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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干流径流变化及其对下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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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湄公河水资源丰富,径流时空变化大. 在阐述湄公河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下湄公

河干流径流变化及其对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影响. 研究表明:影响湄公河干流径流的水量主要来自老

挝,对湄公河干流径流贡献最大的是巴色―上丁段;流域水电开发和水资源利用,改变了下游水文条件,主要使

下游汛期洪水威胁减小,枯季径流增加;湄公河水倒灌进入洞里萨湖,在雨季蓄积大量洪水,对湄公河金边以下

径流起着天然调节作用,减缓了湄公河三角洲海水入侵和洪水影响,提高了旱季农业灌溉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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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与云南省,以
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部分河段是中国与缅甸、缅甸与老挝、以及老挝与泰国之间的国际边界,

图 1摇 下湄公河主要水系及水文测站分布

Fig. 1摇 Lower Mekong River Basin

于越南胡志明市西南面注入南海. 老挝首都万象与柬埔寨首都

金边均坐落在湄公河岸边. 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丰

富[1],生物多样性仅次于亚马孙河流域.
湄公河总长 4 880 km,流域总面积 81. 1 万 km2,为东南亚

第一大河. 国际上通常把中国和缅甸境内的湄公河称上湄公河

(Upper Mekong River),把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境内的湄公

河称 为 下 湄 公 河 ( Lower Mekong River ). 上 湄 公 河 全 长

2 395 km,其中中国境内 2 130 km,中、缅界河 31 km,老、缅界河

234 km,落差超过 4 700 m,流域面积 19. 4 万 km2;下湄公河全

长 2 485 km,其中老挝境内河长 777 km,柬埔寨 502 km,越南

230 km,老、泰界河 976 km[2-4],落差约 400 m,流域面积约

61. 7 万 km2 . 下湄公河水系情况见图 1. 上湄公河在中国境内称

为澜沧江,澜沧江主源为扎曲,河源海拔 5 388 m[4] . 湄公河的流

域面积及径流分配见表 1.
表 1摇 各国占湄公河流域面积及径流量比例

Tab. 1摇 Territory and runoff discharge of the six Mekong River Basin countries within the catchment

国摇 家 流域面积 / (万 km2) 流域面积比例 / % 径流量比例[1,5-6] / %
中摇 国 16. 7 20. 6 16
缅摇 甸 2. 1 2. 6 2
老摇 挝 21. 5 26. 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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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摇 家 流域面积 / (万 km2) 流域面积比例 / % 径流量比例[1,5-6] / %
泰摇 国 18. 2 22. 4 18
柬埔寨 16. 1 19. 9 18
越摇 南 6. 5 8. 0 11
全流域 81. 1 100 100

摇 摇 注:中国的径流量包括澜沧江干流的出境水量和其他支流直接流入邻国的出境水量.

1摇 湄公河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

湄公河流域位于亚洲热带季风区的中心,5—9 月底受来自海上的西南季风影响,潮湿多雨,5—10 月为

雨季;11 月至次年 4 月中旬受来自大陆的东北季风影响,干燥少雨,为旱季. 湄公河流域正常年降雨量从泰

国东北部的 1 000 mm 以下递增到老挝南部、柬埔寨和越南的山区边缘的 4 000 mm 以上,在柬埔寨平均约为

2 000 mm,平均年降雨量的年内分布很不均匀,年降雨量的 88% [4,6-7]左右集中在雨季 5—10 月份. 湄公河多

年平均入海水量为 4 750 亿 m3 .
下湄公河流域总用水量为 513. 50 亿 m3(见表 2),主要是农业灌溉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 94. 7% . 在下

湄公河流经的国家中,越南的用水量占流域总用水量的 51. 8% ,农业灌溉又占其全国用水量的 53. 3% . 越南

农业灌溉用水主要集中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
下湄公河水能可开发利用潜力为 3 000 万 kW,其中 1 300 万 kW 分布在干流上,其他在支流上,包括老

挝 1 300 万 kW,柬埔寨 220 万 kW,越南 200 万 kW. 目前,水能开发仅占 5% ,开发潜力巨大.
表 2摇 2007 年下湄公河流域用水情况

Tab. 2摇 Water use of the Lower Mekong River Basin in 2007

国摇 家
流域内人口 /

104 人

流域内人口占

全国人口比例 / %

生活用水 /

108m3

工业用水 /

108m3

农业灌溉用水 /

108m3

总用水量 /

108m3

农业用水占总用

水量的比例 / %
柬埔寨 1 300 90. 3 5. 20 0. 20 89. 54 94. 94 94. 3
老摇 挝 520 88. 1 2. 39 0. 20 39. 44 42. 03 93. 8
泰摇 国 2 310 36. 2 11. 23 1. 40 98. 09 110. 72 88. 6
越摇 南 1 870 21. 4 5. 45 1. 22 259. 14 265. 81 97. 5
合摇 计 6 000 35. 0 24. 27 3. 02 486. 21 513. 50 94. 7

摇 摇 注:数据根据湄委会[8]和世行资料[9]整理,工业用水不含水力发电用水;农业用水为 2004 年数据.

2摇 湄公河干流径流变化分析

根据湄委会资料分析,1960—2004 年下湄公河干流主要测站多年平均径流情况见图 2 和表 3[1,10] . 下湄

图 2摇 下湄公河干流主要测站多年月平均径流量

Fig. 2摇 Lower Mekong River mainstream mean
monthly discharge in 1960 to 2004

公河干流径流量主要集中在 6—11 月,占总径流量的比例从

上游清盛站的 79. 2%逐渐上升到下游桔井站的 87. 3% ,径流

出现时间比降雨时间滞后,但不超过 1 个月. 穆达汉以上各

站,最大月平均流量发生在 8 月;巴色以下,最大月平均流量

发生在9 月. 越往下游,月径流变化越大.
影响湄公河干流径流的水量主要来自老挝和上湄公

河[1,10] . 来自老挝的水量,万象站,枯季占 25% ,雨季占 38% ;
桔井站,枯季占 42% ,雨季占 54% . 来自上湄公河的径流量,
清盛站枯季占 96% ,雨季占 70% ;万象站,枯季占 64% ,雨季

占 39% ;桔井站,枯季占 32% ,雨季占 14% . 表明旱季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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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湄公河基流对湄公河下游干流影响很大,尤其是万象以上各站. 万象站以下,湄公河干流主要受来自于老

挝境内支流水量的影响.
按河段来说,对湄公河干流径流贡献最大的是巴色-上丁段,为 23% ;其次是清盛以上的上湄公河段,为

19% ;廊开-那空拍侬段为 18% ;穆达汉-巴色段为 15% . 湄公河上述 4 段河段各支流(含主源)的来水约占

湄公河总径流量的 75% .
表 3摇 下湄公河干流主要测站多年平均流量(1960—2004)

Tab. 3摇 Lower Mekong River mainstream mean annual flow at selected hydrometric stations (1960—2004)

测摇 站
集水面积 /

104km2

年平均流量 /

(m3·s-1)

年平均径流量 /

108m3

年平均径流深 /
mm

流量占全流域的比例 /
%

清摇 盛 18. 9 2 700 850 450 19
琅勃拉邦 26. 8 3 900 1 230 460 27
清摇 刊 29. 2 4 200 1 330 460 29
万摇 象 29. 9 4 400 1 390 460 30
廊摇 开 30. 2 4 500 1 420 470 31

那空拍侬 37. 3 7 100 2 240 600 49
穆达汉 39. 1 7 600 2 400 610 52
巴摇 色 54. 5 9 700 3 060 560 67
上摇 丁 63. 5 13 100 4 130 650 90
桔摇 井 64. 6 13 200 4 160 640 91
全流域 76. 0 14 500 4 570 600 100

3摇 径流变化对洞里萨湖的影响分析

柬埔寨洞里萨湖(Tonle Sap Lake)又称大湖(Great Lake),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世界著名的淡水鱼产

区之一,也是湄公河水系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湄公河的“心脏冶. 洞里萨湖的生物量相当于湄公河流域其他

地方生物量的总和,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洞里萨湖流域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冶. 洞里萨湖流域面

积为 8. 5 万 km2,产水量占湄公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6% . 洞里萨湖流域约 40% ~ 50%的洪水来自于本

地子流域. 洞里萨湖旱季(1—4 月)水体面积 2 500 km2,雨季最大面积可超过 16 000 km2,9 月底至 10 月初

湖水最大水深为 6 ~ 9 m,4 月底最浅,只有 0. 5 m 左右. 旱季最小库容为 10 ~ 20 亿 m3,雨季库容可达到

500 ~ 800 亿 m3 . 通常每年 5 月中下旬开始,湄公河水倒灌进入洞里萨湖,在 8 月下旬达到最大,多年平均入

湖流量约为 10 000 m / s3,超过该时段 25%的湄公河干流流量. 在 9 月下旬,湄公河水回落,湖水又流入到湄

公河干流,并在几周之内达到最大排泄量,水量也在 10 000 m / s3 左右. 洞里萨湖接纳湄公河水倒灌量多年平

均约为 300 亿 m3,大约占洞里萨湖最大库容的一半. 天然复杂的洞里萨湖库容和洪泛平原蓄积了湄公河干

流的大量洪水,对湄公河金边以下径流起着天然的调节作用,同时也接纳了湄公河上游 80% [1] 的泥沙和营

养物质.
澜沧江干流、老挝和柬埔寨在湄公河支流上的水电开发,老挝和泰国灌溉体系的扩展,泰国向内陆调水

等都对洞里萨湖生态系统产生现实或潜在的重大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但影响关系十分复杂,
尤其是在多因素综合影响条件下.

上、中游水电开发,导致下游水文条件改变,影响湄公河干流流量,主要是影响下游径流月分配过程,使
湄公河干流雨季洪水流量较少,旱季水量增加. 从而,雨季减少洞里萨湖的倒灌水量,并且伴随着上游来沙量

显著减少,影响洪泛平原的泥沙淤积量;同时,旱季使洞里萨湖出流水量减少,降低依赖洞里萨湖调节湄公河

下游干流径流的作用. 另外,由于大坝阻断河流,妨碍鱼类洄游,影响水生生物环境.
上游老挝和泰国灌溉用水量的增加以及调水工程的建设,将会减少湄公河下游干流的枯季径流量,可能

促使洞里萨湖水加快排泄,影响下游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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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径流变化对湄公河三角洲的影响分析

湄公河三角洲始于金边以下,河流过金边后分成两支,一条称湄公(Mekong)河,一条称巴塞(Bassac)
河,在越南境内叫前江和后江,这两江把三角洲分成 3 个部分. 在越南出海口,前江又分成 6 条支流,后江分

成 3 条支流入海,经 9 个河口入海,因此湄公河入海河段又称九龙江. 湄公河三角洲面积近 5. 5 万 km2,其
中,越南 4. 4 万 km2,柬埔寨 1. 1 万 km2,平原大多数面积海拔小于 5 m,平均海拔不到 2 m,是东南亚最大的

河口三角洲、重要的稻米产区之一,也是越南的“粮仓冶.
湄公河三角洲干旱和洪涝灾害频繁,饱受潮汐和海水入侵的影响. 湄公河三角洲海水入侵主要发生在旱

季低流量时. 昼夜潮差从河口的 3. 0 ~ 3. 5 m 到芹苴(距河口 90 km)的 1. 5 ~ 2. 0 m,再到距海岸 190 km 的新

洲和朱笃的 1 m,由此形成每年 3—4 月枯水季节海水的严重入侵. 平水年旱季,海水入侵面积为 1. 5 万 ~
2. 0 万 km2 . 1998 年特枯年份,有研究表明[11],海水入侵面积达到 2. 85 万 km2,大致相当于湄公河三角洲面

积的一半.
由于洞里萨湖对湄公河径流的调节作用,改变了金边以下湄公河干流洪水的洪峰过程,降低了洪水对三

角洲地区的影响. 在旱季,提供了更多的可利用水资源,增加了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业灌溉水量,并提高

了保证率. 旱季干流流量的增加,也意味着减少了河口三角洲海水上溯的距离,减缓了海水入侵的影响. 因
此,洞里萨湖对湄公河三角洲的作用意义重大.

上游水电开发,枯水季节使下游河道流量增加,旱季进入三角洲的流量增加 10% ~ 20% [1],有利于下游

旱季供水和农业灌溉,也有利于湄公河三角洲防止咸潮上溯. 同时也减少因季节性洪水泛滥带来的泥沙

淤积.
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由于旱季农业灌溉用水量的增加,会减少上游下泄水量,影响下游农业灌溉,并加重

湄公河三角洲咸潮上溯和扩大海水入侵面积.

5摇 结摇 语

(1)湄公河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境国际河流之一. 湄公河水资源丰富,径流时空变化大. 最大径流发生在

8,9 月份,最小径流一般发生在 4 月份. 对全流域径流贡献最大的是老挝,其次是泰国和柬埔寨;对湄公河干

流径流影响最大的是老挝;按河段来说,对干流径流贡献最大的是巴色-上丁段,澜沧江干流的水量主要影

响万象以上河段.
(2)流域的水电开发和水资源利用,主要使湄公河干流洪水流量减小,枯季径流增加. 由于下湄公河流

域基本属于农业国家,农业灌溉用水量很大且占总用水量的94. 7% ,对流域的消耗性用水影响很大,所以旱

季农业灌溉用水量的增加,将会影响湄公河三角洲的用水和生态环境.
(3)洞里萨湖是湄公河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湄公河金边以下径流起着天然调节作用. 干流径流

条件变化对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三角洲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但影响关系十分复杂. 对水电开发和水资源

利用的叠加、累积影响,本文未涉及,今后应加强研究.
(4)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建议湄公河流域内六国携手合作、正视问题、相互沟通、彼此信任、信息共

享、求同存异、共同开发、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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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Mekong River runoff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kong River downstream

ZHONG Hua鄄ping, WANG Jian鄄sh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鄄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摇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Mekong River is rich in water resources and has a larg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runoff. On
the basis of description of the Mekong River water resources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kong River runoff vari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Tonle Sap Lake and the Mekong Del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low of the Mekong River comes mainly from Laos and the segment of Pakse鄄Stung Treng is
the biggest source of flow to the Mekong River; th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downstream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which causes the downstream flood threat to reduce in the flood
season and the runoff to increase in the dry season; the flow reversal of the Tonle Sap Lake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accumulating a large number of floods from the Mekong River, functions as a natural regulation of runoff in the
downstream of Phnom Penh, reduces the Mekong Delta seawater intrusion and flood peak,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during the dry season.

Key words: Mekong River; runoff; Tonle Sap Lake; Mekong Delta;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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