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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江滩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与途径

—
以镇江市征润洲为例

高 曾 伟

(镇江离等专科学校 镇江1 2 2加0)

摘 要

本文以镇江市征润洲的开发利用研究为例
.

探讨江苏省长江滩地资源开发利用原则与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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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江苏省境内长约4 5 k 2 m
,

江宽水深
,

出海便捷
,

被称为
`

黄金水道
’ .

由于长江

下游历史上多次发生南北摆动
,

加上来自上中游泥沙的沉积和海潮 的顶托
,

在长江中发育了

八卦洲
、

世业洲
、

和畅洲
、

太平洲
、

双山洲
、

长青沙等江心洲和大面积的边滩
.

其中大部分

已被开发利用
,

成为人烟稠密
、

经济发达的城镇和工农业生产基地
.

由于人 口的不断增加
.

城镇
、

工业和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
,

用地矛盾 日趋尖锐
,

近百年来新淤涨起来的江滩已成为

各地竟相开发的重要土地资源
.

怎样在确保河床稳定
、

防洪安全和航运交通的前提下
,

合理

地开发利用江滩土地资源
,

已是一项巫待研究的课题
.

本文将以长江镇扬河段南岸的征润洲

为例
,

探讨长江下游滩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和途径
.

1 土地利用现状
长江滩地根据其高程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高于平均高潮水位的高位滩地

,

基本不受江

潮影响
,

多 已围垦利用
,

成为经济较发达的老好区
.

第二类是在平均潮水位和平均高潮水位

之间的中位滩地
,

大部分为近二
、

三十年来围垦的新抒区
,

以农业为主
,

多中低产田
,

农业

产值不高 ; 堤外的中位滩地广泛生长着茂密的芦苇等植被
.

第三类是低于平均潮水位
,

只有

在枯水期才出露的低位滩地
,

又称为白水滩
,

是无覆盖植被的淤泥滩地
,

目前不能开发利

用
.

征润洲被第四系全新统的沉积物所覆盖
,

厚度 > 30 m
,

上层为淤泥质亚粘土
,

下层为细

砂中砂层
,

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

抗 日战争前靖江
、

泰兴等地农民在靠近市区的老滩围堤开

垦
,

种植小麦
,

至今才 60 多年历史
.

根据开发历史和开发程度
,

征润洲可分为老滩蔬菜
、

渔业
、

居 民区
、

新滩渔业 区和芦苇区 3 种土地利用类型
.

老滩面积 5 300 多亩
,

高程 4一 s m

(黄海水准 )
,

开发较早
,

人 口 较多
,

目前以蔬菜和淡水养殖为主
,

居民区与工厂交错分

布
,

成为准城镇生态系 统
.

新滩 面积 9 7 3 0 亩
,

高程 3一 sm
,

70 年代开发
,

以水产养殖为

主
,

辅以牧草种植
、

林木果树及禽畜饲养
,

人工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

淡水鱼亩产仅 3 o ok .g

老滩和新滩的堤外滩地
、

焦西滩 ( 96 0 亩 )
、

焦北滩 ( 600 0 亩 )均为芦苇所夜盖
,

已进人人工栽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6. 04. 008



19 9 6年 第 4期 土 壤
·

19 9
·

种管理阶段
,

亩产 20 担
.

白水滩有 2 万多亩
.

目前征润洲的土地利用 还处于初级阶段
,

存在不少问题
:
一是生产力水平较低

,

农业平

均亩产值仅 374
.

5 元
,

鱼类品种单调
,

以青
、

草
、

维
、

墉为主
,

经济效益不高 ; 二是垦殖率

低仅 6%
,

土地利用不充分
,

平均建筑密度仅 .2 4 %
,

开发较好的老滩也只有 1.0 2 %
,

堤内

还有 2 70 0 多亩未利用或半利用 的土地
,

占滩地面积的 1.2 5% ; 三是开发利用无统一规划
,

多头管理
,

较为混乱
.

2 开发利用的意义
.2 1 有利于长江岸线的稳定

开发利用江滩首先要围堤固岸
,

外面砌石护坡
,

有利于河床和岸线的稳定
,

也有利于保

持其下游沿江港 口
、

航道的深乱
.

.2 2 为城乡提供土地资源

江苏省沿江地区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800 一 1000 人之间
,

人多 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

征润洲总面积约 2 2 0 00 亩
,

其中可提供 3 8 0 0 多亩城市建设用地
,

解决 3 万居民的居住问

题 ; 提供 1 300 多亩菜田
、

2 6 5 0 亩精养鱼池
,

可解决 6 万居 民的蔬菜供应问题
.

苏州市有江

滩 9 2 7 5 2 亩
.

其中高位滩地和中位滩地就有 7 8 562 亩
,

大部分可以围堤开发
.

仅张家港市东

沙乡堤外芦苇滩地就有 10 1 90 亩
,

可围垦的有 8 0 0 0 亩
,

其中可辟为耕地的有 6 000 亩 〔 ’ 〕
,

江滩的确是一项可观的土地后备资源
.

.2 3 有利于防治吸血虫病

芦苇滩是钉螺的主要擎生地
,

长江中下游两岸是我国血防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9 9 3

年征润洲有螺面积已扩展到 1
.

1 万 m Z ,

严重威胁人民健康
,

随着芦苇滩的围垦
,

钉螺分布

面积将大为减少
.

.2 4 有利于提高环境质盆

围堤开垦后在堤岸两侧建造防护林带
,

堤内绿化
,

可增加绿地面积
,

改善生态环境
.

征

润洲的开发利用
,

可增加绿地 9 000 亩
,

改变镇江市人均绿地面积不足 3 m 2的状况
.

焦北滩

沿江风光旅游区的建设
,

增加 了人文景观
,

美化了城市环境
.

3 开发利用的原则
3

.

1 开发利用与河道整治相结合

江苏长江河段大部分流经平原地区
,

江岸坍淤不定
,

建国以来就坍失土地 47 万亩
,

坍

失集镇 50 个 〔2 ,
.

因此
,

江岸的相对稳定是开发利用长江滩地的前提
,

要使江岸稳定
,

必须

做好河道整治工作
,

把河道整治与江滩开发结合起来
.

征润洲是长江六好弯道南岸的凸岸大

边滩
,

其稳定性取决于该弯道的河势
.

六抒已于七
、

八十年代实施了护岸工程
,

河床演变已

由自然状态转向人工控制状态
.

在征润洲西侧的龙门 口也实施了护岸工程
.

这些措施不仅起

到了阻止坍岸
,

而且也起到 了稳定河势节点的作用
.

据水利部长江科学院对六好弯道的多次测算
,

该弯道半径 ( )R 已达到 10
.

sk m
,

接近长江

下游及 国内其它河流稳定性较高的 R 二 1 I k m 的曲率半径 (公式 R = o
.

58 8Q舒
,

大通站多年平

均流量 Q 。二 2 8 8 8 0 0 m ’ / s
)

,

故六抒弯道发育已趋成熟
,

根据对该弯道 11 个有代表性河床断

面的 7 个测 次 ( 1 969 一 1 9 9 2) 的统计分析
.

认为镇扬河段南岸也已基本稳定
,

征润洲稳定性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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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
,

开发利用的稳定性条件 已经具备
.

.3 2 开发利用与防洪
、

航运相结合

确保长江汛期 安全是开发利用滩地的又一个必要的条件
.

长江下游河道行洪水量很大
,

虽然行洪主要靠河床主槽
,

滩地对泄洪作用不大
,

但仍需注意在留足适应泄洪量的河宽前提

下逐步开发
,

并进行计算论证其影 响
.

征润洲的老滩
、

新滩已围垦
,

对长江防洪无影响
,

但

对焦北滩
、

焦西滩 3 m 以上的芦苇滩 围堤后对防洪也无明显影响
.

据长江水利科学研究院进

行的数学模型计算分析
,

认为在不考虑河床变形条件下
,

开发后可使镇扬河段水位比工程前

抬高 1一 2
.

2 c m
.

实 际上工程实施后河床必将进行自动调整
,

水位抬高值将低于计算值或没有

明显的抬高
.

因此征润洲开发利用对镇扬河段的防洪影响很小
.

根据开发利用与防洪相结合

的原则和围堤 的安全稳 固的要求
,

征润洲滩地高程必须大于 3 m 时才允许开发
,

围堤顶高要

超过各地规定的防洪设计标准
,

如镇江为 8
.

85 m
.

滩地的开发利用还必须有利于沿岸港 口的航运
.

征润洲的开发
,

将大大有利于保持下游

谏壁港和大港的深乱
.

为确保港 口船只畅通
,

谏壁港对岸的畅洲和张家港对岸的双山河的西

北一带滩地 尚不宜围垦
.

1 3 开发利用与血防工作相结合

芦苇滩是血吸虫的主要擎生地
,

在围堤开发时
,

在堤内要消灭芦苇
,

有钉螺分布的地区

要采取土埋灭螺和 药物灭螺等措施
,

避免人畜接触疫水
.

争取在开发利用前将血防工作做

好
.

.3 4 因地制宜
、

统一规划
、

分步实施

各滩地的 自然环境
、

人文环境不同
,

开发利用的方向
、

途径也不同
.

因此必须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
,

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

滩地开发利用要充分体现科学性
、

合理

性
、

超前性
,

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长远规划
,

根据财力和需要分期组织实施
,

防止开发

利用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

建立统一的江滩开发管理机构
,

杜绝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
.

处理

好当前与长远
、

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
,

坚持综合开发
,

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环境效益

相结合
,

以取得最大的综合效益
.

4 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途径

长江滩地的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

具有投资大
、

风险大
、

效益大的特点
.

滩地的开发

利用一定要在坚持上述各条原则的前提下有计划
、

有步骤
、

有组织的开发
,

以促使沿江城镇

建设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各滩地的条件不同
,

开发利用 的方向和途径也不会完全相同
.

滩地开发利用既包括对芦苇滩地的围且
,

也包括对已 垦滩地的改造
.

位于镇江市区北部的征润洲
,

其开发利用要与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总体规划相协

调
.

征润洲开发利用的方向是
:
经过二

、

三十年的建设
,

使征润洲成为基础设施完善
、

公用

设施齐全
、

生态环境优良
、

融现代化农副业生产基地
、

生活居住群落
、

风景游览胜地和生态

环保区域为一体的综合开发 区
.

可将 征润洲 的开发利用分为四大功能 区
,

即城市建设备用

区
,

农副业生产区
、

环保绿化 区和风景旅游区
.

.4 1 城市建设备用区

老滩与城市建成区相连
,

开发条件较好
,

供电
、

供排水
、

煤气
、

邮电
、

通讯均在合理的

供应半径之内
.

原来以农业和居住为主
.

可提供城市建设用地 3 8 0 0 多亩
,

容纳居住人 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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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该 区以 生活居住为主
.

配以少量无污染的一类工业用地和沿江部分码头仓储用

地
,

在一些不宜作建设用地的地 区
,

可发展稳产高产的农副业生产
.

为确保防洪安全
,

要将

现有的围堤加高到防洪标准
,

建造防护林带
,

搬迁改造污染企业
、

改造垃圾填埋场
,

修筑道

路等配套的城市基础设置
.

本区靠近金山风景区
,

地基承压力仅 10一 12t / m Z ,

故建筑物的

高度应低于 20 m
,

保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

使其与金山景区相协调
.

生活区 内还应设置

商业
、

金融
、

电讯
、

文教
、

卫生
、

体育
、

行政办公等公共服务机构
,

使之成为环境幽雅
,

生

活方便的花园式新城区
.

.4 2 农副业生产区

主要分布于新滩
、

老滩及其它各滩的部分地区
,

又可分为蔬菜区
、

水产养殖区和芦苇区

等
,

蔬菜区主要分布在新滩 ( 1 2 0 0 亩 )
、

老滩 ( 600 亩)
,

本区邻近市区
,

土壤较肥沃
,

今后应

发展成为集约化
、

园田化的城郊疏菜基地和机械化禽畜饲养基地
.

水产养殖区主要分布于新

滩 (2 6 5 0 亩 )和老滩 (800 亩 )
,

水源充足
、

供排方便
.

今后要增加精养鱼池面积
,

近期着重改

造非标准的老鱼池
,

提高单产
,

适当增加鳗
、

鳝
、

虾
、

蟹
、

鳌
、

珍珠蚌等高效益的特种水产

养殖
.

提高饲料和饲草的 自给水平
,

增加饲草种植面积
,

发展混合饲料加工工业
,

为不同品

种
、

不同生产时期的水产品提供复合饲料
.

栽种桑树
、

果树
、

发展桑蚕业
,

形成良性的生态

系统
.

待城市污水截留工程完成
、

内江水质改善后
,

可发展网箱养殖
.

芦苇区分布于征润洲

各滩 的堤外滩地
,

远期 面积约 1 500 亩
,

芦苇不仅有促淤护堤作用
,

也是镇江重要的造纸工

业原料
,

但不利于血防工作
,

待滩地高程 > 3 m 后可逐步围垦
.

农副业生产 区内应综合利用

各种资源
,

建立合理的食物链
,

组成良性的生态系统
,

形成饲料一养殖一加工一体化生产
,

提高综合效益
.

.4 3 环保绿化区

经镇江市政府批准
,

由世界银行贷款实施的污水整治方案
,

将市区的污水集中起来
,

通

过管道送到新滩东北部的去氧化塘
,

处理后排人外江
.

本世纪末在新滩
、

焦西滩建成 4 7 0 0

亩 的水生植物塘等环保 区
.

为减少二次污染
,

应在环保区周围栽种 1 50 一 Zoo m 宽的乔木隔离

林带
,

在区内营造大片用材林
,

做到环保与绿化相结合
.

.4 4 风景旅游区

焦北滩北临长江主乱
、

南靠焦山风景区
,

可在此建成 60 00 多亩的沿江风光旅游区
,

作

为焦山风景 区的延伸
.

该区包括长江运河风光旅游区
,

森林公园和水上乐园等
.

并同时建设

道路系统
,

配套各种服务设施
,

使之成为有特色的旅游区
.

江苏省沿江有可观的滩地资源
,

有的已初步开发利用
,

有的覆盖着芦苇和蒯草
,

在确保

河床稳定
、

防洪安全和航道交通的前提下
,

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

将会对江苏省的社会经济

发展起较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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