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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坝系相对稳定研究》

前言

　　"黄河为害，根在泥沙"，而泥沙又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千沟万壑。因此，治理沟道就成了
解决黄河问题的治本措施。实践证明，坝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拦沙、淤地，而且能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是促进黄河长治久安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也正是由于它的综合功能，淤地坝工程建设才受到
了当地干部群众的极大拥护和支持，通过淤地坝建设使他们看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希望，认为淤地坝建
设是农业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是发展"三高"农业的基础条件，是改善生态
环境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唯一措施，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然而，
由于坝系的"水毁"等问题，使坝系建设出现多次反复。而关于坝系建设理论研究随着坝系建设的反复
而断断续续地进行，"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典型小流域坝系相对稳定条件研究"属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
学研究重点课题。本课题研究是在"八五"攻关课题和95-03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研基金项目"黄土丘陵沟
壑区小流域坝系相对稳定及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摸清实现坝系相对稳定的条
件与坝系形成过程阶段特征对坝系布局和防洪标准的要求，以及多沙粗沙区生态环境对坝系建设的影
响，本课题共设置了4个专题　　第一专题，坝系相对稳定的概念和评价方法、标准及指标体系研究
。通过调研，分析坝系稳定的表现方面，对坝系相对稳定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分析并初步
作出定义；分析影响坝系相对稳定的主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立坝系相对稳定的评价方法、标准及
指标体系　　第二专题，影响坝系相对稳定环境条件研究。通过调查分析，研究影响和制约小流域坝
系相对稳定的各个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及其边界条件　　第三专题，坝系相对稳定的工程布局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坝系布局和坝系结构使坝系达到或趋向"相对稳定"，提出小流域坝系布
局原则　　第四专题，相对稳定坝系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通过典型小流域分析，划分坝系相对稳定的
形成与发展阶段，研究提出相对稳定坝系建设的阶段特征及要求　　该课题从2005年2月开始，经过课
题组成员4年的联合攻关，已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课题组从研究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生态环境
与产流产沙特征人手，在总结多沙粗沙区淤地坝作用和坝系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小流域
坝系调查分析，深化坝系"相对稳定"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坝系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提出较为
完善的坝系相对稳定评价方法、标准和指标体系；研究坝系相对稳定的形成过程与条件，提出影响坝
系相对稳定的环境因素；提出黄土高原沟道分级方法及在坝系规划中的应用；提出支持相对稳定坝系
布局的理论及应用；提出支持坝系防洪标准的理论并确定其计算方法；提出相对稳定坝系建设的不同
阶段内涵、特征及要求，不同阶段的布局方法；提出坝系建设效益最大化的建坝顺序；提出坝系防洪
标准遵循的理论依据和计算方法。为小流域坝系结构优化、规划布局以及建设时间安排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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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流域坝系相对稳定研究》在明确坝系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善的坝系相
对稳定评价方法、标准和指标体系；通过研究坝系相对稳定的形成过程与条件，提出了影响坝系相对
稳定的环境因素，相对稳定坝系建设的不同阶段内涵、特征及要求，以及不同阶段的布局方法；并提
出了坝系建设效益最大化的建坝顺序，为小流域坝系建设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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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现状　　黄河中游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向下游河道输送大
量泥沙，造成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加剧了洪水威胁，同时造成了水土流失地区土地退化和生态环
境的恶化。特别是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面积仅为7．86万km2，占黄河流域中游总面积的23％，而进
入黄河的沙量却占整个中游地区输沙量的70％。黄委主任李国英在2004年全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
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理念，同时还指出关键在于如何解决黄河“水少”、“沙多”和“水
沙不平衡”问题，对于“沙多”问题，要在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对黄河下游淤积影响最为严重的多
沙粗沙区，依靠工程手段，大规模修建“淤地坝”，把泥沙拦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　　淤地
坝不仅拦截大量的泥沙，减少下游河道的淤积，拦截的泥沙又可以淤地造田，提高粮食产量，而且还
可以防洪减灾，保护下游安全，解决黄土高原干旱季节的人畜饮水问题，对于优化当地土地利用结构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淤地坝虽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然而关于坝系建设理论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
后，1954年，在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提出了相对平衡理论，设想在支流上修建较大拦泥库，达到
水沙平衡，解决黄河泥沙问题。　　随后从天然聚湫对洪水泥沙的拦蓄中得到启发，认为当淤地坝达
到一定高度、坝地面积与集流面积的比例达到一定数值之后，淤地坝对洪水泥沙长期控制而不致影响
坝地作物生长，即洪水泥沙在坝内被利用，达到坝控面积内的产水产沙与流域坝地用水用沙的相对平
衡，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淤地坝“相对稳定”一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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