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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历代对湖泊的利用与研究

溯泊水文学是以湖水为研究对象
,

研究湖水

的来源与去路
、

湖水的理化性盾及湖水中各种水

文现象的发生
、

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联系
,

以及湖泊

查源的搜制和利用的学科
。

在古代
,

湖泊水文学

尚未形成一阴独立的学科
,

而湖泊学的发展
,
具」是

与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
。

远在 斗,
00 。年前

,

我

们的祖先
,

握过长期与洪水作斗争
、

控制水害以

后
,

由于人类社会理济发展的需耍
,
因而广泛地耍

求利用水利查源
,
而湖泊查源

,

亦逐渐为人们所重

视
。

至春秋时代
,

吴国的伍子青辣吴王靓 : “
与我

争五湖之利
,

非越乎? ,’; 秦国则殷置都水长永
,

主

破塘灌溉 ; 而越国的范鑫
,

则在大湖的附近湖拿
,

进行养殖
,

促进了当时翘济的迅速发展
。

有关湖泊水文方面的就载
,

古代井无专阴的

著述
,

多散见于地理方面的书籍中
。 《
禹贡

》

是我

国古代的地理书籍之一
,

其中有关湖泊的豁述
,

如
“

大野既潞
,

东原底平
, ”
郎言大野泽蓄水之后

,

就

除去了东平的水患
。

《
周示卜一书

,

是舒划中的周室官制
,

其中职方

氏一段中
,

载有关于湖泊位置及安源的文字
,

如
“
东南曰摄州

,

其山镇曰会稽
,

其泽戴曰具区(今太

湖 )
,

其川三江
,

其浸五湖
。”

又
“

河东曰竞州
,

其山

镇曰岱山
,

其泽戴曰大野
,

其川河姊
,

其浸雷雍
,

其

利蒲焦
。 , ,

《
山海握

》
和

《

禹霓
》
一样

,
也是古代的地理书

籍
,

书中载有湖泊的位置以及有关水系
,

如
“

洞庭

沉遭之交
,

潇湘之渊
。 ”

《

水握注
》
主要昆述黄河

、

淮河
、

和长江
_

三水

系
,

但与水道有关的湖泊
,

亦附带瑜及
,
如

“
洞庭湖

水广
,
圆五百余里

, 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

湖之石岸

有山
,

世硝之笛扁头石
,

石北右会翁湖 口水
,

上承

翁湖
,

左合洞浦
,

所稍三苗之国
夕

左洞庭者也
。”

晋常臻作
《

华阳国志
》 ,

其中关于淇池的昆载
,

如
“
淇池县

,

郡治
,

故淇国也
,

有泽水周迥二百里
,

所出深广
,

下流浅狄
,
如倒流

,

故曰淇池
。”

明万历时
,

王洪洲父子撰
《

三才图会
》 ,

其中第

二函郎为地理图会
,

除在图上描糟各地的湖泊位

置外
,

图后井附有税明
。

清雍正初年
,
陈梦雷所辑

《

古今图书集成
》 ,
内

有山川典
,

对于国内较大湖泊
,

如巢湖
、

太湖
、

西

湖
、

镜湖
、

都阳湖
、

青草湖
、

九鲤湖
、

昆明池等
,

都有

专篇氯载
,

参考以往书籍
、

祥加考靓
,
内容有汇考

、

艺文
、

耙事等章节
。

在汇考节内
,

系考征湖泊的位

置
、

面积
,

以及湖水的来源与去路
、

含沙情况等
。

在艺文节内
,

主耍为游昆
、

鼠述溯泊名胜所在
。

在

昆事节内
,
刚鼠述湖泊的疏浚

、

筑堤
、

憔业等情

况
。

清傅泽洪所著
《

行水金鉴
》

及潘锡恩所著
《

被

行水金鉴
,

粽合以往水利书籍
,

群述四演分合
,

运

道沿革
,

附带述及水道有关的湖泊
,

内容有湖泊的

形势考征及图
,

其中包括湖泊面积
,

河湖关系
,

湖

泊水位涨落
,

控制阴垠的泄放标准
,

稠节关系
,

工

程修建握过
,

垦殖隋况及溯泊的变迁社程
。

此外
,
历代史书中地理志

、

河渠志
、

地方志等
,

亦有关于溯泊方面的渝述
。

*
本文曾于 19 63 年 10 月在武汉 由中 国海徉湖沼

学会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暨 拍63 年学术

年会上宣覆过
,

会后略有删改
。



2 2 0 海 洋 与 湖 沼 6 卷

二
、

近代国内外的湖泊水文学

近代的湖泊水文学系从湖泊形态
、

湖水物理
、

化学等方面分别研究
,

相辅相成
,

诬步发展起来

的
。

近代湖泊 学 的 羹墓者
,
当推瑞士的 F

.

A.

Fo rel 教投
,

彼于 1 89 1 年完成了 日内瓦湖的研究
,

自 1 8 9 2 年至 1 9 0 4 年出版了重耍互著
《

湖泊志
》

三

卷
。

1 90 1 年又出版了
《

湖泊学手册
—

普通湖泊

学
》 。

自 2 5 6 5 年至 1 9 0 9 年阴 F o r e l 教授共写了
1 16 篇有关湖泊学方面的瑜文卿 1

。

十九世耙末叶
,

盛行湖泊溯查侧深工作
,

研究

溯泊形态
。

俄国学者先后绸查了塞万湖
、

奥涅加

湖
、

伏尔加河上游湖攀
、

卡累利湖草
,
于 1 8 9 6 年

几
.

H
.

A叮二。 总精了这些寰料及其他国家湖泊

的研究
,
出版了

《

陆地水
—

湖泊
》

一书
。

在欧洲

则有 w
.

Ha lb fa “ 于 1 9 0斗年将欧 洲各湖的形态

制成粽合性的形态图表
。

这些图表
,
与当时实际

情况符合
,

极有参考价值[33 .34 1。

二十世耙初期
,

欧美爵多湖泊
, 已进行正规的

水文气象观测
。

在湖水理化性盾研究方面
,

十九 世耙中叶
,

H
.

CTa 6P oB c朋益进行奥涅加湖的研究
,

发现了驻

波现象井提出了静多有价值的关于波动情况的分

析[20 J
。

十九世耙末叶
,

欧洲学者先后著有德
、

奥

两国湖泊志及法国湖泊志
,

前者着重瑜述了对水

温的侧撇
,

后者着重于对化学成分的研究
,

均为湖

泊学上 的重耍 宜献‘1sJ
。

二十世耙初期
,

有 G.

c hr ys tal 等所进行苏格兰湖拿驻波的研究
, E

.

v.

e h o ln o k y 等所进行湖 冰的研究
, E

.

A
.

B ir g e

和

w
.

sc hm idt 关于紊动混和简题的研究
,

对于了解

湖水动力学方面有很大贡献
。

其后 C
.

八
.

M y
-

Pa Be 处K戚 对于 混和简 题作了 进一步的发 展
。

1 9 0斗年 A
.

A
.

Jl e石e及n H u e 日

所进行的里海水化学

研究
,
阴明了静多关于湖水化学的特点

。 1 9 11 年

E
.

人
.

B ir g 。 及 e
.

Ju d ay 出版的
《

威斯康辛的内

陆溯泊
》

一书
,

其中有关溶解氧及二氧化碳的研

究
,

系属二人的杰出育献
。

二十世耙二十年代以后
,

湖泊研究
,

进入了兴

盛时期
,
同时由于建筑大型水康

,

溯节翅流
,
发展

水电与灌溉
,

为湖泊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

湖泊水

文学已逐渐形成一阴独立的学科[24 ]
。

在此时期
,

研究的主耍内容有 : ¹ 水量与水位变化规律的研

究 ; º热量收支及水温
、

冰情变化规律的研究 ; À

溯水运动规律的研究 ; ¼ 湖中泥沙运动规律的研

究 ; ¾ 湖水化学性盾的研究【19, 2 9] 。

在水量变化

与水量利用研究方面
,

苏联学者广泛应用水量平

衡原理
,

就不同溯泊的年水量进行平衡舒算井卜推

求各个要素所占比重 [23J
。

其中对水热平衡的关

键简题—
~
水面蒸发的研究

,

苏联
、

英
、

美等国学

者从折算系数
、

水文气象因子握脸关系
,

紊动扩散

及热量平衡途径[30 J ,

提出卦算水 面蒸发量的方

法
。

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并用盾量搏移理渝
,
确定

蒸发量[32
,

35]
。

同时为了有效地利用湖泊
、

水康水

量
,

防止蒸发揖失
,

英
、

美
、

日本等国学者均已开展

了控制蒸发的研究 [36
,

38. 17)
,

苏联学者 [26 ] 对此研

究稍晚
,

亦正急起直追
。

最近苏联学者井开展湖

泊
、

水康平均水位舒算的研究
,

作为水量满度及改

进布投测站的参考
。

在热量收支及水温
、

冰情变

化规律的研究方面
,
主耍从热量平衡

、

紊动热量交

换途径
,

研究湖泊
、

水康各个热量平衡要素所占比

重
,

空气与湖水
,

湖水与湖底的热量交换
,

根据湖

中储热量的变 化镇测水 温和冰情的变化与分布
,

以及缺乏幅射查料地区简接推求幅射方法
。

在湖

水运动方面
,

苏联学者采用自鼠卷控仪器及摄影

测量方法观侧湖中波浪
,

井从波能平衡原理制定

针算风浪耍素公式〔到
,

以及从动量平衡原理提出

蔚算增减水说象的方法
。

此外
,

对于波浪折射与

反射
,

溯水混和等简跟
,

亦有研究
。

英
、

美二国学

者对于湖水混和
、

湖水环流
、

风力与成层湖水运动

的关系
,

驻波现象等亦多研究
,

井用模型研究湖水

运动
。

在泥沙运动研究方面
,

苏联学者对于水康

渺积的研究
,
极为重视哪] ,

并应用染色沙及放射

性同位素研究泥沙运动规律
,

特别是岸边泥沙纵

向 与横向运动规律[zl 〕。 美国学者对于异重流简

题[sl 」,

研究较多
。

在水盾研究
,
郎水文化学研究

方面
,

苏
、

美
、

日本等国的湖泊站开展了广泛的系

梳的水文化学观侧
,

研究湖水化学成分与湖泊外

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之简的关系
,

溯水中主耍离子

的变化与分布
,

特别是对于戮
、

磷
、

硫
、

硅
、

氮
、

氧及

有机盾等循环与平衡简题
,

研究尤多
。

此外
,

从欲

水卫生及工业用水角度
,

研究水厦污染及水盾盐

化简题
。

并利用物理化学分析方法
,

研究咸水湖

的盐量平衡
,

为水康水盾植报
,

打下了良好墓础
,

现在苏联学者已采用根据自然地理相似条件的比

拟法及水盐平衡原理的舒算法
,

进行水库水质植

报[22 ] 。 时至今 日
,

湖泊水文学已能为新建的水康

提供确定歌舒所需的必要数据的知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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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湖泊主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及淮 河 流

域
,
因此我国近代湖泊科学研究

,

亦从这些地区的

湖泊入手
。

淮河流域洪泽湖的水文观侧
,

为我国

湖泊研究的搞矢
。

1 9 12 年江淮水利测 量局分别

于老子山
、

盯胎教立了水位站
。

观侧淮河流入洪

泽湖的河口水位变化
,

其后并于高良渭
、

蒋垠歌

站
,

观侧出湖水面的变化
。

其中除蒋垠站鼠录比

较完整外
,

其他几站琵录
,
因战事关系时断时技

。

长江流域的太溯的水文观测
,

始于 1夕2 2 年
,

由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局于大浦 口等地歌站
,

其后

太溯水利委具会及锡子江水利 委员 会赓值办理
。

洞庭湖的水文工作 : 来水方面
,

先由江汉关于 1 9 2 4

年在湘阴城关
、

盆阳
、

常德等地歌站观侧
,

捣子江水

道尉渝委具会则于 19 2 6 年在太平 口和 藕池 口歌

站
,

其后摄子江水利委具会在 1 9 3 6 年于松滋口靛

站
,

观侧长江流人洞庭湖的流量 ; 出水方面
,

则于

1 9 3 。年由湘鄂湖江水文总站于岳阳殷站
,

观测出

湖流量
。

都阳湖的水文观侧
,

开展较迟
,

于 1 9 2 8

年始由江西省水利局殷站观侧入湖流量
,
于 1 9 4 7

年方由锡子江水利委具会于湖口侧量出湖流量
。

至于云南的淇池
,

东北的兴凯湖等
,

则于二十

世耙四十年代
,

方进行水文观侧
。

在上述开始湖泊水文观测之后
,

部分湖泊
,

例

如洪泽湖
、

太湖等亦进行了形态侧量
。

1 9 2 。年
,

竺可植教授从地学的观点
,
写出

《

杭

州西溯的成因
》

渝文一篇
,

在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上

宣覆[91
,

开近代湖泊研究的先河
。

至于内陆盐湖的稠查工作
,
主耍由盐务机关

进行
,

其目的为晒制盒盐
。

青海的拥查工作
,
自

1 8 7 2一1 9 0 8 年俄国学者先后进行采集水样
,

分析

水质及探测青海的海心山
,

至 1 9 3 8 年我国地盾学

家曹考察了青海溯区地盾
。

194 1 年我 国的 地理

学家考察了青海湖区的自然地理【l0]
。

1 9 3。年至
1 931 年

,
西北科学考查团及 1 9 3 4 年前 铁道部察

勘队均曹稠查过罗布泊
。

三
、

解放后我国湖泊水文学的发展

解放以前
,

我国的湖泊资源既未能充分开发

利用
,

溯泊科学自亦难得到应有的发展
,

尤以抗战

以后
,
所有湖泊水文侧脸

,

大部停顿
。

解放以后
,

由于社会制度的优越
,
国民挫济的飞跃发展

,

湖泊

查源的开发利用
,

亦受到很大的重砚
,

尤其是历年

兴修了大量的水康
,

促进了湖泊水文学的蓬勃发

展
。

在湖泊水文观侧方面
,

解放以后
,

首先整理江

淮两岸湖泊以往的水文查料
,

并巳先后刊布 ;其次

在各个重要湖泊水庵
,

如 :达餐湖
、

岱海及梅山水

康等歌立了侧站
,

观测稠目有水位
、

流量
、

泥沙等
。

自 1 9 5 , 年起部分侧站还增加了水温观浏
,

井逐年

公布测脸成果
。

此外
,

为了解决溯泊
、

水康某些国民挫济上存

在的迫切简题
,

还殷立了静多实歇站
。

例如为了

解决水量平衡和水利舒算中的蒸发简题
,

自 1 9 5 5

年起先后在三r弓峡
、

重庆
、

大浦
、

丰满
、

古田
、

上经
、

扁鲁木齐
、

广州等地
,

建立了蒸发实敲站
,

殷置了

10 平方米至 1 00 平方米的大型蒸发池
,

研究水面

蒸发量与气象要素之简的关系及各种类型蒸发器

的蒸发量与天然水体水面蒸发量之简的关系等周

题
。

井在官厅水库
、

长江三峡等处殷立了漂浮蒸

发器
,

进行类似的研究
。

水利部水文局在 1 9 , 6 年

及 1 9 6。年先后召开的蒸发座歌会[3. 川
,

对交流樱

敌
、

推动蒸发研究
,

起了很大的作用
。

关于湖泊水康水量平衡的全面研究
,

江苏省

水利厅在 1 9 5 6 年汛期观侧了太湖全部进出水量
,

提出了太溯水量平衡的报告[5J
。

官厅水康实蔽站

自 1 9 5 7 年起每年都提出了水 康的水量平衡爵算

报告
夕

为湖泊规划及水康管理提供了重要查料
。

为了延长水庵的寿命
,

研究水康的淤积简题
,

东北水利局及辽西水利局于 l夕5。年及 1 9 5 2 年曾

进行阁得海水康的激积侧量
, 1 9 5 6 年成立阁得海

水康实蔽站
,

进行常年输沙量观侧及施侧水康迥

水淹没区的地形[0J
。
官厅水康实脸站自 1 9 5 6 年

以来
,

进行了水康坍岸动态观侧
、

泥沙运动观侧
、

水康淤积观侧及异重流的观测等工作[4]
,
提出了

水康坍岸研究报告[vJ
、

沙量平衡研究报告
,

井能镇

测水庵坍岸的过程及水康异重流的产生
,

及时地

将含有大量泥沙的异重流排泄出去
,

减少水康淤

积
。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桔了野外观侧及室内

拭蔽研究成果
,

提出了异重流的研究和应用 [11 ]及

水庵淤积阴愚的研究f13) 报告
。

为了研究湖流和风浪对于康 岸演变的影响
,

官厅水庵实徽站
,

还进行了沿岸流的观侧和风浪

观侧工作
。

此外
,

在开展湖泊水生物研究的同时
,

亦开展

了湖泊水文研究工作
。

例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于 l” 1 年刹查五里溯的内容
,

包括豁录水

位
,

鼠录气象
,

测定湖水物性
,

分析化学威分及溯

底沉淀物IIJ
。

于 l夕5 3 年爵 查湖 北梁子湖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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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1 61及 1 9 5 8 年稠查白沙
、

金盆浴鲤和长寿湖等

水康[2] 时
,

亦侧定了筒 要的湖水物性 及化学成

分
。

在湖水化学研究方面
,
自 1 9 5 7 年起

,

部分湖

泊侧站
,

例如太湖的望亭站和吴澳站已进行定期

的水化学成分分析
。 1 9 5 7 年中国科学 院并粗撤

了盐湖科学碉查队
,

考察了柴达木盆地的盐湖查

源
,

通过实地绸查
,

探明了这个盆地盐类查源分布

和成分等各种查料
,

靓明这个盆地不仅有非常宜

大的墓本化学工业原料所需的盒盐储量
,
而且富

有工业和各 种新技 术上所急需的化学 原料和农

业生产上非常需耍的钾
,

开拓 了寻找 钾肥的途

径 [9 ]
。

由于湖泊是湖盆
、

湖水及水中所含物盾的扰

一体
,
而湖泊查源的开发

,

有湖滨滩地利用
、

湖水

利用
、

水生生物利用及盐类利用等几个方面
,

为了

充分利用湖泊查源
,

必须对于湖泊进行粽合研究
,

搜集各方面所需的查料
,

研究各个因素简相互关

系
,

始可制定粽合开发利用方案
。

中国科学院于

1 9 5 8 年召集了湖泊科学工作会蓄
,
确定建立专阴

研究湖泊的祖撤
,

担负湖泊粽合研究的任务
,

为湖

泊研究工作
,

提出了新的方向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湖泊粗于 1 9 5 8 年 6

月在南京成立
,

于 1 9 6 1 年改为 南京地理所湖泊

室
,
自 1 9 5 8 年 10 月至 1 9 6 3 年底止

,

先后与华东

水利学院
、

南京大学等单位协作
,

进行了江苏的太

湖
、

淀山湖
、

澄湖
、

固城湖
、

石臼湖
、

丹阳湖
、

团执
、

西执[l2 J
、

高宝湖
,

安徽的巢湖等大中型湖泊的刹

查工作
。

稠查内容有湖泊地貌
、

水位
、

水量
、

沙量
、

物性
、

动力
、

化学成分
、

生物
l

清况及湖泊查源利用

情况等
,

不但为提高溯泊科学水平积累了大量的

查料
,

且为利用湖泊查源
,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此外
,

东北的兴瓤湖
、

松花溯
、

五大建池和镜

泊湖
,

河北的白洋淀
,
山东的微山溯

,
内蒙的达查

湖
、

岱海
、

黄歧海和扁梁素海
,

云南的淇池
、

洱海和

阳宗海[15 J ,

江苏的洪泽溯
,

湖北的洪湖
、

花焉溯和

东湖
,

溯南的洞庭湖
,

江西的都阳湖
,

青海的青海

湖等
,

都在科学研究机构
、

高等院校或当地的水

产
、

水利部阴主持下
,

进行了不同深度的稠查研

究
。

通过一次粽合绸查
,

尚不能掌握湖泊中各种

现象的时简变化规律
。

因此南京地理研究所于
1 9 5 9年在宜兴团仇湖滨歌立了湖泊实脸站

,

站内

建有 1 00 及 20 平方米的蒸发池
,

并殷有漂浮蒸发

器及拭殷室等
,

进行湖泊水文
、

物性
、

化学
、

水生生

物等定期的观侧研究工作
。

四
、

湖泊水文学的发展趋势

湖泊水文学作为一阴基础学科
,

应特别注意

有关基本理渝
,
如水量平衡

、

沙量平衡
、

盐量平衡
、

热量平衡
、

能量平衡
、

动量平衡
、

物盾能量循环
、

湖

水混和等理瑜的研究
。

同时
,

溯泊水文学也是一

阴技术学科
,

应将上述基本理瑜的研究成果
,

应用

到国民握济中去
,

以增加农业生产
,
发展水电航

运
,
提高生物生产力

。

湖泊水文学的发展方向[19
· 2月 : 在水量变化与

水位变化研究方面
,

除进行不同自然地理区域水

量平衡一般研究外
,

应研究提高各要紊舒算的精

度
,

并开展天然湖泊稠洪演算及入溯河口 回水曲

楼舒算的研究
,

以解决围垦湖泊中的水文水利舒

算简题
。

对于水热平衡关键简题
—

蒸发的研究
,

应从器测法
、

热量平衡法及紊动扩散法三个途径
,

同时进行
,

并研究控制蒸发
,

以减少干早地区湖泊

水库的水量揖失
。

在湖水热学研究方面
,

分区开

展热量平衡耍素的观测
,

研究解决无幅射查料地

区应用热量平衡的方法
,

研究非同步观测时改正

水温及预侧水温
、

梢报冰情的方法
。

在湖水运动

研究方面
,

开展风浪
、

湖流等研究
,

特别是岸边波

浪特性
、

岸边湖流特胜的研究
,
制定形态复杂的湖

泊风浪顶报方法
,

进行大中型湖泊风浪预报工作

及增诚水和驻波理希的研究
。

在泥沙运动方面
,

研究湖中及岸边泥沙运动规律
,

特别是水康中异

重流的运动规律
,

提高沙量平衡耍素舒算方法的

精度
。

在水文化学研究方面
,

应着重研究改进水

文化学溯查方法及快速而准确的分析方法
,

溯泊
、

水康中水化学成分的来源
,

以及不同地理区域中

溯泊水化学成分变化与分布
,

研究湖水化学成分

与水生生物之背的关系
,

开展湖泊水康水质污染

的研究 ; 提高盐量平衡要紊舒算方法的精度
,

应

用水盐平衡原理
,
制定水库水厦镜报方案

,

并应

用盐量平衡原理研究浮游植物生长期简营养盐类

的变享力规律
,

以探索提高水体原始生产力的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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