输运泥沙的级配显然会有较明显的变化, 然而至今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较有说服力的

预测, 甚至没有基本的估算.

表 7　长江干流河床质泥沙颗粒级配及沿程变化

测　站 < 011 mm (◊ ) < 0125mm (◊ ) < 0150mm (◊ ) d50 (mm )

宜　昌 916 4712 9414 01203

汉　口 119 7619 9310 01177

大　通 1916 8113 9416 01166

414　河口径流与潮流的相互作用

河口径流与潮流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 盐水入侵范围不能简单地根据径流量增减多少, 由过

去经验的盐度分布关系来确定, 因为河口地区的河床、口岸形态已发生了变化.

在水库宏观调节的总原则下, 具体下泄流量增减幅度要依据当时发电、防洪、航运等诸多因

素确定, 同时下游各支流及湖泊有较强的调蓄功能, 简单地用表 4 所示的粗略结果作为估评的依

据, 只能作出平均的、宏观的分析, 难以进行更细致的定量预测.

5　认识与结论

(1) 三峡水库是一个调节性能较低的季调节水库, 与埃及的阿斯旺水库有很大差异, 不会对

长江中下游及河口地区环境产生严重危害.

(2) 三峡水库对中下游及河口的环境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有利方面, 也有不利方面. 过去

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中, 对有利因素的分析较细致、具体, 但对一些不利因素的分析仍较粗

略, 认识还不够细致.

(3) 通过分析, 对三峡工程兴建后对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认识. 有的

比较明确, 如下泄流量变化引起的变化等; 有的虽然有了定性认识, 但还达不到定量分析的程度,

特别是建库初期输沙量变化的影响, 营养物输送过程, 以及河口潮流作用变化产生的影响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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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至今仍缺乏足够认识和较具体的分析, 如中下游河段的长距离冲刷、河势演变、输沙级配

变化, 以及可能引起的局部防洪、灌溉、航运、土地水渍化等等.

(4) 细致合理地预测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及河口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仍需加强对一些力学

问题的进一步细致研究:

1) 洞庭湖调蓄功能的变化, 以及其它支流、湖泊对径流、泥沙及营养物的调蓄作用.

2) 水库下游的长距离冲刷、演变及河势变化规律, 以及各主要河段的水位因河道冲刷、演变

带来的相应变化.

3) 输沙过程的时空分布变化、泥沙级配的变化, 以及引起的河道冲淤、营养物输送变化.

4) 潮汐河口水流、泥沙运动的动力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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