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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类似三峡的工程对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导致钉螺受到感染并扩散，对血吸虫病防治造成了
负面影响。鄱阳湖血吸虫病传播与其水位情况密切相关，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水位影响非常大。因
此，探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负面影响，既要考察三峡水库调度原则及运行方式，又
要研究鄱阳湖水位情况。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影响鄱阳湖水位的变化，改变了湖区生态环境，对鄱阳湖区血吸
虫病的防治造成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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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ree Gorges Project’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Schistosomiasis in Poyang Lak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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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jects similar to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chan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resulting infection and spread of Oncomelania hupensis，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The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ter level of Poyang Lake，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the water level of Poy-
ang Lake is very large． Therefore，explor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schistosomiasis in Poyang Lake District，we must not only investigate the
scheduling principle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Three Gorges Ｒeservoir，but also research the wa-
ter level of Poyang Lake，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affects the water level of Poyang Lake，chang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oyang Lake District，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schistosomiasis in Poyang Lak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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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1992 年 4 月 3 日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获得批准建设，1994 年 12 月 14 日

正式动工兴建，2003 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 年全面竣工。三峡水利枢纽大坝坝高 185m，设计蓄水水位

是 175m，汛期防洪限制水位是 145m，枯水期控制水位是 155m，防洪库容量为 221． 5 亿 m3。根据工程设

计需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每年的 5 月至 6 月为腾出库容增加泄流量，6 月中旬至 9 月底水库处于该水

位运行，10 月份开始蓄水至 175m。而鄱阳湖流域的主汛期是每年的 5 至 6 月份，10 月份又是鄱阳湖区

继伏旱后的秋干季节。因此，三峡水利枢纽以 5 至 6 月增加泄流量，而 10 月又减少泄流量的方式运行，

特别是有的年份为了蓄水减少泄流量还要推迟至 11 月份，均会对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拟就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负面影响展开讨论。

一、国内外的类似工程

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分为低坝和高坝。阿斯旺低坝修建之前，埃及血吸虫病流行区主要位于尼罗河

三角洲，20 世纪 30 年代埃及阿斯旺低坝的修建使得其国内许多区域全年可以得到灌溉，但血吸虫病的

感染率大幅升高，1934 年的感染率为 2 － 20%，到 1937 年飙升至 44 － 75%。阿斯旺高坝始建于 1961
年，1970 年竣工。高坝的修建基本上解决了埃及全境农田的灌溉问题，［1］( P22 － 25) 但工程大大改变了尼罗

河三角洲的生态，致使改区域血吸虫病的主要类型从埃及血吸虫病转向曼氏血吸虫病。［2］( P15) 这就是

说，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建设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导致钉螺感染和血吸虫病扩散，血吸虫病防治形

势非常严峻。
安徽陈村水库，又名太平湖，电站大坝位于安徽黄山区与泾县交界处的青弋江上，是安徽省最大的

人工湖。该工程的地质调查开始于 1957 年底，1982 年竣工验收。库区和坝址早在 1977 年就消灭了钉

螺，此后 20 年也未发现钉螺和新感染病人。该水库尾水灌溉工程总干渠地区通水前 20 年间也一直是

血吸虫病非流行区，但是，通水后至 1996 年有螺面积扩展到 9 万 m2，上下绵延 34km，支渠发现钉螺面

积达 6. 5 万 m2。1996 年调查发现钉螺感染率达 4%，1992 年干渠地区首次出现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病

例，1992 至 1996 年发现急性血吸虫病 5 例，慢性血吸虫病 184 例。［3 － 4］陈村水库的建设也改变了地区生

态环境，该区域从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变成了流行区。
埃及阿斯旺水坝和安徽陈村水库这样大型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着该区域钉螺的分布和血吸虫病流行。许多研究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5 － 8］虽然每个项

目建设的初衷、项目的规模、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差异很大，但其对钉螺的分布和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

有许多相似之处。影响主要包括: 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钉螺受到感染并扩散，社会经济变迁致使易感人

群的增加。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钉螺受到感染并扩散。水库及其排灌系统的建成，改变了库区的生态环

境。原来容易发生水旱灾害地方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农业生产得到保证。与此同时，排灌系统的常年通

水和农田常年灌溉，给血吸虫病的媒介———钉螺的繁殖和扩散创造了有利条件。埃及阿斯旺水坝和安

徽陈村水库的灌溉渠系统给钉螺的繁殖和扩散提供了契机。
社会经济变迁致使易感人群的增加。随着工程竣工运行，便利的灌溉条件促进了区域农业生产的

发展，农业人口逐渐增加和接触疫水机会也在加大。埃及阿斯旺水坝的修建，埃及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能

得到灌溉，不少农田得以开垦。农业人口随之增加，血吸虫病感染、蔓延亦随之而来。埃及阿斯旺水坝、
安徽陈村水库及其下游区域有着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库区及下游区域流动

人口活动日趋频繁，增加了外来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的概率。外来血吸虫病传染源的输入成为可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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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疫情大幅度上升和新疫情爆发的风险。

二、三峡调度原则、运行方式与鄱阳湖水位

鄱阳湖区血吸虫病传播与其水位情况密切相关，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水位影响非常大。
因此，探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影响，既要考察三峡水库调度原则及运行方

式，又要研究鄱阳湖水位情况，与此同时还要评估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这样，才可能厘清三

峡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影响。
关于三峡调度原则与运行方式，三峡水利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和发电及航运等功能，根据防洪安全

的原则，其设计的调度原则与运行方式为: 每年的 5 － 6 月，水库为腾出库容从而增加泄流量，主动将大

坝水位下调至 145m，即其防洪限制水位; 每年的 6 月中旬 － 9 月底，水库均维持在该水位; 汛期过后三

峡大坝开始蓄水至 175m; 12 月至翌年 4 月三峡工程通过放水来发电; 4 月底之前大坝控制水位不得低

于 155m，以确保大坝以上长江通航的需要。总之，三峡水利枢纽按季节来调节水位来调剂长江流量，以

达到防洪、抗旱和通航及水力发电的综合功能。
鄱阳湖水位受赣江、抚河、信江、饶河( 即鄱江) 和修河等五河与长江的双重影响。正常年份的 4 － 6

月是鄱阳湖五大河流的主汛期，长江的主汛期则是 5 － 10 月。鄱阳湖五大河流与长江的汛期重叠，鄱阳

湖水位年过程表现为单洪峰，否则为双洪峰。通常情况下，二者的汛期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单洪峰出现

的几率小于双洪峰。鄱阳湖第一个洪峰一般出现在 5 － 6 月，那是因为五河洪水到来; 鄱阳湖第二个峰

则由于长江洪水倒灌入湖而，一般出现在 7 － 9 月。如果五河洪水延后，或长江洪水提前，二者重叠，鄱

阳湖就会出现单洪峰。这往往会导致严重的洪涝灾情。正常年份，鄱阳湖五大河流进入汛期时间要比

长江早 50 天左右，鄱阳湖受长江洪水的顶托，甚至出现洪水倒灌，从而长时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位。［9］

三峡主要通过调节长江的流量以影响鄱阳湖水位。其对鄱阳湖洪水位和枯水位的影响不尽相同。
在正常年份，鄱阳湖第一个洪峰一般出现在 5 － 6 月，而此时三峡水利枢纽正在增加泄流量来降低水位

腾出库容以迎接长江洪水到来。三峡水利枢纽修筑前的有关资料显示长江干流来水会抬鄱阳湖水位，6
月上旬湖口抬高水位的最大值分别为:“大水年( 1954 － 1955) 1． 08m; 丰水年( 1964 － 1965) 1． 31m; 中水

年( 1956 － 1957) 0． 86m; 最小值 ＞ 0． 50m。”［10］这就是说，5 － 6 月三峡水利枢纽的运行将抬高鄱阳湖本

来就已较高的水位。20 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鄱阳湖区洪涝灾害频发加

剧。［11 － 14］三峡水利枢纽 5 － 6 月的运行方式无疑会加大鄱阳湖区的防洪压力。2010 年夏季鄱阳湖长时

间的持续高水位，也印证以上观点。持续高水位会加快钉螺的扩散，非常不利于血吸虫病的防治。
鄱阳湖处于枯水位时正是三峡水利枢纽的蓄水期，这无疑会加重鄱阳湖区的旱情。近年来，鄱阳湖

的水位连创新低。但有关研究表明，三峡水利枢纽蓄水并非鄱阳湖区旱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人以

2006 年鄱阳湖枯水期为例，详细分析了三峡水利枢纽对鄱阳湖枯水位的影响。2006 年“三峡大坝水位

自 9 月 20 日的 135． 39m 上升至 10 月 28 日的 155． 68m，相应地，鄱阳湖水位( 星子站) 降幅介于 0． 02 －
0． 91m，枯水位的出现时间比平常年份大致提前了 10 天左右; 实际上，由于当年度夏秋两季四川和重庆

的特大干旱影响严重，导致长江上游来水大幅减少，这对鄱阳湖枯水位严重偏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赣江、信江等五河来水偏少也是当年鄱阳湖枯水的重要原因; 计算结果表明，当年 7 月 30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三峡水利枢纽蓄水对鄱阳湖枯水位偏低的作用率介于 0 － 11． 7% 之间，而长江上游干旱

和五河来水贡献率合计高达 88． 3%以上，上述两者的影响均远大于三峡水利枢纽蓄水对鄱阳湖枯水位

偏低的作用。”［15］其他研究也支持以上观点，2006 年鄱阳湖区旱情更多地与长江及赣江、信江五河的流

量相关，并且与降水量、气温等气候因素直接相关。［16 － 18］因此，正常情况下，三峡水利枢纽蓄水的确会对

包括在鄱阳湖在内的下游引发一定程度的水位下降，但不一定会造成 2006 年那样的特大旱情。只有当

长江中上游及鄱阳湖流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的情况下，三峡水利枢纽蓄水对鄱阳湖枯水的影响才会被

放大。但三峡水利枢纽加重鄱阳湖区旱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会扩大鄱阳湖湖滩草洲的面积，延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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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的时间，都将对湖区血吸病防治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三、三峡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影响

湖滩草洲是钉螺理想栖息地，鄱阳湖区大致有 8． 13 万 km2的湖滩草洲上有钉螺分布，其中约 1． 67
万 km2湖滩草洲的染病风险极高。有调查显示: 鄱阳湖沿岸的余干、鄱阳、都昌、星子、永修、新建、南昌

和进贤等 8 个县约“7． 5 万头耕牛中平均上洲率为 54%，约 30 万头猪的上洲率为 9%，患病人数共约 20
余万，其中晚期病人 5，000 余例，每年发生急性血吸虫病 1，000 例左右，年新感染或重复感染人数达 3 －
5 万例，病牛为湖区血吸虫病主要感染源。”［19］因此，鄱阳湖区的湖滩草洲是区域内血吸虫病流行的重

要条件，而三峡引起鄱阳湖的水位和泥沙冲淤情况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湖滩草洲的发育与分布。
长江中下游地区雨量季节分布不均，致使水位落差甚大。一般年份，每年的 4 － 5 月开始涨水，6 － 8

月达到高峰，湖滩草洲基本全被淹没; 9 － 10 月，湖滩草洲随着水位下降而外露，冬季则几乎全部裸露。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以湖滩草洲为主的湖沼型血吸虫病疫区，共有钉螺面积 113 亿 m2，占全国累计面积

的 79． 5%，病人数占全国累计数的 42． 1%。［20］这里一直是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最广泛，防治任务最繁重

的地区。三峡水利枢纽竣工后，每年的 5 月特别是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大坝泄洪，鄱阳湖则会持续处于

高水位，加之鄱阳湖区本来就处于雨季，湖滩草洲少量积水和浅水期延长，有螺面积随之扩大，会导致急

性血吸虫病的流行和再感染的加剧。鄱阳湖区的 4 － 5 月份，既是人畜上洲的高峰季节，又是钉螺的繁

殖期，因此此时湖滩草洲少量积水和浅水期延的延长，会加重鄱阳湖区血吸虫病的疫情。有关研究也认

为，“影响鄱阳湖钉螺分布高程和有螺面积的决定因素是 4 － 6 月的水位。建坝后，鄱阳湖湖口站水位

在 4 月份略有上升，导致提前水淹 15 天。”虽然钉螺产卵高峰已过，但湖滩草洲的“浅水期将延长，浅水

面积也会因此将扩大，将使感染螺密度上升 20%或易感地带面积扩大 20%。鄱阳湖区因洲滩浅水期延

长，人、畜上滩活动增多，人群接触疫水时间相应增加，从而使部分地区的人、畜感染率升高。［21］

三峡水利枢纽竣工后，每年的 1 － 2 月鄱阳湖湖口水位被抬高，湖口、星子两地之间的水位落差减

小，3 － 4 月开始涨水，湖口出现泄流不畅的情况，会加速湖滩草洲的发育和钉螺面积的扩大。三峡水利

枢纽竣工后，长江干流水位得到有效调节，使其周年涨落差减少，延长了钉螺的寿命和适宜生长期，从而

有利于钉螺的孳生与牛羊的放牧，加重血吸虫病的疫情。多雨年份，三峡会拦蓄长江上游大部分洪水，

使得长江中下游区域不会发生，或洪涝灾害明显地减轻。原来在洪涝年份及雨季被淹湖滩草洲的面积

会缩小，比如三峡大坝建成后安徽省和县的湖滩草洲水淹时间比以前就短不少，［22］尤其是原来会被淹

半年以上的湖滩草洲基本裸露在外，钉螺的孳生地亦随之扩大。
三峡水利枢纽的运行，会使鄱阳湖区的草场扩大、畜量增加，血吸虫易感者与传染源也随之增加。

湖南、湖北两省的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湖南省 1995 年对 20 年疫区县调查表明，黄牛、水牛的血吸

虫感染率分别为 5． 48%和 9． 79%，依此推算，全省病牛有 12314 头。由于牛粪量大，直接排入螺区，所

以一方面既为易感者反复受感染，另方面又作为传染源广为扩散，形成恶性循环。”［23］另外，因民众上滩

活动的增多而增加了感染的机会。因此，湖滩草洲开发时要做好有关人群的防护工作，要尽量避免人群

感染。
正如“三峡工程论证”结论所论述的那样，三峡工程的建设有利亦有弊。这同样适用于三峡对鄱阳

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加精确的天气预报系统和快捷安全的通讯技术，完全有

可能将三峡水利枢纽的调度原则和运行方式变得更加科学合理，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综合效益，将其对

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当然，三峡工程对鄱阳湖区域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如本文关注的其对鄱阳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负面影响问

题，应该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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