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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河口及杭州湾自然特征和开发治理

赵雪华

(浙江省河 口海岸研究所 )

钱塘江河 口及杭 州湾总面积 5 0 0。多平

方公里
,

位居浙江省北部
。

其开发治理对浙江

经济发展影响颇大
。

为适应对外开放形势
,

今后钱塘江和杭州湾的开发治理将密切注意

港 口航道资源开发
,

适度围垦滩涂作为发展

港 口工业和创汇农业用地
。

同时仍需注意加

固沿岸堤防和改善泄洪
、

排捞条件
,

以保障

两岸生命财产安全和稳定现有工农业生产发

展
。

从而
,

对于钱塘江河 口及杭州湾开发治

理将由单一的防御型转向综合开发型
,

并以

取得社会
、

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最大综合效益

作为 目标
。

一
、

自然特征

钱塘江河 口下接杭州湾
。

但从广义讲包

含杭州湾
。

自潮区界富春江 电站至杭州湾 口

(南汇咀 ) 全长约 2 70 公里
。

按动力条 件和

河道特征可划分为三段
:

富春江电站至杭州

附近的闻家堰为近口段
,

长约8 3公里
,

以逞

流作用为主
,

河床基本稳定 , 闻家堰至海盐

县橄浦为河 口段
,

长约 10 1公 里
,

受逞 流和

潮流共同作用
,

河道宽浅
,

河床变形剧烈 ;

橄浦以下为 口外海滨段
,

习称杭州湾
,

以海

洋动力作用为主
。

杭州湾口宽 100 公里
,

湾顶橄 浦的 水面

宽度缩为21 公里
,

平面外形呈喇叭状
。

钱塘江多年平均逢 流 量 为 4 6 3 亿立方

米
,

年际丰枯变幅可相差 5倍以 上
。

年 内水

量分配以 5
、

6月梅汛期较 大
,

约 占 全 年的

40 肠 ; 10 月至次年 1 月为枯水期
,

水 量 仅占

全年的 1 2肠左 右
。

实 测 最 大 洪 峰 流 量为

2 9 0 00 立方 米 /秒
。

自1 9 6。年上游建成新安江

水库后
,

使下泄水量年内分配趋向均匀
,

洪

峰有明显削减
。

钱塘江流域来沙不多
,

年均 输 沙约 7 87

万吨
,

在潮区界平均含沙量仅0
.

2千克/ 立方

米
。

东海潮波进入杭州湾向西传播过程中
,

因河宽急剧收缩
,

潮能集 聚
,

潮 差 沿 程增

大
。

湾顶橄浦实测最大潮差为8
.

的米
,

居全

国之最
。

其多年平均潮差为5
.

57 米
,

比位居

湾 口的南汇咀增大74 呱
。

橄浦以上河床迅速

抬高
,

潮差沿程减小
,

涨潮历时缩短
,

落潮

历时延长
。

如杭州闸 口站多年 平 均 潮 差仅

0
.

51 米
; 平均涨潮历时 为l’J

“

时40 分
,

而落

潮历时长达 1。小时4 4分
。

因沿程潮波变形剧烈
,

终于在橄浦向上

游 10 余公里处的尖 山附近形成波澜壮观的涌

潮
。

在此向上游直至杭州都属受涌潮影响的

河段
。

其间的海宁盐官至八堡一带
,

涌潮高

浓浓浓浓浓浓浓浓浓浓米米嵌浓米米浓兴浓浓浓滚滚滚浓浓浓嵌浓浓浓浓浓浓浓浓嵌浓浓浓

基金落实上的困难
。

业等 )带动港 口的发展和城市配套设施的完

综上所述
,

连云港向产业港的转化
,

一 善
,

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另一方面
,

方面要依靠大型临海工业的布点
,

即依靠外 要抓紧引进资金技术
,

加快开发区的建设和

来资金及技术的推动
,

建立以大型骨干企业 已有产业的技术改造
,

调整产品结构
,

扩大

为龙头的产业群体 (例如大型钢铁企业
,

应 对内对外的两 个市场
,

加快积累
,

改变 目前

包括利用副产品进行探加工的化工
、

建材工 地方财政基本上为吃饭财政的被动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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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 在 1一 2米
,

实 测 最 大 涌 潮 高度达

3米
, 1 9 68 年在其对岸的萧山新湾观 测 得最

大流速达 12 米/ 秒
,

动力压力 可 达 7
.

2吨 / 平

方米
,

可想其破坏威力之巨
。

杭州湾 口悬沙中径在 0
.

01 毫米 以下
,

属

细粉沙 ; 瞰浦以西的河口 段
,

悬沙为粉砂
,

中径在 0
.

03 一 0
.

09 毫米之间
。

湾口平均含沙

量在 Zk 酬m
3

左右
,

湾顶橄浦平均含沙量增

大到 3
.

5 k叮m
」

左右
。

瞰浦断面平均每潮往

复输沙量在 1。。o万吨左右
。

钱塘江河口纵剖面异常独特
,

自湾口至

乍浦河床平坦
,

乍浦开始以万分之 1 ~ 2的坡

度向上游抬升
,

仓前附近达到最高
,

闸口以

上又略有降低
,

形 成 万 分 之 0
.

6左 右 的反

坡
。

这一隆起称之谓沙坎
。

钱塘江河 日段河床呈现季节性的纵向变

化
。

每年梅汛季节
,

山水势力强
,

河床发生

冲刷
,

沙坎顶点的高度下降
,

且部位向下游

推移 , 梅雨季节过后
,

多为长时间枯水期
,

这 时潮流起到控制河势的作用
,

河床逐渐回

淤
,

沙坎顶点抬升
,

部 位 上 移
。

一般 在 1 2

月
,

河床淤得较高
,

此后变化转缓
,

一直保

持到次年春雨季节前
。

钱塘江河 口段因同时受到 山
、

潮水双向

作用
,

涨落潮流路常不一致
,

随山水和潮水

势力对比的消长情况
,

使主槽在两岸之间摆

动
,

尤以尖 山附近为甚
。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

主槽最大摆幅达 20 公里
。

二
、

开发和治理

河 口
、

海湾的开发
、

治理总是和当时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依赖
、

相互促进的
。

在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

因生产水平的不同
,

对河口
、

海湾开发
、

治理的要求必然有所不

同
。

在建国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

先后提出过

不 同开发利用 目标
。

如 50 年代末期为解决农

业用水和工业用 电
,

曾提出在杭州市郊七堡

建闸
,

使咸淡水分家
,

以利农田灌溉
,

并提

出在杭州湾的乍消或橄浦建巨型潮汐电站的

设想 ; 丫已功年代初提出了在距杭州湾顶约 10

公里的非涌潮区黄湾建拦江大闸作为一种根

治钱塘江的方案
,

以充分利用来 自上游的淡

水资源
,

并取积耕地和发展钱塘江航运等综

合效益
; 到80 年代

,

杭州湾开发日益受到重

视
。

特别是在其北岸建了上海石化总厂
、

乍

浦万吨级泊位和正在兴建的秦山核电厂
,

以

及南岸 口外北仑深水港和镇海煤电
、

化工等

港 口工业的建成
,

对于开发方案的工程设施

可能引起杭州湾重要部位淤积的危害提到了

重要的位置
。

黄湾建闸或钱塘江下游大规模

缩窄围涂
,

可能引起杭州湾的某些淤积
,

受

到特别关注
; 近年为解决浙东工农业缺水和

沟通内河航运
,

右杭州以上取水的富春江 引

水工程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

建国以来所采取的治江围涂方针
,

标志

着钱塘江河 口由以往消极 防御进入积极治理

的新阶段
。

根据不同时期江道情况和人力
、

物力条件
,

曾乎用不 同整治措施
。

初期
,

重

点放在杭州附近的江道较窄
、

摆动幅度较小

的闻家堰至七格河段
,

采用短坝密距为主的

保滩护岸工程
,

步步为营
,

逐步缩窄江道
。

待整治河段向下游推进到江面宽阔
、

主槽摆

动甚为频繁的储山湾后
,

因其主槽常贴南岸

(凹岸 )
,

很少有机会出现高滩
,

以提供筑堤

围涂的机会
,

只能先抛主力长坝控制河势
。

迫使主槽纳入规划路线
,

并起到促淤固滩作

用
,

然后采取堤坝并举来整治江道和围得滩

涂
。

在储山湾下游
,

高滩保留机率较大的萧山

头蓬一带
,

地处凸岸
,

选择有利时机
,

每次

集中数万至十万民工
,

于一个小潮汛内了天左

右潮水不漫滩的时间
,

突击修筑围堤
,

然后

抛石护坡
,

修建盘头或短丁坝来巩固围堤
。

以围代坝
,

缩窄江道
,

达到治江和围涂两者

兼得
。

目前在钱塘江海宁八堡 以上河槽已基本

固定
,

涌潮危害减轻
。

在整治 前 只 能 通航

30 ~ 50 吨以下的木帆船
,

现在 50 0吨 级 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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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能乘潮进出
,

通航条 件已有明显改善
。

钱塘江和杭州湾所围垦土她
.

的利用
,

限

于以往历史条件
,

主要用于种植水稻和经济

作物
,

少量用于水产养殖
、

种植瓜果蔬菜及

晒盐等
。

探大面积统计平均
,

实际垦种净面

积约为围涂面积的功肠
,

种植水稻一季亩产

近 4 50 公斤
,

棉花亩产为“公斤
。

钱塘江新围土地
,

因受长江和钱塘江淡

水影响
,

含盐度较低
。

土粒组成以粗粉沙为

主
,

毛细管孔径粗大
。

滩涂一经筑堤挡潮
,

下层盐分迅速 随毛细管
_

L升
,

在地表积累
,

使表层土含盐度逐渐提高
。

靠 自然 降 水淋

洗
,

效果不大
。

长年积累经验表明
,

采用 引水

种稻是迅速开发利用新围滩涂的有效途径
。

但因淡水不充裕
,

只能将引水种稻作为加速

新围土地开发利用的一项短期措施
。

一般种

水稻三四年后
,

土质盐分 比较稳定
,

再改早

地
,

种植棉麻
。

三
、

进一步开发治理面临任务

钱塘江河 口及杭州湾内港 口
、

海涂
、

潮

能和淡水四大资源共存
。

在制定开发治理方

案时需要统筹兼顾和区分轻重缓急
。

两岸堤

防安全和水域环境的保护均不应忽视
。

(一 ) 航运

对钱塘江和杭州湾的航运要求主要有杭

州湾北岸建港
,

钱塘江出海通航及南岸响千

吨级出海港口 等三方面
。

杭州湾北岸瘾可建港岸线长达42 公里
。

目前在乍浦镇 以东的陈山已建上海石化总厂

专用码头
。

在乍浦近期建成一 个万吨级泊位

和一 个3 00 。吨泊位
。

扩建乍浦港并开辟新的

港 口工业基地与沿海城镇应是这一带的开发

利用方向
。

从这里可 以打开浙江精华所在的

杭嘉湖地区出海通道
,

沟通河海联运
,

对发

展钱塘江和杭州湾北岸的经济大有得益
。

钱塘江作为浙江省第一大河
,

流经 19 个

县
、

市
,

流域面积 占全省五分之一
,

目前通

航条件虽比建国前大有改善
,

货运量逐年有

所增长
。

但从杭州出海的年货运量仅二三十

万吨
,

且未有出海的客运
。

远远不能与杭州作

为全省政治
、

经济和文化 中心的省会城市和

东方闻名的旅游城市相适应
。

出海航道的进

一步整治是一项面临的紧迫任务
。

目前钱塘江和杭州湾沿岸各辖区出海通

航条件一 般均不理想
。

尤其是南岸的绍兴市

没有一 个沿海码头
,

迫切希望结合曹娥江口

的整治能有一 个千吨级出海港 口
。

(二 ) 围涂

浙江省人多地少的矛盾 一直非常突出
,

人均的耕地只有。
.

65 亩
,

不及 全国平均数之

半
。

尚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改

善
,

基建用地和生活设施用地剧增
,

平均每

年要减少耕地十余万亩
,

另一方面人 口却在

以千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加
。

现有土地资源

不足已是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 补重要制

约因素
。

建国以来
,

在钱塘江和杭州湾沿岸已围

滩涂占全省围涂面积的半数
,

发挥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
。

目前这一 海域尚有可开发海涂资

源 1 20 余万亩
,

约 占全省与大陆相连 海 涂总

面积的三分之一
。

且多呈大面积连片分布
,

围涂工程投资相对较省
。

因其海涂土质以粉

沙为主
,

滩涂生物量稀少
,

加 上浪大
、

流急等

原因
,

不宜海涂养殖
,

故围涂和养殖在这一

地带没有矛盾
,

围海造地的潜力还很大
。

尚

由于成陆土地处于上海
、

杭州和宁波等对外

开放城市所环绕部位
,

更有其 较 高 利 用价

值
。

(三 ) 引淡

钱塘江和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遇干

旱年可从太湖引水
,

水源有所保证
。

而南岸

的 肖绍宁平原没有象北岸那样的有利条件
。

虽然在建国后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
,

使本区

供水能力有较 大提 高
,

但在大早年 仍 然缺

水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各部门用水量大

幅度增加
,

供需矛盾日趋尖锐
。

在目前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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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条件下
,

遭遇十年一 遇的旱 情 时
,

按

19 9 0年用 水 水 平 缺 水 6
.

3 2亿 立 方米
,

到

2 0 0 0年用水水平则缺水8
.

3 7亿立方米
。

钱塘江有丰富的淡水资源
,

从上游端富

春江 电站下泄的多年平均流量为 1 1 10 立 方

米/ 秒
,

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

从下泄水量中抽

引小部分经杭 甫运河东输
,

则是解决萧绍宁

平原缺水的一 个途径
。

(四 ) 潮汐发电

杭州湾潮汐能资源丰富
。

位居杭州湾中

部的乍浦坝址
,

可装机5 36 万 千 瓦
,

年发电

量达 1 61 亿千瓦小时
,

占全国可开发 潮 汐能

资源的四分之一
。

对于缺煤少电的浙江
,

以

至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区来 说
,

有 巨 大 吸引

力
。

一直受到水电
、

能源 和海洋 各 界 的关

注
。

由于投资浩大
,

工程难度也很大
,

近期

无开发的可能
。

只有按照全国的潮汐能利用

发展规划步调
,

在取得大
、

中型潮汐电站成

功经验基础上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

但不

宜忽视这一 巨大能源后备资源
,

一些前期研

究工作应予以考虑
。

(五 ) 防洪
、

防潮及排涝

钱塘江河 口的堤塘
,

历来受到主政者的

重视
。

在工农业迅速发展
,

人 口向城镇集聚

的今天
,

对沿岸堤塘 赋 以 更 为重 要 的使

命
。

在潮区界富春江电站至闻家堰 (距杭州

十余公里 ) 河段的堤防主要抗御山洪 ; 闻家

堰至杭州市郊七堡这段堤岸既要防洪
,

又要

防风暴潮 , 七堡以下河段最高潮位受风暴潮

控制
,

堤塘除防潮洪 以外
,

还要 抗 御 涌 潮

破坏
。

后两河段堤塘保护着杭嘉潮
、

萧绍和

姚北三大平原共9 00 万亩农田和 杭 州市及沿

岸数十座城镇的安全
。

钱塘江洪水位及暴潮

水位可 比保护地区地面高出3 ~ 4米
,

足见堤

塘安危的重要性
。

各种开发治理方案对洪
、

潮水位影响必需审慎考虑和作出相应防范
。

钱塘江河 口及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平原

成陆很早
,

在地质史上曾发生以太湖为中心

的地壳沉降
,

后又随长江与钱塘江河口沙咀

的发育
,

在平原沿江地带淤积了一条边缘高

地
,

因而形成现今周边高
、

腹地低的碟状地

形
。

随着南排工程的建成
,

杭嘉湖平原将有

2 5 。。平 方 公里面积的洪涝水量向钱塘江和

杭州湾排放
。

如北岸附近发生严重边滩淤积

或低潮位大幅度抬高
,

将对排涝带来不利
。

因

此在制定开发治理规划时需加注意
。

钱塘江河口及杭州湾 南 岸
,

经 历 代治

理
,

已有较完整的水利系统
。

沿岸新围地区

一般都建了排灌系统
。

南岸的肖绍平原建成

新三江闸后
,

排涝能力大为提高
。

但仍面临

着因钱塘江主槽走向变迁
,

使闸下低潮位抬

高
,

导致排涝发生困难
,

有待采用相应工程

措施来解决
。

(六 ) 水域环境保护

钱塘江和杭州湾 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工业

开发初期
。

必需及早注意到资源开发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正确关系
。

鉴于发展出海航运对振兴浙江经济的重

要作用
,

对于深水岸线的规划利用和港 口
、

航道保护应倍加重视
。

对于钱塘江和杭州湾

的开发治理方案
,

均必需论证对杭州湾北岸

水域的影响
。

随着工业和交通航运的进一步发展
,

工

业废水排放和油质泄漏等若不严加控制
,

必

将严重破坏本区水域环境
。

除直接影响钱塘

江上游沿岸农田灌溉和城镇用水以外
,

还会

对杭州
、

绍兴等历史名城和风景旅游胜地带

来不利的后果
。

钱塘江和杭州湾水产资源正在减少
。

目

前虽不属重要产鱼区
、

但从长远看
,

这片总面

积达 5 0 00 平 方公里的水域发展水产是有前

途的
。

况且我国著名的舟山渔场就在杭州湾

口外
,

海湾水质保护尤应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