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资源保护!!""# 年第 $ 期

作者简介：陈绍金（%&’"—），男，湖南湘潭人，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从事水利科技管理工作 (

浅析三峡工程建成后对洞庭湖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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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水环境的角度分析三峡工程对洞庭湖的影响，研究三峡工程建成后洞庭湖的水环境容量、淤沙变化、

化学特征、生态环境变化，提出三峡工程建成后对洞庭湖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枯水期增泄流量及

洪水期减泄流量对水生动植物的影响；"水库拦蓄泥沙对淤积的影响；#对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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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庭湖水环境现状分析与评价

! (! 概 况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南岸，目

前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跨湖南、湖北两省，总流域

面积 !$-!%!./!（不含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以上

集雨面积）。洞庭湖区是指荆江河段以南、四水（湘、

资、沅、澧）控制站以下，高程在 $"/ 以上，跨湘、鄂两

省的广大平原、湖泊水网区，总面积 %)-)"./!，其中天

然湖泊面积 !’!$./!，洪道面积 %#%)./!，湖区总人口

% !"" 万 人，耕 地 面 积 -’0& 万 1/!，农 业 总 产 值

!%$ 亿元，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鱼生产基地。

洞庭湖容纳四水和四口（其中调弦口已于 %&$&
年建闸控制）以及环湖区的汨罗江、新墙河等中小流

域产生的径流，经湖泊调蓄后，在城陵矶注入长江，

构成复杂的洞庭湖水系。全湖区由四水尾闾地区，

荆南四口分流洪道以及东、南、西洞庭湖构成。湖区

地形呈东、南、西三面高起，顺势向北倾斜，为敞口的

马蹄形复式盆地结构，形成以湖泊为中心的向心状

水系。

! (" 泥沙淤积现状分析

洞庭湖的来水、来沙由三口（松滋、太平、藕池）、

四水及环湖水系构成［%］，其水沙总体构成见表 %。

从 %&$% 2 %&&) 年的多年平均情况来看，进入洞庭

湖的悬移质输沙量为 %- ,"! 万 3，其中来自长江三口

的为 %,&’% 万 3，占 )"0’&4；来自四水的为 ,,#% 万 3，
占 %&0,%4。如果洞庭湖的湖泊面积以 %&)) 年实测

湖盆地形图的量算结果 ! ’!" ./! 计，则湖盆年平均

淤高约 ,0’- 5/，#- 年累计平均淤高 %0-!/。长江来

沙是造成洞庭湖淤积的主要原因。

表 ! 洞庭湖来水、来沙构成统计

年 份
入湖总径流量 6亿 /, 入湖总沙量 6万 3

三口 四水 区间 合计 三口 四水 合计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 水化学特征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年 & 2 %" 月洞庭湖的考察结果，结合湖南省洞庭湖

环境监测站 %&&’ 年 !" 个测点的监测资料，对洞庭

湖的水化学特性的时空分布进行简要分析。

$% 根据 7(+ 阿列星分类法，洞庭湖湖水的水型

属重碳酸盐钙组%型水。

&% 洞庭湖水总硬度的分布特点是：上下游高，

中间低，湖汊高，开敞湖区低；洞庭湖水 89 值 -0""
2 )0)’，全湖平均 89 值 -0$#，呈弱碱性。

’% 洞庭湖的悬浮物主要是泥沙，兼有浮游动植

物等其他有机体，全湖悬浮物平均为 -’0# /: 6 ;，变

化范围在 #0$ 2 ’""0"/: 6 ; 之间。

(% 由监测结果可知，洞庭湖水中 <=、<> 质量浓

度较高，湖水已受到 <=、<> 等的污染。全湖平均超

标率达 )"0-4，>9#?> 的超标率为 %-0’4，其他营养

元素均未超标。

)% 根据 %&&’ 年 % 月、$ 月和 & 月的 %%& 个样品

检测可知，洞庭湖湖水未受 @A 和 @B 的污染，@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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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含量较低，未出现超标现象。

! %" 排污现状分析及评价

洞庭 湖 区 主 要 工 业 排 污 口 日 排 污 水 总 量

&’()* 万 +,，其中日排 -./*、0./01、酚、石油类和氰

化物 等 污 染 物 总 量 分 别 为 ,2 ,’* 34、55, 6,, 34、
’’), 34、2)2 34 和 2’)2 34，并且具有以下特点：!排

污口相对集中于东、南洞庭湖及其入湖水系。"有

机废水的日排污量为 &,’)7 万 +,，占日排污水总量

的 (89，化 工 类 的 日 排 污 水 量 为 &&5 万 +,，占

6)79，其 他 日 排 污 水 量 为 ,)7 万 +,，占 5)’9。

#局部地区污染源较集中。东洞庭湖污染物以纺织

业和化工类为主，南洞庭湖的污染源以造纸业为主，

西洞庭湖的污染源也以造纸业为主。

! %# 水质评价

! 湖南省水利厅 % 洞庭湖水文气象统计分析 % &(2( %

$% 水质评价参数选取。为有效地揭示洞庭湖

水质的受污染程度，选择 :; 值、/.、0./<"、-./*、

非离子氨、=;’>=、=;,>=、=;5>=、酚、氰、01、0?、@A、

!" 和总大肠菌群等作为评价参数。

&% 评价结果。按照 B- ,2,2—5885《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洞庭湖水质多在$类至%类之间。

:;值、/.、-./*、非离子氨、=;’>=、=;,>=、=;5>=、

酚、氰、01、#$、0?、@A 和 !" 全年平均监测值均符合

$类水质标准；0./<"为&类；总大肠杆菌为’类；

C= 和 C@ 为%类。湖泊水质年内变化不大，呈丰水

期（( 月）稍好、平水期（* 月）次之、枯水期（& 月）稍

差的特点。由于洞庭湖属吞吐型湖泊，湖泊水质主

要受入湖径流的水质控制，丰水期径流的稀释作用

较枯水期稍强。

’% 富营养化评价结果。以分级评分法为基础，

对物理、化学和生物主要参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洞庭湖富营养化状况为中度富营养至重度富营养，

在参评的 &8 个测点中，中度富营养级占 289，重度

富营养级占 589。年内丰水期（( 月）、平水期（*
月）和枯水期（& 月）的湖水营养状况具有一定差别，

但分数差异不大（58 分以内），说明洞庭湖湖水营养

级的年内变化无显著差异。

( 三峡工程运行后工程作用因素分析及洞

庭湖水环境容量变化预测

湖泊水环境容量，是指湖泊水环境在一定功能

要求、设计水文条件和水环境质量目标下，所允许容

纳的污染物最大数量，即在水环境功能不受破坏的

条件下，水体受纳污染物的最大数量。三峡工程运

行后，受其运行调度的影响，洞庭湖的水文条件和水

体自净能力必然受其影响，因此洞庭湖的水环境容

量也会发生变化。

( %! 洞庭湖设计水量

( %! %! 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调度方式

湖泊的设计水量包括设计湖泊容积、面积、平均

水深、入湖出湖水量。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受其

运行调度的影响，这些水文参数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三峡建坝后，每年 &8 月份开始蓄水，下泄流量

比多年平均减少 6 2(8 +, D $，& E , 月份枯水期间，流

量比天然状况增加 & &68 E & 678 +, D $。’ 月份减少

,68+, D $，* 月份增加 , 678 +, D $。7 E ( 月为洪水期，

流量与天然状况一样。

从多年月平均流量来看，宜昌站 &8 月份天然月

平均流量为 &2 &,’ +, D $，而三峡工程运行后的调度

流量 大 约 只 有 &8 288 +, D $；&& 月 份 从 天 然 月 的

(22*+, D $变化为运行后的 ( ,88 +, D $。宜昌站 & 月

到 7 月上旬，运行后下泄流量大于天然流量，水库出

库流量均超过 **88+, D $。长江干流宜昌站以下，&8
月至次年 * 月份的流量变化最大，其次是 & E , 月

份，要比天然状况下每天平均多下泄 & 7&8 +, D $。宜

昌站多年月平均流量见图 &!。

图 ! 宜昌站多年月平均流量过程

( %! %( 洞庭湖水量的变化

三峡工程运行后，水库下泄流量的变化及河床

的冲刷必定影响三口的分流，入湖水量将会发生改

变。&8 月水库减泄，长江水位降低，湖泊水位比建

坝前提前降落，水量减少；& E ’ 月长江水位有所抬

高，但对洞庭湖水位无明显影响；洪水期水位降低。

由于枯水期洞庭湖水量较少，水体稀释自净能

力较弱，加之三峡工程运行后 &8 月枯水期水量减

少，水体纳污能力减少，因此要求对洞庭湖的不同典

型年枯水期 && 月至次年 * 月的水位流量的变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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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测分析。

三峡水库运行后，湖区主要水文控制站的水位、

流量 都 将 发 生 变 化。根 据 现 有 水 文 资 料 选 定 了

!"#$ 年（丰水年）、!"#% & !"#" 年和 !""% & !""" 年

（枯水年）、!"’$ & !"’( 年和 !""# & !""’（中水年）的

( 个枯水期。根据《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洞庭湖枯水

期水位的影响研究》的计算结果，三峡水库运行前后

城陵矶各年份的水位变化趋势见图 )（正值表示水

位抬高，负数表示降低）。

图 ! 三峡工程运行前后城陵矶水位变化差值

从图 ) 可见，!! 月份城陵矶多年月平均水位在

三峡工程运行后有所下降，其值约 *+!, -，!) 月份

城陵矶多年月平均水位与运行前基本相等。! & ,
月份，由于三峡水库运行后下泄流量增加幅度较大，

因此对城陵矶水位的影响也较大，多年月平均水位

运行前最高增加 *+! -。$ 月份由于水库下泄流量

较均匀，因此城陵矶多年月平均水位较运行前抬高

*+*)-。( 月份，三峡工程运行后增加下泄流量，宜

昌站较天然流量增加 ,)**-, . / 左右，致使城陵矶多

年月平均水位较实测抬高 *+(,-。

根据上述水位研究成果，利用城陵矶水位与流

量关系推求出湖流量。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利用

!""( 年湖容与水位关系和面积与水位关系计算相

应湖泊容积与面积，用容积除以面积得平均水深。

! 0! 洞庭湖水环境容量演变趋势

三峡水库运行后，水库下泄沙量减少，坝下河床

冲刷，三口分流进入洞庭湖的沙量和水量将大幅度

减少，洞庭湖的水量、湖泊面积及平均水深都会发生

相应的改变，其水环境容量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根据洞庭湖污染特性分析，枯水期其敏感性参

数为 123、45、46 等，因此选定这 , 个参数，就三峡

水库运行前后运用模型对典型年枯水期的 !! 月至

次年 ( 月的水环境容量进行计算分析，并选择几个

典型洪水年进行了水环境容量计算。

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水资源保护规划对洞庭

湖水环境质量的要求，以防止湖泊受有机物污染和

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洞庭湖水体要维持现状水质，

123、45、46 的水质保护目标为!类水，其标准分别

为 !(-7 . 8、*+*)(-7 . 8 和 *+,-7 . 8。

!"!"# 洞庭湖现状水环境容量

根据洞庭湖的水体污染特性、自净能力和水质

目标，对 ( 个典型年 !! 月至次年 ( 月 123、45、46
的水环境容量进行计算。多年月平均水环境容量见

表 )。

表 ! 洞庭湖多年月平均水环境容量统计 9

月份 123 46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从表 ) 可以看出，! 月份 , 个参数的水环境容

量都较小，这主要是由于 ! 月份的洞庭湖的水环境

容量最小。123、45、46 的年平均水环境容量分别

为!(""’*+’ 9、#%"’)+% 9 和 (’$’+’ 9。
! 0! 0! 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水环境容量变化

$% 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洞庭湖多年平均水环境

容量影响分析。从表 , 来看，由于三峡水库运行后

!! 月份开始蓄水，经三口分流进入到洞庭湖的水量减

少，水环境容量相应减少，123、46、45 的多年月平均

水环境容量分别减少 %"#,+" 9、)$*+", 9 和 )*+*% 9。由

于水库 !) 月份的下泄流量变化在运行前后不明显，

!) 月份城陵矶多年月平均水位与运行前基本相等，

因而水环境容量也没有变化。! & , 月，由于三峡水

库运行后下泄流量较均匀，因此洞庭湖多年月平均

水位较运行前抬高不多，只有 *+*)-，因而水环境容

量也就增加不多。( 月份，三峡工程运行后增加下

泄流量，宜昌站较天然流量增加 , )** -, . / 左右，水

环境容量增加较快。

表 & 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

多年月平均水环境容量变化 9

月份

123 46 45

运行后
运行后 :

运行前
运行后

运行后 :
运行前

运行后
运行后 :

运行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所选典型年枯水期洞庭

湖月平均水环境容量影响分析。利用水位演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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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运用模型计算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的

!"#、$%、$& 容量，结果详见表 ’。

! 长江科学院 (三峡水库下游宜昌至大通河段冲淤—维数模计算报告 ( )*** (

表 ! 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典型年月平均水环境容量 +

时间 !"# $% $&

,-.’"*, ,/)0/’10 ../2.1, 22.31*
,-.’"*) ,’/))01’ .20,31/ 2’0’12
,-.’"*3 ’,.--/1, /,0’,1) 2-0.10
,-.’"*’ 0*33201- /002.1) .2/,1’
,-.’"*2 0’*20/1* 0,,221, ./.)1-
,-.0",, )3.)021’ /).2012 .*2’1-
,-.0",) ,’’.-31’ ./..*1/ 2.301’
,-.-"*, ,32*,’1, ..3./12 223*1.
,-.-"*) ,3’’)12 .’.2312 230/10
,-.-"*3 ,)’2001* .’3./1- 23.’1*
,-.-"*’ ,),0,’1- ./0.,1’ 2.221,
,-.-"*2 )0//.’1) /3--)1* .,..1*
,-/’",, ,,-.’01. /**.)10 20301.
,-/’",) 033-01/ ..’*-1) 223’1,
,-/2"*, .2.).1/ .’’-21/ 23/’1.
,-/2"*) .2.001. .’’/21. 23/31*
,-/2"*3 ,/220’13 ./.)’1/ 2.321’
,-/2"*’ 3/.3).1) /)03*1’ .*.-1)
,-/2"*2 ,,*)23)10 03-3/1. .--’10
,--.",, )33,),1) /3/.01’ .,’/1’
,--.",) ,**)’,1- ./0*,13 2.2*1,
,--/"*, -23--1/ .20’01, 2’0/13
,--/"*) )2*3)*1* .-’.31- 2/001/
,--/"*3 )222)/12 /*3/*12 20.’1)
,--/"*’ ’’’,*31* /.,..1’ .3’/1)
,--/"*2 2,23*/1* /0,/)1’ .2,’1’
,--0",, ,*3)).1, /*3201) 20.31)
,--0",) ...0,13 ..0*)10 22..1-
,---"*, ...3.1/ .2)3,1/ 2’3.1*
,---"*) /0**.12 .’.,,1/ 230’13
,---"*3 0.2/’1’ .3.*.1/ 23**1.
,---"*’ )/33.31. /*.*’1- 20031/
,---"*2 ’.*22*10 ///),1) .’/.10

用三峡工程运行后的洞庭湖 !"#、$%、$& 水环

境容量减去运行前的容量所得差值绘制变化图，见

图 3、图 ’。3 个参数容量差值变化曲线形状很相

似，这与水文条件的变化紧密相关。

图 " 三峡工程运行前后 $%、$& 水环境容量差值变化

图 ! 三峡工程运行前后 !"# 容量差值变化

水环境容量增加最多的是在 ,-.’ 年 ’ 月、2 月。

由于 ,-.’ 年为丰水年份，水量猛增，城陵矶水位为

)21,24、)/12- 4，三峡工程运行后水位抬升加多，分

别增加 *1*-4、*1,’ 4，流量也相应增加。水环境容

量增加次之的是 ,--/ 年 2 月，三峡工程运行后水位

上升 *1-*4，流量增加近 , -** 43 5 6，从而水环境容

量也增加较快。增加水环境容量较多的时间段是

,-.’ 年 ,, 月至 ,--/ 年 2 月。

从多年月平均的变化来看，,, 月份的水环境容

量较运行前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其水位运行前下

降了 *1,34 及水量的相应减少。,) 月份没有变化，

, 月、’ 月份水位只增加了 *1*/ 4、*1*) 4，因此水环

境容量增加不多。2 月份水位增加了 *123 4，从而

使水环境容量增加较多。

" 三峡工程建成后水环境变化趋势分析

三峡工程是我国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关键工

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在给洞庭湖区

带来综合效益的同时，也将给洞庭湖区带来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水环境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

" (# 对洞庭湖淤沙的影响

鉴于洞庭湖淤沙主要来自长江，这里只分析三

口分沙量的变化和冲淤变化。

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河道在不同时期、不同河

段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冲刷，沿程水位也将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这样就给三口分沙量带来影响。当水

库运行 2* 年后，荆江河段冲刷停止并转入回淤，这

时三口分沙才趋于稳定!。在这一新的水文条件

下，三口分流洪道将产生新的冲淤变化（表 2）。

三峡水库运行初期 3* 年，水库排沙比为 3*7 8
327，,, 8 )* 年三口分沙量是现状值的 )2107 8
33107，水库运行中期以后，水库下泄沙量增加，荆

江河段也有回淤，但分沙量难以恢复到现状水平，水

库运行 3* 年来，入湖沙量比现状值（,-0, 8 ,--. 年

·.3·



统计值）减少 !"#$% 亿 &，年均沙量减少 ’#( 亿 &。可

见，三峡建库后的减淤作用对洞庭湖治理有利。

表 ! 荆江三口洪道分沙量变化 亿 &

时 段
分 沙 量

松滋 太平 藕池

!)"! *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建库后 !’’ 年 ’#+$( ’#!-$ ’#$",

! 长江科学院 .洞庭湖演变及三口分流道冲淤初步计算分析 .!))" .

三峡水库运行后由于三口来沙量的变化，也将

给洞庭湖的泥沙冲淤带来一定的变化。

据研究，自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洞庭湖

的泥沙淤积量沿时程逐年减少，但淤积百分比基本

保持在 -,/左右。三峡工程运行后的 !! * $’ 0，年

均输沙量为 ’#$-) 亿 &，比现状值减小’#(,! 亿 &，减

少幅度为 -’/。工程运行后的 +! * ,’ 0，三口分沙

基本稳定，年均分沙量为 ’#%(, 亿 &，比现状值减少

’#,(, 亿 &，减少幅度为 (!/。随着来沙量的减少，

在洞庭湖落淤的泥沙量也会减少。根据洞庭湖泥沙

落淤率基本保持在 -,/左右的特点，三峡工程运行

!! * $’0，落淤泥沙减少 ’#+"" 亿 &，占全湖落淤泥沙的

+,/；运行 +! * ,’ 0，落淤泥沙减少 ’#+$+ 亿 &，占全湖

落淤泥沙的 %)/。三峡工程运行 %’ 年后，总计落淤

泥沙可减少 !%#(- 亿 &，可见三峡工程对减少长江泥

沙对洞庭湖的淤积作用显著。其次是淤积部位的变

化。根据东、南、西洞庭湖泥沙淤积高程分布规律，

东洞庭湖泥沙主要淤积在高程 $( 1 左右，南洞庭湖

和目平湖主要淤积在高程 $- 1 左右。三峡工程运

行 ,’ 年后，城陵矶至汉口河段平均冲深$#+)1，湖

口平均水位下降 !#,1，这样洞庭湖主要泥沙淤积部

位也会降低 ! 1 左右，亦即今后洞庭湖泥沙主要淤

积高程为东洞庭湖 $,#’ 1 左 右，西、南 洞 庭 湖 为

$(#’1 左右的区域范围!。

" .# 对洞庭湖水化学特征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根据水文预测成果，由于三峡水库的调蓄作用，

枯水期增加下泄流量约 +’’’ 1% 2 3，洪水期减少下泄

流量约 + ’’’ 1% 2 3。根据上述数据，可计算丰、枯两

个时期洞庭湖水量的增减值，从而估算各个时期对

洞庭湖的水化学特性的影响。

枯水期由于增泄流量，日增加入湖水量约为

’#) 亿 1%，改善洞庭湖水质影响系数约为 ’#,,，按换

水周期计算，影响洞庭湖水质因素系数为 )#-,。

丰水 期 由 于 减 泄 流 量，日 减 少 入 湖 水 量 约

!#’% 亿 1%，改善影响水质系数为 ’#+)，若按换水周

期计算，影响洞庭湖水质因素系数为 "#")。

三峡水库建成后，减少了入湖泥沙与水量，湖区

淤积速度减缓，有利于洞庭湖的调蓄作用，汛期下泄

流量减少，对洞庭湖的防洪与排渍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三峡水库建成后不会扩大该湖区潜育化、沼泽

化，相反将有利于加快其脱沼、脱潜过程。但是，随

着枯水期水位的提高，对洞庭湖的水生生物及鸟类

的生存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 结 论

三峡水库的建成，对洞庭湖的水环境影响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枯水期增泄流量及洪水期减泄

流量对洞庭湖水生动植物的影响；二是水库拦蓄泥

沙对洞庭湖淤积的影响；三是对洞庭湖水质的影响。

当三峡水库增泄流量时，总体来说，对洞庭湖的

水质改善是有利的，可以稀释湖水的污染程度，但是

对农田的排渍、土壤潜育化及湖区动植物的生存有

一定的不利影响。当三峡水库洪水期减泄流量时，

可显著改善洞庭湖特别是东洞庭湖的防洪形势，缓

解目前防汛的紧张状况，但对南洞庭湖的防洪影响

较弱，因而南洞庭湖的防洪形势不容乐观，西洞庭湖

则介于两者之间。必须指出，由于洪水期流量减少，

洪水时间延长，枯水期水位升高，时间同样延长，大

堤长期浸泡水中，对大堤的安全应引起重视并进行

研究。

三峡水库运行后，冲刷段均经历冲刷、平衡、回

淤三个阶段。三峡水库运行 ,’ 年后，城陵矶段开始

回淤，之后累积冲刷逐年减小。因而对洞庭湖的泥

沙淤积问题可简单地认为是减少淤积，有利于洞庭

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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