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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多沙河流，几千年来灾害不断，黄河难以治理也缘于其泥沙之多。
以修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三门峡峡谷地段的三门峡水文站（1958年以前为陕县水文站）为准，黄河的多
年（1919－1998年）平均径流量为397亿m3，输沙量为13.5亿t，平均含沙量为34 kg／m3。
水库修建以后，如何处理泥沙问题在规划阶段大体上预想三种途径：水土保持，在支流上修建大型拦
泥库堆沙，利用异重流排沙。
三门峡水库于1960年9月中旬关闸蓄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拦泥库等规划项目
难以落实。
至1962年4月，三门峡库区共淤积泥沙近15亿m3，占335m高程以下库容96.5亿m3的15.5％。
同时，渭河下游的华县至渭河河口河段的两岸地下水水位上升，盐碱化、沼泽化面积扩大。
由于泥沙淤积上延，回水末端超出原来规划的范围，水库被迫由蓄水运行改为滞洪排沙运用。
1964年为丰水年份，进库（四站①）径流量为659.2亿m3，输沙量为29.19亿t。
三门峡库区淤积量达40亿m3，潼关河床高程由建库前的323.4m上升到328.1m（1964年11月1日），给渭
河下游带来更大的威胁。
基于上述严峻的形势，自1965年起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第一次增建（建2条泄洪洞）和改建（
将4条发电引水管改为泄洪管）。
1967年又是丰水年，进库径流量为678亿m3，输沙量为28.9亿t，1967年汛后潼关高程上升到328.38m。
因此，国务院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第二次改建（打开施工导流底孔，电站引水口下卧
到287m），于1973年11月基本完成。
自1973年11月开始，三门峡水库采用蓄清排浑的方式进行调控运用。
1977年，张启舜、龙毓骞首次提出：三门峡水库运用模式为调水调沙。
三门峡水库调水调沙已历时30余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它为在多沙河流上修建水
库解决了保持库容、维持冲淤平衡的问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也为国内大型水库（黄河小浪底、
长江三峡）所采用。
然而，调水调沙模式也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水库都可以采用。
调水调沙又有多种形式：多年调水调沙，年内调水调沙，洪水（大流量）调水调沙以及适时调水调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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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实例论述了水库调水调沙的的发生、发展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同时又将调水调沙分为多年调节
、年调节、日周调节和适时调节4种类型。
用泥沙运动基本理论概括了水库调水调沙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依据国内已建水库的实践，总结出
了水库调水调沙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
另外，还较多地介绍了三门峡水库调水调沙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结果，对梯级
水利枢纽联合运用（调水调沙）以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为例提出了建议性的框架。
    本书可供规划设计、T程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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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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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虽然概括地总结了目前已经采用的“调水调沙”运用的水库经验，然而水库调水调沙的历时尚短
，推广面还不是很宽。
由于各流域的水沙特性差异很大，水库所处的地形、地貌更是千差万别，水利水电枢纽的开发目标以
及对上下游、左右岸的相互制约条件又很不相同，因此水库调水调沙还会出现创新经验，在理论上也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提高。
水库调水调沙只是人们对水沙在时空分布上做了调整。
龙毓骞先生在生前曾经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概括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控制运用”。
黄河水利委员会通过小浪底水库及下游河道多年的调水调沙试验，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包括万家寨、
三门峡及小浪底）调水调沙调度运用，进而称之为“水沙调控”体系。
由此看来，“调水调沙”的内涵异常丰富，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深化和在理论上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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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库调水调沙》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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