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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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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大都市，如上海、纽约、伦敦等

均坐落在河口地区，研究河口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著名的河口学专家、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

沈焕庭平时对后辈们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他的心永远在祖

国的“河口”。

以“上善若水”之心
为河口治理出力

以责任和担当 提科学建议1

苏州河畔的花园小区，是沈教授在购房时特意
的选择，除了离华东师大近、小区环境和房型都不
错，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水”。小区里有数百米的河
岸线，沿岸有亲水平台和林荫步道。他说：“选房子
时总会想到孔子的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大

半生搞的研究几乎都与水有关，对水情有独钟，晚
年期盼傍水而居。”

如今退休在家，除了照顾老伴，沈焕庭还有不
少业余爱好。他喜欢打太极拳、玩奇石、剪报纸、看
电视、听音乐、练书法和养花种菜。的确，这些爱好

对沈焕庭来说只是一种“调剂”。因为，即便是耄耋
之年，他还在牵挂着一生钟爱的事业——河口治
理。至今，河口学中的诸多问题仍萦绕在他的脑海
里，他始终对河口学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对探索河口的奥秘仍有着无穷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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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上海找到最佳饮用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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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
颜色？

蓝色。

天空是蔚蓝色的，天高任鸟飞。我

自从走进了地理学科的大门，就立志要

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天空里展翅

翱翔。

海水是蓝色的，我是研究大江大海

河口的，向往滋养着地球的那一汪蓝色

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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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最崇敬的人是谁？

童年时最崇敬的是父母，他们虽识字

不多，但明事理、勤劳、朴实和富有智慧。

在胶南初级中学，我最崇敬的是孙荆楚校

长，他的爱国思想、渊博学识和不屈不挠精

神，使我萌发了艰苦奋斗、读书救国的思

想。进入华东师大后，我最敬仰的是中国

近代区域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也是地理

系的首位主任李春芬教授。他严谨治学、

为人师表，为我树立了做人治学的典范。

|

▲ ▲ 您最想分享给后辈学人的
是什么？

从长远看，只有基础理论研究搞上去

了，科学技术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应用研

究也只有深深地植根在基础研究的沃土

之中才能搞好。搞基础研究往往投入许

多也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定要

有人去做，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我冀望

后辈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让别人有你更

美好，让社会有你更光彩。

Q&A

从乡村师范生“转
型”为大学博导，研究足
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家里的书柜，不仅有国内外有关河口海岸

的论著、教材等，还有他用心血和智慧凝结而成

的一本本学术专著。书桌旁一摞杂志可以信手

拈来。“至今我还会定期收到好几本专业学术期

刊，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和科研信息，对我来说

也是宝贵的学习机会。”沈教授说。

退休后，沈焕庭已出版论著4部，又获得教

育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个。不久

前，经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他写了一篇3000字

的建议书《将长江口北支治理成健康河口已刻

不容缓》提交给国家相关部门。北支是长江出

海口的一级汊道，它西起崇明岛头，东至连兴

港，全长约83千米，流经上海市崇明区，江苏省

海门市、启东市。历史上，北支曾经是长江入海

主通道。如今，进入北支的径流量不断减少，潮

流作用相应增强，使北支河道转化为以涨潮流

作用占优势的涨潮槽，涨潮流带进的泥沙，落潮

流不能全部带走，引起北支河床淤浅加剧，已失

去大轮通航的价值。对此现状，沈老先生忧心如

焚。他说：“有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必须发挥自

己的专业特长，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并提

出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北支

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建成健康河口有利于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有利于启东、海门的大发

展，形成与长江口南翼浦东比翼双飞的新格局，

将使长三角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求索脚步不歇 踏实做好事2

今年3月，这位87岁的老教授还做了一件

让人竖大拇指的事。他向华东师大捐资25万元

设立“沈焕庭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与河口海岸

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等交叉学科耦合研究的

优秀学生以及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他

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河口海岸事业，让河口学

发展得更快，让河口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沈焕庭的主攻

研究方向就牢牢地定位在两件事情上，一是

“让上海市民喝到好水”，二是“防御岸滩侵

蚀”。2002年，他和同事们与相关单位合作开

展了“上海水源地环境分析与战略选择研究”

和“长江河口段岸滩侵蚀机理及趋势预测研

究”。尤其是前者，阐明了建立新水源地的必

要性，提出了上海水源地战略选择的6个原则，

对3个可比选的水源地的主要优缺点做了全

面、深入的对比，提出上海水源地的重点应从

黄浦江向长江口转移，青草沙水源地是本市管

辖范围内最佳的水源地。此成果获上海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

“夕阳无限好，莫怕近黄昏。将余热继续

奉献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奉献于吾土吾

民。”这是沈焕庭在《我的河口研究与教育生

涯》一书中写下的自勉。“一辈子能把一两件事

情做好就已足够了。”这是一位河口专家对事

业、对人生矢志不渝的求索。

河口，在沈焕庭心中有着足够的
分量，也寄托着无尽的情感。
对沈焕庭为人为师为学的人生

评价，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都会不
约而同地想到“上善若水”四个字，水
善万利而不争，与人无争却又能泽被
万物。与河口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
老先生，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和困
苦，他都始终初心不改且永远怀着一
颗善良的心。

庭므춥

历任华东师大河口海岸学研究所所长、终

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理大气海洋评议

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学

科评议组成员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1项、省部（市）级科技进步

奖15项，以及全国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

等荣誉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邵晓艳 制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向往滋养地球的一汪蓝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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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源于纯朴信念
“我出生的无锡西漳区锡北运河畔城塘村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湖荡河流星罗棋布。我们

沈家的墙门砖雕精美，上方镶嵌着‘聿修厥德’

四个大字，彰显积德行善的祖训。”沈焕庭说，

“我的父亲15岁时就到亲戚开的一间专门孵小

鸡孵小鸭的孵坊做学徒。他不仅字写得好，还

打得一手好算盘，几年后便当上了孵坊的账房

先生。没想到，淞沪抗战爆发后，我的家乡落

入了日寇的铁蹄。由于我父亲工作的孵坊靠近

江阴要塞，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厂房被炸毁，

父亲只得回家靠种田艰难维持生计。所以，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特别憎恨无恶不作的日本侵

略者。”

7岁那年，沈焕庭进入了城塘小学。“老师要

求很严，谁课堂作业未完成，谁考试不及格，谁骂

人讲不文明话，老师要用关‘饭学’、拿戒尺打手

心、用红墨水在嘴上画圈等来惩罚。我深知父母

含辛茹苦把我送进学校不易，因此能自觉遵守校

规，认真学习，从未受罚。”他说。

13岁，沈焕庭考进了私立胶南初级中学，遇

到了一批爱国、有学问、有骨气、热心教育事业的

好老师，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对他人生观、世

界观的形成注入了珍贵的正能量。

16岁，沈焕庭考取了学费、膳费全免的江苏洛

社师范学校。这是一所秉承陶行知教育思想创建

的闻名遐迩的乡村师范。毕业时，他已做好去当

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的准备，突然接到被保送到华

东师范大学深造的通知，人生轨迹因此改变。

19岁保送进华东师大后，首先要求选择专

业，他第一志愿是物理系，因选物理的人太多，学

校要求填写第二志愿。在中师时，他学了不少有

关天文、气象、地质等自然地理知识，加上当时地

理系的老师大多来自著名的浙江大学，拥有胡焕

庸、李春芬、严钦尚等多位著名教授，他便填了地

理系。

“党和国家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和无微

不至的关怀，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优

异的成绩来报答党、国家和父母的恩情。就这样

一个纯朴的信念，给了我巨大的学习动力。”沈焕

庭说，在四年学习期间，他勤奋学习，既提高了政

治觉悟、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培养了科学研究能

力，毕业后留校任教。

足迹遍及河口海岸
在华东师大工作期间，沈焕庭结识了同为地

理系比他低两届毕业的师妹凌瑞霞，他们结为了

连理，生了一双儿女，相濡以沫走到今天。

华东师大自然地理学创建于1951年，为我国

规模最大的自然地理学科，1957年该系又创建了

我国第一个河口海岸研究机构。沈焕庭先后担

任河口研究室主任、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河口

海岸动力沉积与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带领着同事们向河

口与海岸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河口海岸学成

为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学科。

我国入海河口众多，类型复杂。沈焕庭等结

合长江口通海航道的开发利用，对河口的动力、盐

水入侵、冲淡水扩展、河口最大浑浊带、物质通量

和陆海相互作用等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和前沿性

研究，率先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专门讨论河口最大

浑浊带的论文——《长江河口最大浑浊带的变化

规律及成因探讨》。之后，同类研究在我国瓯江

口、椒江口、珠江口、黄河口等其他河口相继展开。

上世纪80年代末，沈焕庭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支持下，以长江河口最大浑浊带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研究相结合的学

术思想为指导，对河口最大浑浊带进行深入的

综合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河口浑浊带

的著作——《长江河口最大浑浊带》。

沈焕庭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河口拦门沙航道

水深改善、排污口选址和水环境保护等提供了重

要科学依据，丰富了河口最大浑浊带的研究内

涵，推动了河口沉积动力学的发展，把河口学发

展推上一个新台阶。

沈焕庭的研究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他

参与了全国河口海岸学科发展和开发利用的规

划制订。他曾受原国家教委科技司的委托，参加

《海岸带及邻近海域开发》报告起草工作，主持完

成《河口综合开发》等起草和总课题的汇总，形成

的系列文本成为开发我国海岸带及邻近海域的

重要参考文件。

曾任上海纽约大学和华东师大校长、中国地

理学会副理事长的俞立中教授说：“沈焕庭先生

是国内最早参与河口海岸研究的‘四大金刚’之

一。在科研实践和教书育人过程中，他不仅积极

倡导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研究与地质地貌过程

研究相结合，而且付诸实践，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河口学的综合学科体系不懈努力，推动了河

口学的发展。”

淡水开发成为“样板”
沈焕庭曾参加或负责黄浦江、苏州河污水治

理，长江口、闽江口通海航道治理，三峡工程和南

水北调对河口影响，长江上海城市第二水源地选

址等多项重大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的盐水

入侵等相关理论，为上海宝山钢铁厂“避咸蓄淡”

水库的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成为国际“样板”。

“当时根据联合国专家组的预测，上海是21

世纪饮水严重缺乏的六大城市之一。黄浦江是

上海的主要供水源，但从长远看，黄浦江的水量

和水质都难以满足上海发展的需要。将长江作

为上海城市供水的第二水源，是未来可期的选

择。”沈焕庭说，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系列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1976年，原国家水利电力部提出

南水北调东线方案后，社会各界对此质疑不断，

焦点是会不会加重长江口的盐水入侵，从而影响

河口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生活和工农业用水。

1978年，受中国科学院委托，沈焕庭等专家开始

专题研究南水北调对长江河口盐水入侵的影响。

1980年3月，沈焕庭等在《人民长江》杂志发

表《长江口盐水入侵的初步研究——兼谈南水北

调》文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东线南水北调

会加重长江口盐水入侵，并阐明了长江河口盐水

入侵不同时空尺度的变化规律。这一规律像一

束火把，一下子照亮了宝钢的取水方向，为宝钢

从淀山湖引水改为从长江河口引水建造“避咸蓄

淡”水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三年后，宝

钢成功地在附近长江口边滩上建造了一座“避咸

蓄淡”水库，为国家节约基础投资4730万元人民

币，每年节约运行费441万元人民币。

宝钢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宝钢近期和远期

的用水问题，而且开创了入海河口利用淡水资源

的先河，还为上海及沿海江河入海河口附近地区

和城市的淡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范例。如今，

“避咸蓄淡”水库不仅在长江口有了第二例——陈

行水库、第三例——青草沙水库、第四例——崇明

西沙水库、第五例——太仓刘家港水库，还有了钱

塘江的珊瑚沙水库和珠江西江口的珠海水库，显

示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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