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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治理工程的几个问题

张士华

胜利石油管理局钻井工艺研究院 东营

提要 黄河三角洲的治理 其关键是对河口泥沙的治理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环境的

日益恶化 年以来 黄河的断流使黄河的治理和开发遇到新的困难和问题 ∀黄河断流造成

水资源短缺 !生态环境恶化 !河道淤积严重及过洪能力降低 ∀黄河口治理开发应加强河口拦门

沙的疏浚 整治下游河道 防御大洪水 开发利用水资源 ∀上述工程的综合运用 使黄河的治理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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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工农业用水及生活用

水日益增加 近几年气候的变化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变化 使黄河自 年代以来出现断流现象 ∀黄河断

流对黄河的治理开发 !防洪 !水资源利用及生态环境

的建设 都具有明显影响 ∀黄河入海流路不稳定 对于

黄河三角洲经济的部署影响较大 ∀黄河河口的治理

是黄河治理工程的关键问题 ∀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

可利用的方法 目前河口状况较好 ∀黄河的防洪 !水资

源的利用及生态环境问题 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更

好地治理和开发黄河 要按照黄河的实际情况 研究

和应用先进的科技手段 使工程设施对黄河防洪 !疏

浚 !水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建设有很大的作用 ∀对重大

工程的关键科技问题 要重点攻关 力争有新的突

破 ∀

黄河断流的现状

黄河断流在 年曾经发生过 当时由于三门

峡大坝蓄水 因运用不当和考虑不周 造成黄河下游

利津以下断流 ∀现在所谈的黄河断流是自

年起始 此后便不断发生 年代 长年断流历时为

年代为 年代以后断流历时急剧升高

断流的频次 !天数及河段长度呈增长趋势 ∀从 年

至 年的 中 黄河下游共有 发生断流 断

流的频次 !天数及河段长度呈增长趋势 ∀这期间断流

天数 其中以 年 为严重 一年内断流

次共计 ∀这一年中 出现了洪水期间 ∗ 月

断流的少有现象 ≈ ∀ 年代后断流时常发生 年

为 年为 年为 年为

年断流历时高达 ∀ 年以后 采取了调

节 !管理黄河水的措施 情况出现好转 黄河下游没有

出现断流 ∀

黄河断流使入海沙量减少 入海河道萎缩 使河

流的潮流界和潮区界明显向上游转移 ∀黄河长时间的

断流 破坏了海岸带原有的动态平衡关系 导致地貌

形态变化 滩涂面积减少 !地下水咸化 !海水入侵 !水

资源短缺 !地面沉降及生态系统退化 ∀黄河断流使得

黄河河道的状况变差 过洪能力减小 ∀断流使泥沙减

少 破坏了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动力均衡状态 影响三

角洲填海造陆的面积和海岸线的变化 ∀随着近年来断

流和来水来沙量的减少 海洋动力作用加强 海洋蚀

退作用占居优势 岸线向陆地后退明显 ∀黄河三角洲

海岸带呈现出蚀退大于淤进的态势 ∀近 年来 已丧

失土地 平均每年 ∀经过黄河水利委员会

近几年的调水 !调沙 断流现象得以遏制 ∀在目前水资

源短缺的情况下 发生断流的情况尚难以根除 如何

国家 计划青年基金 号 ∀

作者 张士华 出生于 年 在读博士 高级工程师 ∀在研

项目 黄河三角洲海岸侵蚀演变数值模拟技术 ∀ ∞2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治理和开发黄河 如何治理拦门沙 如何防洪 如何利

用水资源等 这都需要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办法来解

决 尤其是节水农业的实施 有利于黄河的治理和开

发 ∀治理河口 !稳定流路 研究和探讨断流对河道的影

响 !海岸蚀退 !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和河口冲淤的影响

是必要的 ∀黄河的治理工程 必须要常年有水 才能达

到预期目的 ∀

治理拦门沙

黄河河口拦门沙主要是河流携带的巨量泥沙

在河流与海洋双向动力作用的平衡位置 ) ) ) 滞流点

附近沉积形成的 ≈ ∀拦门沙的治理关系到黄河下游河

道的治理 ∀近一段时期 因断流的影响 入海泥沙量减

少 在海洋动力作用下 海岸蚀退作用明显 海岸后

退 水下岸坡均衡剖面产生变化 ∀仅在洪水达到的短

时期内 在汛期口门发生冲刷 主要堆积在口门外小

范围内 ∀非汛期由于强流带及波浪作用 拦门沙前缘

受到强烈侵蚀 ∀根据近两年的调查 黄河口拦门沙的

发育状况变化较大 ∀ 年 月入海的泥沙 在原有

拦门沙的西边入海 形成新的拦门沙 且规模小 ∀根据

目前的新情况 在对拦门沙进行疏浚时 可以考虑选

择合适的入海口门 利用海洋动力 河口地区的淤临

工程等 ∀

相对固定口门

黄河以其多泥沙闻名于世 ∀黄河河口为弱潮 !多

沙和堆积性河口 见图 ∀清水沟流路改道前后都采

取了工程治理措施 ∀黄河走清水沟流路 其入海口门

出流的方向 以其向东或东偏北出流 较为合适 ∀因为

该方向海区水深较之周围略大 海洋动力较强 泥沙

的淤积不会影响东营港 更不会威胁小清河入海口 ∀

年汛前 在清 断面处对黄河入海口门位置做了

工程调整 使尾闾河道由原来的东偏南走向变为东偏

北走向 ∀新口门海域位于神仙沟口以南不足 潮

汐状况受神仙沟口外 分潮 /无潮点0 影响的程度

比原口门更大 ∀黄河径流携带大量泥沙到达口门后

颗粒较粗部分被筛选沉淀 颗粒较细部分受海洋动力

作用被搬运到远离口门的海区 ∀海洋动力条件对泥沙

的运移起着重要作用 ∀口门左侧深水区大部分时间输

沙方向以南为主 向东北方向输沙时间短 口门外其

他水域都表现出双向输沙的方式 向北为主的输沙和

向南为主的输沙 基本是周期性出现的 ∀这种输沙的

不对称性 与海域沉沙厚度的不对称性是一致的 ∀通

过近几年的调查研究和工程治理 黄河口门河道状况

得到改善 河长延伸速度放慢 断面形态逐步变好 主

槽回淤速度未明显加快 河道纵比降略有加大 ∀黄河

入海口的选择 还要考虑到油田的部署 使之有利于

变海上勘探 !开采为陆上作业 这可以节约大量投资

有利于油田的发展 ∀

风暴潮 !浪 !流对拦门沙的作用

黄河口所处的地理位置 是风暴潮的多发区 ∀本

区近百年先后发生接近和高于 黄海基准面 的

风暴潮灾有 次 即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因历史原因 有些数字

是在灾后补记或推测 年以后 均有详细记录 ∀

年 月 日的风暴潮为东北风 风力 级左右

大风速 高潮位 ∀ 年 月

日 东北风 级 大风速 高潮位

∀ 年 月 日风暴潮 偏东大风 ∗ 级 高

潮位达 大增水值达 ∀

拦门沙的运移 除受潮流 !余流作用外 波浪对沉

积泥沙的再搬运起重要作用 特别是当风暴潮时 风

暴潮 !浪 !流共同作用对拦门沙的动态变化产生巨大

影响 ∀

风暴潮发生时 在黄河口地区往往产生增水 ∀海

水面的升高 使海岸和拦门沙处于侵蚀状态 泥沙被

掀起并剥蚀掉 使水下岸坡的均衡状态破坏 达到强

动力下的新的均衡状态 ∀有研究表明 因风暴潮流的

影响 海流携沙能力增大 ∗ 倍 输沙率约增大

图 黄河三角洲岸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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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黄河口拦门沙 在风暴潮增水期间 泥沙搬运量

将比平时增大几十倍 ≈ ∀

运用风暴潮及大风浪对拦门沙泥沙的运移 关键

是能准确的预报风暴潮和大风浪的发生时间 做好相

应的工作 ∀目前对具体实施该项工作 尚缺乏具体的

详细的研究 ∀研究拦门沙的冲淤变化 应当重视风暴

潮 !浪 !流的作用 加强对风暴潮及风暴潮流的综合研

究工作 充分利用海洋动力 改造河口拦门沙 ∀

河口拦门沙的疏浚

河口的治理关键在拦门沙的疏浚 ∀利用机械疏

浚尾闾河道及拦门沙是国际上大江大河治理河口惯

用的方法 ∀黄河口拦门沙的治理 要在前段治理的基

础上 加大力度 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目前 在清 断

面以上进行了相应的治理 ∀在此之前 从 年起就

对河口进行疏浚 !拖淤等工作 成效明显 ∀通过截支堵

叉 !强化主干 束水导流 !定向入海 清障拖淤 !疏浚口

门 护滩保槽 !稳定河势 河道摆动点下移 疏浚整治

的初步成果是可喜的 ∀黄河口必须运用人工作用 才

能产生明显效果 ∀根据对拦门沙的调查 !研究 黄河口

拦门沙形态具有纵向距离短 !前缘岸坡陡 !河床质时

空变化与上游一致 以径流作用为主的特征 黄河口

拦门沙的形成与滞流点位置有关 拦门沙具有汛期淤

进 非汛期蚀退的特点 其岸坡具有上冲下淤特征等

合理利用这些特点 运用疏浚工程是可以达到治理和

开发的目的 ∀是否可考虑从清 断面以下至拦门沙

前缘岸坡 进行疏浚 ∀因为作用 大的部位是在前缘

斜坡 ∀在这里疏浚起到的作用 大 ∀当然 这要有很复

杂的工程设备 !详细的海动力调查结果 ∀拦门沙口外

的工程难度大 耗资大 ∀若采用加大拦门沙口内的疏

浚工程 就应该选择合适的地段 泥沙淤积在导流堤

的外侧 ∀通过多年的治理 拦门沙的危害程度削弱 向

海推进速度放慢 拦门沙顺河长度有所缩短 高程有

所降低 与 年相比 平均高程降低 左右

高坎顶高程降幅在 ∗ ∀拦门沙区水沙运动

情况较好 清 断面以下河道垂线平均流速由

递减到 ∀若有洪水到来 可以很好地冲

刷河道 冲刷拦门沙 减轻河口的防洪压力 ∀

黄河的防洪问题

黄河在断流的新形势下 防洪问题更为严峻 ∀由

于断流 入海泥沙减少了 但河水携带的泥沙都淤积

在河道内 ∀河道萎缩 过洪能力降低 堤防标准不足

同流量洪水就会造成较大的洪灾 ∀多年来 经过对下

游河道 尤其是河口的治理 取得了很大成绩 确保了

工农业的生产 ∀根据河口防洪形势 如果工程治理措

施不及时跟上 不从战略高度去把握治理的主动 势

必给油田和东营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损

失 ∀黄河防洪的安澜 促进了三角洲经济的全面发展

和石油勘采规模的不断扩大 ∀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 年雨区有可能北

移 ∀对于黄河中上游的洪水 若出现超过历史的大洪

水 必须发挥多年来修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 ∀对于黄

河口地区来说 保证能排泄大洪水是防洪的重要措

施 使三角洲地区免受洪水威胁 ∀对目前的流路 塑造

一条泄洪输沙能力强的河道 通过淤滩造床和冲槽造

床两个过程 以及近几年对下游河道的疏浚 !淤临淤

背 河床形势好转 ∀必须保证大洪水的顺利入海 必

要时 可采用两条河道入海确保洪水能及时入海 ∀利

用刁口河故道直流入海 可以减轻清水沟防洪的压

力 提高防洪安全度 ∀多种情况可临时选择 依据当

时的水沙变化而定 ∀黄河防洪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必须通过多种途径 !多种措施 上 !中 !下游综合治理

解决 ≈ ∀

洪水期正值各地汛期 对于防洪来说 制定相应

政策 鼓励缺水区蓄洪水 沉泥沙 ∀洪水期泥沙含量

高 泥沙的处理需要经费 因此 制定有关政策向其倾

斜促进洪水期用洪水 分淤泥沙 ∀当然 这与各有关规

定有许多矛盾之处 需要具体协调 ∀

清水沟流路两岸提防是保护孤岛 !孤东 !桩西 !五

号桩 !垦利等油田及东营海港和两岸农牧业生产安全

的重要屏障 ∀要求防御 的洪水绝对不能

出问题 否则将打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 ∀

防洪工程要有效地控制河口河道的主流河势 消除存

在的大量塌滩 !河势发生较大变化及威胁堤防安全的

问题 ∀防止发生滚河的可能 以免对堤防造成威胁 ∀目

前清水沟流路自改道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河道整治工

程 这与以往流路相比大有区别 ∀河道整治工程修建

后 控制了河势 稳住了滩岸 改善了河道形态 有利

于排洪携沙 ∀

水资源利用工程

黄河的水资源利用 近几年由于管理出现某些

问题 出现下游断流现象 ∀断流所引起的工农业损失

也是很大的 ∀在现在的形势下 如何利用水资源是个

重要的问题 ∀

胜利油田近几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修建平原大

水库 引洪淤临淤背 在工程中也引用了水力插板等

新方法 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黄河河床砂体中淡层水

的开发利用 近几年也在进行 ∀该项工作结合水文工

程地质进行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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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流后地下水的动态变化以及黄河河床砂层的

分布 都是应该研究的重点 ∀从黄河下游流路摆动的

规律以及历年来古河道的分布位置看 可以充分利用

这些资料 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展新的方向 ∀

黄河下游河道 虽然河床断流 但其下游的砂体

中 仍然含有大量的淡水资源 合理开发它是一个重

要的任务 ∀在黄河流域 有些地方在河道两侧打大口

井取水 是可以借鉴的 ∀

生态环境的建设工程

黄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化因出现断流而向恶化

方向发展 ∀黄河断流引起地下水位下降 导致地下水

咸化 !海水入侵 引起生态系统退化 使本来就很脆弱

和不稳定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发生着迅速的改变 ∀研究

断流后引起的海岸物质通量的变化 评价生态系统的

变化及质量 研究海岸生态环境 对于海岸和系统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 对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 !湿地的保护都具有实际研究意义 ∀这对于开发

黄河三角洲更具有特殊意义 ∀

研究断流后外力作用和边界条件变化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 建立动力模型 模拟各种作用及其变化的

响应 对于海岸带生物的变化进行预测 ∀黄河三角洲

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表明了研究和开发的难度 也

反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性 ∀

黄河三角洲的盐生植被是相对稳定的 其分布受

沉积物含盐量的影响 随着含盐量的变化 同一时间

内的不同空间有着明显的生态系列 ∀随着断流时间的

增长 生态系统发生变化 盐生植物的逆向演替 将意

味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因此 利用盐生植被与沉积物

含盐量的相关性 可利用植被指示沉积物含盐程度 !

控制 !改造水盐动态 优化环境系统 促进植被的顺向

演替 这将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有着重要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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