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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鉴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水资源安全供给是重要支撑，而极端气候频率多发径流减少所带来的自然灾
害2006年长江特枯水情给予警示。
为此，本书总结相关工作成果印行，一方面以研究所得就教于关注水情的读者；另一方面希望对长江
河口区来水规律及影响因子加强观测和研究。
　　上海的水资源供给能否有所保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长江来水的变化。
自然状态的流域枯水季节，盐水上溯，常常导致上海市从长江取水困难。
2006年主汛期开始，长江流域发生罕见枯水，8、9、10月长江中下游干流均出现历史同期最低水位和
最小流量。
近河口的大通站，2006年全年实测来水量6934亿平米，占50年平均来水量的76％，居1947年有实测流量
资料以来的倒数第2位（1978年来水量6 749 立方米，居第一位）。
2006年夏，重庆大旱，8月水位创历史最低记录，随即9月30日武汉出现1864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位。
大通水文站于8月出现不足20 000 立方米／秒的流量，10月上旬处于正常洪季末期的流量竟然降低至12
400～12 500 立方米／秒的枯季最低流量。
因上游来水量提前减少，陈行水库较往年提前2～3个月受到咸水威胁，9月11日，10月9日、10月24日
、多次出现氯离子超标的现象，特别是在10月9日天文大潮期间，超标时间持续8.5天，直逼上海城市
供水维持10天的极限。
9～10月，又恰逢三峡水库从135 m水位增蓄水至156 m水位运行，在这种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情况
下，上海城市供水已经受到和将要受到怎样的影响，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特枯水情发生初期，及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启动经费的支持
开展前期工作，随后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提出"长江特枯水情对上海水资源安全的影响研究"的建议，很
快得到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水务局和上海市原水公司等有关单位的积极响应立项和经费支持。
课题组针对这一突发事件，于2006年10月开始，围绕“长江中下游来水条件”、“下游引退水能力”
和“河口咸潮入侵分析预测”等内容展开多次现场调查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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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特枯水情期间长江中下游来水变化和影响因子，分析了特枯水情对河
口的影响。
第二章探讨了徐六泾—大通江段的引退水能力，河口咸潮入侵的临界流量分析和计算。
第三章介绍了上海水资源现状，重点进行特枯水情对长江河口咸潮入侵影响的数值计算，给出了不同
径流量假设下咸潮入侵预测结果。
第四章分析了特枯水情的流域水环境特征及其对河口水环境的影响。
第五章给出全书的结论和研究命题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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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干旱形成特征和类型　　干旱是自然界的一种异常现象，气象学上把降雨的多年平均值视之
为正常现象，超过平均值称之为“涝”，低于平均值称之为“旱”。
气象条件是形成干旱的重要自然因素，但是气候干旱不一定形成旱灾。
干旱现象从水资源角度来说，是供水不能满足正常需水的一种不平衡的缺水情势，这种负的不平衡在
超过一定的界值后，将对生产和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
干旱导致的河流枯水是河流的自然属性，不可能被消灭，它的发生也是随机的。
过去人们往往重视防灾减灾系统对大自然的调节功能，而忽视了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界的干预功能，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干预功能逐渐变得十分重要和强大。
　　长江流域幅员辽阔，地貌多样，气候复杂，以致干旱现象发生较为频繁，部分地区有“十年九旱
”的说法。
长江流域的干旱现象一般不属于气候学意义的干旱，而是因天气波动发生异常所致。
气候系统内部机制在外部强迫作用下，构成各种尺度的气候现象，他们是包括旱涝在内的气候异常出
现的宏观背景。
大气环流异常是决定大范围干旱出现的直接原因。
1978年夏季江淮流域发生了历史上较典型的严重干旱。
该年副高比常年强盛，副高位置自6月起显著偏北，7月脊线摆动在30°N附近，江淮流域受副高控制
，盛行下沉气流，持续少雨而出现严重干旱。
持久性干旱发生的原因，除极地冷空气不活跃和西太平洋副高异常强而偏北外，在30°～70°E间越
赤道的6～8月平均水汽通量远较涝年少，而在90°～110°E间越过20°N的水汽通量也较涝年少。
同时，气候变化对旱涝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ENSO现象引起的气候异常和气候变暖两个方面。
　　长江流域旱灾特征表现为：（1）干旱的季节性。
上游地区春夏旱频繁，中下游夏秋旱居多。
（2）旱灾的区域性。
上游地区干旱频率高于中下游地区，且过程不同步，各自成一体。
流域内有若干易旱中心。
（3）干旱的周期性及持续性。
据近500年统计，轻旱以上平均约2～3年一次，重旱以上约78年一次。
20世纪发生的干旱事件在频率和程度上均比18、19世纪严重，与16、17世纪的干旱多发期相近。
持续性干旱灾害破坏性也最强。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470～1979年）资料，
旱涝系列采用5级表示：Ⅰ级——涝，Ⅱ级——偏涝，Ⅲ级——正常，Ⅳ级—一偏旱，Ⅴ级——旱。
对长江流域100°E以东地区37个站点气象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出长江流域历史干旱（V级）和洪涝（I
级）频率分布图（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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