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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黄河水沙特性与河道冲淤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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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该课题在广泛开展现场考察的基础上，以流域为整体，以下游为重点，对黄河水沙变化特性及河床演变规律

进行了及时的、宏观的、综合的系统分析，对上、中、下游水库及河道、河口几千公里的河段进行综合研究。阐

明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黄河水沙变化的定量影响，得到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环境改变及其对河床演变强烈

影响的成果。 (1)80年代黄河实测来水量偏枯、来沙量极少，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利水沙系列。但80年代黄河

的水沙年际变化很大，前期黄河来水偏丰，来沙偏少，中水流量历时长，是历史上少有的丰水少沙时期；后期洪

峰流量小，枯水流量历时长，水量年内分配发生重大变化，汛期水量占全年的比重由多年平均60%减少为47%，是

枯水枯沙系列。 80年代黄河天然径流量并不少，除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较多年均值显著偏小外，其余各地区均

偏丰。80年代实测径流量偏少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用水量大量增加。据统计，黄河上中游地区80年代年均引黄水

量已达190亿m3，利津以上高达300亿m3，占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一半。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水库对径流的调节

是改变年内汛期与非汛期水量分配的根本原因。80年代黄河来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黄河中游主要产沙区，

特别是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暴雨日次租累积雨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减少20%～35%；二是水利水保措施的减沙作用。

初步分析认为，在80年代特定的降雨条件和落区情况下，两种因素的作用约各占一半。 (2)黄河河道的冲淤演变

主要取决于来水来沙条件。80年代前期水多沙少，中水流量历时长，黄河上、中、下游3个冲积性河段(宁蒙河

段、三门峡水库干流库区及黄河下游)以及河口段均发生明显冲刷。但是禹门口至潼关河段的冲淤并不完全取决于

来水来沙条件，有其独特的往复冲淤演变规律。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治理黄河中游粗泥沙来源区或修

建龙门、碛口水库后，龙门以上泥沙来量减少，其减淤效益主要反映在黄河下游。 80年代后期黄河水沙均枯，黄

河上、中、下游干流河道均发生严重淤积。宁蒙河道滩地坍塌、主槽淤积，禹门口至潼关淤积约2亿m3；潼关以下

淤积0.35亿m3，潼关河床高程升高0.6m；黄河下游在年平均来水量32亿m3、来沙量7.7亿t的情况下，年平均淤积2

亿t，绝大部分淤在主槽内，山东艾山至利津河道平均年淤积约0.3亿t，是历史上淤积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80年

代黄河下游经历了淤积一冲刷一淤积的演变过程，由于滩地淤积以及滩地行洪条件变化与滩槽泥沙交换受阻影响

了河道的淤滩刷槽，1982年大洪水实测资料表明，洪水漫滩后洪水位涨率增大，河道排洪能力降低。1990年黄河

下游设防水位与1980年设防水位相比较，夹河滩以上降低0.1m～0.5m，石头庄至泺口升高0.1m～0.8m。 黄河下游

高村以上游荡型宽河道，由于控导工程少，在1981年～1985年的来水来沙条件下，主流摆动频繁、摆幅大，曾多

次发生横河、斜河，造成重大险情；高村以下河道工程根石走失严重，不少坝岸发生坦石下挫、坝身断裂、滑塌

甚至垮坝等重大险情。说明现有道整治工程不能适应小浪底水库拦沙运用期下泄的水沙条件，必须在小浪底水库

建成前，抓紧完成黄河下游河道整治。 (3)环境改变对黄河下游河床演变带来了巨大影响。80年代前期刘家峡水

库汛期调蓄水量27亿m3，使黄河下游每年增加淤积约0.2亿t。 80年代后期龙羊峡水库开始初期蓄水与刘家峡水库

联合调度，净蓄水157亿m3及每年汛期调蓄水量50亿m3—70亿m3，每年增加黄河下游泥沙淤积0.3亿t～0.4亿t，

龙、刘水库运行对下游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艾山以下河段。 三门峡水库蓄清排浑运用对下游的减淤作用不大，1986

年以来黄河来水连续偏枯，三门峡水库汛期小水排沙加重了下游河道淤积。 80年代黄河流域引黄水量每年约300

亿m3，其中上游引走的是含沙量低的水量，每年实耗水量100亿m3，与50年代相比较，80年代增加耗水量40亿m3，

每年增加黄河下游淤积量约0.4亿t～0.5亿“黄河中游年均引水约60亿m3，因中游地区含沙量高于下游，引水对下

游河道影响较小；80年代黄河下游年均引水106亿m3、引沙1.25亿t，每年平均增加下游淤积约0.1亿t。 80年代黄

土高原水土保持及支流综合治理，平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约4亿t，可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积约2亿t。 综合以上各

种因素对黄河下游的年影响，80年代黄河下游的年泥沙淤积量减少了1亿多吨。总体上看，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是

减少黄河下游淤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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