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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口地区形成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将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产生巨大的效益。
然而，三峡水库蓄水所可能引起的河口环境变化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十分关心的问题。
本书是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后第一时间调查的资料和室内分析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资料将因不可再
得而具有历史性。
    本书涉及领域广泛，各章就某一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各章内容之间密切相关。
书中所用调查与测试分析手段先进，资料确凿翔实，基本反映了当前最新的研究方法。
因此，本书将为所有关心、研究三峡工程及河口环境的政府人员、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提供有价值的基
础资料；同时，也将成为涉及环境科学、海洋科学、地球化学、工程地质学和沉积学等众多学科科研
工作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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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自然地理与地形地貌1.1 长江流域1.1.1 自然地理长江流域面积l.94×106km2，根据地质、气候以
及河流地貌情况，可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Chenetal.，2001b）。
长江自江源至湖北宜昌为上游，长度超过4500km，流域面积约l00×104km2，主要支流有北岸的雅砻
江、岷江、嘉陵江以及南岸的乌江。
其中玉树巴塘河口到宜宾河段，通称金沙江，长约2300km；宜宾至宜昌河段，通称川江，长约1030km
；川江的奉节至宜昌，长约200km，为著名的三峡河段。
从宜昌到江西湖口为中游，长度约950krn，流域面积68×104km2，主要流系有洞庭湖、汉江和鄱阳湖
（图1.1）。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1995年实测湖面面积2623km2（中国水利部，2001）。
前人（施修端等，1999；姜加虎，黄群，2004）研究显示，由于受泥沙淤积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
，洞庭湖的面积与容积一直在不断变小。
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中游冲积平原，河面展宽，水势平缓，其中，枝城至城陵矶河段，通称荆江，长
约340km，又以藕池口为界分为上、下荆江河段。
藕池口以下的下荆江为典型的蜿蜒型河道。
荆江河段汛期洪水位超出北岸地面l0余米，全靠荆江大堤保护。
南岸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调弦口已于1959年建闸封堵），分泻长江水沙入洞庭湖，与洞
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和澧江等支流汇合经过洞庭湖调蓄后，再在城陵矶汇人长江干流。
长江经城陵矶后折向东北，到达武汉时有汉江汇人，再向东流至湖口接纳鄱阳湖的赣江、抚河、信江
、饶河、修水等水系。
鄱阳湖面积3583km2，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主要来自五大支流（赣江、修水、饶河、抚河和信江）
的水沙。
从湖口到安徽大通为长江下游，长度约900km，流域面积12×104km2，此段河道江阔水深，比降平缓
。
大通以下为河口段，长约600kin。
长江流域的地势为西北部高，东南部低。
流域内地势的最高峰位于四川西部贡嘎山，高7556m，最低为上海的吴淞零点。
全流域平均高程约为1650m，流域内各子流域平均高程：金沙江为3800m，岷沱江约2600m，为中高山
区；嘉陵江、乌江为l200m，为中山区；汉江约800m，上游干流区间约650m，属低山区；洞庭湖、鄱
阳湖水系，中游干流区间500—300m，为丘陵区；太湖及下游干流区间在100m以下为平原区（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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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工程一期蓄水后的长江口海域环境》将为所有关心、研究三峡工程及河口环境的政府人员、科
研人员和研究生提供有价值的基础资料；同时，也将成为涉及环境科学、海洋科学、地球化学、工程
地质学和沉积学等众多学科科研工作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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