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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长江贯通后，长江上游河道大多处在山谷和丘陵之中，两岸多为岩石，河道比
较稳定，而长江中下游及河口河段受气候变化和海平面降升影响，河道演变幅度较大，江湖关系发生
多次巨大变化，如云梦泽的产生和消亡、洞庭湖几次扩大和消亡过程、彭蠡古泽的形成和消亡、鄱阳
湖的扩大等都体现了早期长江中下游河道变化大的特点。 长江中下游干流是顺两组走向的断裂发育的
，它相继沟通了多个构造盆地及其多个以构造盆地为中心的湖泊水系。长江中下游水系结构的显著特
点是：许多河流先流入湖泊，然后再汇人长江干流，其左岸的主要支流江汉湖群水系、安徽江北自然
堤后湖水系、洪泽湖邵伯湖水系等，南岸的主要支流有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石臼湖水系与太湖
水系等。 长江中下游南岸的三大湖泊以及江汉盆地湖群，都是在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内陆构造盆地的基
础上，在气候温暖时期，长江干流高水位情况下蓄水成湖的。这些盆地的构造沉降在前，因而发育了
以盆地湖泊为中心的向心水系，后来由东去的江流将这些盆地串联（长江干流）或者并联（如原江汉
平原上的杨水、夏水和涌水）起来。长江中下游两岸许多小湖，大部分是自然堤后湖，即由长江干流
水位上升，支流河口被长江自然堤阻塞而蓄水成湖的。 在末次盛冰期低海平面时期，由于长江中下游
干流河道深切，水位大幅度下降，曾导致沿江湖泊蓄水外泄而湖盆洼地成为河网洼地（如洞庭湖）。
上海、南京、芜湖、沙市等河段在末次冰期鼎盛时期，河道深切河槽曾分别达到—60m、—55m、
—42m、—15m以下，长江平均水面高程要比现今低20～40m，在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低海面时期，自
长江河口往上发育了古深槽，从河口到九江附近，古深槽多切在更新世沉积层中，河口古深槽底达标
高一60m以下，自九江往上，古深槽多切入新第三纪以前的基岩，荆江河段古深槽切入了更新世砂砾
层。一般情况下古深槽底要比今床底低5～25m，古荆江河道曾切深到海拔—10～0m，长江中下游的古
深槽在全新世期间气候温暖时期又逐渐被泥沙淤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沿江湖泊都曾泄水而干涸，
成为河网洼地。根据大量考古发现，在这些洼地中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
化遗址，说明现在许多湖泊核心地区都曾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那正是7万年至1万年前末次冰期，海
平面大幅下降，是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积最小的时期。在旧石器漫长的时期中，人类有条件从山前
或者高岗地方移居到江河边低洼地区生产和生活，而现在这些地区已经被湖泊淹没或者时常被洪水侵
扰无法使人常年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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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演变与水资源利用》可以作为长江水系演变、水环境演变、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长江生态与
环境保护和综合管理的研究者、管理者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科研工作者的教学和
科研参考书，或者作为公众了解长江演变和现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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