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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白洋淀潮盆是河流差别堆积形成 ，属于扇闯和河问洼地湖盆．它有着发生 蚩展， 

缩小、消亡的 自然演变过程．人娄活动也使其有过扩大、缩小 ，甚至干涸的过程．但过仅是萁中的 

个滇变阶段 ．而不是其成圉 

关键词 白洋淀 成固 分类号 lfj ——／ 演变 r段 溯曲 
湖泊的成固主要是指湖盆的成因．这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对于河北平原自洋淀的成固． 

尽管有不同说法 ．饵多数人谈及是河流差别堆积形成 ．也已基本取得共识．然而 ．由 

朱宣清等人(以下简称作者)编著、1994年出版的《白洋淀环境演变及预测》” 一书中的 自洋 

淀成因”一章，在驳斥了众多成因说之后．把其说成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人类历史活动的产 

物”．该书列举了一些理由．并在自洋淀的前面加上了“有统一水面并具固定形态”的跟定词．对 

此．笔者提出～些不同看法．和该书作者商榷．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1 “有统一水面并具固定形态”的限定词含义不清 

作者在白洋淀的前面加上了“有统一水面并具固定形态”的限定词 ，似乎是用来表明凡为 

形成的自洋淀．以别于无统一水面、无固定形态的自然形成的自洋淀．可是·“统一水面”是指多 

大的水面，“固定形态”是指什么样的形态．含义不清．因为白洋淀的水面、形态经常在变化着． 

正如该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它经历过多次大一小、分散～集中、低水位一高水位、扩大一千捆 

的演变过程．若按该书的形成理论，如果统一水面、固定形态是指现在的水面、形态，那么白洋 

淀应形成于宣统元年或民国初年．因为该书所说“宣统元年出版的《中国近世舆地图说》中的保 

定幅已将今自洋淀全部注记为自阳淀”．“民国初年，⋯⋯从《直棣五河图说》中看出．自洋淀湖 

盆范围基本和今天一掸了”．如果统一永面 固定形态是指何承矩兴修塘泺时的水面、形态(该 

书可能指此)．那么白洋淀现在就不应存在了．因为，也正如该书所说．那时的塘泺是“西 自保 

定．北至坝县．东近天津，折南而下到高阳，⋯⋯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大致呈 一长形” 

的大水面 而争的白洋淀是“东至千里堤．西至四门堤，北至安新北堤．南至淀南新堤．东西长 

39．5公里．南北宽 28 5公里”．大致呈“燕子”形状的小水面 塘泺时的“统一水面、固定形态” 

完全变丁．自洋淀不就不存在了吗?甚至其消亡还要往前推到北宋末年．因为该书叉说“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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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的塘泺⋯⋯于宋末淤积干涸”了．“统一水面、固定形态”部不存在了．白洋淀不更是消 

亡了吗? 

可是．白洋淀现在依然存在． 

2 用晚全新世的地理环境和玉木盛冰期以来的地层厚度解释rfI全新 

世的地理事件不能成立 

作者为了说明全新世中期 ，这里没有大型湖泊的形成环境．从而也不会有晚全新世形成湖 

泊的基础．引用了不少晚全新世的事例．如簸箕形的浅平洼地，占黄河迁陡改遭的地方．黄河泥 

沙的淤积等．簸箕形的浅平洼地是晚全新世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形成以后的环境．中垒新 

世．上述冲积扇还没有形成．当时的白洋淀地区．西自瀑河、漕河、清水河等河流晚更新【t1：洪根 

扇前缘的容城、清苑．东至当时的海岸线，北起永定河晚更新世洪积扇南缘的南火红门 驹 

阱．南止滹沱河晚更新世洪积扇北缘的定州 无极．这当中．除去有数条玉术盛冰蝴和早全新世 

占河道高地残存外．其采皆是卑湿低洼的湖泊、沼泽地区“：．与现在的簸箕形洼地迥然 l司．黄 

河频繁变迁改遭也是晚全新世 后的事情．直副现在、没有任何史书记载或研究成果证实中全 

新世黄河在这里也频繁变迁改道．史书记载的公元前 602年后的黄河频繁改遵． 能表明公元 

前 602年前也频繁改道．相反．就连该书作者中也有人认为．中全新世．冀中南平原的河流届于 

微弯曲一弯曲河型．河流多以哉弯取直为主形成牛轭湖．而很少决口改道 ．正是冈为中垒新 

世冀中南平原的河流以弯曲河型为主．加之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茂盛的植被．所以河流就自 

然较少泥沙沉积．作者引用黄河自1855年至 1977年的泥沙资料．用以说明中全新世黄河在自 

洋淀地区流丁“几千年”．因而“堆积的砂体一定是相当可观的”．是不能成立的． 

作暂为丁说明中全新世这里没有形成大型湖泊．也统计了 l0个钻孔的岩性数据．该书说． 

”据统}寸．1o个钻孔总进尺约336m．其中岩性为淤泥质亚粘土的厚度只占沉积物总厚度的 4 

左右．加上含淤泥质的亚粘土厚度．也不过 5 ．如果再加上淤泥质亚砂土和含淤泥质亚砂土 

的沉积．总数也不过 20 左右．其它大部分⋯⋯为河流相或河流泛滥相沉积”． 

1o个钻 L总进 咫 336m．平均每孔 33．6m．按该书表 3—4可知．埋深 l 5m 的年代 是 

27000aBP．由此推算．埋深 33．6m的年代至少应在 40000aBP．姑且按该书的 30000aBP来说 

吧．也超过了中全新世延续时间(5000a)的 6倍．再拿地层厚度来说，由于该书的全新统厚 6m． 

中全新统厚最多也不超过 3m．30000年的地层厚度是中全新统厚度的 10倍．据研究．玉术懦 

冰期相早、晚全新世．都是河流频繁变迁改道、以砂质土堆积为主的时期；中全新世是河流较少 

变迁改道．以粘质土堆积为主的时期 。 ．若想从岩性上说明中全新世是否以湖沼相的粘质土 

堆积为主．理应把中全新世的粘质土厚度与中全新世的地层总厚度对比，才能说明问题的实暇 

所在．作者却将 30000年来的粘质土厚度与其总厚度对比来说明中全新世．这只能夸大河流相 

沉积比例 ．缩小沼泽相沉积比例．别无其它意义、 

3 对对丽蚌化石的解释未免以偏概全 

作者为了说明中全新世没有形成湖泊的环境．还举出了对丽蚌埋藏的例子．该书第 56页 

中说．“距今 7900±100年．埋深 6．2 6．8m深度有对丽蚌化石．⋯⋯分布在粉砂 的底部 与 

淤泥上部之问的地层中．这种情_倪表明．这里当时可能是牛轭湖或河漫滩相沉积．经河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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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洪水坦溢．对丽蚌随水而柬．后很快沉积而被埋藏起来．说明在全新世中期，这里是；可流沉积 

环境，没有大型浩瀚的水面”． 

这种用对丽蚌化石上面的砂层来说明中全新世是河流环境也有问题．因为．一是对对而蚌 

化石的性质还不清楚 ；二是既便如本书所说 ．也未免 偏概全． 

对丽蚌化石的分布．在河北平原玉术盛冰期以来的地层中是有一定规律的．如I蕞是破阵、 

瞎损的化石．多以河床滞留沉积的形式堆积在玉木盛冰期和早全新世河流相砂体的底部．化石 

年龄夫于 30000a．表明是河流的异地搬运堆积．如果是完整未被磨损的化石．则呈层状堆积在 

中全新世粘质土的 F部．化石年龄在 7500nBP左右．表明对丽蚌不能适应从河流相到湖沼柑 

ff境的改变而死亡．属原地堆积 ，白洋淀地区的丽蚌化石究竟属于何种．作暂未说清楚．弱 

外，既使如该书所说的那样．属于中全新世初期．也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因为：① 没有说明上覆 

的砂层有多厚，其顶部是否已延续到了中全新世末-② 没有说明砂体有多广．是否该地区全部 

或大都都是砂体；⑧ “河流的一次洪水漫溢”是否就代表中全新世主要是河流沉积环境． 

据河北平原以及白洋淀地区的钻孔资料．中全新世以湖沼相的粘质土堆积为主．不等] 说 

没有砂质土的河流相堆积．尤其是含淤泥和草碳的粉砂 粘质土堆积．更是中全新世中期 

(5000aBP左右的新冰期)河流相堆积的特征所在 ．反过来+也不能因为有粉砂堆积就说明 

该地区主要是河流相沉积环境．实际情况如何．还要看该段时间内砂、粘堆积的比例． · 

4 人类活动遗址正说明白洋淀地区当时有一定的水面分布 

作者用白洋淀地区已发现 F 一些新石器和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来证明此处当时尢湖泊 

洼地也是不全面的．人类遗址正说明当时的白洋淀地区有一定的水面分布．这是因为．人类的 

栖息地均离 开地势较高的近水地区．这样．既可 不受洪水威胁和地 F水位高而带来潮湿的 

刚扰．也可以狩猎、捕鱼、饮用．以维持生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固气候较冷．一般都栖息在丘 

陵地区河旁的山洞里．新石器时期．气候变暖．人类逐渐走出山洞．来到山前洪积扇台地和 -河 

遭高地间的湖泊、洼地之滨．白洋淀地区正是这样既有洪积扇台地和古河道高地．又有扇缘和 

河间集水洼地．因此．是古人类较理想的栖息地．白洋淀地区新石器和战国文化遗址的分布也 

说明 r这个问题 如．留村遗址位于三台⋯安新古河道高地的末端．西向阳遗址位于安州 檬 

堤13占河道高地上．七间房遗址位于任丘 鄣州古河道高地西缘．梁庄遗址位于旧城 刘李应 

古河道高地尾部．在这些占河道高地问的洼地内．均应有一定的水体分布． 

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2500aBP前后的晚全新世初期．河北平原确实有过 ‘次快 

速的堆积过程．表现在山区河流普遍切割形成了第一级阶地{山前平原堆积了大型冲积扇及泛 

滥平原．致使中全新世河北平原中、东部的统一沼泽洼地被分解成三个大洼地群 。̈．从而把大 

部分沼泽洼地和新石器文化埋没．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大陆既作”的时期．战国、秦文化也随 

之由山前洪积扇向冲积扇乃至冲积平原延伸．有的甚至沿古河道高地到达 r滨海地区． 

白洋淀地区也不例外．由于南面滹沱河、沙河冲积扇．西面唐河、瀑河、漕河冲积扇，北面永 

定河冲积扇的发育才形成了簸箕状洼地．构成了河北平原三太湖泊洼地群中间的一个⋯ 白 

洋淀 文安洼洼地群，与洼地面积缩小的同时．洼地的位置也随着河流的改遭而发生迁移．战 

国时期的长城、城邑．乃至西汉的县治．也先后在这里建筑和设立．所以说城邑和县治的设 ． 

不等于说该地区就没有了洼淀 此处形成了古河道高地建立了城邑和县治．彼处的古河间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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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成了湖泊．这就是泛滥平原湖泊的特性所在．进而．它也解释了自洋淀地区湖相粘：L很多． 

但没有一处是广而厚的湖相粘土．而多是薄层湖相粘土凸镜体的道理． 

总之．作者试图用各种理由说明中全新世这里没有湖泊洼淀生成的环境．进而说明晚全新 

世白洋淀没有自然形成的基础．而是人为因素形成．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自洋淀究竟如何形成．从该书的本身就可以找到答案．就在“白洋淀成困”一章中．该 

书多次提到塘泺是在原有湖泊洼淀的基础上经人为串联扩大而成．如“勾通周围大小陂塘淀 

泊”，“使淀区附近的大小独立封闭的洼淀串通一起，零星分散的水面汇成一域”．“客观一I-它将 

周围淀泊和附近之水均予沟通”，“因为有了局部的洼地之水+加上人工筑堤的厨栏．才促进其 

分散、零星的淀泊统为一个整体”等．而且．作者也认为这些洼地是“数条古河道形成的古河床 

高地间的低洼地区积水”．“可视为河流作用形成洼地后储水而成的淀泊”．也承认是河流差别 

堆积形成的湖盆． 

该书第四 第一节说得更加明了，北宋以前．白洋淀淀区及其周围就已有了淀泊．如掘鲤 

淀、大泥淀、小 淀、督亢陂、金台陂、梁门陂、狐狸淀等．唐代更有九十九淀之说．北宋塘泺 盟是 

这些众多洼淀的串联扩大而已．该节最后认为“上述五大水面(指塘泺，笔者注)．-一⋯”证明历史 

上的白洋淀湖盘在北宋早、中期进入了一十新的发展时期”． 

第四章第一节认为人为沟通的塘泺是白洋淀湖盆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第三章却把白 

洋淀的威困 成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作者把“演变阶段”与“成困”混淆 

在一起所致．虽然，作者在白洋淀的前面加上了。有统一水面并具固定形态”的限定词 ．似手表 

明作者说的白洋淀是指何承矩的塘泺．但该书说的是白洋淀的成因．不是塘泺的成因．即便是 

塘泺的成因．也应该是指塘泺湖盆的成因，而不是水域或水形的成因． 

5 关于白洋淀的成因 

目前．在河北平原还没有发现大面积的中全新世湖相沉积．因此说中全新世河北平原是十 

统一的大水体，“。 尚缺乏依据．但是，中全新世的河北平原(也包括白洋淀)确实有过较厚的 

(湖沼相厚度占中全新世地层厚度的 60 以上)、断续分布的(湖沼相面积占河北平原面积的 

6o 左右)、黑至黑灰色的淤泥质粉砂一粘质土堆积．内含大量有机质，沼生、水生植物孢子．古 

生物(麇鹿、薄壁平卷螺)和微体古生物(介形虫、滨海地区的有孔虫)化石；有铁锰核、锈斑；有 

腥臭味}有时还能看到极薄的水平层理 ．联系到当时温暖湿润的气候 ，较高的海平面【 和 

新石器遗址的稀少区 ．推论当时河北平原洪积扇以下地区主要是河流、湖泊、沼泽环境．不 

无道理．其中的湖泊也是以牛轭湖为主，因而多为粉砂一粘质土沉积，缺少典型的同心圆状的 

湖相沉积．在临近洪积扇前缘地区，有从洪积扇延伸下来的玉木盛冰期古河道高地和早全新世 

古河道高地残留．高地与高地之间是河间洼地．晚全新世初期的快速堆积将中全新世沼泽、洼 

地的大部分掩埋 ，从而结束了河北平原以湖沼洼地堆积为主的历史．开始了以河流差别堆积为 

主的历史． 

在晚全新世，随着气候越来越趋于温凉偏干，海平面下降．地表坡度加大．植被覆盖度减 

少．雨量时空分配不均，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流量不稳，并以含泥沙多的突发性洪水为主．因此． 

河流极易决口改道，且越来越频繁．这就是该书所说的公元前 602年后频繁变迁改道的原因． 

河流在洪积扇前缘以下地区堆积了冲积扇以及冲积扇前缘以下地区的条状高地古河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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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吴 忱等：“演变阶段”与”成困”不能混为～谈⋯ 也谈白洋淀的成固 

在两个冲积扇或两条古河道商地之间．逐步哥≥成了扇间洼地和河间洼地．在冲积扇前缘形成 r 

前缘洼地．起初．由于扇体较小．洼地比较零星、分散．河北平原几乎随处可见．电书中有关河： 

平原众多洼地的记载+就是这类性质的洼地．后来．随着河道摆动、加积的频繁．扇怍越来越大． 

洼地也逐 集中，结果，矸≥成了几个太扇间洼地群． 

具体到自洋淀地区来说．历史时期永定河自北而南改遭．先后形成了固定以北的哲冲 ! 

崩．固安、水清一带的新冲积扇和固安 南的决口扇一古河道高地．因而促使洼地由北向南娶 

中．北魏时期在固安以南还有督亢陂 金台陂等．后来被掩埋．唐代任丘县北出现 r九十儿诧， 

这与上述冲积扇的发育顺序是一致的．春秋以前．漳沱河、沙河、唐河作为黄河的主流． i黄河 
一 起涉足本区．当时．可能是分成多股议流的卑湿低洼地区“ ．战国以后，滹河东移．沙河、唐 

河仍流经本区．北未年问滹沱河又涉及本区．它们共同形成了老)叶r积扇．宋代以后，滹沱河逐渐 

南徒．但沙河、唐河仍流经本区。形成了新冲积扇．因此．促使其洼地向北集中．北魂时朗．安国 

有天并泽；隋代．天井泽消失．博野出现了君子淀；五代时螭．河间、高阳一带“地形沮嘲、地多水 

泺”．也与冲积扇的发育规律相一致．由于南、北两i巾积扇和古河道高地的发育．便逐步演变成 

现今的白洋淀——由无数个河问洼地组成的大扇间洼地群．何承矩正是利用丁这样的地貌条 

件而兴修塘泺的． 

由于河北平原的洼地主要由河流差别堆积形成．所以．其成因应属于扇间和河间洼地． 

由于河流经常变迁改道．所以，洼地的位置、形状和大小也经常随之变化而成为游移性质的注 

地．正如该书所说．“5m之内，虽多处有黑包淤泥层存在．但其分布特点是不连续的薄层状．有 

的出现一层．有的出现二层、三层”．就是这类洼地的典型写照． 

总之．《白洋淀环境演变及预测》一书所列举的一些理由说明白洋淀是人为因索形成是 

能成立的．相反，正是该书中的许多事实说明白洋淀是自然因素形成，属于河流差别堆积洼地． 

它也有个发生、发展、缩小、消亡的自然演变过程．北宋修建的塘泺．只是人为参与下的一个演 

变阶段，而不是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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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r Development Stage--A Discussion on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Baiyangdian Lake，China 

Wu Chen Xu Qinghai 

(h~stitute ofGeography．HebeiAcad~ny f stiem'e．~，ŝ ⋯ m̂a*lg1 151)Oll 

Abstract 

There exist severa[ideas upon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Baiyangdian Lake．North ChIl1a 

['lain．Recently，Zhu Xuanqing．et aI(1 994)pointed OUt that Baiyangdian Lake used to be al、 

outcome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book title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Predicti01]of 

Ba
—

iyangdia
—

n Lake”(Xi’all Atlas Press，1994
． )．That conclusion drawn by Zhu．et al(1 9 94) 

was based Oil the follows：1)The geographical envirollmellt during the Middle Holocene i_1 the 

plain wns not suitab[e for lake formation；2)The existence of Lumprotata spp
． fossils ill the sedi 

merit reveated a corresponding fluvial sedimentary condition；3)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Ne 

olithic Age and Zhangguo Dynasty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not a vast and L【nified [ake a r 

that time． 1'he authors here present a new [oak on the above views
． It was the differentiaI acc Ll 

mulation．~of various rivers that formed Baiyangding Lake． a fake between alluviaI f ns a1]d 

rivers．The lake has its own emergence．development as well as dry up processes during its evo 

]uriah history．Human activities could trigger the outcome of expansion．reduction and even drv 

up ln history—whereas each was merely on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evobltion historv 0f 

Baiyangd Jan Lake．instead of the cause of formation instead
． 

Key W ords Baiyangdian Lake．Cause of formation，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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