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６　不同调度运行方式下中华鲟产卵场
各分区水流适宜区域面积（Ｑ＝６０００ｍ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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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各泄３０００ｍ３／ｓ则有利于长航船厂江段中华鲟
产卵。

（２）全由大江泄流，相对于１０００，６６７，４２８ｍ３／ｓ
几种单机平均下泄流量而言，６６７ｍ３／ｓ情况的适宜产
卵的水流区域面积相对较大，而下泄流量分配相对集

中（１０００ｍ３／ｓ）和分散（４２８ｍ３／ｓ）情况，则由于局部
底层流速偏大或偏小导致适宜产卵的水流范围减小。

（３）在全由二江电厂出流或大江、二江电厂各
泄３０００ｍ３／ｓ情况下，二江电厂尾水区和二江深槽
前后出现零星小范围水流适宜区域。

４　中华鲟产卵场水流条件改善措施
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中华鲟产卵场水
流条件改善措施建议：

（１）加大中华鲟产卵期葛洲坝下泄流量。在中
华鲟产卵期，随着葛洲坝下泄流量的减小，适宜中华

鲟产卵的水流区域范围亦相应减小。在葛洲坝下泄

流量为１５０００ｍ３／ｓ和１００００ｍ３／ｓ的情况下，适宜中
华鲟产卵的水流区域范围较大，而流量在６０００ｍ３／ｓ
时，适宜产卵的区域范围减小显著。因此，建议在中

华鲟产卵期加大葛洲坝下泄流量至１００００ｍ３／ｓ以上
范围，提高中华鲟产卵所需的水流适宜区域范围，有

助于改善产卵场繁育条件。

（２）优化中华鲟产卵期葛洲坝下泄流量调度运
行方式。在葛洲坝下泄流量为６０００ｍ３／ｓ的情况
下，不同开启机组方式对下游近坝段水流适宜区域

分布有一定影响。若采用全由大江电厂泄流且单机

平均下泄流量为６６７ｍ３／ｓ的运行方式，则可改善大
江尾水区水流适宜区域面积。因此，在枯水期（如

来流量低于６０００ｍ３／ｓ），建议尽量采取全由大江电
厂泄流且单机平均下泄流量为６６７ｍ３／ｓ左右的方
式调度运行，以提高产卵场适宜范围。

５　结　论
（１）随着葛洲坝下泄流量的减小，适宜中华鲟

产卵的水流区域范围亦相应减小。其中下泄流量为

１５０００ｍ３／ｓ和１００００ｍ３／ｓ的情况下，适宜中华鲟
产卵的水流区域范围相对较大，而在６０００ｍ３／ｓ时，
适宜产卵的水流区域范围显著减小，以长航船厂江

段范围减小最为显著。

（２）在葛洲坝下泄流量均为６０００ｍ３／ｓ情况下，
葛洲坝下泄流量不同调度运行方式对中华鲟产卵场

水流条件产生一定影响；若下泄流量全由大江电厂泄

流时有利于增大大江尾水区适宜产卵的水流区域范

围；相比１０００，６６７，４２８ｍ３／ｓ３种单机平均下泄流量，
其中６６７ｍ３／ｓ情况下大江电厂尾水区适宜产卵的水
流范围相对较大，而下泄流量分配相对集中（１０００
ｍ３／ｓ）和分散（４２８ｍ３／ｓ）情况，则由于局部底层流速
偏大或偏小导致适宜产卵的水流范围减小。

（３）根据葛洲坝下泄流量变化对中华鲟产卵场
水流条件影响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大中华鲟产卵期

葛洲坝下泄流量和优化中华鲟产卵期葛洲坝下泄流

量调度运行方式的中华鲟产卵场水流条件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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