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

13位ISBN编号：9787307038820

10位ISBN编号：730703882X

出版时间：2004-3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义天,邓金运,孙昭华,李荣

页数：284

字数：44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

内容概要

由于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近年来因泥沙输移变化引起江河水沙灾害加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展水沙
灾害形成机理、预测及防治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沙灾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到水文学、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地理地貌学及社会经济学等
多学科的交叉问题。
本书重点介绍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资助下有关河流水沙灾害机理及防治
方面的研究成果。
全书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小水大灾现象，以河流水沙灾害为对象，以泥沙冲淤造成的江河洪水灾害为重
点，系统介绍泥沙运动与江河湖泊洪水灾害的相互关系。
主要内容包括 ：河流水沙灾害的形成机理、模拟预测、评估防治等。
本书可供水文学、水利学、地理地貌学和自然灾害学等学科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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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义天，1957年8月生，山西朔州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利学会 泥沙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湖北省水利学会泥沙专委会主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长江流域水沙产输
朦胧主其与一环境变化耦合机理”项目首席科学家。
1977年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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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3．水力侵蚀　　水力侵蚀是在降水、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作用下，土体被分离、输移
和沉积的过程。
不论根据动力作用于地面的强度、频率、分布范围还是产沙贡献，水力侵蚀都是最主要的侵蚀产沙模
式。
常见的水蚀形式有面蚀和沟蚀两种。
　　（1）面蚀　　面状侵蚀产沙包括雨滴击溅侵蚀产沙、流水的片状侵蚀产沙和细沟侵蚀。
雨滴打击地面，破坏土壤结构使土壤颗粒从土体表面剥离，使部分土粒溅起并向四周位移，这个过程
称为面蚀。
当降雨持续一定时段后，地表形成的流速不大的薄水层对地表土的均匀侵蚀现象称为片蚀。
随着降雨的持续，地表形成无数条股流顺坡运动，将地表冲刷成时分时合的网状侵蚀沟（细沟），此
过程为细沟侵蚀。
　　面蚀的三种形式是随着降雨的持续，与坡面上不同的水流状况相对应的。
雨初，土壤下渗能力大，坡面上不形成径流，降雨一方面溅蚀形成松散沉积物，一方面为土壤所吸收
。
随着降雨的持续，地表逐渐形成地面径流。
当地表水深很小时，较大的雨滴仍能击穿水层溅起土粒，但此时雨滴动能的一部分用于扰动水层使径
流紊动加大。
因此，虽然雨滴的溅蚀作用减小，却增大了径流的挟沙能力，形成片蚀。
当水层厚度达到一定值时，雨滴动能不能击穿水层，击溅作用消失。
当地面径流由分散的流速较低的层状流汇集成股流，水流挟沙能力进一步加大，地面被侵蚀出细沟，
片蚀此时只在细沟间的坡面上发生。
　　（2）沟蚀　　沟蚀是指不同等级的沟谷在暂时性水流作用下的侵蚀产沙过程，按照沟谷系统不
同有浅沟、切沟、悬沟、冲沟、干沟和河沟侵蚀。
浅沟侵蚀主要发生在较陡坡面上，是若干细沟相互袭夺．汇聚足够水量产生强烈拖曳力的结果，浅沟
下端或与切沟相接，或与悬沟相连，沟型比较稳定。
切沟侵蚀多发育于凹形斜坡，汇集细沟和浅沟丰富的来水量，具有强烈的沟底下切、沟岸扩张和沟头
前进作用。
　　4．其他侵蚀方式　　（1）融冻侵蚀春季融雪产生的地表径流所形成的片蚀称为融冻侵蚀，地面
融雪水在下渗微弱情况下形成薄层水，并常和融冻后的薄层土成泥浆状沿斜坡流动。
在青藏高原等高寒地区，融冻交替地频繁发生，导致强烈的寒冻风化，形成粗大的岩屑，造成该地区
的河流泥沙以推移质为主。
　　（2）灌溉侵蚀水田灌溉时，扰动的水流常将上方水田的土粒分散悬浮带入下方水田，最后排出
田外流入水路网。
它使土壤肥力减退，水田表层土壤粗化。
　　（3）潜蚀潜蚀是指在地下流水的作用下而发生的机械侵蚀，其中也伴随着土体中可溶成分的溶
蚀。
水流沿裂隙或鼠穴等通道渗人地下，一方面使土体中的易溶成分溶解，另一方面则将细小的颗粒随水
带走，使得这些通道不断扩大。
最后形成了陷穴等微地貌形态。
在以地下产流方式为主的热带地区，地下径流也会带走细小的以粘土为主的土壤颗粒，形成地下管道
系统。
　　（4）化学、生物作用化学剥蚀的前提是化学风化，而化学风化又是以物理风化为前提的。
由于外界温度的变化，引起岩块矿物之间以及岩块表面和内部之间的温度差异，致使大的岩块分解为
较小的碎屑和更细小的矿物质。
物理风化的深入进行使颗粒的表面积大为增加，并为空气和水分的通透和蓄存创造了条件，从而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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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化学分解的进程。
化学分解主要指水对矿物质的溶解、水化、水解和碳酸化等过程。
岩石发生化学风化之后，雨水在下渗过程中将不断溶解风化产物中的可溶性盐类，使之进人壤中流、
表层流和地下水，并通过地下径流与地表径流的水力联系而进入河道，进一步向下搬运。
值得指出的是化学剥蚀的最终产物虽然是以可溶性物质为主，但中间过程会产生岩屑和矿物颗粒，成
为其他侵蚀动力下固相泥沙的来源。
　　生物作用除了人类活动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动植物作用。
岩石缝隙里大型植物的根系生长会加剧岩石的裂解崩落，啮齿类动物（如，田鼠、野兔等）在土壤中
构筑巢穴等，都是促进产沙的生物作用。
据调查，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黄河三级阶地上，鼠类打洞松动土体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2 500m’之多；南
华山和屈吴山中华鼠打洞堆成的土堆，犹如公墓坟地一般，严重地破坏了草场（唐克丽等，1993）。
　　（5）高含沙水流侵蚀　高含沙水流是一种特殊的固液两相流。
当挟沙水流的含沙量超过某一临界值之后，它就成为高含沙水流，即由牛顿流体变为宾汉流体，表现
出许多不同于正常挟沙水流的运动与动力特性。
高含沙水流能耗率很低。
挟沙能力很强，因而，对于坡面、沟床具有强烈的侵蚀作用。
高含沙水流搬运与重力侵蚀相结合，为华南地区的崩岗地形的发育与黄十高原沟壑系统的塑造提供了
一种特殊的机制。
　　（6）人类作用　由于人类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下，违背自然规律，进行不合理的生
产活动等，所引起的严重水土流失。
人类活动可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人类直接作用而产生的剥蚀．搬运-堆积过程，类型方式多种多样，如耕作坡耕地
、开矿、修路等。
间接作用主要是人类破坏地表原始植被，加速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
地表森林、草原的破坏使表层土壤失去保护产生水土流失，表土的开垦和耕种，进一步加速水土流失
，特别是无保护措施的坡耕地。
人为侵蚀是不能直接产沙的，必须通过其他营力如风力、降雨等的作用方能达到侵蚀产沙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关系将越来越复杂。
　　二、侵蚀影响因素　　流域侵蚀系统是由河流的所有环境因子（如，气候、地质、地形、植被与
土地利用、土壤等）所构成的。
在这些环境因子中，降雨、植被、地表物质组成和地形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气候因素　　侵蚀产沙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力学过程，降水的势能随着水流的运动而转化为侵
蚀搬运泥沙的机械功，并用于克服摩擦阻力而转化为热能。
同时，作为侵蚀和搬运泥沙的介质而存在的流水即地表径流，也与气候密切相关。
影响侵蚀的气候因素主要是降水，降水中主要是暴雨。
暴雨强度、频率，季节性变化，年季变化，降雨总量等与侵蚀量密切相关。
　　侵蚀性降雨的标准：在自然界，并非所有的降雨都能引起土壤侵蚀，侵蚀总是由于某一临界点以
上的降雨强度或降雨量所引起的。
侵蚀性降雨是指能够引起土壤流失的降雨，侵蚀性降雨的标准是指能够引起土壤流失的最小降雨强度
和在该强度范围内的降雨量。
一般而言，凡是产生地表径流的降雨，就能够引起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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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洪水灾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洪水泛滥给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随着社会的_发展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洪水风险和危害也越来越大
，一旦发生洪水灾害，损失往往难以估量，1996年全国30个省（区、市）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 200
多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
近年来，全国各大江河普遍出现了“小流量高水位”的新现象，同流量下水位不断抬升，泥沙淤积已
成为加剧洪水灾害的重要因素。
泥沙往往和洪水交织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水沙灾害。
从目前来看，水沙灾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环境公害，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
问题，因此，从深层次上揭示水沙灾害形成机理、特点并寻求相应的防治措施是水沙学科的首要任务
。
　　《河流水沙灾害及其防治》一书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针对目前江河水沙灾害中出现的新问题、
新现象，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资助下完成的有关河流水沙灾害形成
机理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河流水沙灾害的研究方法、形成机理、模拟预测、评估及防治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该书在系统总结目前国内外水沙灾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吸收了水文学、水力学、河流动力学、地理
地貌学及社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结合长江上中游的具体实例，从流域的产流产沙、泥沙输移变
化的宏观过程出发，就泥沙淤积对洪水位及湖泊调蓄作用的影响、水沙灾害的风险评估、三峡工程对
水沙灾害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江河水沙灾害研究的思路、方法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该书内容翔实，观点新颖，结构紧凑，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等特点。
本书的及时出版对水沙灾害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谢鉴衡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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