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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黄河是长期的艰巨任务
,

不能掉以轻心

张 岳 周文浩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院 )

提 要

黄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
,

平均每年输沙量达 16 亿吨
,

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 35 公斤 , 它是世界著名

的
“
泥河” 。

这条
“
泥河 ” ,

在历史上下游河道演决频繁
,

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建国以来
,

为云

了控制黄河泥沙
,

在它的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水土保持
,

大量修建大中小型水库
、

淤地坝
、

梯田
,

普

遍植树
、

种草
,

取得很大成绩 , 但不能盲目乐观
。

须知治理黄河
,

是长期的艰巨任务
,

决不能掉以扔 5

心
o

黄洞是一条多泥沙河流
,

它以高含沙量闻名于世
,

是世界少有的
“

泥河
” 。

根据多年来水文资料

统计
,

平均每年输沙量 16 亿吨
,

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 35 公斤
。

与世界多泥沙河流相 比
,

孟 加 拉

国
、

印度的布拉乌普特拉河
,

平均年输沙量 7 亿多吨
,

虽然不到黄河年平均输沙量的一半
,

但因

水量是黄河的 8 倍
,

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只及黄河平均含沙量的 1 / 1 8 ; 印度
、

孟加拉国的恒河
,

年

输沙量 1 4
.

5亿吨
,

与黄河相近
,

但其水量较多
,

平均年径流量相当子黄河的 8 倍
,

平均含沙量每立

方米仅 3
.

92 公斤 ; 美国科罗拉多河的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 2 7
.

5公斤
,

是 目前国外平均含沙量比较

高的河流
,

但其水量不及黄河的1 / 9
,

而年平均输沙量仅 1
.

35 亿吨
,

不及黄河的1/ 1 0
。

黄河的危害在下游
。

历史上下游河道决口频繁
,

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保证黄河下游的

仿洪安全
,

一直是治理黄河的关键
。

黄河危害的根源在于泥沙
。

泥沙难治就难在水少沙多
。

黄河

平均年径流量 46 。多亿立方米
,

平均年输沙量高达 16 亿吨
,

平均每年有 4 亿吨泥沙淤在下游河道
,

迫使下游河床抬高
。

仅 1 9 4 9年至 1 9 5 9年10 年内
,

年平均淤高10 厘米以上
。

黄河下游也就因此成为

举世闻名的
“
悬河

” 。

目前河身高出堤外地面
-司般 5 一 7 米

,

最高 的 地 方 达 10 米
。

每遇洪水
,

仍然威胁着两岸的工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一旦决口
,

黄河就有改道的可能
,

在

经济上
、

政治上造成的损失
,

更是无法估量
。

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
、

陕西的黄土高原地区
。

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积 13 万平方公

里
,

占全流域面积的 1 7
.

5%
,

水量占 15 %
,

而来沙量却占全河的 56 %
。

建国以来
,

为了控制水土

流失
,

在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包括修建干支流水库
、

淤地坝
、

梯田
、

植树
、

种草在内的水利和水

土保持工程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据统计
,

至 1 9 8 4年
,

河口镇以上地区初步治理面积
,

占水土流失面

积的 10 %
,

河 口镇至龙门包括渭河
、

北洛河
、

汾河流域占30 %
。

1 9 6 0一 1 9 8 0年
,

黄河中上游水利和水

土保持工程年平均拦沙量高达 5
.

2亿吨
,

其中支流水库占27
.

1%
,

淤地坝占54 %
,

梯田占 6
.

7%
。
1 9 7 1

一 1 9 8 3年
,

年平均拦沙量为 3
.

25 亿吨
。

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
,

改善 了 生



态环境
,

对于减少入黄泥沙也起了很大作用
。

在一些治理较好的支流
,

如清水河
、

无定河
、

汾河

等
,

减沙效果在 50 % 以上
。

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
,

目前入黄河的泥沙可能还

要多得多
。

但是
,

根据有关专家们的研究成果
,

值得提出的是
:

第一
,

拦沙效益主要是坝库工程发挥的作用
,

如汾河流域减沙效益中有 80 % 以上为大中型水

库拦沙
;
无定河流域水库

、

淤地坝拦沙占80 % 以上
。

这些坝库的减沙作用是有条件的
。

目前
,

己

建的水库和 淤地坝的库容 己经淤掉 40 一 50 %
。

随着拦沙库容的逐步淤失和水库蓄水拦沙运行方式

的改变
,

以及采取相应排沙措施等
,

坝库的减沙作用将逐步减低
。

今后要保持现有的减沙效益
,

必须不断新建相应的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
。

第二
,

梯田
、

林草的减沙比重比较低
,

特别是林草作用
,

一些治理较好的支流
,

如无定河
、

汾河流域
,

减沙效益还不到 10 %
。

加强管理
,

提高林草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

是加速生物措施的发

展和提高其拦沙效益的重要途径
。

据调查
,

目前就陕北
、

晋西地区来说
,

植树
、

种草的成活率
,

高者可达 70 一80 %
,

低者 40 一 50 % ,
保存率高者 50 一 60 %

,

一般30 一40 %
,

低者仅 20 一 30 %
。

第三
,

人类活动
,

如毁林开荒
,

滥垦乱牧
,

以及工矿建设
,

水利
、

交通等事业的发展
,

又加

重了水土流失
,

使一些流域的产沙量并没有减少
。

根据估计
,

无定河流域七十年代平均每平方公

里的产沙量比五十年代还增加约 15 %
。

这些间题
,

值得重视
。

第四
,

近十多年来是属于偏枯的水文系列
,

无论是汛期降雨量还是暴雨频 次
,

都比以往系列

少
。

降雨量和暴雨次数减少
,

使流域内侵蚀和产沙减少
,

同时对现有水利和水保工程破坏也少
,

从而提高了拦沙效益
。

但是
,

这种降雨偏少的情况不会持续
,

今后还会遇到雨量丰 沛 时 期
,

到

时
,

黄河中游还可能产生大量的泥沙
。

1 9 7 7年 7 月一 8 月上旬
,

中游地区连续两次降雨
,

最大中

心降雨量 22 5毫米
,

延安
、

榆林
、

庆阳地区及晋西 28 个县共冲毁水库 3 15 座
,

淤地坝 3 2 ,
7 0 0座

,

水

土严重流失
。

三门峡出库最大含沙量每立方米达 91 1公斤
,

仅是一例
。

因此
,

对于水土保持要充满信心
,

但不能掉以轻心
,

盲目乐观
。

应当在己有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
,

持之以恒 ; 作为长期治黄的一项基本对策
,

要采取相应 的政策和措施
,

力 争提高现有设施的

减沙效益
。

今后
,

国家建设发展
,

中上游地区工农业用水会有较大需求
,

引水同时引沙
,

也有相

当部分泥沙被引走
。

据比较乐观的估计
,

经过努力
,

至本世纪末
,

黄河下游来沙量可 望 减 少 至

13
.

73 亿吨
,

即年平均输沙量将减少 2
.

3亿吨
。

但因年水量减至 34 2亿立方米
,

黄河下游河道每年淤

积量仍达 3
.

79 亿吨
,

因此下游河道泥沙严重淤积的局面仍将存在
。

黄河安危事关大局
。

三十多年来
,

国内不少学者
、

专家
,

对黄河的水沙特点及泥沙的侵蚀
、

搬

运和沉积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
,

提出了多种以处理泥沙为中心的综合治黄方案
,

但由于黄河泥沙

的复杂性
,

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多方接受的可行的方案
。

最近
,

有关部门建议在河南省孟津县黄河中游峡谷区的末端
,

修建以防洪减淤为主的小浪底

水利枢纽
。

这个枢纽水库库容 1 27 亿立方米
,

其中防洪库容 50 亿立方米
,

与三门峡等水库联 合 运

用
,

可以把黄河下游的防洪标准从目前的 70 年一遇提高到 1 , 0 00 年一遇
,

且不使用北金堤滞洪区
,

由子水库拦沙
,

可以使下游河道维持 17 一 20 年不淤积
。

除了防洪减淤效益外
,

还具有供水
、

灌溉
、

发电等综合效益
。

虽然这个枢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泥沙间题
,

但对解决黄河下游水患
,

对

保障黄淮海平原的安全和国家
“ 四化

”
建设却至关重要

,

因此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

不 少 专 家 认

为
,

在当前条件下
,

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
,

主张尽快兴建
。

最近
,

国家已在对它进行评估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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