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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河道对洪水的响应机理与泥沙输》

前言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流，她孕育了我国灿烂的古文化，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但由于其频
繁的洪水灾害及巨大的破坏力，长期以来又是一条闻名于世的灾难河流。新中国成立前，黄河“三年
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给沿黄两岸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黄河的治理与
开发高度重视，人们以科学为基础，积极从事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除害兴利，经过大规模的治理，已
初步形成“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和“拦、排、调、放、挖”综合处理泥沙的防洪工程体
系，取得了6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有力地保障了黄河下游两岸广大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
发展。但是，黄河多泥沙的特点，决定了黄河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特殊性，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给黄河的治理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黄河的健康也受到了严重威胁。突出表现在：一是进入
黄河下游的水沙关系进一步恶化，河槽淤积萎缩，排洪能力显著下降；二是黄河下游河道“二级悬河
”表现突出，致使“横河”、“斜河”发生几率增加，严重影响防洪安全；三是游荡性河段的河势尚
未得到有效控制，滩区安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滩区经济发展与治河矛盾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长期以来，人们在征服黄河、除害兴利的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黄河治理取得了很
大成就，但黄河目前的治理现状与彻底根治的长远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黄河治理开发的要求也愈来愈高。要彻底根治黄河，首先必须全面了解和掌握黄河水沙变化和
河床演变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造福于民。长期以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治黄工作者为此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古代治河典籍之浩瀚为世界上任何别的河流所不及。近代的黄河研究，把历代的治
河经验和新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黄河泥沙的危害主要在下游，
而根源却在中游。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系统的水文观测资料，为开展下游水沙运行规律和河床
演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许多老一辈治黄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辛的努力，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参阅有关历
史文献，系统整理并分析了水文及河道观测资料，并辅助于试验，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已取得了许
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得到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为制定黄河的治理开发规划和指导各项重大治黄措
施提供了科学依据。黄河问题非常复杂，伴随着黄河的治理开发，由于人类对河川径流的过度索取和
对洪水的过度调控，黄河凸显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如主槽严重萎缩引起的过流能力降低、水资源供需
矛盾突出、生态系统退化等。目前，黄河的自然功能已经退化到足以威胁到黄河自身生命的程度，严
重制约了黄河流域及其相关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新问题的出
现迫使我们不断去探索、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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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河道对洪水的响应机理与泥沙输》

内容概要

《黄河下游河道对洪水的响应机理与泥沙输移规律》主要研究黄河下游河道洪水泥沙输移及河床演变
，共分十一章。内容包括：对下游河道泥沙沉积物的时空分布及其组成进行了分析评价；基于下游河
道泥沙输移特性，引入水沙搭配参数，定量分析了黄河下游水沙配置的合理性及水沙变化特性；考虑
来沙粗细，建立了汛期、非漫滩洪水泥沙输移与水沙条件间的响应函数；界定了高效输沙洪水的判别
标准，建立了高效输沙洪水主导因子间的量化函数式；依据水沙运行的基本理论，引入分流比、峰型
系数、调控系数和峰变系数等参数，分别概化并定量分析了引水大小、峰型变化及洪水历时对河道输
沙的影响。
《黄河下游河道对洪水的响应机理与泥沙输移规律》可供从事黄河规划、治理、水沙资源配置、河床
演变、河道整治和防洪减灾等方面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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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本资料的系统性和合理性第一节 水文资料系统分析的必要性一、黄河下游河道基本资料观
测工作发展情况黄河下游河道冲淤量及其分布是黄河规划治理的重要参考依据。为及时了解下游河道
冲淤量和纵横向分布，1934年有关部门曾在铁谢-利津河段施测了51个观测断面。1951年以来，黄河水
利委员会陆续开展了淤积断面的测量工作，自1965年开始，这一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对下游河道淤积
断面测验进行了系统调整，并对测量时间也进行了统一部署，简称为统测。根据实际要求每年统测2
－3次，一般安排在每年汛前的5－6月及汛后的9－10月，铁谢-利津河段纳人统测的断面总计87个，断
面间距在3－20km。随着治黄事业的不断发展及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化，1998年以后对下游淤积断面观
测普遍进行了加密，到2002年，铁谢-利津河段共施测断面135个，断面间距一般在3－9km，利津以下
至河口河段目前施测断面有18个。长期以来，丰富的野外观测资料为深化对黄河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水位、流量及泥沙测验是河流水文观测的最基本项目。目前，黄河下游干流水文站共有7个，测站间
距一般为90－170km，上段宽河道测站间距相对较小。除水文站外，下游沿程还布设了25个水位站。
水文站观测资料系列相对较长，但各站观测时间也参差不齐，最早的（泺口站）于1919年已开始观测
，1934－1950年又先后增设了高村、利津、花园口、夹河滩、孙口及艾山各站，1950年后下游水文测
验工作逐步走向完善，系统的水文观测资料为研究泥沙的输移规律、下游河床演变、防洪规划及决策
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二、资料合理性分析的必要性黄河下游水文泥沙观测资料非常丰富，主要包
括水文站、水位站多年的水沙观测资料和河道断面观测资料。水沙观测资料一方面能够反映河床长时
期的宏观演变，另一方面又能揭示洪水期短时间内河道的微观变化；断面观测资料主要是反映一定时
期内河道内泥沙的沉积量和纵横向分布。可见，资料的合理性和系统性是认知黄河基本规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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