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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纪之交的20年（1990—2010年），长江河口恰逢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建成经济、金融、贸易、航运4
个中心新一轮发展时期所带来的机遇。
一系列大型工程拔地而起，浦东国际机场兴建在海堤之外的潮滩上，深水航道在河口拦门沙从-7 m向
着-12.5 m水深切进，一系列的促淤造地工程，使上海陆地圈围从+3 m以上高程（吴淞）下降到零米，
甚至是-2 m高程，城市给水从黄浦江推向水质优良的长江口，在河口的江心正在兴建面积达到60余km
的青草沙水库。
沿江岸线布满了企业的码头，人类驱动力在河口地区平面形态的改造必然也使得河口动力场也带来相
应的改变。
随着龙头开发，带动中西部长江沿岸城市乃至于整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新阶段，工
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的发展既对长江水资源需求飞跃地增求，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污染物质通过长
江排向河口的巨大增量。
尤其令人关注的宏伟的长江三峡工程，在这个20年里，经过论证的通过，大坝浇铸截江耸立，135 m
和156 m高程蓄水相继于2003年和2006年完成，175 m的蓄水高程即将实现。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相继实施，并渐臻全系统的完善。
河口是流域的终端，河口是流域的脉搏。
流域水沙的调节必然也在河口过程进行相应的自适应。
这些适应的现状如何？
发展趋势如何？
这些适应与河口对其本身系列工程适应发生的变化，它们与流域水沙变化响应发生的共振又将如何？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既影响于资源（水、土、水运、水产⋯⋯）发展的趋势，也对环境
、生态产生强势影响。
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长江河口现状的认识以及趋势性的认识都是迫切需予了解的，特别
是当长江河口综合整治规划即将实施的时候，对于不断变化着的长江河口应该如何应对更是需要予以
深入认识的。
基于此，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出于社会责任感，对进入21世纪的长江河口现状的有关问题作了初
步探索，根据研究所得组织撰写，汇编成册，以供关注于长江河口者们参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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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之交的20年（1990—2010年），长江河口恰逢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建成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4个中心新一轮发展时期所带来的机遇。
一系列大型工程拔地而起，浦东国际机场兴建在海堤之外的潮滩上，深水航道在河口拦门沙从－7m向
着－12．5 m水深切进，一系列的促淤造地工程，使上海陆地圈围从+3 m以上高程（吴淞）下降到零
米，甚至是－2 m高程，城市给水从黄浦江推向水质优良的长江口，在河口的江心正在兴建面积达到60
余km2的青草沙水库。
沿江岸线布满了企业的码头，人类驱动力在河口地区平面形态的改造必然也使得河口动力场也带来相
应的改变。
随着龙头开发，带动中西部长江沿岸城市乃至于整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新阶段，工
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的发展既对长江水资源需求飞跃地增求，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污染物质通过长
江排向河口的巨大增量。
尤其令人关注的宏伟的长江三峡工程，在这个20年里，经过论证的通过，大坝浇铸截江耸立，l35 m
和156 m高程蓄水相继于2003年和2006年完成，l75 m的蓄水高程即将实现。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工程相继实施，并渐臻全系统的完善。
　　河口是流域的终端，河口是流域的脉搏。
流域水沙的调节必然也在河口过程进行相应的自适应。
这些适应的现状如何?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适应与河口对其本身系列工程适应发生的变化，它们与流域
水沙变化响应发生的共振又将如何?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既影响于资源（水、土、水运、
水产⋯⋯）发展的趋势，也对环境、生态产生强势影响。
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长江河口现状的认识以及趋势性的认识都是迫切需予了解的，特别
是当长江河口综合整治规划即将实施的时候，对于不断变化着的长江河口应该如何应对更是需要予以
深入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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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长江河口研究现状与面临的问题1.1 河口的界定：河口的定义与长江河口区分段1.1.1 河口的
定义河口系指河流与其受水体相结合的地段。
受水体可能是河流、湖泊、人工水库或海洋，因而根据受水体的不同，河口又可分为支流河口、入湖
河口、入库河口以及人海河口等多种。
人海河口因其区域的重要性、资源的丰富性、动力条件的复杂性，无论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或科学理论
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人海河口的定义，原则上可以认为，它是河流与海洋结合的地段，既包括受到海洋因素影响的河
流下段，也包括受到河流因素影响的滨海地段。
然而由于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专业角度对入海河口下定义，已见到的不下10多种，其中有些定义的
范围比较广，有的定义的范围则比较窄。
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河水与海水具有极不相同的动力性质、化学性质、热力性质和其他性质。
如从动力性质看，河流中是径流，海洋中是潮流和海流，河口可视为径流与潮流相互作用的区域，上
界应为潮汐影响的上界——潮区界，下界为径流在海洋中扩散的末端；如从化学性质看，河水是淡水
，海水是盐水，河口可视为盐水与淡水交会的区域，上界应为盐水入侵的上限，下界应为冲淡水影响
所及的位置（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l982）。
在多种河口定义中，国外目前用得比较普遍的是美国学者普里查德（D.W.Pritchard，1967）对河口的
定义。
他认为“河口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岸水体，它与外海自由相通，河口中的海水受到来自陆地径流的淡水
明显冲淡”。
按照普里查德的定义，河口的上界应是盐水入侵的上界，下界在定义中不甚明确，有的认为在口门，
有的认为在冲淡水扩散的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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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出于社会责任感，对进入21世纪的长江河口现状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索，
根据研究所得组织撰写，汇编成《21世纪的长江河口初探》。
河口是流域的终端，河口是流域的脉搏。
流域水沙的调节必然也在河口过程进行相应的自适应。
这些适应的现状如何？
发展趋势如何？
这些适应与河口对其本身系列工程适应发生的变化，它们与流域水沙变化响应发生的共振又将如何？
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既影响于资源发展的趋势，也对环境、生态产生强势影响。
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长江河口现状的认识以及趋势性的认识都是迫切需予了解的，特别
是当长江河口综合整治规划即将实施的时候，对于不断变化着的长江河口应该如何应对更是需要予以
深入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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