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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洞庭湖水系的河流年愉沙量约为4 ,0 59
·

3万吨
。

淤积严重
·

湖面 日渐缩小
。

现在
,

我 国 第一大淡

水湖洞庭翻
,

按水域规模 已退居于都阳湖之后
。

解放以来
,

河流泥沙的变化趋势是逐渐增多 , 在七十

年代其总量比五十年代增加了将近 1倍
。

小流域综合治理
,

是控制河流泥沙的根本措施
。

洞庭溯是长江中游的
“
吞吐型

” 淡水湖泊
。

纳湘
、

资
、

沉
、

澄四水及 湖 滨 中 小河

流
,

并 “
吞吐

” 长江分流
.

河庭湖水系的流域面积为 2 4 , 3 88 万平方公里 (不包括黄盖湖

水系钓湖北境内部分 )
,

其中湖南省属洞庭湖水系的流域面积有 20
.

54 万平方 公 里
,

约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6
.

97 %
。

洞庭湖水系的多年平均含沙量约为。
.

21 1公斤 /立方米
,

比黄河花园口站低 1 27
.

4倍
,

比长江宜昌站低 4
, 6倍

,

比淮河蚌埠站
、

珠江梧 州站分别低 1 、
20 及 .0 6 4倍

。

但洞 庭 湖水

系阵雨丰沛
,

暴雨集中
,

河川径流量大
,

其河流输沙量相对较大
。

平均土 壤 侵 蚀 模数
1 66

.

4吨 /平方公里
,

大于淮河
,

略低守珠江
,

约为黄河的 1 / 1 1
,

长江的 1邝
。

虽然洞庭

湖水系河流泥沙不及黄河那样严重
,

但由子泥沙的淤积
,

洞庭湖水面 日趋缩小
,

由全国第

不大
,

但关系到大片耕地直接受到破坏
,

同时还将为沟谷发展提供径流条件
,

应积极防

治
,

可视不同情祝
,

采取修梯田
、

改进耕作方法
、

筑地埂等措施
,

以达到减小坡度
、

缩

短坡 民奋分散径流
、

保土保肥的 目助
。

应该指出
,

水平梯田应尽量避免在面蚀的强度发育

带 (切沟带 ) 修筑
,

而振区和饰梁区发生切沟的坡度又不尽一致
,

在具体实施时
,

除参

照统一 规定的坡度标准 (例如筋
“

) 外
,

主要应该考虑当地的侵蚀形态
。

在具体布设水土保持措施时
,

还应防 止控制了一种侵蚀作用而强化了另一种侵蚀作

用
。

如在沟边修地埂
,

有可能引起边埂附进的潜蚀作用
,

为此 要采取林草防护
。

黄土中间多层出现的古士壤层
,

其抗侵蚀性远大于其相邻的黄土层
,

应在布置治理

措施时注意利用这一特性
。

4
.

有计知地布设番森土粗措施
。

除往意合理地进行坝系规划
、

坡面措施与谷底工程

紧密祝合
、

提高防洪标准
、

增加控制牲的骨干上程
、

防止在特大洪水条件下连锁性的毁

坝外
,

要在坝系内留有充分的排水出路
,

防
_

止坝地盐渍化和沼泽化
;
选择在地形

、

地质

条件有利的地段筑坝
,

防止坝休不均匀沉陷
、

坝肩和库周边岸坍塌
、

水库漏水等可能存

在的工程地质间题的产生
。



一大淡水湖退居都阳湖之后
。

河道
、

水库
、

塘堰淤塞
,

通航里程已不足解放初期的 1/ 3 ,

水上运输量不足 1 / 1。 , 特别是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
,

土壤侵蚀加剧
,

河流泥沙 明 显增

多
,

已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

因此
,

研究洞庭湖水系河流泥沙的

变化规律
,

因地制宜地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
,

对于调节 自然界水情动态变化
,

控制

河流泥沙的增长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价值的
。

一
、

河流输沙量与径流的关系

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
,

坡面的冲刷
,

泥沙的流失
,

降雨及径流是 动力因子
,

也

是河道泥沙输送的原动力
。

据 1 9 6 5一 1 9 6 7年衡阳井头江东沟 (面积 0
.

0 26 平方公 里
,

系

花岗岩风化的成土母质
,

土层厚 2 一 3 米
,

长有草本
,

冲沟发育 ) 的 46 次降雨径流及泥

沙量的观测资料分析
,

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
,

可用如下数学式表达
:

W
r = 1 0

.

8 P一 8 0
。

l r = 0
.

8 2 9

W
s = 1 9 2

.

8W
r
一 5 6 1 7 6 r 二 0

.

7 1 6

式中
:

W
r

— 坡面径流量 (立方米 ) ;

P

— 一次降雨量 (毫米 ) ,

W
s

` 一坡面土壤侵蚀量
,

包括推移质及悬移质之和 ( 公斤 ) ,

r

—
相关系 数

。

由于坡面土壤侵蚀量与降雨强度 ( S
,

即 !

每小时最大降雨量 ) 呈正向变化趋形 ( 图 1 )

,

因此
,

建立W
s一 S一W

r的复式相关 关 系
,

相关系数可由单相关的 0
.

7 16 提高 到 0
.

7 59
。

即
:

W
s = 2 6

.

OW
r + 2 1 5

.

5 5 一 6 6 1 3 r 二 0
。

7 5 9

据此公式计算
,

当一次降雨 1 00 毫米 时
,

一小时最大雨力由10 毫米提高到 50 毫米
,

坡面

土壤侵蚀强度 ( 或侵蚀量 ) 平均加大的
.

9%
。

坡面的坡度也是影响侵蚀量的因素之一
。

西沟 (面积为 0
.

0 28 平方公里 )与东沟毗邻
,

坡面

大小
、

坡向
、

植被
、

土壤条件均相似
,

唯流域

平均 比降
、

沟道纵坡有差异
,

即东 沟 分 别 为

4 1 2编及 16 7编
,

西沟分别为 42 6输及 1 5 8输
。

据

18 次降雨
、

径流
、

泥沙量的对 比分析
,

西沟与

东沟的径流系数之比为 1
.

1 1 6 : 1 ,

平均 含沙 量

之比为 1
.

2 63
: 1

厂 、 , ,
刃 勿 坐

匆
图 l 东沟雨力与瞬时含沙且关系

坡面侵蚀的泥沙
,

在水流的挟带 (搬运 ) 下
,

部分被汇集江河
。

因此
,

河流输沙量

与年径流量 (尤其是与洪水量 ) 的关系密切
。

据 1 9 5 3一 1 9 7 8年的观测资料 分 析
,

湘
、

资
、

沉
、

遭四水及水土流失严重的武水
、

乌江之年输沙量与径流量的相关系数一般为。
.

8



左右
。

二

为
)

了探求坡面土攘摄翰攀扣河道接沙盘的关系
,

分析对比 了流域土壤条件柑似的井

头江水文站 (控制流域雨积 1 79 平方公里
,

其中山丘区面积占74 %
。

在山丘面积中
,

荒山面

积占 40
.

6% ) 与东沟 (面积为 0
.

0然平方公里的荒山坡 )的 1 1次降雨径流与泥沙资料
。

当流

域平均降雨及雨力相似时
,

东沟比井头江的径流系数大 1仓一叨%
,

单位面积的坡地侵蚀

量 (其中推移质 占4 9
.

3% ) 大 5一 8倍
。

据此推算
,

洞庭湖水系的年河流输沙量为 4
,

。 5 9
.

3

万吨 全省每年土壤侵蚀量约 2
.

。亿吨左右
。

二
、

河流泥沙量的时空变化规律

洞庭湖出口站城陵矶从 19 2 5年开始泥沙观测
,

至 1 9 7 8年底
,

已积累有 71 个观测站共

8 92 个站年的泥沙资料
。

经分析计算
,

洞庭湖的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2
.

05 吨
。

年 输 沙

量的变差系数 C v
值各个河流约为 0

.

4一 0
.

7 ,

比相应的年径流量的变差系 数 大 0
.

5一 1
.

3

倍
。

这就说 明
,

河流泥沙量 比河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显著
。

从一年内分配来看
,

河流泥沙与径流相适应
。

主要汛期 (指月径流分配率大于年径

流量的 10 % 的各月 ) 的径流量 占年径流总量的 50 一 70 %
,

而同期的河流输沙量占年输沙

量的 70 一 90 %
。

这就说明
,

输沙量的年内分配具有明显的
“
集中性

” ,

尤 以澄水最为突

出
。

从洞庭湖的入湖泥沙组成来看
,

湖南省河流泥沙的地 因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
:

( 一 ) 长江是洞庭湖的主要泥沙来源
。

长江分流从松滋
、

太平
、

藕池
、

调弦 ( 1 9 5 8

年 已堵 ) 四 口注入洞庭湖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 ,

23 7亿立方米
,

年平均含沙量 1
.

33 公斤 /

立方米
,

年输入泥沙量 1
,

6 47
.

3万吨 ; 而湘
、

资
、

玩
、

澄四水及洞庭湖水系的其它 中小河

必寥琴平巧溉沙l
砚陆卜l

少减蝴泊布ē百积ǎ平方公,
ó

多洞屏
、

湖水公
é
袱ǎ平万树里è

, 丽吓 郎舞 附年 l” 手

润魔湖水面积变化过程

流的总入湖径流量为 1
,

92 4亿立方米
,

平 均

含沙量 o
.

Zn 公斤 /立方米
,

年 入湖泥 沙 量

4
,

05 9
.

3万吨
。

由此可见
,

长江是洞庭湖的主

要泥沙来源
,

它与洞庭湖水系的入沏径流量

大约是 2 : 3 ,

而入湖泥沙量则为 4
: 1

。

(二 ) 泥沙入多出少
,

洞鑫湖的淤积 日

趋严盆
。

洞庭湖虽为
“
吞吐型

,,
湖泊

,

但因

湖面宽 阔
,

地形平缓
,

水流速度甚小
,

水中

泥沙迅速下沉而留于湖内
。

据测定
,

多年平

均入湖泥沙量匆
,

5 3 2
.

3万吨
,

从城陵矶输入

长江的泥沙多年平均仅为5 , 2 89 万 吨
。

两者

之比约 4 : 1 ,
一

即平均每年留于湖内 的 泥沙为

1 5
,

2 4 3
.

3万吨
,

平均每年约减少湖内容积 1
.

0

亿立方米左右
,

致使洞庭湖水面和容积 日趋

叫伞叫群违砒即

缩小
,

导致蓄洪及调节性能大大降低 (图 2 )
。

( 三 ) 滋水的河流含沙 t 居润蜜姗四水之冠
。

入湖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与流域面积大小



相适应
,

湘水最多
,

沉水次之
,

澄水最少 , 河流输沙量以玩水最多
,

湘水次之
,

资水最

少 ;
但从年平均含沙量

、

土壤侵蚀强度来看
,

遭水流域居四水之冠
,

年平均含沙量 0
.

43 公

斤 /立方米
,

沉水为0
.

23 公斤 /立方米
,

湘水 0
.

17 公斤 /立方米
,

资水因受中游拓溪水库的拦

蓄影响
,

仅为 0
.

11 公斤 /立方米
。

虽然澄水含沙量大
,

但仍不及长江入湖含沙量的 1 / 3
。

(四 ) 土壤侵蚀强度与土滚
、

暴雨
、

植被的地区分布规律相似
。

各地河流每平方公

里流域面积的多年平均输沙量 (土壤侵蚀强度 )
,

除玩水上游的巫水
、

渠水
、

清水江
、

抚水等支流小于 1 00 吨 /平方公里以外
,

其他各地多数在 10 0一 4 00 吨 /平方公里 之 间 (图

3 )
。

井头江水文站达到 7 5 4
.

4吨 /平方公里
,

居全省实测值首位
。

从地区分布来看
,

与

土壤
、

暴雨
、

植被分布关系很大
。

1
.

黄攘土 区的侵 蚀 强度 大于红壤土 区
。

不同土壤的抗冲蚀性能是不同 的
。

雪 峰 山

认叭卜
/

以东的湘水
、

资水流域的广大丘陵
、

盆地
,

广泛分布着红壤
,

约 占全

省土地 总 面 积 的 1 / 3 ,

成上母质 为

石灰岩
、

第四纪红土
、

风化花岗岩
、

板页岩
、

砂岩等
,

土壤浸蚀强度

一般为每平方公里 1 5 0一 2 00 吨
。

约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1 / 5的黄壤土区
,

主要分布在雪峰山和武陵山区
,

土

壤侵蚀强度一般在 1 50 一 400 吨 / 平

方公里之间
,

成土母质为紫色页岩
、

紫色砂岩组成的紫色 土
,

集 中 分

布在衡阳
、

祁阳盆地和沉水河谷
。

这种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差
,

水土流

失也较严重
,

土壤侵蚀 强 度 约 为

1 50 一25 0吨 /平方公里
。

花岗岩分布

区
,

由于风化严重
,

是我省土 壤 侵

蚀的高值区
。

宁乡县的沉沙河
,

沤

江上游的 桂东 县 寨 前站
,

实测的

多年平均土壤侵蚀强度在 50 0吨 /平

方公里上下
,

井头江站多年平均为

7 5 4
.

4吨 /平方公里
,

而 1 9 7 0年高达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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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南省河流多年平均输沙强度等值线图

1
,

7 10 吨 /平方公里
,

与黄河的多年平均侵蚀强度相等
。

2
.

土壤侵 蚀强度与暴雨分布大致相 符
。

暴雨是土壤侵蚀的动力因子
。

在 相 同 的 土

壤
、

地形
、

植被的条件下
,

土壤侵蚀强度与暴雨强度息息相关
。

湘西北是我省主要暴雨

区之一
, 2 4小时的平均暴雨量为 1 20 一 1 50 毫米

,

相应土壤侵蚀量在 400 吨 /平方公里上下
。

流砂河流域的的严重侵蚀
,

与它处于资水中下游暴雨区的频繁暴雨有关
。

3
.

森林植被是保护土攘
、

减轻土攘侵 蚀 的有效措施
。

从湖南省河流单位面积上的输

沙量等值线图可以看出
,

低值区 (约 10 0吨 /平方公里 ) 正是森林茂密
、

植被好的湘西南

石1



地区的会同县
、

绥宁县及湘南的江华县林区
。

三
、

近 3刀多年来河流泥沙的变化趋势

建国 0 3多年来
,

在洞庭湖水系的各个流域上
,

大兴水利
,

扩大耕地
,

筑路开矿
,

造

林绿化与森林砍伐
。

由于在流域内的地形
、

水文
、

植被等 自然地理条件均有 了改变
,

径

流与泥沙也必然引起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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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井头江站万力与瞬时含沙且关系

河流某一时段输沙量的增减不能真实反映

河流含沙量的变化
。

判别某一河段因自然地理

条件 (尤其是流域 下垫因素 ) 的变异而引起的河

流泥沙量的变化
,

只能 以相同的降雨径流条件

为基础
,

研究含沙量的变化过程及其有关特征

的反映 (如径流与沙量关系
,

泥沙颗粒组成等

)
。

现以武水井头江泥沙观测站 19 6 4一 1 9 80年

的资料 为 例
,

分 析 1 9 6 4一 1 9 7 0年 (称前期 ) 及

1 97 1一 1 98 0年 (称后期 )河流泥沙的变化趋势
。

( 一 ) 从雨力与瞬时最大含沙 , 的关系来

看
:

在相同的雨力 (即降雨强度 )情况下
,

后期

实测的瞬时最大含沙量比前期 明 显 增 加 (图

4 )
,

且1 9 7 7年 4 月出现 了湖南省实测的最大

值 (4 0
.

5公斤 /平方公里 )
。

若按图4的平均值

计
,

当 1 小时降雨为30 毫米时
,

后期 比 前期的

瞬时最大含沙量约增加 4 6
.

3%
。

(二 ) 从洪水皿与洪水期翰沙纽的关系来

看
:

据前期的 26 次洪水及后期的 4 2次洪水的统

计分析 (按 Q
,

乒 50 秒立方米统计 )
,

洪量与沙量的数学关系式为
:

前期
:

W
s = C

.

0 0 3 1 7 5W
, 一 0

。

5 4

后期
:

W
s = 0

.

0 0 5 8 3 1W
, 一 1

.

1 1

卑位 : 万吨
,

万立方米
。

据上式推算
,

在相同的洪量情况下
,
后期比前期的洪水含沙量增大 60 一 80 %

( 三 ) 从年径流盆与年愉沙级关系来看
:

由图 5 可见
,

前期
一

的年平均径流模数
、

年

平均输沙量模数分别为1
.

05 5及 0
.

91 7 ,

后期则分别为。
.

9 53 及 1
.

0 7 3
。

这就是说
,

后期较

前期的年径流量平均减少 了分
.

习% , 而输沙量却增加 了29
.

5%
。

(四 ) 从历年泥沙较径来看
:

后期比前期仅在粒径 d> 0
.

5毫米以上的含量略有所增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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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井头江站历年径流
、

综合上述分析
,

井头江站在近 10 年来

的河流泥沙是显著增长了
。

类似于井头江

站的同样分析方法
,

我们选择了资料系列

较长 ( 1 5一 30年 )
、

受上游水库拦沙影响

较小的 31 个泥沙观测站共 6 56 个站年资料
,

进行前期 (五十年代 )
、

中 期 ( 六 十 年

代 )
、

后期 (七十年代 ) 的对比分析
。

从

年径流量与年输沙量关系来看
,

其 中有 10

个站的前 ( 中 ) 后期基本正常
,

含沙量有

明显下降的 7个站
,

其他 14 个站则有较大

或明显增加
。

近 30 多年来
,

河流泥沙增加速

度最快的是宁乡县的乌江流域石坝子测站

( 图 6 )
。

在相同的年径流量或洪量情况

下
,

年输沙量及洪水期输沙量
,

六十年代

比五十年代 分 别 平 均增加 70
.

8%及 1 6
.

7

一 94
.

2% ; 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均增加 了

1
.

7一 1
.

8倍
。

侧

琳输转 。,向

图 6 石坝子站洪水皿与抽沙皿关系

河流含 沙量的增长
,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及生态平衡带来 了很大的影 响
,

主 要 表现

在
:

(一 ) 土坡俊蚀 , 增长
,

表土和有机质大 t 流失
,

影晌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

宁

乡县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

近几年来
,

平均每年施用化肥 1 2
.

9万吨
,

而据 10 个流失区的调查

分析
,

全县平均每年约流失有机质 1 7万吨
,

全氮
、

磷
、

钾总量 1 4
.

5万吨 (相 当 于 化 肥

2 9
.

0 5万吨 )
。

这就是说
,

流失的肥料远远超过化肥施用量
。

因此
,

严重流失 区的地力

日趋衰竭
,

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
。

(二 ) 加剧 了河道
、

水库
、

犷堪的淤塞
,

洞庭湖受到了严重威胁
。

解放初期
,

全省

河道通航里程达 1
.

6万公里
,

现仅。
.

5万公里
,

虽然有水工建筑物碍航
,

陆上交通迅速发

展等因素
,

但河流泥沙淤塞
,

河床抬高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

水库淤积更 是十分严重
。

据



宁乡县的 2 8 9座大
、

中
、

小型水库调查
,

其中 2 / 3的水库已有 明显淤积
,

近 1/ 7的 水 库严

重淤积
,

影响水库的正常运行和效益的发挥
。

洞庭湖由于围垦和泥沙淤积
,

水面逐年减

少
,

已由全国第一大淡水湖退居都阳湖之后
。

渔业产量下降
,

洪水威胁 日益加剧
。

( 三 ) 自然灾容绷繁
,

灾情加贡
。

由于植被的破坏
,

河流泥沙的增加
,

不少泉井干

涸
,

河流枯水期流量减少
,

湖区排溃负担加重
,

因此早情有所增加
。

同时
,

每遇大雨
,

河道因淤塞降低了泄洪能力
,

加剧 了洪水灾情
。

遭水流域的桑植县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1 9 8 0年 5 一 8 月暴雨 9 次
,

总降雨量 1
,

398 毫米
,

其中日最大降雨 3 33 毫米
,

结果洪水
、

泥沙倾泻
,

全县水淹和沙压农田达 3 4
.

6 7万亩
,

并冲毁部分水库
、

河坝
、

电站
、

桥 梁
、

公路
,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

湖南省 14 个测站 (尤其是井头江和石坝子 ) 河流泥沙的增长
,

追溯其原因
,

可概括

为 自然地理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两个方面的因素
:

( 一 ) 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为土滚怪蚀创造了条件
。

以武水及乌江为例
,

多年平均

降雨在 1
,

2 00 一 1 , 4 00 毫米之间
,

24 小时平均暴雨 1 00 一 1 20 毫米
, ’

气温的日较差及极端气

温变化较大
,

_

上壤侵蚀的动力条件是充裕的
:

土层较薄
,

成土母质均为风化花岗岩
、

红

砂 (砾 ) 岩
、

第四纪红土
,

土壤本身的抗侵蚀的能力差 , 加上山丘区地形陡峻
,

水系发

育
,

沟壑纵横
,

有利于泥沙的冲刷与搬运
。

因此
,

自然地理因素为土壤侵蚀的加剧
,

河

流含沙量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

( 二 ) 人类活动加剧了水土流失
。

从全省的情况来看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儿个方面
:

1
.

滥 伐森林
,

植被覆盖 减 少
,

破坏 了地表的保护层
,

径流加 大
,

流失加剧
。

据衡 阳

水土保持站测定
:

长有中龄马尾松林地
,

当郁闭度为 5。%时
,

在中小雨的情况下
,

径流

量与泥沙量分别仅为长有草本荒地的 1 l/ 4及 1八。
。

2
,

陡坡开荒
, 刀 拼火种

,

水土流失惊人
。

据衡山县皿定
,

陡坡荒地的流失量较大
,

但在陡坡上全垦的 “ 挂牌土
” (无地埂的早土 ) 增加流失量 O

。
5一 1

.

0倍
。

安化县过去是山青水秀的
“
林乡

” “
茶乡

” ,

由于曾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

从五十年

代的中后期起
,

在山丘坡地扩大耕地 60 万亩
,

相当于现有总耕地面积的 3 / 4
。

该 县 正处

于资水中下游的暴雨 中心
,

年土壤流失量达 3 00 万吨 /平方公里
。

据测定
,

毁林开荒
、

刀

拼火种的表土流失量 比森林覆盖地大 1 49 倍
。

3
.

农田 基本建设
、

筑路
、

开矿 的废土
、

废渣
、

尾沙等
,

未能安善处理
,

雨后 水独
、

冲利
、

崩塌
,

泥沙被抉带入河
。

在上述诸项中
,

乱砍滥伐
、

毁林开荒
、

植被破坏是流失加剧
、

河流含沙量增加的主

要原因
·

以乌汉为例
,

五十年代初期
,

在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天然林的基础上
,

又营造了

大量水土保持林
,

使流域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 40 %
,

并在其它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配合

下
.

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50 %
,

河流平均含沙量仅为0
.

55 7公斤 /立方米
。

五十年代末

至六十年代初
,

天然老林砍光
,

六十年代中后期又将新造的水土保持林破坏
,

七十年代

又大挖 (树莞 ) 大锄 (草皮 ) 大垦 (荒坡 )
,

流域内现存覆盖率下降到25 %左右
,

加
一

上原

有水土保持工程失效
,

流失面积超过了解放匆期
。

结果河流平均含沙量
:

一

六 十 年 代 为

1
.

1 26 公斤 /立方米
,

七十年代上升到 .1 76 9公斤 /立方米
。

武水流域的情况也 与 乌 江 类

似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流域内的大云山区
, 1 9 5 7年的植被覆盖率在 75 %以上

,

木材储积



量达 25万立方米之多
。

时至 1 97 6年
,

植被覆盖率仅为 2 8
.

6%
,

幸存者是 幼 林
,

长势低

劣
,

每遇大雨
,

水 无藏所
,

土无保护
,

泥沙俱下
。

四
、

水库拦沙效果分析

从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来源的角度来看
,

在上游流域可采取生物措施和水 库 拦 沙 措

施
,

前者是治本
,

后者是治标
。

据水库下游泥沙观测站的资料分析
,

在相同的月平均流量情况下
,

建库后的河流含

沙量一般 可减少 40 一 80 % ( 图 7
、

图 8 )
。

水库拦沙效果与水库容积
、

水库调度运用方

图 7 挑江站月平均流 t 与月平均含沙 , 关系

劫性沃摸东获

图 8 双牌
、

拓澳
、

凤滩
、

欧阳海水库下游站老埠头
、

挑江
、

离翻头
、

白沙站含沙l 下降情况



式及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 f 与下游泥沙观 ` 站控制流域面积 F (, 的比值 (

告
) 有关

。

若

将水库修建后下游站的实测泥沙资料按建库前天然状态的径流泥沙关系进行还原计算
,

即可推算出建库后的拦沙效果
。

由图 8 可知
,

水库对下游河道的拦沙效果大约为 30 一 60 %
。

据湖南省己建 成 的 1
.

2

万座大
、

中
、

小型水库资料的初步推算
,

设计总库容 已达 1 90
.

8亿立方米
,

水库 控 制流

域面积约 9
.

0万平方公里
,

水库的年平均拦沙量 (或称淤积量 ) 可达 68 6万吨
,

相当于洞

庭湖水系年输沙量的 1邝
,

相当于洞庭湖的总入湖沙量 (包括长江分流 ) 的 3
.

3 %
。

在看到水库对下游的拦沙效果的同时
,

也应看到利用水库工程拦沙
,

不仅工程费昂

贵
,

而且泥沙入库后
,

减少水库使用年限
,

缩短水库寿命
,

对库末
.

上游河道的淤积和回

水顶托不利
。

井头江站 以下 20 公里至牛形山水库末端的河道
.

曾布设 了 14 个固定的河遁

断面测量
.

连续进行 5 年对 比观测的结果表明
,

该河段共淤积泥沙 1 8
.

5万立方米 (约合

2 7
.

75 万吨 )
,

接近于井头江站同期实测输沙量
,

使河床平均淤高0
.

15 米
,

加剧 了洪水危害
。

综合上述
,

洞庭湖水系的河流含沙量虽然较小
,

但 由于径流丰沛
,

年输沙量及土壤

侵蚀量仍是较大的 (平均大于淮河流域
,

个别极值已接近黄河 )
。

特别是近 30 年来
,

由于

滥伐乱垦
,

陡坡开荒
,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致使全流域内近半数的测沙河段的含沙量有

了较大或显著的增长
。

河流泥沙量的增加
,

给工农业生产及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影响
。

虽然水库工程对减轻下游河道及洞庭湖的淤积有一定作用
,

`

但从长远来看
,

唯有采取生

物措施并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才是有效抑制土壤侵蚀
,

减少河流泥沙的根本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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