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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黄河夺淮的影响，从1570年开始淮河下游由向东独流入海逐渐演变为南下入江，成为

长江一条支流。这一变化为长江河流地貌的演变增加了新的变量，改变了长江镇扬河段原有

的河槽特征和水流结构，洲滩冲淤、岸线进退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使用历史文献考证与古地图

判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群的形成年代与演变过程进行考证，认为裕民

洲、南新洲等沙洲至少在17世纪前已经存在于淮河入江口外，是成化、弘治年间藤料沙等沦没

后新淤长的沙洲。淮河入江后上述沙洲不断扩大、与新淤长沙洲一起向北并岸，致使镇扬河段

北汊消亡，并由江心洲型河床向弯曲型河床转化。曲流的形成又使位于上游凹岸的瓜洲受到

侵蚀，而位于凸岸的镇江不断淤积，长江镇扬河段逐渐演变为今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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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570 年淮河下游首次经里运河注入长江镇扬河段，此后淮河入江水量逐渐增加，

在 1851年淮河下游干流改道入江后达到最大。淮河入江改变了长江镇扬河段的河槽特

征和水流结构，镇扬河段的沙洲发育与江岸进退随之发生变化。徐近之在 1951年考察

黄泛区时已经注意到 1938—1947年间由淮北南泛的黄淮水沙可能对长江造成的影响[1]；

邹德森分析了黄、淮水入侵长江后对镇扬河段水流动力轴线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

河流地貌的变化[2]；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对历史时期镇扬河段的演变

过程的研究认为永定洲、补课洲、补业洲等沙洲形成于 17世纪，至 18世纪初并洲形成

南新洲，之后又淤长了裕民洲[3]；王庆等从河流动力地貌的角度复原了明代以来镇扬河

段的演变大势[4]，还有许多学者从地质、地貌、考古等方面对长江镇扬河段的演变过程

进行复原和模拟 [5-11]，但现有研究均未能揭示淮河入江与镇扬河段江心沙洲演变的关

系，而沙洲的演变与江岸的进退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镇扬河段河床演变

的研究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此外，镇扬河段地处长江河口区顶端，其变化对上游

河段有较大影响，因此对镇扬河段河床演变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上游各河段的演变规律

有进一步了解，为当前长江大保护与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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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镇扬河段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上起仪征，下至三江营，处于河海交汇地带，

变化幅度大、演变过程复杂。镇扬河段北岸为面积广大的三角洲冲积平原，南岸紧靠宁
镇山脉的北麓及晚更新世形成的下蜀黄土阶地，镇江港以下，矶头突入江中，控制着河
势的发展。1570年后，淮河洪水盛发时常漫过洪泽湖高家堰东南注入高宝诸湖[12]，再经
多条入江水道疏导，最终汇入芒稻河、廖家沟注入长江，在镇扬河段东段西起古瓜洲东
至三江营的区域内形成因两河交汇而产生的消能区（图1）。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一区域内
的古沙洲因淮河入江而产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整个镇扬河段河床演变的影响。

2.2 思路与方法
“将今论古”是研究历史时期地貌演变的重要方法，但在探讨历史时期沙洲演变时却

不能完全根据现代的情况向前追溯，因为有些沙洲具有漫长的历史，当它形成的时候，
河槽特征和水流结构都和现在有所不同。以现在的河槽形态和水流结构，都不足以说明
当时的成因[13]。因此，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古地图的判读，提取历史信息复原当时的情况
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镇扬河段河床演变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时期资料的特点，本文对
1570年以后镇扬河段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扩大与并岸过程主要利用地方志的文字记载与
传统舆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并考证了当时沙洲的分布；对19世纪以来由沙洲
并岸导致的镇扬河段河型转化主要利用地图数字化方法加以直观展示，并结合河流地貌
学原理探讨上述地貌过程的原因及影响。

3 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演变过程

3.1 淮河入江前沙洲的分布
根据万历《扬州府志》等文献记载，淮河干流首次入江发生于明隆庆四年（公元

注：使用GDEMV2 30 m分辨率DEM数字高程数据。

图1 长江镇扬河段示意图
Fig. 1 A sketch map of the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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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 ①。淮河入江前，江淮交汇处的长江镇扬河段上分布着开沙、藤料沙等面积广

阔的沙洲。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公元 1465—1505年），开沙、藤料沙等日渐沦没，沙

尾崩坍，此时东北对江淤长出顺江洲，周回四十余里，北界南新沙，皆大沙崩土所涨②。
对于开沙和藤料沙的解体，有观点认为是黄淮之水由运河、白塔河入长江，使河势大
变，将稳定的开沙、藤料沙极大部分冲走[14]。然而明成化、弘治时期，淮河干流尚未开
始入江，因此这种观点难以成立。镇扬河段曾为长江河口的顶端，下泄的河流径流与上
涌的潮流在此交汇，水流变化复杂，河床不稳定，容易形成汊河与河口沙岛。随着泥沙
增多与江面缩窄，宋至明末时镇扬河段的涌潮现象逐渐消失[3]，17世纪河口下移至江阴
河段[15]，海洋（潮汐）影响的沉积物和河口沉积物之间的分界线随之向下游移动，因此
开沙、藤料沙的解体或与河海相互作用及长江的河性有关，而非淮河入江所致。
3.2 淮河入江后沙洲数量的增加

万历《扬州府志》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前后，该书记载当时淮河入江
口外的沙洲名称有：新兴洲、卞家洲、裕民洲、保固洲、永丰洲、后宁洲、复业洲、永

兴洲、小新洲、顺洪洲、家家洲、鞋底洲、自升洲和复业砥柱洲③。将上述记载与成书于

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开沙志》中记载相互参照，可以复原明后期长江镇扬河段中
沙洲演变的整体趋势。崇祯《开沙志》记载开沙和藤料沙在成化、弘治年间逐渐瓦解
后，其崩土在江中逐渐形成新的沙洲：复兴中洲、守业洲、颜沙洲、南兴洲、复生洲、
中横洲、宝定洲、团洲围、基心洲、小洲围、东生洲、复兴洲、四案洲、黄泥洲、启业
洲、天理人心洲、柳洲、永定洲、中生洲、补惠洲、补新洲、复原洲、补兴洲、再兴
洲、卞家围、预鸣洲、丁家洲、孔家洲、骆家洲、蓝家洲、课洲、安复洲。南兴洲和顺
江洲是明末淮河入江口外较大的沙洲。

《长江地理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图于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之间
（1661—1667年） [16]，方位上南下北，反映了明末清初长江中的江岸与沙洲分布（图2）。图
上共有沙洲名 29个，分布于 16处沙洲上，其名称自西向东有：孔家洲；大沙头；小沙
头；在兴洲；华家洲、唐口子港、乐家洲、王家洲、米安洲；大洲头、卞小洲、卞大
洲、复生洲、鸡心洲；小南洲；夏家洲、蔡家洲；际洲；安复洲；永定洲、补宪洲；裕明
洲、黄泥洲、双岸洲；课洲、复课洲；蓝家洲（汛地）；永宁洲、长宁洲；里脑洲；顺江
洲、南新洲。

《江南水陆营汛全图》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绘制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前，方向上北下南，是一幅非常详细的官绘军事图[17] （图3）。图中绘出了瓜洲城外的连

城洲，根据民国《江都县续志》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连城洲成”④，可知该

图反映的约是1779—1843年间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形态。图中自西向东绘出了沙头、伏
生洲、再兴洲、丁家洲、大城洲、卞家洲、南城洲、八洲、南兴洲、顺江洲、开元洲、
安阜洲、和连洲、草洲、柳洲、中奠洲、东生洲等沙洲。图中对淮河入江口沙洲群的描
绘是许多小沙洲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一处大沙洲，这说明清乾隆以后舆图上常见的将淮
河入江口的沙洲群绘为一整块“大沙”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简化的表示方法，但也证明淮
河入江口处的沙洲群并洲趋势明显。几乎已经并洲的各个小沙洲仍然保持自己原来的名
称，这种现象即使在沙洲并洲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体现了地名的延续性。

① 万历《扬州府志》卷5《河渠志上》。

② 崇祯《开沙志》上卷。

③ 万历《扬州府志》卷4《芦洲》。

④ 民国《江都县续志》卷3《河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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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并岸过程

根据历史文献和古地图资料综合分析，裕明洲与裕民洲应是同一处沙洲；汴家洲与

卞小洲、卞大洲也应为同一沙洲；万历《扬州府志》所记之顺洪州应为顺江洲之误；后

（後）宁洲应为复（復）宁洲之误，民国以来的地形图多标示为伏凝洲；保固洲后多记为

伏固洲；复业洲即伏业洲、伏乙洲。长江镇扬河段中淮河入江水道外的汴家洲、顺江

洲、裕民洲、复宁洲、伏固洲、伏业洲等沙洲是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沙洲，虽然

其具体的形态甚至位置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其主体一直得以延续（图 4a）。崇祯《开沙

注：资料来源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号：平图020878)。

图2 《长江地理图》上的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群
Fig. 2 The sandbars outside the estuary of Huaihe River on the Geographical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注：资料来源于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数位方舆网站。

图3 《江南水陆营汛全图》(局部)
Fig. 3 Military Map of Jiangnan Corps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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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记载“顺江洲，周回四十余里，北界南新沙”，可知当时南新沙位于顺江洲以北，与

顺江洲时代相同。《长江地理图》上的南新洲和《江南水陆营汛全图》上的南兴洲也均位

于顺江洲以北，与顺江洲接界，因此应为同一沙洲，其名称由沙变洲，反映了沙洲的发

育过程；永定洲即后来的永奠洲；而伏生洲、再兴洲、丁家洲则是明末兴起并延续下来

的沙洲（图 4b）。《长江地理图》中整个沙洲群中位于最东部的沙洲为顺江洲、南新洲，

而《江南水陆营汛全图》又增加了开元洲、安阜洲、和连洲、草洲、柳洲、东生洲等沙

洲，这些沙洲是清康熙以前《长江地理图》上所没有的，应为康熙以后至道光年间逐渐

淤长形成，说明整个沙洲群的规模在扩大（图4c）。《江南水陆营汛全图》上在瓜洲城至

沙河港汛之间的江面上还绘出了新的沙洲，即佛感洲、连城洲、蚂蚁洲。连城洲出现的

年代在前文中已有论述，而佛感洲出现的时代则更早，文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瓜洲江

流北徙，河督用碎石法镶埽护岸，湍流至岸辄返沿，江渐成新洲，绵亘数十里，土人名

其洲曰佛保，此即佛感洲也”⑤。在《江南水陆营汛全图》上，可见沙洲群的西南方向是

一菓洲、小沙以及靠近整个沙洲群的大沙三处沙洲，在《长江地理图》出现的小沙头与

大沙头两处沙洲或与其有对应关系。一菓洲在后来的地图上被写作益课洲（图4c）。

⑤ 光绪《江都县续志》卷13《河渠考》。

图4 16世纪70年代至1868年淮河入江口外沙洲发育及并岸示意图
Fig. 4 A sketch map of the sandbars' expansion and merger outside the estuary of the Huaihe River emptying

into the Yangtze River (1570s-1868)

1516



7期 杨 霄：1570—1971年长江镇扬河段江心沙洲的演变过程及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淮河入江口处一直有新的沙洲名称出现，也有旧的沙洲名称消失。新增

沙洲名反映了沙洲数量增长，旧沙洲名的消失有可能是由于沙洲本身消亡，但更有可

能是沙洲之间的并洲现象使得许多小沙洲的名称被大沙洲的名称所取代。这一过程得

到历史文献记载和古地图证据的支持，乾隆八年《江都县志》记载江都县共有滨江芦

滩田 338848亩⑥，嘉庆十六年《江都县续志》记载江都县滨江芦滩田为 385883亩⑦，68

年间江都县的芦滩田增加了47035亩，这些新增加的芦滩是江都县沙洲淤长、扩大、并

洲的直接证据。从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全省舆图》中淮河入江水道附近对地名的

标注可以发现，明中后期以来文献中一直有记载的卞家洲位于沙头夹江以南已经并岸

的沙洲上，同样历史悠久的裕民洲已经与卞家洲合并，也属于已经并岸的沙洲。崇祯

年间《开沙志》中记载的复兴洲、补兴洲则位于沙头夹江以北的陆地上，比卞家洲和

裕民洲更早并岸。再兴洲在《江南水陆营汛全图》上还是江中的沙洲，而在《江苏全

省舆图》上再兴洲和补新洲沙头夹江西侧口门外，也属于并岸不久的沙洲（图 5）。连

城洲和佛感洲的并岸则使淮河入江的西部水道更加曲折，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沙头夹

江，原本位于淮河入江口外的沙洲在并岸以后成为淮河入江河口的一部分（图4d）。

⑥ 乾隆《江都县志》卷6《赋役》。

⑦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2《赋役》。

注：资料来源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编号：古籍001126209)。

图5 《江苏全省舆图》中已并岸的沙洲
Fig. 5 The sandbar merging north bank on the Jiangsu Provinc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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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镇扬河段河床演变的动力机制

4.1 淮河入江水道的扩展和水量的增加
淮河入江初期的频率和水量均十分有限，对长江河床演变的影响有限。随着黄淮关

系的演变，洪泽湖逐渐扩大并淤高，清口水利枢纽逐渐被出水不畅的问题所困扰，淮河
经高家堰下泄的频率不断增加[18]，入江水量逐渐增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总河杨
一魁实行“分黄导淮”，首次人工疏导淮河入江水道。清代初年，导淮入江成为重要的治
河方略，康熙年间在江都附近开挖人字河、太平河，重修芒稻河，淮河入江水道增加到
3条。乾隆时，入江水道增加至 5条，河道总宽度达 285 m。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
洪水冲毁新礼坝（即三河口），此后常年由三河进入高宝诸湖，再由入江水道流入长江，
淮河入江进入全盛时期，到清同治年间，各条入江水道宽度总和已达830 m，比乾隆时归
江河道总宽度增加了近3倍[19]。航空照片显示，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群中大部分围堤、夹江
流势与目前江中的流势一致，但淮河在入江河口外的裕民洲上存在着大兴圩、江心洲、
朱家垸和潘八圩4个北西—南东走向的围堤，是明清时期江淮在此交汇时留下的残迹[3]。
4.2 水动力条件的改变

从镇扬河段的河槽边界条件来看，南岸主要为基岩与黄土阶地，而北岸则为冲积平
原，南北两岸节点的存在对镇扬河段河形的发育起着控制作用[20-23]。西部的金山、象山和
东段的圌山构成右岸的节点，而左岸的古瓜洲和三江营两处节点恰好与南岸的节点相
对，使镇扬河段形成两端狭窄而中间宽阔的态势。其中古瓜洲是一处人工节点，为明清
两代的运河要津和江防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后，为对抗江水的侵蚀而修建的
人工护岸工程持续了一百多年。当河道由较窄的断面突变为较宽阔的断面时，原有水沙
流机械能中的动能将显著减小，因此泥沙会相应地落淤；当河道由宽阔断面突变为较窄
的断面时，因窄断面的壅水作用，会使泥沙在进入窄断面的入口前落淤[24]。镇扬河段恰
好符合上述两种情况，淮河未入长江前，镇扬河段应属于堆积式江心洲型河流，自明代
中期以后就有顺江洲、卞家洲、裕民洲等沙洲在江中发育，长江至此分为两汊。但江心
洲河型产生后，维持其稳定发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堆积式江心洲一方面需要较小的含
沙量来保证不易使汊道淤堵，另一方面还要求含沙量不能太小，以致不利于江心洲的淤
长或使江心洲渐渐被冲掉 [24]。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江心洲河型就不能维持稳定发
展，淮河在北汊入江后导致水沙条件发生变化，使镇扬河段下段的主流线渐渐向东南移
动，而北汊西侧口门与长江相互顶托，水流变缓，泥沙相应地落淤，导致北汊不断萎
缩，沙洲向北并岸，最终北汊演变为夹江。北汊的萎缩使东侧口门成为淮河主要的入江
通道，逐渐演变为现在的三江营入江水道，长江与淮河的水沙在此交汇，又使沙洲的尾
闾不断向东、向南延伸，由于三江营和圌山的节点作用，使泥沙在进入窄断面的入口前
落淤，大沙的尾闾不断向南延伸。
4.3 沙洲并岸导致的河型转化

淮河入江口外沙洲随着淮河入江水量的增加而持续扩大及向北并岸，最迟在1868年
前，这一过程已经完成。镇扬河段西段仪征至古瓜洲之间原是东西并列的征课洲和世业洲
两个沙洲，征课洲下移迅速，世业洲的上端受征课洲的隐蔽不受冲刷，而回水造成的落淤
使上端上涨，下游受瓜洲与金山节点的控制，停止下延，便造成上下游并洲的现象[13]。
长江过瓜洲后主流折向右岸，经北固山、焦山主流又挑向左岸，江面形成新洲、恩余洲等
沙洲，形成的夹江河道继续向北并岸。对1868年《江苏全省舆图》、1915年江苏陆军测量
局制 1:20 万地形图、1971 年总参测绘局制 1:20 万地形图共 3 种实测地图进行人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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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取长江镇扬河段河岸、沙洲等地理要素后绘制成1868—1971年镇扬河段演变过程

示意图（图6），由图可见，由于世业洲和淮河入江口外沙洲向左岸并岸后使河道由顺直向

弯曲型转化，瓜洲一带成为凹岸而镇江一带成为凸岸，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弯道横向环

流发育，不断发生侧蚀，同时不断向下游迁移。瓜洲原先为凹岸的顶点，随着曲流下移，

瓜洲以东开始受到侵蚀，真人洲（征润州）等原位于镇江以西，由于受凸岸下移的影
响，逐渐将镇江港覆盖。1868年后镇扬河段河床演变主要表现为河床向“S”型发展。

图6 1868—1971年镇扬河段河型转化示意图
Fig. 6 The evolution of the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of Yangtze River (1868-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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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淮河对长江的影响是随着入江水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淮河入江前，长江镇扬河段中
由于节点的控制作用淤涨江心洲，使河道分为南北两汊。淮河入江口外面积很大的沙
洲，原本是许多较小的沙洲。由于河流挟沙能力与流速高次方成正比，而长江的流量和
流速都很大，淮水入江非但无助于冲刷，反而在入江处形成一个消能环境，减缓长江的流
速，使长江所携带的部分泥沙落淤，导致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面积不断增加。永定洲、
裕民洲、南新洲等沙洲至少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是成化、弘治年间，藤料沙等消亡后
新淤长的沙洲，这些沙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并岸，导致北汊逐渐淤塞，淮河入
江的出口段向下游延伸。淮河入江口外沙洲的扩大、并岸以及世业洲的发育，改变了镇
扬河段的河槽特征和水流结构，原本较为顺直的分汊型河型向着弯曲型发育，曲流形成
后不断侧蚀，同时还不断向下游迁移，导致位于凹岸的瓜洲受到侵蚀最终崩塌于江中，
而位于凸岸的镇江不断淤积。凸岸沙洲的淤涨又进一步把深泓逼向凹岸，加剧了横向环
流的发展和江岸的崩坍，成为 20世纪 70年代以前镇扬河段河势剧变的根本原因。1970
年后陆续兴建的护岸工程使瓜洲至沙头河口间的六圩弯道逐渐稳定，但征润州的下延并
未停止，由此带来的河势变化使和畅洲岔道成为近50年来镇扬河段中变化最为剧烈的河
段，出现了主支汊易位。未来镇扬河段的整治工作需利用河道演变规律，因势利导，调
整和控制河势，加固全河段稳定河势的护岸工程。对和畅洲岔道的整治需要保证六圩弯
道水流顶冲点的稳定、抑制征润州的下延，从而确保和畅洲南北岔道的分流比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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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processes of the sandbanks in the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from 1570 to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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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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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ihe River had gradually draine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1570 AD, and finally became a tributary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transformation
added new variations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s fluvial processes by changing the
original riverbed features and currents of the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ree surveyed maps, discussed related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d some antique map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andbanks outside the estuary of the Huaihe
River. Some sandbanks including the Yumin Sandbar and Nanxin Sandbar appeared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due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original sandbars such as Tengliao Sandbar,which
disappeared during the Chenghua and Hongzhi reigns in the Ming Dynasty (1465-1505 AD).
Since the Huaihe River entere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the Yumin Sandbar and Nanxin Sandbar
had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banked to the north along with the newly-formed sandbanks. At
last, the northern channel of the Zhenjiang- Yangzhou reach demised and the riverbed
transformed from a straightforward bifurcation into a curved one. Accordingly, the formation of
meandering flow began to erode Guazhou Town on the upstream concave bank and silt
Zhenjiang Town on the convex bank, gradually reshaping the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to its current configuration.
Keywords: Huaihe River; lower Yangtze River; Zhenjiang-Yangzhou reach; fluvi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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