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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之“最”

• 世界最長的河流中，長江 (6,300公里)被列為世界第

三最長，僅次於南美的亞馬遜河及非洲的尼羅河。

而我國的黃河則是世界第五長 (圖1)。

• 長江源於青藏高原唐古喇山，幹流沿途流經青海、

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江蘇、上海等11個省、市及自治區，而其支流

則流經甘肅、貴州、陝西、廣西、河南、浙江、廣

東等省的部分地區。長江最終在上海注入東海 (圖2)。

• 長江是我國最長的河流、年徑流量及流域面積亦是

最大。



圖1  我國的三級階梯地勢和主要河流圖
(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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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長江水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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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的上、中及下游

圖3  長江的剖面圖



• 源起自唐古喇山，長江的上、中及下游的特
徵如下 (圖3)：

1) 上游：長江自源頭到湖北宜昌為上游，主
要流經了我國地勢的一、二級階梯。由於
接納了大量支流的河水令水量大增，加上
地勢落差大，水流急，峽谷多，水力資源
豐富。

2) 中游：自宜昌到江西湖口為長江的中游，
流經平原區並接收了當地不同水系而令水
量大增，當中的荊江河段更是九曲回腸，
容易氾濫成災。



長江中游的特點是地勢平坦，水流緩慢，

江身屈曲，支流集中，水量大增及湖泊眾

多(江湖相通)，當中最著名的湖泊便有洞庭

湖及鄱陽湖。

3) 下游：長江自江西湖口以下為下游，流

經平原地區，由於水量大，地勢低平，容

易氾濫成災。

長江下游的特點是江面寬闊，支流短小，

江海相會，沙洲眾多。當中上海的祟明島，

便是由長江泥沙堆積而成的沙洲。



長江下游及河口地貌研習

• 長江是我國最長的河流，發源自唐古拉山，

沿途滙集了700多條大小河川，並於上海

市注入東海。

• 故此，上海市及蘇州一帶是可供研習長江

下游及河口地貌的一個區域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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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長江下游及河口主要河流地貌分佈圖



1) 太湖的形成：

• 長江中下游湖泊眾多，雖然當中形成的原

因各不相同，但都是與長江發育演變過程

有關的河迹湖。

• 蘇州太湖位於長江三角洲平原上。長江三

角洲上湖泊眾多，南部有太湖湖群，包括

太湖、淀山湖、陽澄湖等；而北部則有洪

澤湖群。



圖5  蘇州太湖
濕地



• 太湖的形成，與長江的發育過程關係密不

可分，它原是在長江河口形成的濱海潟湖

(圖6)，其形成過程如下：

1) 長江等河流帶著大量泥沙注入東海。

2) 入海後因水流擴散，流速減慢，加上潮

汐等因素，大量泥沙沉積在長江囗。

3) 長江河口及附近的錢塘江河口分別形成

兩組「八」字形的沙咀。

4) 若干時日過後，兩條河的沙咀相連，把

原來的海濱與海洋相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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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太湖形成
簡圖



5) 而形成的潟湖便是太湖。

6) 隨著三角洲向外延伸，太湖與海的距離

便越來越遠。

7) 潟湖中的水原是咸的海水，但與海洋相

隔後，潟湖周圍的河流河水不斷滙入湖中，

使之變為淡水。

8) 古太湖的面積很大，但因著河流帶來的

泥沙不斷淤積，令湖面不斷縮小，使古太

湖被分割成現在的太湖、淀山湖及陽澄湖

等。



9) 現今的太湖把水通過黃埔江泄入長江，

整個太湖水系能減少洪水對上海的威脅，

作用重大。

2. 長江三角洲的形成：

長江的含沙量雖比黃河少，但平均每年輸

入海的泥沙也近五憶噸，堆積於長江口，

填海造陸，形成長江三角洲，面積約為三

萬平方公里，高程一般為4-8米，河道縱橫，

湖泊棋布，土地肥沃。



現在的長江三角洲，是在過去約6,000年以來，

由古三角洲的基礎上形成而來的：

1) 大約在6,000年以前，長江在鎮江及揚州一

帶入海， 由於潮汐的影響，長江帶來的大部分

泥沙被沉積下來，形成八字形沙堤，南岸的沙

堤大致從江陰附近向東南往杭州灣延伸開去，

並與錢塘江的沙堤相連，形成古太湖。

2) 由於原沙堤比太湖高，長江口南岸的三角洲

地區至目前仍然維持以太湖為中心的碟形窪地，

故太湖平原亦被視為長江三角洲的主體。



3) 同樣地，長江口北岸的另一沙堤亦在揚州

附近向東延伸出去，達到南通附近，加上該

沙堤以北是由古淮河及黃河輸出的泥沙冲積

而成的里下河平原，形成了里下河碟形窪地。

4) 於是，長江口南、北岸兩個碟形窪地便構

成了長江三角洲的主體。

5) 與此同時，長江的泥沙繼續在沿海一帶不

斷堆積，形成新三角洲。



6) 隨著長江流域的植被被人類破壞，令長

江的輸沙量大增，加上人類在長江口修建

海堤，令泥沙堆積於海堤之外，加速了長

江三角洲的擴展。過去2,000多年以來，長

江三角洲的南北沙堤向外擴展了約7,500平
方公里。

• 由於上海是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

故此，上海的一般地勢低平，平均只有海

拔4米高。



• 上海因為是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

故區內河道交織，並有眾多湖泊。上海的

河流與湖泊，其上游大多與太湖相通，下

游則多匯入上海最大的河流黃埔江，再經

長江口流入東海。



3. 祟明島的形成

• 長江的河口處江面寬闊，加上海洋潮汐的

影響，水流較緩慢，有利泥沙沉積，在長

江口中心形成大大小小面積不同的沙洲，

而崇明島、長興島及橫沙島三島便是其中

之例子。崇明島面積超過700平方公里以

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沖積島，亦是我國的

第三大島 。



圖7  祟明島東灘
濕地



• 直到現在，崇明島東端以及上海市東部的

土地，仍因著長江口泥沙淤積，而不斷在

增長中。此外，在崇明島、長興島及橫沙

島三島以南，另再有新沙島形成及露出水

面，那便是上海現今最年輕的沙島—九段

沙了 (圖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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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長江河口三
角洲的發展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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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出現的沙洲：

圖9  長江口不同時期沙洲的發展與
崇明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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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上海的灘塗淤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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