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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渭北渍涝灾害问题及对策

黄 喜 峰
(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 陕西 西安 710004)

摘　要:渭河下游发生洪涝灾害后 , 渭北渍涝灾害的危害性引起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关注。从渭北渍涝灾害

治理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实际出发 , 结合当地排水工程的现状 , 讨论了今后如何更好地预防治理渍涝灾

害 ,提出了有关对策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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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water Water-logging Disaster and Countermeasures in

North Areas of Weihe River Damage of Shaanxi Province

HUANG Xi-feng
(General Commanding Off iceof Prevent Flooding and Drought Defying of Shaanxi Province , Xi' an 710004 , Shaanxi Province ,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downst ream f lood disaster on the Weihe River , water logging in the northern areas of the Wei-

he River has aroused the at tention of the masses and leader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This article dis-

cusses how to efficiently limi t w ater logging and rebuild af ter ext reme ev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oblem and rebuilding experience.Causes and specif ic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also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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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8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陕西省遭受了全

省性暴雨灾害 ,渭河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

降雨过程 ,渭河下游连续出现 6次洪水过程 ,南山支

流堤防多处决口 ,洪水倒灌淹没华县 、华阴市二华夹

槽区 15个乡镇 、66个村庄 2.0×10
4
hm

2
土地 、3.0×

105 多名群众被迫紧急撤离转移 ,淹没区累计滞留洪

水总量约 5.2×10
8
m
3
。同时 ,接连而至的持续降雨

造成渭南市渭北 6县(市)发生大面积内涝 ,8月下旬

到 10月中旬期间 ,该市平均降雨量 433.7 mm ,是历

年同期降雨量的 2.7倍。受连续降雨影响 ,农田水分

达饱和状态 ,加之整个排水系统不畅 ,形成了大面积

内涝灾害 ,积水面积达 4.40×104 hm2 ,总积水量1.43

×108 m3 ,渭北渍涝共造成 1.28×106 人受灾 ,倒塌

房屋 8.23×104 间 ,形成危房 2.45×105 间 ,渭清公

路毁坏约 50 km 。秋收 、秋播严重受阻 ,人民生命财

产遭受巨大损失 。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 ,在省委 、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 ,沿渭各级党委 、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

众 ,在省市有关部门及单位鼎力支持下 ,奋起排洪除

涝 ,为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赢得了宝贵时机 ,

为灾区社会稳定和抗洪救灾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突

出贡献。

1　渭北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和渍涝灾害
的严重性

　　渭北地区处于古三门湖沉积区之内 ,土壤含盐量

大 ,地下水矿化度高 ,埋深较浅 ,是重要的商品粮和棉

油生产基地 ,地处此区的洛惠渠 、交口抽渭 、东雷抽黄

3大灌区对当地的农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20 世纪

70年代初期遭受严重内涝后 ,至 90年代初分两期先

后建成了完善的排水系统 ,2 m 以内易涝面积相应减

少了 91%,盐碱地面积由 1976年的1.6×104 hm2 减

少到 1990年的 1.0×103 hm2 ,减少了 93.8%,粮棉

产量大幅度增长 ,盐碱 、渍涝灾害基本解除。在这些

干旱与半干旱地区 ,人们只重视解决干旱问题 ,而对

地下水位上升带来的渍涝灾害认识不足。然而特定

的地理环境加之遇到连续降雨 ,将会导致地下水位的

上升而产生土壤次生盐碱化 ,在无排水设施或排水系

统不健全的地区 ,往往会形成大面积渍涝灾害 ,严重

地威胁着农业生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影响生态环

境 。2003年汛期渭北持续降雨 ,才引起对排除内涝

的重视 ,但由于已成的排水工程 ,管护责任和经费不落

实 ,排水沟道杂草丛生 ,淤积严重 ,有些还遭受人为破

坏 ,造成排水不畅或堵塞 ,地下水位平均抬高 1.07 m ,



渭北交口灌区地下水位平均上涨 0.64 m ,最高上涨

3.55 m ,洛惠渠灌区地下水位平均上涨 2.14m ,最高

上涨 3.98 m ,地下水上涨速度快 ,排水能力不足 ,是

渍涝灾害加剧和扩大的主要原因。对此 ,我们应当有

所反思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修建的排水工程 ,当

时按照农业生产要求和经济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后确

定的排水标准 ,而且是按照 10 a一遇的暴雨作为除

涝标准。排水能力下降为何如此之快 ,何况渭北盐碱

化面积也在不断发展(仅交口灌区重度盐碱化面积达

33 000 hm2),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防渍涝灾害发生和

恢复排水设施 ,切实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环境 ,我们应

该汲取历史教训 。渭北排水系统的修复与完善 ,是涉

及渭北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大事 ,

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最令人担忧的是对渭北渍涝的认识 ,它和二华淹

没区排除洪涝有本质区别 ,这也是由于本身特殊地理

位置决定的 。二华淹没区是由于渭河几条支流决口

引起的 ,积水排完后 ,农田地力还会增加 ,农民会重返

家园继续耕作。渭北内涝虽然看起来没有二华灾区

那样满目疮痍 ,但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较大 ,不是

简单的看上去渍涝发生了 ,积水抽完后就完事了 ,这

样的渍涝灾害发生 1 次 ,土壤的团粒结构遭到破坏 ,

盐碱聚集地表 ,保水保肥能力严重下降 ,作物产量减

少 3 ～ 5成 ,短时间内农田地力难以恢复 ,还会增加新

的盐碱面积 ,严重地区农田会丧失耕作条件 ,这对商

品粮基地而言 ,是一个大的创伤。“盐随水来 ,盐随水

去” ,所以我认为渭北的内涝应该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

经过各方面努力 ,甚至可以避免此类灾害的发生 ,我

们不能以土地的破坏和减少为代价 ,而只要相关职能

部门尽职尽责 ,完善排水工程管理体系和制度而已。

即使几年不遇这样大的灾害 ,我们的工作也应该善始

善终 。

渍涝灾害发生后 ,虽经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的奋

力抽排 ,将灾害减少到了最小程度 ,但由于渭北排水

系统采取的是全程自流 ,末级抽排入渭的方式 ,上下

游汇流接引及干 、支 、分毛沟排水连接不畅 ,灾害在一

个地方消失 ,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如积水致使蒲

城卤泊滩区有 7个村被淹 ,滩区最深水深 4 m ,洛惠

渠排水系统受阻后 ,这些积水只能通过排水沟自流到

下游临渭区东排系统 ,高盐碱水流入下游农田 ,对已

经盐碱化面积不断发展的洛惠渠灌区和交口抽渭灌

区构成了新的威胁。同时造成地下水质变化 ,群众生

产和生活条件受到较大影响。地下水位长时间居高

不下 ,淹没农田造成减产或绝收 ,2003年渍涝区越冬

作物整体苗势偏弱 ,一二类苗不足 30%,受灾严重的

吝店全镇 3.8×103 hm2 耕地 ,播种小麦仅 500 hm2 。

部分地方群众在果品收获季节 ,划着皮筏子 ,穿着连

衣雨裤在田间劳动 ,受淹果树基本死亡。渍涝区道路

被淹 ,交通中断 ,房屋倒塌。受灾严重的蒲城卤泊滩

有 7个村被淹 ,70多个硝场埋入水中 ,被迫停产。渭

北灌区内一些过水渠道和水工建筑物发生沉陷 、裂

缝 、滑坡 ,部分在建水利工程被迫停工。

2　排水工程管理现状及主要问题

陕西省的排水工程建设起步较早 ,在泾惠渠 、洛

惠渠等灌区开灌后 ,20世纪 60—70年代大量排水工

程相继建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自流和抽排相结合的排水网络 ,地下水位得到有效控

制 ,产生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已

成排水工程的管理 ,陕西省专门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

法 ,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和群管相结合的管理体

制 。具体管护工作干 、支沟由各县负责 ,按行政区划

分到所属乡(镇)进行管护 ,分 、毛沟由各乡(镇)划到

村 、组进行管护。有的由县水利局代管 ,有的县还成

立了县排水工作站或排水管理站 ,专管此项工作 ,乡

(镇)一级一般由乡(镇)水管站代管 。

目前排水工程管理上存在问题较多 ,长期以来 ,

有的管理机构不健全 ,管护责任不落实 ,大多管理经

费不落实 ,致使分 、毛沟配套差 。在 2003年汛期渭北

渍涝灾害区的临渭区故市 、吝店 、蒲阳等镇灾害较为

严重 ,明水长期不退 ,情急之下的百余名群众挖毁了

距离他们最近的交口灌区东干渠排水 ,但水只是从这

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 ,而他们距离排水主干沟仅 3

～ 4 km 。渭河下游发生险情后 ,约 5.0×10
8
m
3
水滞

留在二华夹槽区 ,当时采取了“自流为主 ,抽排为辅”

的方案 ,由于二华地区地势南高北仰 ,在入渭自流口

逐渐丧失功能后 ,使得通过干沟抽排效果更为显著 。

但也发现这样问题:在抽排的后期 ,虽然二华干沟排

水系统高程较低 ,但是部分积水难以通过自流汇入干

沟 ,以罗敷河为界 ,以东为非淹没区 ,以西为淹没区 ,

在淹没区形成后 ,加上渭河的几次洪水过程 ,罗敷河

以东至潼关境内非淹没区积水面积很大 ,但是用于排

除该区域积水的长涧河 、柳叶河 、桃林寨之间的干沟

流量却很小 ,甚至有些支沟填满垃圾 、杂草 ,分毛沟不

见踪影 ,导致离沟最近 2 ～ 3 km2 范围内明水都无法

入沟 。直至寒冬 ,有的群众还穿着雨裤采摘棉花 ,有

的群众只能望“粮”兴叹。究其原因 ,健全的排水系统

被人为破坏了 ,人们忘记了自然规律 。而罗敷河以东

虽是淹没区 ,采取挖沟破路汇流等临时应急措施(相

当于临时恢复支毛沟),经过全力抽排 ,部分灾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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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内重返家园还补种了越冬作物 ,为灾区稳定奠定

了良好基础。

近10 a来 ,由于气候干燥 ,降水偏少 ,渭北排水

工程的维护工作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多处排水沟内杂

草从生 ,沟 、岸坍塌变形 ,加之群众建房庄基侵占 、垃

圾倾倒及庄稼地侵占等人为因素破坏 ,排水沟年平均

淤积 0.3 ～ 0.4 m ,干沟平均淤积厚度达 2 m 以上 ,

支 、毛沟堵塞达 92%,损毁严重 。沿渭河大堤的排水

站设备老化 ,失修严重 ,安全隐患多 ,加之渭河河床逐

年抬高 ,部分自流排水功能丧失 ,致使一座座排水站

报废 。2003年渭北内涝 ,交口抽渭灌区克服困难 ,抢

修恢复排水机组 ,昼夜抽排 ,但由于排水系统不畅 ,仍

有2.0×107 m3 积水无法排出 , 6.67×103 hm2 农田

今春仍然无法耕种。地下水位居高不下 ,通过压盐排

碱不能正常进行 ,渭北盐碱化面积仍有进一步发展的

态势。“去冬水汪汪 ,今春白茫茫” ,这是渭北 70—80

年代流传的一句农谚 。如今 ,这一在人们的记忆中逐

渐淡去的现象又一次出现 ,部分地方内涝积水退去 ,

大量农田地表被一层“白霜”覆盖。据调查 ,仅临渭区

今春出现盐渍化面积 2.70×104 hm2 ,耕层土壤含盐

量 0.6%以上重度盐碱地达 7.30×10
3
hm

2
。

3　对策措施及几点建议

3.1　深入调查 ,摸清现状

渭北渍涝区的水利 、农技 、国土等部门及各灌区

在灾后应组织人员深入渍涝区进行调查 ,摸清现状。

针对不同区域 ,主要包括摸清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 、

土壤含盐含碱量 、作物受灾情况和发育情况 、水利工

程水毁情况 、主要排水工程的毁坏现状及排水能力 、

排水工程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等 6个方面。必要时

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踏勘论证。

3.2　落实责任 ,科学规划

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 ,渭北渍涝灾害严重 ,排水

体系不畅 ,是因为部分地方出现了疏于工程的管理而

导致的 ,应该认真总结 、汲取 。根据新的水利工程的

管理办法 ,制定排水工程管理制度和办法(或者细

则),层层落实责任 ,进一步加强管理 ,健全管理制度

和各级管理组织 ,落实维护配套资金 ,使排水系统保

持良好状态 ,发挥应有的作用。

渭北排水系统的修复与完善 ,要在调研摸清现状

的基础上 ,实行统一规划 ,依照新的农业生产要求和

经济社会条件 ,上下游兼顾 ,旱 、涝 、盐 、碱综合治理 。

依据系统的排水修复与完善方案 ,对现有明沟进行清

淤疏通 ,已经毁坏的分毛沟 ,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 ,在

施工设计和施工材料上 ,可采取一些新技术 ,如暗管

排水等 ,既可减少工程占地 ,又可减少人为破坏 。对

入渭口的末级(抽)排水站 ,根据新确定的排水参数 ,

进行更新改造 ,加大排水能力。

3.3　渭北排水系统的修复与完善条件成熟

渭北排水系统的修复与完善条件成熟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原因:(1)目前渭北地下水观测网基本建

成 。地下水观测网建成后 ,可定期进行地下水动态 、

盐碱地变化分布等资料观测 ,根据这些资料 ,可以确

定对渍涝灾害的防治措施及有关参数。(2)渭北灌

区渠道衬砌率高 ,推行节水灌溉技术 ,相对缓解了排

水系统压力 。渠道衬砌率提高后 ,灌溉水的损失减少

30%～ 40%,加上推行节水灌溉制度 ,节约用水 ,这些

都有效地减少了地下水的补充 ,相对缓解了渭北淤积

严重的排水系统压力。(3)工程投资少 ,易实施。渭

北排水系统的修复与完善是在原排水工程基础上进

行的 ,不需占用大量耕地 ,工程投资相对较少。虽然

有些干沟淤积 ,分毛沟填埋 ,但可通过档案资料重新

划址量界。渍涝区市 、县 、乡政府应从确保农村稳定

和农业安全的大局出发 ,按照排水工程管理制度和办

法 ,集中动用清淤设备和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清修 ,县

域之间 ,乡镇之间做好工程衔接 ,抓住当前水利建设

和灾后重建的有利时机 ,从根本上解决渭北地区的渍

涝问题 。

　　(上接第 36页)

　　龙回河小流域的治理成功经验不仅可为江西省

赣南山区小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提

供可资借鉴的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 ,而且对于我国南

方山区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也有

着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20世纪 90年代的“龙回

模式”被有关中外专家誉为中国南方山区治理水土的

“希望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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