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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黄河中游强烈的侵蚀是流域灾害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下游洪涝灾害的根源。科学、定量地研究侵蚀环

境及侵蚀泥沙并预测其变化趋势是中游地区国土整治、资源开发和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需要。 该专题分5个子

题，研究内容和考核目标是：不同侵蚀类型区侵蚀产沙量及趋势预估，强烈侵蚀产沙中心的侵蚀特征与发展趋

势，暴雨径流的环境效应，沟谷侵蚀产沙和泥沙输移，侵蚀环境的形成过程及变化趋势。3年多来，全体研究人员

发挥各自优势，经过艰苦的野外考察、样品采集，应用国内外最新技术手段进行样品和资料的分析、整理，获得

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主要反映在： (1)利用不同手段充分地论证了黄河中游现代侵蚀环境形成过程及趋势。认为

黄河中游现代侵蚀环境的形成与黄土沉积同时出现，中间有过多次的变化阶段。进入历史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增

强，侵蚀环境除了受到全球变化的影响外，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2)利用放射性同位素137Cs的流失量与本底

值的关系测定了黄河中游沟谷与沟间的侵蚀量，其结果认为，沟谷的产沙量占总产沙量的68%～86%。 (3)在明确

强烈产沙中心概念的基础上，认为黄河中游存在着若干强烈侵蚀产沙中心，其主要支流流域强烈产沙中心的总面

积约2.3万km2，其侵蚀产沙总量达3.58亿t/a，还认为到下世纪中叶(2050年)气候变暖引起的降雨增加，侵蚀产沙

量将减少5%～7%。 (4)建立了流域侵蚀模型，计算不同形态类型区的侵蚀量，突破以输沙量替代侵蚀量的不合理

现象。在此基础上预测了下世纪中叶中游的侵蚀量为12.28亿t/a，入黄泥沙为6.527亿t/a～9.903亿t/a。 (5)在

分析黄河中游典型流域的暴雨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降雨径流输沙模型，并同时根据全球变化和流域年

降雨量、输沙量的变化特点预测下世纪中叶为多水期，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那时径流量与输沙量都有不同程

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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