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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河床不抬高，污染不超标”，是黄河健康生命的重要标志。
其中，河床不抬高的关键是减少输入黄河的泥沙，特别是粗泥沙。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由于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带来黄河下游泥沙的严重淤积，使得
每年有16亿t泥沙进入黄河，其中约有1／4淤积在下游河道，使下游成为“地上悬河”。
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共同的影响，使黄河的水沙关系极不协调，造成黄河
下游主河槽泥沙淤积加重，河道内又出现了3～5m高的“悬河中的悬河”，呈现出“槽高于滩，滩又
高于背河地面”的局面，称之为“二级悬河”。
　　现已初步查明，1960年前三门峡水库未建成的“自然”水沙情况下（淤积物取样分析得知，后同
），下游河道主槽淤积物中，d≥0.05ram和d≥0.10mm的粗泥沙分别达76.1％和50.7％。
如此之多的粗泥沙主要来自黄河中游的多沙粗沙区，特别是位于河口镇至龙门区间右岸的皇甫川、窟
野河、秃尾河、佳芦河、孤山川等5条支流，产生的d≥0.05mm和d≥0.10mm的泥沙分别占到河龙区间
相应沙量的50.0％和87.0％。
强烈的水土流失使该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不仅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而且大量的泥沙输入下游，使下游河道淤积抬高，形成潜在的洪水灾害，直接威胁着黄河下游两
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此，在倡导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今天，加强这一特殊地区的治理与合理开发研究，对区域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下游河槽减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区域界定及产沙输沙规律研究”列为水土保持
科研基金项目，1997年水利部科技司（科技项[1997]29号）将其确认为水利部科技计划项目（sR9727）
。
其研究目的是：明确对黄河三门峡库区及下游河道淤积危害最大的泥沙即粗泥沙，界定黄河中游多沙
粗沙区的范围，并根据该区内部的地面组成物质和侵蚀强度的差异进行亚区划分，提出治理开发方略
。
2000年该项目完成。
研究得到的结果是：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面积为7.86万km2，占河口镇至桃花峪区间总面积的22.8％，
年均可产生的泥沙达11.82亿t，占中游年均输沙量的69.2％，其中粗泥沙量（d≥0.05mm）达3.19亿t，
占中游总粗泥沙量的77.2％。
由此说明，黄河下游淤积泥沙主要来自7.86万km2的多沙粗沙区。
因此，加强该区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是减少黄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积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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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中游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界定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门峡库区淤积物粒径分析、黄河下游
河床淤积物粒径分析、基于自然地理背景的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宏观判析、黄河中游严重水土流失区侵
蚀土壤粒径分布研究、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界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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