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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中游的洪水泥沙主要来自暴雨，剧烈的人类活动必然加速下垫面的改变，而下垫面的改变又必然
影响暴雨的产洪产沙。
沙随洪水来，沙随洪水去，从多年平均来看，这在黄河中游原生地貌上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多年平均
泥沙输移比接近1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随着水利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下垫面发生了较大变化，坡面工程和沟道工程的拦截作用是不能被
忽视的。
1950年以来，黄河中游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河口镇至龙门区间（简称河龙区间，下同）水
沙来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减少，应该说水土保持功不可没。
在分析计算申发现，河龙区间实测径流、泥沙的减少与降雨量的减少并非同步，河龙区间年降水
量1970年以后各年代较1969年前年平均减少10.2％－15.5％.而实测径流各年代年平均减少26.6％－60.9
％，实测输沙量各年代年平均减少24.1％－80.4％，大于等于0.05mm的粗泥沙减少更多，达29.8％一84
。
0％，这是由于黄河中游、特别是河龙区间的各支流，径流大多由暴雨洪水产生，泥沙更是如此，要
进一步揭示近期径流和泥沙比降雨减少更剧烈，必须进行场次暴雨洪水泥沙研究。
因此，研究本区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水减沙作用，分析黄河中游水沙变化原因，对治黄研究和宏观决策
，对多沙粗沙区水土流失的防治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对指导这一地区的开发建设和人类活动，正确认
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减轻下游河道淤积，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河中游河龙区间既是黄河中游三大暴雨洪水来源区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特别是粗泥沙的主要来源
区。
根据黄河的水沙特点，黄委党组提出了“构建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工程”建设。
要使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工程能够正常运行，水沙预报是基础之一，要做好黄河水沙预报，中游河龙区
间又是重点地区之一，而河龙区间暴雨洪水泥沙关系研究又是该区水沙预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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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由“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题“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水利水保工程对暴雨洪
水泥沙影响研究”提炼而成。
书中以河龙区间各支流的场次暴雨洪水为研究对象，分析次洪暴雨的时空分布规律和流域下垫面状况
对流域暴雨洪水的影响，分别找出其突变点，建立突变前的暴雨洪水泥沙统计模型，用以模拟计算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时期的洪水、泥沙，分析水利水保工程对暴雨洪水泥沙的影响程度。
同时，对干流龙门站实测洪峰大于10000 m3/s的洪水和1990年后区间典型暴雨洪水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
分析，研究其原因和变化规律。
可供从事水利和水土保持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科技人员参阅，也可作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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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据年鉴记载：“1970年8月1~2日暴雨，佳县境内（占佳芦河流域面积的80％以上）冲毁了淤地
面积2hm2以上的淤地坝22座和蓄水量1万m3以上的蓄水淤地坝2座，其中方坍乡王家湾蓄水坝（流域面
积13.3km2，库容73.5万m3），暴雨前蓄水约8万m3，7月31日至8月1日凌晨，该处降暴雨100多毫米，
库内水位猛增16m，8月2日再降暴雨，库满（推估其蓄水量约100万m3）洪水漫顶下泄，大坝整个溃决
，以10m高水头奔泻而下与佳芦河洪水相遇。
另据调查，这次洪水佳县境内共冲毁水地80hm2，淤地坝248座，滚水坝7座，是形成该年佳芦河历史
特大洪水（申家湾站最大流量5770m3／s）的因素之一”。
年鉴上描述的水情是：“这次暴雨于7月31日13时在无定河与佳芦河分水岭附近的余新庄、清泉寺、兴
隆寺一带起雨。
3至5小时后，雨区扩大至整个佳芦河流域。
8月1日0时开始在佳芦河右岸大支流五女川上游的清泉寺、兴隆寺和佳芦河中游的方坍、王家砭、朱官
寨、金明寺、西山一带形成暴雨中心，降水4至5小时，降水量达100mm以上。
兴隆寺一带并降大冰雹，一般直径在5am以上，据群众讲，当时地上、河里冰雹铺了厚厚一层。
金明寺一带，大部分淤地坝被山洪推脱。
8月1日白天暴雨区缓慢向通镇、刘家山一带移动。
8月2日0时以后，在上述地区形成特大暴雨区。
据王家砭雨量站记载，7月31日至8月2日共降水242.5mm，金明寺雨量站（因记载欠准未刊印）共降
水306mm。
据群众说，这是近几十年来未见过的大暴雨。
”（2）1977年8月2日孤山川高石崖特大洪水。
这是由于孤山川流域自西向东普降大暴雨所致，孤山川新庙雨量站8月1日21.5时~2日2时降雨42.0mm
，2日2时至7时降雨170.0mm。
据年鉴记载“内蒙古自治区什拉淖海8月1、2日的暴雨向东北伸向孤山川河流域，在这个流域内形成两
个暴雨中心，三道川和木瓜川乡雨量分别为210mm及205mm，自1日2时至8时为一次降水，但雨量不大
，从2日零时前后至8时前后8小时降水量达150mm，这次暴雨的特点是暴雨中心在孤山川河流域的中上
游，雨强大、分布均匀，全流域平均雨量为1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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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水利水保工程对暴雨洪水泥沙影响研究》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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