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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 50 a 来官厅水库上游流域侵蚀产沙总量为 4. 57 ×109 t ,其中水土保持措施拦沙量 7. 71 ×108 t ,

占总产沙量的 16. 89 % ;水利工程拦沙量 7. 65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16. 76 % ;引洪淤灌减沙量 9. 65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21. 14 % ;河道淤积沙量 8. 16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17. 88 % ;官厅水库淤积量 7. 50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18. 02 % ;官厅水库下泄 4. 25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9. 31 %。20 世纪的后 20 a ,流域内的

水土保持措施拦沙量大幅度提升 ,和 1950 —1980 年间相比 ,水土保持措施拦沙率提高了 26.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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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vestigation of sediment t ransport balance in t he Guanting Reservoir watershed indicated that in

t he past fif ty years ,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resulting f rom soil and water loss was 4. 565 billion ton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kept about 0. 771 billion tons , 16. 89 % of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 retained about 0. 765 billion tons , 16. 76 % of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Irrigated lands

intercepted about 0. 965 billion tons , 21. 14 % of the total sediment yield. River beds and courses accepted

about 0. 816 billion tons , 17. 88 % of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The reservoir t rapped about 0. 75 billion tons ,

18. 02 % of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The reservoir discharged about 0. 425 billion tons , 9. 31 % of t he total

sediment yield. The amount of sediment retention b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 rom 1981 to 2000 increased

about 26. 27 % in comparison wit h t hat f rom 1950 to 1980 , which indicates t hat sediment retention has in2
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 he recent 20 years.

Keywords : Guanting reservoir ; upper watershed; sediment transport balance

　　官厅水库于 1951 年动工 ,1953 —1955 年为滞洪

运用 ,1955 年 10 月起正式蓄水运用 ,当时设计库容

为 2. 27 ×109 m3 ,1989 年官厅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后 ,拦河大坝加高了 7 m ,总库容增大到 4. 16 ×

109 m3 ,其中防洪库容 2. 99 ×109 m3 ,成为华北地区

的第二大水库。官厅水库建成近 50 a 来 ,拦蓄水量

近4. 00 ×1010 m3 ,向京 、津、冀地区供水 3. 80 ×1010

m3 多 ,水电站发电 2. 00 ×109 kW ·h 多 ,为周边地

区和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 ] 。时至

今日 ,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已达 6. 47 ×108 m3 ,对水库

的运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特别是“拦门沙坎”的形

成 ,致使妫水河库区约 2. 00 ×108 m3 的水源有被隔

开的危险[2 —3 ] ,为此对“拦门沙坎 ”进行了疏浚 ,以保

证向下游地区供水。因而探讨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泥

沙输移平衡 ,可为官厅水库流域的水利、水保工程、水

资源管理和官厅水库的运行及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官厅水库位于河北省怀来县与北京延庆县境内 ,

位于北京市西北约 80 km ,主要水系有桑干河、洋河

和妫水河。水库上游流域面积为 43 402 km2 ,位于

112°8. 3′—116°20. 6′E ,41°14. 2′—38°15′N。流域多

年平均降雨量 406 mm ,且降 水多分布在 7 —9 月 ,可

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80 % ,常发生中小面积高强

度集中暴雨 ,流域内植被覆盖率低、植被状况差。

2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产沙

2 . 1 　官厅水库上游水土流失状况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内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流域属

高原背山区 ,流域内群山环抱 ,山峦起伏 , 黄土丘陵

面积广阔 ,有不少山间盆地。一般盆地区植被较好 ,

水土流失轻微。而广大黄土丘陵区沟壑发育 ,植被很

差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据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

北京农大合编的卫星图像目视解译资料 ,流域内剧烈

侵蚀面积占 5. 6 % ,极强度侵蚀面积占 20. 5 % ,强度

侵蚀面积占 5. 8 % ,中度侵蚀面积占 8. 1 % ,轻微和较

轻微侵蚀面积共占 60 %。以此推算 ,全流域多年平

均土壤侵蚀量约 1. 10 ×108 t/ a ,相应多年平均土壤

侵蚀模数约 2. 50 ×103 t/ ( km2 ·a) 。又据 1950 —

1980 年 31 a 实例资料 ,流域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3. 80

×107 t/ a ,相应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880 t/ ( km2 ·

a) ,为多年平均土壤侵蚀量的 1/ 3[4 ] 。

2 . 2 　重点产沙区“八大沙源”

据有关侵蚀资料和现场考察 ,官厅流域内共有 8

处对下游有较大影响的集中的天然沙区 ,概称八大沙

源。它们是源子河、十里河、浑源北山、蔚县北山、石

匣里 —朝阳寺区间、大泉山区、友谊水库 —柴沟堡区

间和万全北山等 ,各沙源的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官厅流域八大沙源基本情况

沙源名称 沙源区域 泥沙输向

特征值

流域面积/
km2

天然沙量估计/
(104 t ·a - 1 )

相应侵蚀模数/
(104 t ·km - 2 ·a - 1 )

源子河 　
平鲁、左云、右玉源子
河流域

桑干河东榆林水库 2 100 1 400 0. 67

十里河 　
左云、大同市十里河
流域

十里河、御河及以下
册田水库

1 200 600 0. 50

浑源北山 浑源北部丘陵山区 浑河镇子梁水库 560 400 0. 71

蔚县北山
蔚县北部、东北部丘
陵山区及阳原南部山
区

约 90 %入壶流河中下
游及以下 ,约 10 %入
桑干河干流及以下

850 700 0. 82

石朝区间 石匣里 —朝阳寺山区 桑干河朝阳寺及以下 740 600 0. 81

大泉山区
天镇、阳高南部丘陵
山区

约 70 %入南洋河 ,约
30 %入桑干河干流及
以下

1 200 800 0. 69

友柴区间
兴和银子河、尚义瑟
尔基河流域及小蒜沟
以下

东洋河土夭沟及以下 1 400 600 0. 43

万全北山 万全北半部丘陵山区 洋河干流及以下 580 300 0. 52

八大沙源小计 　 8 630 5 400 0. 62

官厅全流域合计 43 402 11 000 0. 25

　　注 : 资料来源于《官厅水库上游泥沙运行规律研究》,水利电力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1984。

3 　流域产沙分配

3 . 1 　流域水土保持措施拦沙

水库上游流域的来沙量主要是因严重的水土流

失所引起 ,因而加快加大流域水土流失区的重点治理

则是解决泥沙问题的根本所在。据统计 ,该流域内侵

蚀模数大于 500 t/ ( km2 ·a) 的面积有 2. 60 ×104

km2 ,全流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 500 t/ ( km2 ·

a)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官厅水库流域就开展了水土

流失治理工作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治理和破坏交

替进行 ,水土保持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效

果不佳。据统计 30 a 来治理保存面积约 5 000 km2 ,

共拦蓄泥沙约 2. 00 ×108 t 。1983 年后 ,永定河上游

流域被国家列入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区以来 ,截止

2000 年底 ,官厅水库流域山西省大同地区、河北省张

家口地区和北京市延庆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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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90. 24 km2 ,保存面积 10 000 km2 以上 ,共拦蓄

泥沙 3. 51 ×108 t [5 ] ,依此推算全流域内水土保持拦

沙量约为 5. 71 ×108 t [6 ] ,对减缓官厅流域泥沙淤积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 2 　流域内水利工程拦沙

我们先后对上游流域大中小型水库的运行及其

淤积进行了调查 ,发现除了几个较大的水库 ( 比如册

田、友谊水库)外 ,目前已建的许多小型水库已经淤满

或者即将淤满 ,剩余可淤库容有限。据分析[7 ] ,当水

库淤积量接近总库容的 70 %时 ,水库的拦沙效果已

很小 ,水库基本达到淤积平衡状态 ,可据此进行水库

的淤积估算。故对于小型水库 ,目前已处于“淤积平

衡”状态 ,因缺少实测资料 ,其淤积量按总库容的

70 %估算 ,求得各水库总淤积量为 1. 47 ×108 m3 (见

表 2) [8 ] 。流域内大中型水库的泥沙淤积量统计结果

见表 3 ,泥沙淤积总量为 4. 41 ×108 m3 。

表 2 　官厅流域 2000 年水库淤积量统计 108 m3

项 目 内蒙古 山西 河北 北京 总 计

小 (一)

型水库

座 数 2 25 28 1 56

总库容 0. 053 0. 607 0. 778 0. 021 1. 459

堆沙库容 — 0. 098 0. 058 — 0. 156

淤积量 0. 022 (0. 037) 0. 154 (0. 425) 0. 102 (0. 545) — 0. 278 (1. 007)

小 (二)

型水库

座 数 8 105 86 2 201

总库容 0. 023 0. 305 0. 337 0. 004 0. 669

堆沙库容 — — — — 0. 07

淤积量 0. 002 (0. 016) 0. 15 (0. 214) 0. 064 (0. 236) — 0. 216 (0. 466)

合 计

座 数 10 130 114 3 257

总库容 0. 076 0. 912 1. 115 0. 025 2. 128

堆沙库容 0 0. 098 0. 058 — 0. 226

淤积量 0. 024 (0. 053) 0. 304 (0. 638) 0. 166 (0. 781) — 0. 494 (1. 472)

　　注 : 括号外为 1983 年淤积量值 ,括号内为按总库容 70 %计算值。

表 3 　官厅流域大中型水库泥沙淤积状况统计

河名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流域
控制流域

面积/ km2

库容/ 108 m3

总库容 死库容

1987 年淤积

量/ 108 m3

2000 年淤积

量/ 108 m3

竣 工

年限/ a

1 册 田 桑干河 16 700 5. 800 0 2. 140 0 2. 120 0 2. 400 1 1960

2 太平窑 小灰河 1 170 0. 116 0 — 0. 079 8 0. 081 2 1959

3 东榆林 桑干河 3 430 0. 611 0 0. 100 0 0. 023 3 0. 066 7 1975

桑 4 薛家营 桑干河 — 0. 120 0 0. 020 0 0. 020 0 0. 033 1 1973

5 恒 山 唐 峪 163 0. 133 0 0. 002 6 0. 037 5 0. 038 1 1964

6 镇子梁 浑 河 1 840 0. 494 0 0. 108 0 0. 312 0 0. 333 1 1958

干 7 下米庄 口泉河 262 0. 102 4 0. 005 1 0. 015 3 0. 02 3 7 1967

8 九龙湾 饮马河 196 0. 106 8 — 0. 088 4 0. 088 4 1962

9 巨宝庄 黑 河 181 0. 121 0 — 0. 077 3 0. 084 7 1958

河 10 赵家窑 淤泥河 717 0. 856 3 0. 277 8 0. 244 1 0. 420 9 1960

11 十里河 十里河 178 0. 106 0 0. 022 6 0. 011 7 0. 025 3 1976

12 壶流河 壶流河 1 717 0. 870 0 0. 208 0 0. 032 0 0. 063 9 1973

小计 9. 437 0 2. 884 0 3. 061 4 3. 659 1 —

13 友 谊 东洋河 2 250 1. 160 0 0. 062 0 0. 233 3 0. 317 0 1962

14 皂火口 东洋河 717 0. 197 0 0. 016 2 0. 010 0 0. 019 8 1972

洋 15 孤峰山 南洋河 291 0. 232 0 0. 147 4 0. 211 7 0. 211 7 1960

16 西洋河 西洋河 618 0. 119 0 0. 018 0 0. 034 3 0. 056 8 1971

17 响水堡 洋 河 14 140 0. 575 0 0. 012 0 0. 098 5 0. 100 0 1972

河 18 团 结 东洋河 363 0. 136 2 0. 044 0 0. 044 1 0. 04 7 7 1971

小计 2. 419 0 0. 299 6 0. 631 9 0. 753 0 —

　　　　　　合 　计 11. 856 0 3. 183 0 3. 693 0 4. 41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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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得出 ,官厅上游流域水利工程至 2000

年共拦泥沙量为 5. 88 ×108 m3 ,拦沙总量为 7. 65 ×

108 t (泥沙的容重取 1. 30 ×103 kg/ m3 ) ,1950 —1980

年水 库拦沙量为 5. 00 ×108 t [8 ] ,则 1981 —2000 年水

库的拦沙量为 2. 65 ×108 t (官厅水库未计入) 。

官厅水库的泥沙淤积测量资料表明 ,1955 —1980

年期间 ,官厅水库泥沙淤积量为 7. 50 ×108 t ; 1980 —

2000 年泥沙淤积量为 7. 30 ×107 t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泥沙淤积量很小。

3 . 3 　流域内引洪淤灌拦沙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洪水含沙量大 ,泥沙含有较高

的营养成份。引洪淤灌既减沙又肥田 ,可做 到增产

丰收。流域内灌溉有 5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据不完

全统计 (表 4) ,石匣里以上引水 能力达 1 500 m3 / s

以上[ 9 ] 。各主要支流 ,如浑河、大峪河、鹅 毛河等河

流的中、小洪水的水沙基本上到不了桑干河。石匣里

以下洋妫区间也是如此 ,洋妫区间引水能力也在

1 500 m3 / s 以上。如通桥河灌区有 29 个引水口 ,一

般中、小洪水 (300 m3 / s 以下) 的水沙入不了洋河。洪

塘河中、小洪水 的水沙全部被本流域引用。岔道河有

55 个引水口 ,140 多条渠道。大洋河有 96 个引水口。

该流域有地表水灌溉面积 2. 75 ×105 hm2 ,其中大

部分有引洪用沙的灌溉习惯。据调查 ,全流域洪灌引

沙量 1950 年前约为 6. 50 ×106 t/ a ,1950 —1958 年间约

1. 30 ×107 t/ a , 1958 —1977 年间约 1. 90 ×107 t/ a ,1977

年以后约 2. 10 ×107 t/ a。以此推算 ,1950 —1980 年 30

a 间全流域洪灌引沙量共约 5. 75 ×108 t [9 ]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全流域的灌溉面积为 3. 57

×105 hm2[9 ] ,灌溉用水量已接近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

此阶段流域内年均引水量约 1. 22 ×109 m3 ,年均引沙

量为 1. 95 ×107 t ,依此得出近 20 a 来全流域共引沙量

约为 3. 90 ×108 t [8 ] 。

3. 4 　流域内河道滞沙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河系沉沙包括流域内河网内的

泥沙沉积和流域内河道整治工程中河滩沉沙造地中沉

积的泥沙。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河系滞沙主要是由于流域内用

水量增加 ,各河道径流量逐渐减少所引起的。特别在

降雨较少的年份 ,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永定河的两大

干流桑干河、洋河近年来在汛期也出现几乎断流的现

象。由于流量的减少 ,水流挟沙能力的降低 ,形成超饱

和输沙 ,河道产生淤积。调查中也发现河床质明显地

细化。如桑干河朝阳寺以下 ,洋河响水堡以下河段明

显淤积。桑干河涿鹿大桥处淤高 2 m 多 ,原河槽为卵

石 ,大的粒径一般在 30～50 cm ,目前已经以粗沙为主

的沙卵石河槽 ,卵石粒径仅 2～3 cm。清水河干流淤积

更为严重 ,永固堰原兴建时渠高 27 层条石 ,每层 0. 26

m 厚 ,现在河底以上仅剩 12 层 ,淤埋了 15 层 ,淤积厚

度 3. 9 m。御河大桥处 30 a 多来已淤高 2 m 多。

表 4 　官厅流域引水能力不完全统计

序号 引水灌区 (口) 　　　
现引水能力/

(m3 ·s - 1 )

1 源子河腊花口灌区 120

2 凌云口 126

3 新华渠 20

4 赵家口 9

5 刘家口 29

6 水泉渠 30

7 恢河灌区 24

8 河西村 53

9 观音堂 80

10 守口堡 76

11 大峪河 286

12 孤山 50

13 南土岭 50

14 水峪口 30

15 十里河 51

16 鹅毛河 255

17 罗 庄 80

　估计值 1 500 以上
18 通桥河 422

19 万全洋河三大渠 60

20 洪塘河 ,东、西、南洋河 300

21 大洋河 (整治后) —
22 洗马林河 100

23 涿鹿县 (四大渠) 72

24 岔道河 320

25 官厅库尾 (涿鹿县) 38

　估计值 1 500 以上

官厅以上估计引水能力 3 000 以上

　　注 : 资料摘自《石匣里水库可行性研究设计输沙量分析报告》,水

利电力部天津勘测设计院 ,1989。

从大断面套绘计算 ,桑干河罗庄 —固定桥河段淤

积比较严重 ,平均年淤积厚度 4. 8 cm。其支流黄水

河淤积更为严重 ,几乎见不到河槽。石匣里水文站大

断面平均每年淤高 6 cm ,响水堡站为 3. 4 cm ,洪塘河

乔子沟站断面年平均淤高 4. 8 cm[6 ] 。这些调查和实

测资料分析计算均说明永定河上游主要河道确实在

逐年淤高 , 且淤积速度很快 ,一般每年淤高 2～6 cm。

由于河道淤积滞沙 ,也暂时减少了河道的输沙量。经

统计估算 ,石匣里以上各河道年平均滞沙量 2. 75 ×

106 t ,官厅以上各主要河道年平均滞沙量6. 60 ×106 t

左右。多泥沙河道 ,大都大水冲 ,小水淤 ,官厅流域河

道也不例外。20 世纪 60 —70 年代以来 ,由于流域降

雨偏少 ,不仅大量山峪冲积扇逐年淤高 ,而且不少干

支流河段也有淤积过程。据调查 , 洋河干流柴沟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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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响水堡 65 km 河段 ,桑干河干流罗庄至固定桥 85

km 河段 , 桑干河支流黄水河黑疙瘩一带约 30 km。

洋河支流清水河下游约 20 km 河段 , 洋河支流洪塘

河中下游约 30 km 河段及南洋河支流黄水河、黑水

河、官厅库区以上的洋河、桑干河等 ,20 a 来基本均是

淤积 ,淤高速度为 2～13 cm/ a ,平均 5～8 cm/ a。再

加上沿河群众淤滩造地 ,这就对上游来沙起到了可观

的滞蓄作用[9 ] 。

据典型河段调查 ,估算全流域在 20 世纪 60 —80

年代河道淤积 ,淤滩造地共滞蓄泥沙 4. 00 ×108 t 左

右 ,平均每年 2. 00 ×107 t ,已接近灌区或水库的减沙

能力。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 20 a 来 ,据海

河水利委员会研究结果表明 ,1982 —1998 年间 ,永定

河上游册田至官厅区间河系沉沙 (含河滩造地) 3. 75

×108 t [10 ] 。册田以上流域的拦沙量仍用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多年平均滞沙量计算 ,即年滞沙量

1. 59 ×106 m 3 ,取泥沙容重 1. 30 t/ m3 ,近 20 a 总淤

积沙量为 4. 14 ×107 t ,加上册田至官厅区间的沉积

沙量 ,则河系滞沙量 (含河滩造地)约为 4. 16 ×108 t 。

3 . 5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内泥沙输移平衡研究

官厅水库的泥沙淤积与其上游流域的来沙量有

直接的关系 ,上游来沙量大 ,则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就

多 ;上游来沙量小 ,则水库泥沙淤积量就小。官厅水

库上游流域的水库蓄水拦沙、灌溉引沙、河系沉沙和

水土流失治理等都直接影响到官厅水库的泥沙淤积。

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泥沙输移平衡可用下式表示

W t = △W SK + △W WR + △W ID +

△W RD + △W GI + △W GD (1)

式中 : W t ———流域侵蚀产沙总量 (108 t) ; △W SK ———

水土保持拦沙量 (108 t) ; △W WR ———流域内水利工

程拦沙量 (108 t) ; △W ID ———流域灌区引沙量

(108 t) ; △W RD ———上游流域河系沉沙量 (108 t ) ;

△W GI ———官厅水库淤积沙量 (108 t) ; △W GD ———官

厅水库下泄沙量 (108 t) 。

综上分析 ,官厅水库流域近 50 a 来泥沙输移平

衡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以看出 , 1950 —1980

年官厅流域总产沙量为 2. 85 ×109 t ,其中水土保持

措施拦沙量为 2. 00 ×108 t ; 上游流域内水利工程拦

沙量为 5. 00 ×108 t ; 上游流域灌区引沙量为 5. 75 ×

108 t ; 上游河道沉沙 (包括河滩造地) 为 4. 00 ×108

t ; 官厅水库淤积量为 7. 50 ×108 t ; 官厅下泄沙量

4. 25 ×108 t 。1981 —2000 年流域内总产沙量 1. 72 ×

109 t ,其中水土保持措施拦沙 5. 71 ×108 t ; 流域内水

利工程拦沙 2. 65 ×108 t ; 流域内灌区引沙 3. 90 ×

108 t ; 流域内上游河系沉沙 (包括河滩造地) 为 4. 16

×108 t ; 官厅水库淤积量为 7. 30 ×107 t 。

表 5 　官厅流域 1950 —2000 年泥沙输移平衡

时 段 项 目
水土保持
措施拦沙

流域内水利
工程拦沙

流域灌
区引沙

上 游河
系沉积

官厅水
库淤积

官厅
下泄

合 计

1950 —1980 年
　沙量/ 108 t 2. 00 5. 00 5. 75 4. 00 7. 50 4. 25 28. 50

　所占比例/ % 7. 02 17. 54 20. 18 14. 04 26. 32 14. 91 100. 00

1981 —2000 年
　沙量/ 108 t 5. 71 2. 65 3. 90 4. 16 0. 73 —　 17. 15

　所占比例/ % 33. 29 15. 45 22. 74 24. 26 4. 26 —　 100. 00

1950 —2000 年
　沙量/ 108 t 7. 71 7. 65 9. 65 8. 16 8. 23 4. 25 45. 65

　所占比例/ % 16. 89 16. 76 21. 14 17. 88 18. 02 9. 31 100. 00

　　1950 —2000 年全流域总产沙量 4. 57 ×108 t ,在总

沙量的组成中 :以灌区引沙量最多 ,达 9 . 65 ×108 t ,占

总产沙量的 21. 14 %;其次是官厅水库泥沙淤积 ,淤积

量为 8. 23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 18. 02 %;流域上游水

库拦沙、河系沉沙和水土保持措施拦沙量分别是 7. 65

×108 ,8. 16 ×108 ,7. 71 ×108 t ,分别占总产沙量的

16. 76 % ,17. 88 %和 16. 89 %;官厅水库下泄沙量最少 ,

仅为 4. 25 ×108 t ,占总产沙量的9. 31 %。

不同的时期流域泥沙分配有如下特点 : (1) 无论

是前 30 a (1950 —1980 年) 还是后 20 a (1981 —2000

年) ,流域内灌区引水引沙量很大 ,占流域内总产沙量

的 20 %以上 ,对减少官厅水库入库泥沙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2) 水土保持拦沙率由 1950 —1980 年的

7. 02 %增加到 1981 —2000 年的 33. 29 %。其主要原

因是 1983 年以来 ,官厅水库流域 (永定河上游) 被列

为全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域后 ,在流域内开展了大

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近 20 a 水土流失治理保

存面积在 10 000 km2 以上 ,水土保持措施发挥了巨

大的拦沙作用[5 ] ,因而同 1950 —1980 年间水土保持

措施拦沙率相比 ,近 20 a 来的水土保持措施拦沙率

上升了 26.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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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于上游引水引沙、水土保持等拦沙能力

的增加 ,官厅水库泥沙淤积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减小。

1950 —1980 年期间 ,官厅水库泥沙淤积占总产沙量

的比例为 14. 91 % ,而 1981 —2000 年所占的百分数

则减小到 4. 25 %。(4) 官厅水库蓄水之前 ,下泄泥沙

量较大 ;蓄水后 ,永定河上游大量的泥沙淤积库内 ,向

下游排沙量很少 ,下泄泥沙量为3. 93 ×108 t ; 1981 年

以后 ,官厅水库向下游未排沙。

4 　结 论

近 50 a 来官厅水库上游流域泥沙输移平衡研究

结果表明 ,泥沙分配可分为 5 个部分 ,分别是水利工

程拦沙 ; 水土保持措施拦沙 ; 河系沉沙 (包括河滩引

沙淤地) ; 引洪淤灌拦沙和流域泥沙下泄等 5 个部

分。官厅水库以上流域近 50 a 泥沙侵蚀总量为 4. 57

×109 t 。其中水利工程拦沙总量为 7. 65 ×108 t ; 水

土保持措施拦沙 7. 71 ×108 t ;河系沉沙 8. 16 ×108

t ; 引洪淤灌拦沙 9. 65 ×108 t ; 流域泥沙下泄 4. 25 ×

108 t 。因此 ,改善和提高上述 4 个方面的拦沙能力 ,

都可以有效地控制泥沙进入官厅水库 ,减少泥沙对官

厅水库的淤积。

1983 年开展重点治理以来 ,官厅流域的水土保

持拦沙率增幅很大 ,近 20 a 的产沙总量中水土保持

拦沙量占 33. 29 % ,和 1950 —1980 年间的拦沙率相

比 ,水土保持拦沙率提高了 26. 27 % ,水土保持拦沙

对减少流域的产沙及水库的泥沙淤积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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