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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蒋如琴、曹文洪编写的《引黄灌区泥沙研究》是“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专题《引黄渠系泥沙利用
及对平原排水河道影响研究》，及后续至今浪店水源工程、位山灌区和小开河灌区泥沙问题等研究成
果，并吸收了具有代表性的兄弟单位关于沉沙池区治理、泥沙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引黄
灌区的泥沙问题，包括黄河下游引黄灌区泥沙处理利用的成功经验，灌区渠道挟沙水流输沙机理及挟
沙力，沉动池功能及调度运行，沉沙池区治理技术，引黄泥沙资源化利用，无实测资料条件下灌区渠
道采用“类比法”泥沙模型试验方法，灌区水流泥沙数学模型及水沙优化配置模型。
    《引黄灌区泥沙研究》可供大专院校师生及引黄灌溉工程的科研、设计、管理运行等单位的科学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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