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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巴沟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子洲县
,

汇入无定河支流大 理 河
。

沟 长 沈
.

2公

里
,

流域面积2 05 平方公里
。

从水土流失着
,

在该区有代表性
。

岔巴沟作为重点治理小流域和径流泥沙观测试验区
,

已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
,

用 以分

析由于水利
、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引起的水沙变花
,

探讨引起变化的原因及由此可能出

现的新问题
。

岔巴沟流域治理

岔巴沟流域基本上采取了坡面上水土保持和沟遭坝库工程相结合的治理方法
。

截止 19 劝年
,

岔巴沟流域内有梯田 10 平方公里
,

造林 10 平方 公 里
,

种 草 6 平 方公

里
,

坝地 2 平方公里
,

水地2
.

7平方公里
,

合计治理面积为3。
。

7平方公里
,

占总 流 域面

积的15 %
。

粮食总产 1 9 8。年比 19 70 年增加了 2 倍
。

作为治沟措施的坝库工程
,
截止 1 9 77年底

,

流域内共修建坝库 4 44 座
,

总库容达 2 ,

65 1

万立方米
。

其中坝高超过幼米的控翻性骨午工程 39 座
,

按座数计算只占总座数的8
.

8 %
,

而库容却占总库容的 5 4 ‘8 % (表 1 )
。

表 1 岔巴淘坝库分类统计裹

高 (米 )

统计方法 : 项

按 座 数

按 库 容

(万立方米》

小于某坝高座数

占总数%

小于某坝高库容

占总库容 %

111 0 ) 1 555 2 000 2 555 3 000

888 1
。

000 2 5 3
。

000 3 6 1
。

000 4 0 5
。

000 4 3 5
。

000 4 4 3
,
000

111 8
。

222 5 7
。

000 8 1
。

333 9 1
。
222 9 7

。
999 9 9

。
888

222 8
。
000 2 3 1

。
000 6 4 1

。
000 1

,
1 99

。
000 1

,
9 4 7

。

000 2
,
3 3 7

。

000

111
,

0 555 8
。

777 2 4
。

222 45
。
222 7 3

。

444 肠
。
222

从库容和坝库座数的历年增长看 (图 1 )
,

岔巴沟于1 9 4 6年打了第一 座 淤 地 坝
,

1 95 3年开始在流域内推广淤地坝
, 1夕7。年以后由于水坠筑坝技术的推广

,

流城内水库
、

淤地坝总座数
、

总库容滋增i 特别是 f, 7 5年以后
,

大盆的坝库建成并发挥效益
,

平均每



/
平方公里有库容 12 万立方米以上

。

这些

坝库均匀地分布在流域内
,

此乃减水减

沙的重要原因
。

二
、

岔巴沟年径流泥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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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岔巴沟流域坝库总库容
、

总座橄历年增长图

(一 ) 多年平均水沙变化

沟 口曹坪水文站 (控制流域面积 1 8了

平方公里 )
,

自1 9 5 9年开始水文观测至

1 9 8 0年
,

流域平均降雨量为 42 0
.

4毫米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95 1万 立 方米
,

其中

汛期 ( 6 一 9月 ) 占全年61
。

1 % ;
多年

平均输沙量为 2 7 7
。

4万吨
,

其 中汛期占全年94
.

2 %
。

点绘历年水沙关系图 ( 图 2 ) 可 以看出
, 19 5 9一 1 9 7 4年与 1 9 7 5一1 9 8 0年为两条关系

不 同的水沙线
,

即在相同水量下
,

后者较前者沙量显著减少
。

其原因主要是 19 7 0年开始

水坠筑坝大力推广后
,

大量的坝库工程到 1 9 74年建成并发挥效益
,

故水沙关系出现明显

差异
,

循此规律按上述两系列进行对比分析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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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绘岔巴沟历年 5 一 9 月流域平均降雨量
、

径流
、

泥沙累积过程线 (图 3 ) 亦可看

出
,

在降雨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
,

径流
、

泥沙却有显著变化
,

突出的有两个转

折点
:

其一是 1 9 6 6年
,

径流
、

泥沙有较大的增加
,

这主要是该年有几次暴雨所致
。

据统

计
, 1 9 5 9一1 9 8 0年

,

岔 巴沟产流10 毫米以上暴雨共有 8 次
,

而 1 9 6 6年就发生 3 次 ;
其二是

1 9 7 0年
,

特别是 1 9 7 5年以后更为明显
,

尤 以泥沙突出
,

这显然与水利
、

水土保持措施的

实施有关
。

为估算减水减沙的定量数值
,

根据水沙变化的不同规律
,

分别统计了 1 9 5 9一 1 9 7 4年

和 1 9 7 5一 1 9 8。年两系列 , 考虑到降雨不 同对水沙变化的影响
,

在计算时利用1 9 5 9一 19 74

年 (相当于水沙变化前 ) 的径流系数 (径流模数与降雨量之比 ) 和 19 7 5一19 8 0年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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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岔巴沟历年 苏一 9 月降雨
、

径流
、

泥沙累积过程线

书生与降雨量推算出工9了5一 1 9 8 0年可能产生的径流量
,

然后与 工9 75一 19 8 。年实测值进行比

较
,

训
一

算其减水效益
。

泥沙是利用 1 9 5 9一1 9 7 4年的平均含沙量乘以推算的 径 流量
,

求得

工9
一

5一
’

9 8 0年 可能产生的输沙量
,

然后与实测值比较
,

求得减沙效益 (表 2 )
。

由表列

成 长可 以看出
,

年径流量减少仅 0
.

7 1 %
,

为数不大
,

汛期径流减少25
.

2 % ; 全年泥沙减

少 6 8
.

7 %
,

理琴中汛期减沙 5 9
.

4 终
。

(二 ) 地下径流变化

为分析方便起见
,

把总径流藻绪从曳地
一

f径酥和地表径落两部分
,

把包括 1 一 4 月
、

l ,
一 飞2 月的径流量和根据历年逐 日

“}乙均流量过程线按曲线分割的地下径流部分
一

计算为地

厂径琉 ( 曲线分割示意图
,

见既 4 )
,

总译流量减去地下径流量为地表径流量
。

其中地
一

F径流补给系数系地下径鲜深苟土壤人渗水份之比
,

它反映了年入渗总水份中可能返夙

河中的部分
,

是地下径流变化的重要参数
,

按下式计算
:

P 一 H

式中
: 人一遮乞下径流补给系数

:

R 一地下径流深 (毫米 )
;

P一流域平均降雨量
; ( 毫米 ) 一 ;

H一地表径流深 (毫米 ) 、
。 ,



表名 岔巴沟曹坪站水沙变化表

1 9 5 9一 1 9 7 4年
实 测 值

1 9 7 5一1 9 8 0年 增 减 %

实 测值 { 推算值
}万

流域平 均降雨量 (毫米 )

径流量 (万立方米 )

径 流模数 (万 立方米 / 平方公里 )

径 流系数

主3 1
。

场 3 9分
。

6

9 7 8
。

注 3 7 9
。

0 8 8 5
.

3 0
。

7 1

5
。

2 3 2 1

0
.

盗竺王2

4
。

7 0 0 二 二
.

丁3 搜1
」

}

。
·

l艺。3
一
。

·

1 2 1 2}

流域平均降雨量 (毫米 )

径流量 (万立方米 )

径流模数 (万立方米 /平方 公里 )

径 流系数

3 2 3
。

1

6 2 6
。

3

3 1 7
。

9

6 1 6
。

2 2 5
。

2

3
.

3 4 9 2 2
。

4 6 5 8 一 3
。

2 9 5 3

O
。

IC 3了 0
。

0 7 7 6 J 0
。

1 0 3 7

汛期�619月�

平均输沙量 (万 吨)

平均含沙量 (公 斤/ 立方米 )

3 4 4
。

9 g 了
。

5
,

3 1 2
。

6 8
。

7

3 5 2
。

乙 2 C 8
。

7 3 5 2
。

5

全年

平均输沙量 (万 吨 )

平均含沙量 (公斤
, ,

立方米 )

3 2 3
。

O 9 6
。

5

2 0 9
。

3

2 3 7
。

8

5 1万
。

7 5 1 5
。

7

汛期
沙

统计1 9 5 9一 1 9 7 4年和 1 9 7 5一 2 9 8 0年径流变化资料 (图 5 ) 可知
, 1 9 5 9一 19 7 4年地下

径流 占总径流的 3 8
。

3 %
,

而 1 9 7 5一1 9 8 0年地下径流 占总径流的 5 8
.

7 %
,

二者相较
,

后者

较前者增加了 2 0
.

4 %
。

一

地下径流补给系数也有明显变化
, 1 9 5 9一1 9 74 年平均为 0

.

0 5 4 ,

而 1 9 7 5一 19 8 0 年平

均为 0
.

0 7 6 ,

增加了 0
.

0 22
。

与此相反
,

侵蚀模数却由 1 9 5 9一 1 9 7 4年的每年 每 平 方 公里

1
.

85 万吨
,

降为 1 9 7 5一 19 8 0年的侮平方公里 。
.

52 万吨
,

减少了 1
.

33 万吨
。

三
、

结 语

1
。

从岔 巴沟年径流泥沙变化分析看
,

目前水沙朝有利方面变化
,

即年径流量减少但

数量不大
,

地下径流增加和输沙量显著减少
,

从水沙资源利用和减少入黄泥沙来说都很

有利
。

但需看到
,

减水减沙效益受制于多种因素
,

像岔巴沟这种 以坝库建设为主的治沟

措施引起的水沙变化
,

会随着坝库建设年限的增长其效益将会降低
。

因此
,

进一步加强

坡面治理
,

防治土壤侵他尤有必要
,

这不仅可增加当地生产
,

而且又为继续发挥坝库效益

创造有利条件
。

2
.

地下径流增加表明
,

由于水利
、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

使一部分地表径流转化为地



下径流
,

这对水资源利用是有利的
。

但需注意的是
,

随着地下径流的增加可能带来的不

利影响
,

例如
:

岔巴沟流域的中生代塞岩中有薄层泥岩
,

泥岩遇水发生软化
,

易引起滑

坡 , 又岔巴沟沟谷两岸半坡上发生不少泥流
,

直接流入河道
,

增加泥沙 来 量
。

诸 如 此

类
,

应加强观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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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褒

五 月 六 月

图 4

七 月 八 长月 耽

岔巴淘 1 9 64 年地下
、

九 月 + 月 + 一月

地襄径旅 . 艘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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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东列

图
一

5 1 9 5 9一 士, 7 4年和 1 9 7 5一 2 9 80 年径渝全化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