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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水系及长江的位置



长江的世界排名

世界第一
• 流域人口4.3亿

• 使用长江水的人口5亿多人（其中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北方增加用水人口
7000多万）

• 岸线利用率（20%）和航运货运量（27亿吨，2017）

• 全部流经单一国家最长的河流。

• 世界第三
• 长江全长6300km，位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之后，居世界第三。

• 长江径流量9857亿m3，位于亚马孙河和扎伊尔河之后，居世界第三。

• 世界第十
• 长江流域面积180万km2，位于亚马孙河、扎伊尔河、密西西比河、鄂

毕河、巴拉那河、尼罗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尼日尔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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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地貌特征

长江流域内地势西高东低，总落差约5400m，呈现三个巨大阶梯：
• 青南、川西高原和横断山区为第一级阶梯，一般高程3500～5000m；
• 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和鄂黔山地为第二级阶梯，一般高程500～2000m；

• 淮阳低山丘陵、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低山丘陵组成第三级阶梯，除部分山峰高程接近或
超过1000m外，一般在500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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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地貌特征

• 长江流域高程大于500m的山地，面积约为111.90万km2，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62.1%；

• 500～200m的丘陵区（包括盆地）面积约为33.67万km2，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18.7%；

• 200m以下的平原（包括垅岗、台地）面积为34.55万km2，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19.2%。

• 长江流域山丘区占80%，耕地占比少

• 流域内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地震活动有很大差异。西部金沙江水系、大渡河、岷
江上游水系区属青藏高原地震区，地震强度大，频度高，流域内29次7级以上地震
全部发生在本区内，6.0～6.9级地震占全流域91%，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的
8.0级地震最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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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系特点
• 长江水系发育，直接汇入长江的大小支流约7000余条。

• 流域面积在1000km2以上的有437条，在10000km2以上的有49条，
80000km2以上一级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江、汉
江、赣江8条，以嘉陵江的16万km2为最大。

• 长度超过500km的支流有18条，其中超过1000km的有雅砻江、大渡河、
嘉陵江、乌江、沅江、汉江等6条，以汉江最长为1577km。

• 多年平均流量在100m3/s以上的支流有90条，其中在1500m3/s以上的有雅
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水、赣江、汉江等8条，以岷江最
大为2850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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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系特点

• 长江水系的河流可分为三种类型

• 峡谷型河流，包括金沙江和三峡河段、雅砻江中下游、岷江上游及其支流
大渡河、嘉陵江上游及其支流白龙江、赤水河、乌江、清江、沅江、汉江
上游等，占长江流域总面积一半以上，水能资源蕴藏量占全流域70％以上
，矿藏和森林资源丰富，人口不及全流域的1/5，经济开发程度较低。

• 丘陵平原型河流，包括四川盆地河段、长江中下游、岷江中下游、沱江、
嘉陵江中下游、资水、湘江、汉江中下游、赣江等。水能资源相对减少，
人口较为密集，土地利用率较高，交通便利，经济开发程度较高。

• 中下游直接汇入江湖的中小河流，这类河流的流域面积小，大多缺乏水能

资源，但耕地面积大，人烟稠密，农业发达，洪涝灾害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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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系特点

• 长江宜昌以上为上游，长约4520km，集水面积约100万km2，从宜昌到
江西湖口段为中游，长约955km，湖口以下为长江下游，长约938km。

• 长江源区河道为宽河谷、蜿蜒与游荡型相间，金沙江河道以高山峡谷为主
，也有像石鼓段宽河谷，金沙江总落差3300m，水能资源丰富。

• 川江河道是峡谷和宽河谷相间，水能资源丰富。

• 长江中下游河道分为顺直、弯曲和分汊三类，其中分汊河道长占60%，荆
江河段以藕池口为界分上、下荆江，上荆江以顺直为主，下荆江为典型的
蜿蜒形河道。

• 下游湖口至徐六径段，江心洲十分发育，汊道众多，湖泊星罗棋布，是我
国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长江大通以下为感潮河段，江水位受潮汐影
响，有周期性的日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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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系特点
长江流域湖泊众多，江源和金沙江地区有不少高原湖泊，其中江源地区多为咸水湖，约

占长江流域湖泊面积的 4%，较大的湖泊有雀莫错、玛章错钦湖、葫芦湖，滇北、黔西高原

湖泊约占 4%左右，著明的高原湖泊有洱海、纳帕海、滇池、沪沽湖、程海、马湖、邛海、

西湖（清水海）。长江流域大多数湖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占流域湖泊面积的 92%，我国五

大淡水湖有四个位于该地区，即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和太湖。

表 长江中下游主要湖泊概况

湖泊名称 行政区
水位

（吴淞基面，m）

面积

（km2）

容积

（亿 m3）

平均水深

（m）

鄱阳湖 江西省 22 3750 295.7 7.41

洞庭湖 湖南省 33.5 2625 167 6.37

太湖 江苏省 3.1 2338 44.3 2.08

巢湖 安徽省 10 770 20.7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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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文特点

气候

• 在我国有10个气候带中，长江流域就占有4个，即南温带、北亚热带、
中亚热带和高原气候区。长江流域位于东亚季风区，具有显著的季风气
候特征。

• 降水

• 长江流域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1087mm，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很不均匀
，总的趋势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江源地区地势高、水汽少，年降水量
小于400mm；四川省荥经县金山站的2518mm，为全流域之冠；安徽
歙县黄山站（云谷寺）的2394.6m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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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文特点

蒸发 长江流域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835mm，其地区分布很不均匀。金
沙江、汉江唐白河、赣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大于其他地区，超过1000mm

，以云南省龙街站的2034mm为全流域之最大值。

径流 长江流域径流总量大，上游屏山站多年平均流量4570m3/s,多年平均
径流量1443亿m3（1950～2006年）；宜昌站多年平均流量为14100m3/s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464亿m3（1878～2006年）；中游汉口站多年平均
流量为23300m3/s，多年平均径流量为7354亿m3（1865～2006年）；下
游大通站多年平均流量28500m3/s，多年平均径流量为8980亿m3（1951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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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文特点
泥沙

长江泥沙绝大部分来源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嘉陵江、岷江、沱江、乌江
，其中主要产沙区为金沙江和嘉陵江，占宜昌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的77%。

长江中下游泥沙主要来自宜昌以上，输沙量年际变化与径流年际变化类似，
具有大水多沙、小水少沙特性。1954年全流域大洪水，宜昌站年输沙量7.54亿
t，为历年之最。

近年来，受高产沙区降水偏少、大量水利工程修建、天保工程、水土保持及
河道采砂等影响，干流输沙量明显减小。

长江特点

项目 宜昌 枝城 沙市 监利 螺山 汉口 大通

输沙量
（ 万 t ）

2002年前 49200 50000 43400 35800 40900 39800 42700

2003～2006年 7020 8510 9750 10400 11900 13300 16300

2007～2008年 4240 5360 6220 8500 9340 10800 13400

2009～2012年 2920 3420 4460 6250 7600 9880 13200

与蓄水前相比(%) -94% -93% -90% -83% -81% -75% -69%

2003～2012年 4821 5845 6928 8358 9648 11426 14516

与蓄水前相比(%) -90% -88% -84% -77% -76% -71% -66%



长江水生生物
长江水系有鱼类400余种，其中淡水鱼类348种，以鲤鱼科鱼类为主。物种

数占世界相应目物种数的比例都在10％以上，表明长江流域淡水鱼类多样性在
世界鱼类资源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保护对象的16种鱼类中，长江流域分
布有9种：中华鲟、达氏鲟、白鲟、胭脂鱼、川陕哲罗鲑、滇池金线鲃、江豚
、秦岭细鳞鲑、花鳗鲡和松江鲈鱼，其中前3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鱼类中有166个特有种

，占鱼类总数的40%左右。

这些特有物种，由于所适应

的生境不同，或由于生态的

隔离，它们在长江水系内的

分布也呈现出区域性。长江上

游的特有种数量最多，计有

117种，长江中、下游有40种

，同时出现于上游和中、下游

的有9种。

长江特点



长江流域人文特点

• 长江自西而东流经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入东海。支流
展延至甘肃、陕西、贵州、河南、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8个省
（自治区）。

• 长江流域所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95%以上面积在流域范围
内的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和上海等6个省(直辖市)，
50%-70%面积在流域范围内的有贵州，25%-50%面积在流域范围内
的有陕西、安徽、江苏、云南4个省，10%-25%面积在流域范围内的
有青海、浙江、河南，西藏、甘肃、广西、广东和福建等5个省(自治
区)只有较少的面积在流域范围内。

• 长江干流不同河段有不同的名称，从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口—蘘极巴陇
至玉树巴塘河口称通天河；巴塘河口至宜宾称金沙江；宜宾到宜昌称
川江；枝城到城陵矶称荆江；南京以下常称为“扬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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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人文特点
长江中游文明

• 公元前7000-5000年彭头山文化，出现在洞庭湖澧水流域西北；城背溪文
化，出现在湖北种归柳林溪和宜都城背溪。

• 公元前4700-3500年的大溪文化，出现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

• 公元前2550-2195年的屈家岭文化，出现在湖北京山屈家岭，其分布东起
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出现在主要
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

• 4600-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出现在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这已经是
夏朝早期。

• 距今3700年的武汉市盘龙古城文化，已经是商朝时期。

• 中游接下来进入持续800年的荆楚文化，这就是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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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人文特点
长江上游地区

• 从沱江流域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制作水平看，四川盆地文化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发
展水平极高，反映了商代和周代长江上游地区人类文明发展水平，其先进程度甚至
超过当时的黄河流域。正是因为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大多数学者不得不承认长江
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和金沙文
化如此密集地集中在同一地区，后来发展成延续千年的巴蜀文化。

• 长江下游也不落后，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3000年）、马家浜文化
（公元前4700年）、崧泽文化（距今5000-60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

年）、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夏商）及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商代）和新干大
洋洲文化（商代）等，其中太湖流域良渚出土的玉器制作精美，数量以千计，号称
玉器王国，这些文化发展出后来的吴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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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是头号问题

• 沿江城市附近常年存在污染带（约700公里）

• 天然湖泊及中小水库富营养化、水污染

• 土壤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

• 主要江河船舶污染及突发水污染事故

• 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及地下水污染

• 城镇大气污染沉降及初期雨水加重了水污染

长江存在的
主要问题



珍稀和特有鱼类濒临灭绝
野生鱼类资源枯竭

原因

• 需要的水文及水动力过程变化

• 栖息地（三场一道）破坏

• 没有足够的食物（毁灭性捕捞）

• 水污染

结果

• 野生鱼类资源枯竭

• 珍稀和特有鱼类濒临灭绝

• 长江上“无鱼”感觉

长江存在的
主要问题



人类活动对于江湖干扰严重
自然河与人工河之争（河道控制）
梯级水电站及河流渠化及水文水动力过程人为控制（5万座水库）
河道整治、岸线利用（20%）、洲滩利用及硬质护坡
水资源利用率（20%）、引调水工程
河道采砂、泥沙及物质通量水库中集中
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外来物种入侵
山丘区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造成水土流失

长江存在的
主要问题



白鳍豚的故事

是中国特有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产于长江中下

游，曾经在长江生活和游弋超过2500万年，近10来多年再未被

发现，已经功能性灭绝。

长江存在主要问题



中华鲟自然繁殖危机

已经在地球上生活1.5亿年，比长江形成的历史还长，是名副

其实的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其自然繁殖地很小，

近年来自然繁殖量越来越少，甚至不繁殖（2013年到2015

年），今年能否产卵很难说，有消亡的可能。

原因：产卵场由原来

600公里减到6公里范围，

水温、底质及环境条件

要求苛刻。

长江存在的
主要



江豚面临危境

江豚，俗称“江猪”，本来不算珍稀，只要有吃的和必要的栖息

地就可以生存，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近10年来，由于缺少

安全的栖息地和食物（小鱼），目前少于1000头，比大熊猫的数

量还少，已经成为水上“大熊猫”，如果不加大保护力度，5-10

年也面临灭绝

长江存在的
主要问题



鲥鱼的故事

鲥鱼为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因每年定时初夏时候入江，

其他时间不出现，因此得名。过去主要产于中国长江下游干

支流，素誉为江南水中珍品，古为纳贡之物，为中国珍稀名

贵经济鱼类，鲥鱼与河豚、刀鱼齐名，素称“长江三鲜”，

现在已经灭绝，原因是栖息地被占及大肆捕捞。

长江存在的
主要问题



新时代水利工作总方针

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五次会议上，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新时代水利工作基本方针：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314讲话”同时提出的10大科学技术问题

水利发展方向



水利部工作思路的转变

2019年全国水利工作会指出：我国治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从人民群众对除水害兴水利的需求与水利工程能力不足的矛盾，转变为人

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能力不足的矛

盾。……，将工作重心转到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上来，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

水利科学研究要从工程建设向工程安全、运行管理、功能提升、资源

优化、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支撑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转变

水利未来发
展方向



水利工作方向已经变化

• 传统方向：主要围绕水利工程建设

农田水利，水工结构与材料，岩土力学，水力学，河流
泥沙与江湖演变关系，工程监理与检测等。

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宏观层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微观层面（新材料、仪器设备等）还有差距。

• 现在方向：主要围绕资源水利和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旱灾害预防、水土保持与
生态修复、遥感及空间信息、水利信息化、水资源管理、水
利工程调度运行和维修管理

水利发展方向



水利未来发展方向

• 防汛抗旱从工程建设及应急抢险向风险管理发展

• 水利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结合

• 水域与陆域结合（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

• 水利与卫生及健康结合（安全饮用水，减排及污
水处理，有机粮食和疏果生产）

• 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行业监管与计算机、互联网
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结合

• 水土保持与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结合

水利发展方向



水利未来发展方向

• 水利工程建设与高效运行、科学管理结合

• 水资源管理与水权、水价、水利经济结合

• 水资源管理与制度、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结合

• 水利工程、水情教育、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水文化
传承与发展结合

长江发展方向



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和目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景
中西部地区
利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优势，通过
引进产业、项目、资金、科技、人才
及管理经验，必将提升当地经济发展
的质量，缩小与长三角地区的差距

长江下游
可以将我国海岸线延伸到内陆几百
公里，不仅解决了沿海岸线资源紧
张的局面，也可以促进长江的内河
航运，降低物流和通关成本

上海及长三角地区
将作为我国通向海外的窗口，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有条件
成为世界顶级城市，成为世
界创业创新的中心

保护好长江流域的
碧水蓝天，不仅有
利于发展旅游和现
代服务业，也有利
于宜居城市的建设
和城市化的发展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的发展模式是世
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我国经济发展
提质增效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有大量成功
的经验可借鉴

长江发展方向



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和目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目标

目标

绿色

安全

美丽

和谐

绝大部分的产业、企业及其产品应该建
立在资源的高效利用、严格的污染物质
排放标准和最低的生态环境影响上

满足防洪、供水和人畜饮用
水安全，并维护生态系统的
健康，人和生物都要健康

尽量保留长江自然环
境、美丽景观和文化
遗产

人与水和谐、人与自然和
谐，使长江流域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协调、宜居、社
会文明、文化传承发展的
地方

长江发展方向



• 2016年9月水利部、国土资源部正式印发的《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划分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及开发利用区等四类功
能区，并对各功能区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

• 2017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部牵头编制完成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从污染控制角度，对于水、土壤、空气污染现状和治理目标提出了明
确要求。

• 2018年环境保护部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的编制工作，并开始实施监督管理

• 2019年自然资源部开展“国土资源空间规划”，制定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
积、自然岸线保有率、耕地保有量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用水总量和
强度控制等指标，也涉及国土空间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
局划分，力图实现“多规合一”。

•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主要目标
是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重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关键生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增长，水域生态环境
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
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长江大保护相关规划
长江发展方向



长江大保护相关专项行动

国家环保督查：中央生态环保第一轮督察从2015年12月起，经过3年多时间，完成
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并分两批对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生态环

保督察成效显著，“中央肯定、地方支持、百姓点赞、解决问题”。第一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累计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15万多个，第二轮
第一批已经开始，督察共交办群众举报问题约1.9万个。

河湖长制：水利部、环保部2018年完成河湖长制建立，并开展监督管理。水利部定
于自2018年7月起，用1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

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简称“清四乱”专项行动）一年中查出
6.7万个河湖“四乱”问题。

排污口排查：2019年2月生态环境部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 （第一批次）

正式启动。现场排查工作涉及江苏、浙江、重庆、贵州、云南五省市，排查范围将
近7000公里岸线。

长江发展方向



长江干流水质明显改善

2014至2018年期间，长江干流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其中，Ⅱ类水质断
面比例逐年增高，由2014年的33.3%上升到2018年的93.3%，干流水质提升情
况明显。

2018年，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等7条主要一
级支流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状况优良。2014至2018年，分析上述7条
主要支流的水质类别情况，其总体保持在Ⅱ至Ⅳ类水质，其中赤水河、嘉陵江、
清江、汉江近五年均保持在Ⅱ类水质，水质状况为优；岷江、沱江及乌江水质
均有不同幅度改善，主要污染因子为总磷。

2014至2018年长江干流断面水质类别逐年占比

长江发展方向



长江经济带发展科技问题

• 气候变化与水文周期定量分析

• 变化条件下长江水沙再平衡过程及对河道演变影响

• 水利工程群（控制性水库、大型引调水、大型水闸及泵站
）联合优化（智能）调控技术

• “长江模拟器” 相关技术集成（大数据应用，点线面数学
模型融合，智能诊断）

• 河湖健康评价及生态修复理论和方法

• 长周期、大尺度长江演变机理

• 不同尺度下长江人类活动影响的定量化研究

• 城市水文学水力学模拟及海绵城市技术集成

长江需要开展
的科学研究



科研与创新

• 科研是通过项目将数据或者信息转变成知识的过程
，伴随着培养人才，通俗的说是将钱（项目）变成
纸（论文或者著作、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证书）

• 创新则是将纸再变成钱的过程——将知识产权创造

出更高的生产力或者利润，推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

• 在科研、创新中培育人才。

总结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