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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是淮河干流最大的枢纽工程，白莲崖水库大坝是安徽省首座超过百米的高坝
，与国内其他大型水利工程相比，两座工程均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由王久晟等编著的《大型水利枢纽总布置优化研究》详细介绍了采用整体模型、减压模型、掺气减蚀
模型等研究手段对两座工程枢纽布置进行的方案比选和优化，并介绍了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新理论及新
开发的试验仪器和设备。
 《大型水利枢纽总布置优化研究》可供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科研、教学、管理、施工等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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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节 临淮岗工程在淮河中游防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淮河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已初步
形成由水库、河道、行蓄洪区和各类堤防为主体的综合防洪体系。
正阳关以上已建有18座大型水库，总库容为141.6亿m3，总控制流域面积为16372km2，占正阳关以上流
域面积的18％；已建的8处滞蓄洪区，总库容为72.7亿m3，其中对控制正阳关洪水有较大作用的城西湖
、城东湖总库容为45.3亿m3。
由于山丘水库均位于支流上游，对淮河干流中游洪水的削峰作用较小。
中游蓄洪区削减作用虽较上游水库大，但这些蓄洪区本身有较大的集水面积，淮河干流洪水来临前，
常有大量内水提前占用部分库容而影响其蓄洪削峰作用。
如1991年7月城西湖、城东湖内水分别占用总库容的34％和93％，位于正阳关下游不远的瓦埠湖蓄洪区
更因本身内水远远超过其最大蓄洪量而无法滞蓄淮河干流洪水。
因此，汛期仍有大量洪水要通过正阳关下泄。
淮河中游洪水主要来自正阳关以上，洪水来量一般占中游以上的60％～80％，正阳关控制流域面
积88630km2（不包括黑茨河），其中淮河干流45730km2，沙颍河36900km2，淠河6000km2。
由于茨淮新河可以分泄沙颍河部分洪水，响洪甸、佛子岭等水库可以拦蓄淠河部分洪水，因此威胁正
阳关以下淮河安全的洪水主要来自淮河干流。
临淮岗工程位于正阳关以上28km处，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42160km2，几乎全部控制了淮河干流正阳关
以上洪水。
临淮岗以上淮河两岸地形为“两岗夹一洼”，可滞蓄大量洪水，是淮河中游不可多得的优良坝址，而
且它下游紧接淮北平原，工程建成后，可以改变淮河干流洪水长驱直下，直接威胁淮北大堤保护区和
沿淮重要工矿、城市安全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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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型水利枢纽总布置优化研究》是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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