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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科学前沿学术丛书：黄河下游河势遥感监测技术研究》共有12章，介绍了黄河下游水沙、工
程及河势关系等水业务知识，阐述了河势监测要素及遥感监测作业流程；讨论了河道水域、水域边线
、河道主溜（线）等关键要素的检测技术和方法：介绍了畸型河湾平面扭曲变形监测及河湾法向角概
念，探讨了藕节河道变化定量分析方法以及河段河相监测和河段冲淤变化监测中遥感信息与水文观测
信息结合应用的尝试。
　　本书可供水利行业遥感应用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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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黄河下游河势监测要素 分析河势变化影响因素，来水来沙条件和边界条件决
定了河势监测的要素包括水流要素和边界要素，考虑到防洪的实际需求，河势监测要素可分析归纳为
：动态跟踪监测要素、定界监测要素、特定监测要素。
 1.动态跟踪监测要素 动态跟踪监测要素主要包括：河道主槽、水域、水边线、主溜线、汉流、串沟和
心滩等，这些监测要素随来水来沙条件变化而变化，是防洪决策的重要信息，尤其是河道主溜线是河
势监测过程中动态跟踪的关键内容。
 （1）河道主槽，即中水情况下河槽或河床，也称为“基本河槽”或“基本河床”。
上游来水，一方面将携带大量泥沙堆积在河槽中；一方面又不断冲蚀，维持一个深槽。
由于中水较洪水持续时间长，中水又较枯水的流速大，所以在中水时能维持一个较明显的深槽，这样
的深槽称为河道主槽。
主槽的边界往往就是嫩滩的边界线，利用遥感图像结合野外现场信息可以识别河道主槽位置。
 （2）水域，包括河槽水体和滩区水体的区域。
滩区水体区域的监测，一方面用于滩区灾情分析，同时，跟踪监测河道水体是否与滩区死水区连通，
密切注意横河河势的发生。
 （3）水边线，随来水来沙情况变化的河势信息。
在河势监测作业中，为了分析方便，水边线是河槽水体区域的边线。
 （4）主溜线，随来水来沙情况变化的最关键信息，是河势图的“灵魂”。
主溜线是河流沿程各横断面中最大垂线平均流速所在点的连线，是河道水流动力轴线，反映了水流最
大动量所在的位置（王兴奎，2002）。
实际上，主溜线是河道主溜带的概括，是描述河道主溜与工程相互关系的工作线。
主溜线遥感图像识别最为困难，也是本书中讨论的重点。
 （5）汊流，又称汊河，是指河流被沙洲分成两股或多股的水流。
汊河有两汊及多汊之分。
在河面放宽处，流速变缓，水流挟沙力减弱，泥沙容易淤积形成潜滩，在水位降落潜滩出露时，就成
为河心滩，水流也随之分为两股或多股而形成汊河。
遥感监测中通过水边线检测识别河道汊流情况。
 （6）串沟，指水流在滩面上冲蚀形成的沟槽。
黄河下游较固定滩地上的串沟多与堤河相连，洪水漫滩，则顺串沟直冲大堤，甚或夺溜而改变大河流
路。
通过水域及水域边线识别串沟信息。
 （7）心滩，指河槽中与两岸不相连结，在中水时出露的沙滩，如同河中岛屿一般。
遥感监测中通过水域边线识别心滩的分布情况。
 2.定界监测要素 定界监测要素是指那些较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边界要素，包括河道控导工程、险工、护
滩工程、节点及天然边界（如天然山弯、胶泥嘴）等，以及河道内阻水物和过河建筑物，如铁桥、公
路桥和浮桥等。
这些要素可变的内容多为人类活动，一般每年监测一次。
 （1）控导工程，为约束主溜摆动范围、护滩保堤，引导主溜沿设计治导线下泄，在凹岸一侧的滩岸
上按设计的工程位置线修建的丁坝、垛、护岸工程等，这些工程称为控导工程。
 （2）险工，为了保护黄河大堤安全而修建的工程。
 （3）护滩工程，为了防止塌滩而在滩岸线上修建的工程。
 （4）节点及天然边界，黄河下游两岸由于边界条件复杂、组成物质不均匀，抗冲性能差别很大，加
上一些人工建筑物及天然山嘴的影响，河道呈现宽窄相间的藕节状形态。
窄深河段对河势变化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成为河流的节点。
河势的摆动受天然节点的制约，在天然节点处，河槽宽度较窄，摆动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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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科学前沿学术丛书:黄河下游河势遥感监测技术研究》可供水利行业遥感应用人员参考，也可作为
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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