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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黄河流域泾、渭、洛河和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简称三花间，下同）出现
了历史上少有的50余天的持续性降雨，干、支流相继出现10多次洪水，其中渭河接连发生了6次洪水过
程，为历史上罕见的秋汛洪水。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下同）根据汛前制订的预案，抓住有利时机，于2003年9月6-18日
进行了黄河第二次调水调沙试验。
试验期间，小浪底水库入库水量24.25亿m3，出库水量18.25亿m3，小浪底水库净蓄水6亿m3；入库沙
量3.602亿t（8月25日-9月18日），出库沙量0.74亿t。
小黑武水量（小浪底、黑石关、武陟三站水量之和，下同）25.91亿m3，沙量0.751亿t；花园口站水
量27.49亿m3，沙量0.856亿t；利津站水量27.19亿m3，沙量1.207亿t；小浪底至利津河段冲刷量为0.456
亿t。
第二次试验是在黄河下游河道萎缩、“二级悬河”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按照黄委提出的“维持河流健
康生命”的治水新理念开展的一次试验。
本次调水调沙试验进行的是多库水沙联合调度，并有效利用了小浪底至花园口区间的清水，进行了空
间尺度的水沙对接，小浪底水库产生了异重流和浑水水库的排沙等，是一次全新的调水调沙试验。
本书分为预案、水沙过程、水沙调控及其技术、水库测验与冲淤分析、异重流、下游河道冲淤分析、
效果分析、结论与认识等8章，详细分析记录了试验全过程，希望能对今后的试验工作起到较大的借
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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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8章，地黄河第二次调水调沙试验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析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2003年黄河调水调沙调度预案，水沙过程，水沙调控及其技术，小浪底水库测验及冲淤
，小浪底水库异重流，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河势、工情、险情、灾情分析和减灾效益分析等。
对重要的技术问题如空间惊讶的水沙对接、小浪底水库异重流和浑水水库的排沙等进行了认真分析和
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黄河第二次调水调沙试验的主要结论与认识。
本书可供从事水利工作的管理、规划设计、科研等人员，以及广大关心黄河治理与开发的社会各界人
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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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调水调沙指标的确定根据前述调度原则，现状下游河道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主槽过流能力。
依据过洪能力分析，其中最关键的是夹河滩一艾山河段的过洪能力。
据此，在确定调控指标时，应着重考虑达到两个基本目标：①调水调沙结束后，花园口一艾山河段主
槽应发生冲刷，至少不发生淤积；②调水调沙结束后，艾山一利津河段主槽不淤积或略有冲刷。
从历史同量级洪水下游河道冲淤情况、2002年首次调水调沙试验验证情况来看，控制花园口站流
量2600m3/8历时不少于10天，平均含沙量小于20kg／m3或略大于20kg／m3是可以基本达到上述两个目
标的。
但数学模型计算表明，控制花园口站流量3000m3/s历时不少于10天，平均含沙量20～40kg／m3是可行
的；当含沙量达到60kg／m3。
以后，花园口一高村河段主槽发生淤积。
从不同悬沙级配下游河道冲淤情况来看，进入下游河道泥沙的颗粒越细，冲刷效果越好。
这充分说明在发生异重流、出库泥沙较细的情况下，出库含沙量可适当加大。
根据上述分析，确定以下控制指标：（1）花园口站流量2600m3／S，历时不少于10天，不发生异重流
或浑水水库，平均含沙量小于（或等于）20kg／m3；发生异重流或浑水水库，平均含沙量最高不超
过30kg／m3。
（2）花园口站流量3000m3／s，历时不少于10天，不发生异重流或浑水水库，平均含沙量20～40kg
／m3；发生异重流或浑水水库，平均含沙量40～80kg／m3。
2003年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在总水量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小浪底出库以矩形峰的形式控泄花园
口相对大流量，并持续一定时间。
四、方案拟订（一）水库运用水位小浪底水库汛限水位225m，起始运行水位210m，调水调沙结束时水
位回到220m。
（二）方案拟订调水调沙调控总水量（即水库可调水量与预报2天加预估后4天河道水量之和，简称调
控总水量，下同）小于22亿m3，不具备调水调沙条件。
调控总水量大于或等于22亿m3，小于24亿m3，若水库没有形成异重流或浑水水库，控制花园口站流
量2600m3／S，历时不少于10天，平均含沙量小于或等于20kg／m3；若水库形成异重流或浑水水库，
尽量排细沙，控制花园口站平均含沙量30kg／m3。
调控总水量等于24亿m3，若水库没有形成异重流或浑水水库，控制花园口站流量3000m3/s，历时不少
于10天，控制平均含沙量20～40kg／m3；若水库形成异重流或浑水水库，尽量排细沙，控制花园口站
流量3000m3/s，平均含沙量40～80kg／m。
。
调控总水量大于24亿m3，水库水位超汛限水位3m以上，转入防洪。
五、4000m3/s以下调度方案下面以控制花园口站流量2600m3／S不少于10天为例，来说明其具体调度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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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第二次调水调沙试验》可供从事水利工作的管理、规划设计、科研等人员，以及广大关心黄河
治理与开发的社会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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