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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历史时期 ，太湖是不断扩展的 ．其平均扩展速率为 0．37km ／a。据抄量平衡分析与 

计算表明．园潮岸崩塌和太潮术系的输抄作用．近期太湖的泥抄淤积量为9．2B×l(~t／a．泥抄数 

量虽然不大，但经过长期的积累，对太湖演变具有舞捌髟响．就自然演变趋势而官，近期太潮面 

积仍以0．16$km ／a的速率扩大，窖积则以3．95×1 0jm’A 的遗率减小．太潮正进一步向拽平方 

向演变。然而，园圈翻造田，建国以来一太湖的面积剐以4．58km A的速率在减小。 

关t调 潮岸坦  坚  

一

、 自 然 概 况 

太湖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尾间与杭州湾之间，地形以平原为主，江河湖海相通，气候主要 

受季风环流支配，属北亚热带南部向中亚热带北部过渡的季风气候区。目前的太湖正是在这 

样的宦然条件下演变与发展的 。 

太湖地区在地质构造上为扬子古陆的组成部分，其东南和西北分别为钱塘凹陷和下扬 

予凹陷，中部广大地区为江南古陆。地质历史上，太湖地区曾经历过多次强烈掏遣运动，其中 

印支运动奠定了区内褶皱构造格局，中生代燕山运动为区内现代地貌的发育奠定了基础。经 

过前后两期燕山运动，太湖地区发育了近东西向和北东 、北西向两组主要的断裂构造 ，它仍 

控制了太湖湖盆的基本轮癣。新第三纪以来，太湖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 

方面产生明显的西升东降的掀斜运动 ，太湖湖盆正处在这样的转折带上；另一方面断裂构造 

控制下的差异性升释运动活跃，结果在太湖流域形成了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断块山地和洼地， 

在湖中则表现为众多的基岩岛屿。 

太湖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平原占总面积的 60 ，丘陵山地占 22．5 ，水面占 17—5 。 

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缘和西南部，地面高程均在 10—30m，平原的地面高程在 10m 

以下．主要由长江、钱塘江以及湖海相互作用冲淤积而威。平原地势，厨边高中问低，自西向 

东略有倾斜。太湖正处在平原的中部，介于东经 119。54 一l20。36 ，北纬 30。56 一31 3 之 

间。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湖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077．8ram，年降水变差系数为0．22，降 

水的空间分布比较均匀 ，湖区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984mm。 

太湖属吞吐型湖泊，其年均吞Ⅱ土量为 52×10"m ，湖水交摄率为1．18[1]。据太湖沿岸各 

站水文资料，太湖多年平均水面商程变化于 2．99—0．14ra之问，历年水位年l较差介于0·7-- 

2．43m之问．太湖水位的年内变化取决于进出湖水量的多少，正常年份 ，每年 5月雨季开始， 

入湖适流量增加，湖水位开始上升，7—8月水位最高 ，有的年份．由于受台风雨影响，最高水 

位可能相应推迟到 9—10月胁l出现，其后入湖迁触 减少，水位开始下降，进入括水季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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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翌年 4月 

图 1 太湖平原地貌蔚图 

Fig．1 G~omorplIo】ogic diagram of Taihu Lake plain 

太湖的形态特征与历史演变 

1．太湖的形态特征 

术浅底平是太期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太湖的平均水深1．89m，最大水深也不过 

2．6m。湖中既没有探槽，也没有大规模的滩地(表 1)[z]。湖盆呈浅碟形，南北长 68．5kin，东 

西平均宽 34kin，湖底由岸边向湖心缓缓倾斜，平均坡度为0"0 19．66 。大于 2．5m的深水区 

位于湖心偏西的平台山附近。 

衰 1 太湖不胃拳薄蕾tR"h布 

Tab．1 Ares dlslr|Imtlon of Tllhu L,dl~ lit dfffcrcm “ pth 

太湖面积为2427．3kin ，其中实际水域面积 2338．1kmt 潮中多岛屿分布(51个)，总 

面积 89．7kin ，主要分布在东部。习惯上把洞庭东山以东的湖{弯称为东太湖，面积 130kint， 

平均术深为 0．906m． 

太湖的岸线形态也很特殊．由于太胡湖盆正处在西升东降掀斜运动的转折带上，同时又 

1984年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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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系列断裂构造所控制．在这样的地质构造背景下，经过波浪、湖流等湖泊水动力与湖 

岸物质的长期相互作用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太湖岸线形态。大致以洞庭东山一洞庭西山 
一 马迹山一线为界，其西、南部湖岸呈规则的圆弧状，湖岸由第四纪松散堆积物组成{其东、 

北部湖岸岸线曲折多湾，表现为湖岬、湖湾相闻分布的特征，湖岸组成物质部分地 区为第四 

纪松散堆积物，局部湖岸由基岩组成。 

2．太湖的历史演变 

太湖形态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晚更新世束期，受末次冰期影响，太湖平 

原成陆后，其上普遍堆积了一层黄褐色的粉砂质粘土，厚 3—5m，形成了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的古地理面【|】，在潮区，构成基底。据钻孔资料沉积物岩性分析，当时太湖地区西部山区汇水 

经苕溪和荆溪流向平原 ，苕溪大致循今吴艋江东流入海 ，荆溪下游则向东北穿过洗隔湖群， 

循今盂河北注入长江。 

’ 圈 2 6000年前太湖水系示意图m 

FiB．2 r；ver systeat of TaiEu plai=about 6000 years ago 

进入全新世后，全球性气候转暖 ，冰川后退 ，海面上升．中国海岸研 究 表明，至距今 

7000年前，我国东部沿海海平面色与现代海平面相似，7000年以来直到现代．海平面变化不 

大．由于全新世早期的海面上升，致使太湖平原在地貌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潮的相互作 

用在当时的柑海及长江河口地区堆积了大量的泥沙，孟河口13益强浅绾窄，最终迫使荆溪主 

流改道东漉与苕溪汇聚于太湖湖区。同时，太湖下游也形成了三江水系，即吴凇江、东江和娄 

江。从此，太湖的演变过程便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据史书记载，三江起初相当宽深，宣泄能力十分浩大．因此，当时的太湖面积远较今13为 

小。据东汉裒康‘越绝书 )记载 ， 太湖周三万六千顷 @，即相当于 1680km 。可见，东汉时期 

的太湖面积还比目前小 700多 kra 。因此，太湖在历史时期是不断扩展的，其平均扩展速率 

约 为 0．37kinz／a． 

一 三江逐渐淤塞所引起的排洪不扬 、湖岸崩退以及地面下沉是造成太湖面积不断扩大的 

直接原西。全新世以来，太湖平原处于经常性的不等量下沉过程中，由于海面上升、地面下 

回 便一每取相当千理在的 7o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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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使原来宣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度戚了海水入侵的主要通道。据北宋郏直《水利，记载， 

海水曾沿吴淞江倒灌到苏州城东一、二十里处 由于海水倒灌促进了三江水系的不断淤积， 

公元八世纪后，娄江、东江相继淤塞，三江水系开始靛废。随之太湖面积也不断扩大；而长期 

的风浪、潮流作用又导致太湖湖岸的不断崩塌后退 湖岸崩遏的结果．不仅使太湖面积扩大、 

岸线趋于圆精，而且还增加了太湖的泥沙袋积量，从而促使太湖不断向浅平方向演变。 

与国内外许客湖泊相比较，太湖的泥抄沉积作用是很微弱的。东太湖平均沉积速率为 

1．69mm／a．西太湖平均沉积速率为 0，41mm／aⅡ 尽管如此，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泥沙淤积 

对太湖演变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如太湖湖盆的不断浅平化以及公元1830年前后东山岛 

与陆连戚半岛 的事实即为明证。因此，太湖的演变与掘沙淤积有着密切的联系。 

太湖的沙量平衡分析与计算 

进入太湖的泥抄主要有两种来源，即上游水系的输抄与入湖的崩岸物质。除小部分的泥 

沙由下游水系漉出太湖外，大多在胡中沉积下来 。 

注入太湖的水系主要分布在太湖的西部和南部，其中以苕溪、剂溪两大水系最为重要， 

其入湖通漉量占入湖适流总量的8O 以上。荆溪主漉流经宜兴的西、团魄和东洗而后注入 

太湖，大部分泥抄在团 执等三个湖泊沉积下来 ，因而汇入太湖的沙量很少。苕溪输沙是太湖 

泥沙的重要来源． 

苕溪水系发源于浙江西部的天 目山地 ，流域面积 6000多 km ，最大的支流东苕溪和西 

苕溪在是兴会合成苕溪主流后向北经小梅口、大钱口入太湖。据 1977年江苏省水文手册计 

算，东苕溪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46．7t／kin ·a，西苕溪为 9 2t／kin ·a，两溪多年平均输沙 

量为 2，43×10 t”。 

衰 2 苕浜多年；■移质输沙情况 

Tab．2 Pevcm~Isl tlt l廿 of suspemded sediment tnu — n_I‘o-of Tlao~ Rl坩  

平均古抄量 平均疽量 平均■抄率 多年平均■ 晤年最大新面 所年量太 日 

蛄 名 阿 名 平均 占抄量 平均 挣辜 
(kg／m’) (m3，1) (kg／B) 抄量(10~t) 

(kl／m ( ，．) 

瓶 窑 求苕翟 m O馏 2 6．5 Z．09 6． 5 Z．6B 2o‘ 

范誊村 西苕壤 0．1a5 ‘D’3 5、51 1 ．5 1．59 89G 

从 1954年太湖沿湖主要测站含沙量情况 (表 3)来看．1954年约有 4．41×10 t泥沙由 

上游水系进入太湖，其中苕溪水系的输沙量为 3．8×10 t．占入湖输沙总量的86 2 。同时． 

由下游东系漉出太湖的泥沙量为1，05×10 t，说明一年中约有 3 36×10。t泥汐因太翻水系 

的输沙作用而在太湖中沉积下来了。按湖抄容重 1，65t／m 来计算，这些沉积沙量所占的容 

积为 2、04×10 m 。也就是说，由于太湖水系的辖抄作用，太湖的容积每年将减少约2．04× 

10 rfl’。 

崩岸物质是太湖泥沙的又一重要来源，它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水系输沙量。在强烈的风 

浪、潮流作用下，太湖措岸不断崩遇，崩岸物质经波浪、湖流作用所搬运，最终被带到适宜的 

湖底区域沉积下来。崩岸物质在湖底的沉积，实际上是湖泊系统 自身调整的过程。其结果 ， 
一 方面使太湖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使太湖湖盏进一步淤浅趋平 ，太湖的容积也随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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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少，这正是近期太湖的自然演变趋势。 

寰 3 1954年太湖沿潮主要测站台沙量 

Ib·3 Sediment L~outeuts of the毗 jl stations Jdong仙 ⅡL_h 组 19$4 

平均旨挣量 平均瘴量 平均赣眇事 年赣抄量 
i 站 名 水 秉 河 名 

(kglm ) (ms／s) (ks／6) (×1cat 

相 州 苕 撰 束苕攫 0．09Z 43 2 3．97 12．7 

精 捕 若 接 西善接 o 096 8Z 0 7．87 2 5．3 

鸟 攫 太 静 乌僵涪 0 o．033 12．1 0．40 1．08 

大精口 太 精 城京带 0．058 1 ‘ 89 厶85 

抄囊港 太 精 抄糖港 o．030 1 3f‘ m 40 1．28 

百凄口 太 精 百凄港 o．o21 9．84 0．21 0．67 

抄t格 太 精 抄t{謦 0 2 19 6 1．O2 3．26 

骨 口 太 精 I 臂 江 m 022 6．38 0．1 4 nt}5 

瓜径口 太 精 瓜径港 0．01 5 47，5 0．7l 2．Z7 

■ 犀 太 帮 太蒲{誊 0．0B6 16．● 1．‘1 1 ‘．51 

据笔者等人调查，除东太湖外 太湖沿岸约有 ]70多km长的湖岸是由第四纪松散堆积 

杨组成，其中的 104．5kin在太湖的南岸、西岸和西北岸呈连续的圆弧状分布，受经常性的西 

北向和东南向风浪以及湖流的作用，使这些岸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崩退。崩岸比较严重的岸段 

有吴江市的庙港乡、七都乡，期州市的太湖乡以及宜兴市的洋溪乡。据庙港乡介绍，。庙港乡 

太湖岸段每年崩遇 4—5m，乡内有个叫半夜浜的小村，村里仅十多户人家，该村岸段解放后 

崩退了i00--~00m，刊 1980年，原半夜浜小村村址巳垒部崩入湖中”。另据七都乡介绍，。七 

都乡与庙港乡交界处的丁家涛，仅 1983年一年就崩遇了 20多m。七都乡避风港自1958年 

至今崩退了100多ra，以前岸边有一座东岳庙，1958年大跃进时村民们还在庙里开过会，现 

在已坍^湖中了。 最近 ，笔者通过对不同时期 1：5万地形图的比较量算 ，得出太湖岸线近 

期变化，太湖各岸段的多年平均崩岸速率如表 4所示。 

由于近朝太湖岸线变化微小，难I；i用小比例尺图来显示其全貌。因此，本文选择了亭子 

港J：周港、镣凄三个典型的崩岸剖面分别反映太湖南岸、西岸和西北岸的崩岸情况(图 3)。 

实地调查表明，块傩坍塌是太湖湖岸崩塌的主要形式，崩岸深度可达 1．6m左右，其中位于 

水下的崩岸深度为lm左右．崩岸的结果导致岸坡的平行后退。 

寰4 太湖囊岸情况娩计 

Tab．4 The sta~IsUcs ofthe colIap~e oflake bank JdongTailm Lake 

岸 段 起 止 岸钱长崖 崩岸面积 时 筒 多年平均崩岸建事 

_ 

(kin ) (m：) l m ，量 ， c m ／a， 

太时爿至龌接 l2．B ‘45OO0 1969．5一l981．4 37083 2．90 1If 岸 

1魄凄至小 山 27．7 762000 l969．5一l9B1．● 63500 2．29 

西 胄 l 小棒山量睿山 25 2 l 204000 1963．10--1981．4 l1657 0．‘6 

西北岸 I 音山至竺山 3 8 l 978000 1963．10--198l_‘ S5886 1．44 

音 计 太精河至兰山 104．5 ， l68126 1．61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年有 2 69×10 m’的湖岸物质因湖岸崩塌而进入太 

湖，其中水下瞒岸都分占 1．68~10Im’．按湖岸沉积钧容重为 2．2t／m 计算，每年进入太湖 

的崩岸物质相当于 5．9Z×10st泥沙，当它们以泥沙形式在湖底沉积下来以后，其体积为 

3．59×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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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岸_I 墟蟪 C! 量帕岸轼蛾[：互]̂ 膏 J|尻飘-， 

圈 3 太朝崩岸 图 

Fig．3 The co]lapse of lake bank along Talhu Lake 

综上所述，固湖岸崩塌与上游水系的输沙作用，每年有 10．33×l0。t泥沙进入太湖，其 

中的 1．05×10 t／a由下游水系的输沙作用而流出太湖。因此近期太湖的泥沙淤积量为 9．28 

×10stta。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1985年的研究t太湖的泥沙淤积量为6·3× 

10s一6．5×10St／ar~3。孙顺才 1981年采用 Pb沉积速率与沉积通量计算出太湖的泥沙淤积 

量为，东太湖 1．3×10 t／a．西太湖2．0×10 一2．3×10 t／a 。笔者的计算结果介于这两者之 

间。 ‘ 

四、太湖的演变趋势 

沙量平衡分析的结果表明，因湖岸崩塌和太湖水系的输沙作用 ，近期太湖的泥沙淤积量 

为 9．28×10st／a。泥沙在湖中沉积下来后．可使太湖的容积每年减少 5．63×l0 m’。扣除因 

湖岸崩塌使太湖浅水区容积的增 加值 1．68×1 m’后，近期太湖的容积正 在以 3．95× 

l&mVa的速率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因湖岸崩塌，近期太湖的面积仍在自然扩展，其扩展速 

率为 0．168km ／a。这正是近期太湖的 自然演变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太湖的自然演变过程中，水深大于1m的湖区容积是逐渐减小， 

而水深小于 lm 的湖区容积则渐有增大。除东太湖蛆外，太湖的泥沙有相当部分是沉积在水 

探大于 1m的湖区。若东太湖泥沙淤积量按 1．3×10。t／a计算，东太湖每年将减步容积 7．88 

×10·m，。因此，水深小于 1m的湖区容积增加量为8．92×10‘m ta，而水深大于 lm的湖区 

容积减步量为4．84×10 m ／a。这表明．太湖正进一步向浅平方向演变的趋势。 

人类活动对太湖的演变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历史时期，自唐代以来-太湖流域普遗采用 

塘浦圩田的开垦方式 ”，较好地维持甚至提高了太湖水系对洪水的调节能力，减少了进入太 

湖的泥沙淤积量，因而使太湖具有较强的生存能 力。如上所述，因湖岸崩塌，近期太湖的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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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趋势是扩展，然而，由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自建国以来至八十年代中期，太湖中围建圩 

区 116座，使太湖面积减少了160．17kin ，平均每年减少4．58kin 。所以，近期太湖的水域 

面积实际上是减小的。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围湖造田已被禁止，代之而起的是在太湖沿岸兴建了环胡大堤 

工程∞。该工程是近期综合治理太湖流域的十大工程之一 环湖大堤的兴建，保护了湖岸，使 

湖岸崩塌量大为减少，如果今后能加强环湖大堤的维护．预计太湖的泥沙淤积量每年可减少 

5．92×10 t．因此，维护大堤便成了今后太湖护岸的关键，而护堤的关键则是护坡。 

本文承南京大学太地海洋隶蛘承坤教授指导 ，朱大奎教授审同，顾 圉犟清培附固，一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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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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