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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结合统一规划与治理

Α ΥΝΙΦΙΕ∆ ΠΛΑΝΝΙΝΓ ΤΟ ΗΑΡ ΝΕΣΣ ΤΗΕ Ρ Ις ΕΡ ΑΝ∆ ΣΕΑ

金保生  李 凡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治理黄河兴利除害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奋斗目标∀

在治黄历史上我国人民曾经创造了不少有效措施∀ 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治黄战略逐渐发展 日臻

完善∀ 以前的治黄中心仅着眼于防止泛滥未考虑治理

黄河对邻近海域环境资源的影响∀ 这种方针已不能适

应当前形势∀ 从全球变化的观点分析 陆地和海洋是

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体 大河是联系两者

之间的纽带∀ 大河流域的环境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毗邻海域乃至整个陆架区 反之海洋环境的变化也影

响陆地环境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 从可持续发

展战略出发 治理黄河一定要充分考虑其对于海洋环

境!资源的影响∀ 本文即是从这个观点出发 分析黄河

的水沙特征和治河的历史∀ 在以往/ 上下结合!综合治

理 大河之治!终于河口0的基础上 提出 / 河海结合

统一规划0的治河战略作为补充∀

 水少沙多 改道频繁

黄河长 纵横于 个省!市!自治区 流

域面积 人口约 ≅ 耕地面积

≅ 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为我国第二

大河∀

由于黄河流经我国西北黄土高原 流域内大部分

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 降雨量少 河水携带巨量流失

之黄土 使黄河成为世界著名的多沙性河流∀ 山东利

津站多年平均入海径流量为 ≅ 输沙量却达

≅ 年平均含量 为世界之最∀

黄河由于水少沙多 河床常摆动多变泛滥成灾

自周定王五年 公元前 年 河徒禹河故道由天津

入海以来 经过 年的南下夺淮入黄海 至

年铜瓦厢决口弃南行北夺大清河入渤海 其间约

决口改道达千次∀自 年至 的 间

改道达 余次 其中大改道 次 平均每 次

由于黄河的频繁决口!改道!泛滥 给人民带来极大灾

难 极大地限制了流域内的经济发展∀

 治理黄河 兴利除害

炎黄子孙为治理黄河兴利除害前赴后继 作出了

巨大贡献∀ 远在尧帝时已有/ 洪水横流 泛滥于天下0

之称 继而有/ 禹疏九河0/ 渝 音于 济!累 水 而注诸

海0 / 三过家门而不入0之壮举∀ 后来 从秦汉时期的

/ 河防0和水患治理 到元!明时期的治河技术发展 乃

至清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与河源勘查等等 卓越有成就

者不乏其人∀ 其中最突出的是汉代 公元 ∗ 公元

年 的王景治河 他采取/ 从荣阳至千乘海口筑堤千余

里0 / 十里立一水门0 / 筑堤理渠0等措施 结果自东

汉至唐 余年 河溢仅 次 故有/ 千年无患论0之

说∀ 尽管学术界对此尚有不同见解 但其间河道相对

稳定 以及王景采用的工程措施之科学性乃是众所公

认的∀ 民国时期 我国水利学家李仪祉在总结国内外

治河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 / 上中下游全面治理0的

治河方略 主张 / 上有所蓄!下有所泄!过量之水有所

分0 并提出要/ 筹划出路 务使平流顺轨 安全泄淀入

海0∀ 这一规划虽然没完全付诸实施 但是在治河理论

上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世纪末期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西方近代水

利技术相继引入∀ 一批批有志于协助解决黄河问题的

水利学家相继来华 如荷兰工程师单百克!魏舍 美国

工程师费礼门!雷巴德等∀ 特别是德国著名的河口模

型试验专家恩各思 更/ 以研究黄河为志 孜孜研讨不

倦0 第一个利用模型实验对黄河进行了大量研究 使

治理黄河进一步走上科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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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之治 终于河口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治理黄河受到了

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每个五年计划里都将研究

和治理黄河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 七五0!/ 八

五0两个五年计划期间 把黄河的问题列入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 组织国内十几家著名的科研单位和数以百

计的科学家投入研究 使黄河治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阶段∀ 其特点有 上!中!下游全面治理 特别是将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和黄河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目前黄土高原初步治理面积已达 水土流

失量明显减少∀ 控制尾闾自然摆动 进行有计划的

人工改道∀ 如 年 月小口子人工改道 河走东向

的神仙沟流路 年 月罗家屋子人工改道

河走北向的钓口河流路 年 月西河口人工

改道 河走东南向的清水沟流路至今∀ 强化了河口

研究∀ 前孙中山先生所著/ 建国方略之二0中便指

出 / 黄河出口应事浚泄 以畅其流0∀ 积几十年治黄之

经验 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治理河口牵动全局

的道理 即所谓/ 大河之治 终于河口0∀ 近年来人们不

但深入研究了河口 / 拦门沙0的形成机制 并提出对

策 而且采取了/ 工程疏导 截支强干 疏浚破门 巧用

潮汐 定向入海0等一系列工程措施 稳定了清水沟流

路∀ 据研究 若适时在尾闾部分作小型人工调控改道

该流路还可继续行水 ∗ ∀ 流路稳定初步保证了

河口三角洲的油田开发和农业建设 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 并非就此可以高枕无忧 黄土高原仍然水

土流失严重 黄河之巨量的沙源未断 河床继续淤高

已成千里地上悬河 河口 / 拦门沙0复杂多变 入海径

流常排泄不畅 险情时有发生 因而防洪仍是沿黄人

民的头等大事∀

 水源不足 断流发展

黄河流域中游年降雨量一般小于 而且

雨量分配极不均匀 月∗ 月占总降雨量的 以

上∀近年来 降雨量偏少 因而水源不足∀另一方面 由

于沿黄流域工农业的迅速发展 淡水需求量与日剧

增 为此 除国家计划之大型水库外 沿黄各地区纷纷

兴建中!小型水库或提水工程 其后果是使本来较少

的河水进一步减少∀据统计 流域内已建成水库

余座 总库容达 ≅ 超过了河南花园口的年

均径流量 建引水工程 余处 年代 黄河供

水区年取水量已达 ≅ 预计 年取水量

可达 ≅ ∀花园口站多年平均径流量仅为

≅ ∀ 除提用水外 尚需 ≅ 以上河水输

沙入海 因而近年来春旱季节经常断流∀ 水资源缺乏

更加重了沿黄地区对蓄水的要求 于是大搞引水工

程 / 亿!千!百!十工程0 即市!县建亿方!千万方级水

库 乡!村下搞百万方!十万方级水库0等∀ 以扩大对黄

河水的蓄!提水规模∀ 这样一来 本来水量不足的黄河

水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断流形势进一步发展∀ 据统计

年代断流 次共 年代断流 次共 ∀

年和 年两年断流时间分别长达 和

年则为 而且出现汛期断流和跨年

度断流的严峻形势∀ 造成黄河断流的原因一是人为因

素 二是气象因素∀ 气象学家分析 近 来黄河流

域出现 ∗ 个相对旱!湿期周期性变化 下游地区

如山东 大旱!大涝呈增加的趋势∀ 考虑到气象因素

之周期性变化 黄河/ 枯水之后可能有/ 丰水0之希望

然而 沿黄工农业发展及人民生活用水量却是直线上

升∀ 有人估算 年后人类活动对于黄河水用量的

增加 将比由于温室效应和丰!枯水周期性变化而增

多的水量之和高出 ∗ 倍≈ ∀ 因此推测 今后如不采

取措施 除大丰水年外 断流有迅速发展之势 黄河正

在向/ 季节性河0 甚至部分变成干河的方向快速发

展∀

 统一规划 河海结合

治理河口之中心是尽可能多地向海排泄水沙 解

决缺水问题之中心是尽可能多地将河水留在陆上 两

者均专注于陆∀ 虽然有人采用/ 巧用潮汐0等有关海洋

动力方面的措施 但也是为了提高其向海排沙的能

力 并不考虑这些措施对海洋生态环境将会产生怎样

的后果∀ 这种情况对以前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时

至今日 就不应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了∀ 人们已经认识

到 地球是一个统一的系统 陆地和海洋是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整体∀ 暂且不论大尺度的全球变化 仅就

河海系统而言 流域环境变化 特别是大河入海物质

的排放途径和数量变化 不但影响河口及邻近海区的

环境和资源 而且反过来 海洋因素同样制约着沿海

陆地环境和经济的发展∀ 大河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并非

只有污染问题∀ 国际上因陆地上大型工程导致近海环

境和资源破坏者不乏其例∀ 例如 尼罗河和恒河筑坝

导致河流萎缩 三角州环境退化 海水倒灌 科罗拉多

河流量减少导致加里福尼亚湾捕虾量大幅度下降 苏

北废黄河口因黄河北入渤海后 ∗ 年的

海洋科学



多年间 海岸平均以每年 的速度侵蚀后退 至今

仍为严重侵蚀灾区∀

年黄河流入渤海以来 近海环境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例如 ∗ 年间 河口三角洲区淤出

陆地 ∀ 近 来岸线平均以每年 ∗

的速度向海逐伸 新河口两侧迅速淤积 废河口区

岸线强烈侵蚀 岸线走向发生巨变 进而引起海洋水

文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如 ∗ 年间 无潮

点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至 年 受河行清水

沟流路影响 无潮点又向南移动了约 ≈ ∀ 受入海

流量变化和农田施肥等因素影响 年 月近海总

无机氮比 年同期增加了 倍≈ 黄河冲淡水影响

区多为高初级生产力水域 它们受入海径流通量变化

而变化∀ 近海泥沙扩散 海水透明度等皆与入海物质

通量密切相关∀ 如此等等 说明黄河入海物质通量与

近海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因此 治理黄河

必须考虑海洋因素∀ 目前 黄河由清水沟流路注入莱

州湾 该湾面积仅约 平均水深 小于

的极浅水区约占海湾总面积的 ∀ 黄河口近

海及莱州湾区有重要的渔场 是中国对虾!蓝点马鲛

等多种重要经济鱼类的洄游路线和产卵!育幼场所∀

湾内盛产著名的三疣梭子蟹 沿岸又有对虾!海湾扇

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养殖场地∀ 同时黄河三角洲已成为

重要的石油基地 全国九大农业开发区之一 建成了

东营港等大小港口∀ 今后不论是黄河河口治理!尾闾

规划 还是黄河用水等哪一个重要工程措施 都与该

区陆!海环境和资源密切相关 也涉及到环渤海经济

区的发展 许多科学问题亟待研究∀ 应当指出 保护环

境和资源并不是/ 不变论0 而是要综合研究外界条件

及人类活动影响下环境的变化趋势 分析利弊 因势

利导 促使环境和资源走向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循环轨

道∀ 作者认为 治理黄河 应/ 实行上!中!下结合 综合

治理 大河之治 终于河口 陆海结合 统一规划0的战

略∀ 其核心是/ 统一规划0∀

把黄河的治理与陆域和海域的环境资源变化和

发展统一规划起来∀ 把黄河和海洋作为一个系统 深

入研究该区陆海相互作用的各种过程 预测人类活动

和黄河水沙通量变化对于该区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趋势 综合评价其利弊 提出了对策 使黄河

真正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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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在海水化学资源开发中 发展最早的是制盐 氯

化钠 工业 也是直接从海水中生产的第一个化学产

品 一直至今∀ 我国制盐后的苦卤量已居世界之首 如

何把苦卤中浓集了许多倍的化学成分有效地提取出

来 特别是苦卤中的镁 几十年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至今仍停留在以低档产品氯化镁为主的阶段 而苦卤

中镁含量又是最高 镁系产品得不到很好的开发 势

必影响到我国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的解决∀ 为进一

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本文重点论述了苦卤化学资

源镁系产品技术研究与开发中的有关问题 以利于促

进我国苦卤化学资源综合利用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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