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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控制流域面积68.8万km2，占黄河流域总面
积的91.5％；控制了黄河干流三个洪水来源区中的两个和黄河来水量的89％。
工程自1960年9月15日正式蓄水运用以来，由于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突出，引发了枢纽工程的增建和改建
。
与此同时，水库运用方式也逐步得到调整和改善，先后经历了蓄水拦沙、滞洪排沙、蓄清排浑三个时
期。
自水库采用蓄清排浑调水调沙控制运用方式以来，水库配合防洪、防凌、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利
用进行水沙调节，不仅保持了335m以下约58亿m3的库容，而且潼关高程在一定变幅范围内基本上保持
了稳定，控制了淤积上延，对于黄河下游河道淤积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资料表明，工程改建达到了预期效果，充分发挥了水库的综合效益，这为我国在多泥沙河流上修
建工程、控制水沙、除害兴利摸索了一条途径。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枢纽工程泄流设施和泄流能力的变化以及流域降雨量的逐渐减少、黄河干
流新建水库（如万家寨、小浪底等水库）的陆续投运、沿黄工农业用水量的增加和全河水量调度的实
施，三门峡水库运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对1919～1998年实测水沙资料分析，进入70年代以来水量、沙量都有较大幅度减少，尤其是进入90
年代以来减少更大，水量较70年代减少近100亿m3，目前在200亿m3左右，沙量较30～60年代减少约50
％，即8亿t左右，这主要是降雨量偏少、工农业耗水量不断增加、龙羊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的调节以
及水利水保工程拦减一定的水沙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由于汛期和洪水期水量减少，河道水流输沙能力大幅度下降，非汛期淤在主槽中的泥沙靠沿程冲刷和
溯源冲刷已不能将潼关附近河段的淤积物全部冲刷出库，无法使潼关以下库区在年内达到冲淤平衡，
出现累积性淤积。
受淤积上延作用，潼关高程缓慢上升，并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
这不仅影响三门峡枢纽综合效益的发挥，而且直接影响三门峡库区的防洪安全。
作者长期从事三门峡水库库区河床演变和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工作，针对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调整
、潼关高程抬升对渭河下游防洪的影响以及降低或控制潼关高程措施等水库泥沙问题，近十多年来系
统开展了三门峡水库水沙数学模型、水库河床演变机理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张仁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研发了黄河中游
一维水沙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承担和完成了“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专题“拦减粗泥沙对黄
河中下游河道的影响”的子专题“黄河中游一维水沙数学模型研究与应用”的研究工作；为了应对黄
河水沙条件的变化，在90年代还开展了三门峡水库水电站汛期发电试验研究工作，对三门峡水库的运
用指标进行调整，提出：在基本保持潼关以下库区冲淤平衡和潼关高程稳定的前提下，主要应根据汛
期入库水沙特性，进行科学调度，避免高含沙量时期发电，在较低含沙量时实行适度提高水位发电与
间歇性降低水位排沙相结合，利用近坝段槽库容作冲洗式沉沙池调节发电，尽量发挥水库的综合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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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有关三门峡水库水沙数学模型、水库运用方式、潼关高程演变规律以及库区河道泥沙问题的最
新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三门峡水库运用基本概况及水库河床演变特性；三门峡水库水沙数学模
型研究及应用；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潼关高程升降对渭河下游河道冲淤影响
的研究；潼关河段清淤关键技术的研究；射流水力冲刷试验研究；北洛河改道入黄的效果分析；黄河
小北干流放淤试验数学模型的研究与应用。
    本书可供水利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水利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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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门峡水库基本情况及库区演变特点第一节　三门峡水利枢纽基本情况一、枢纽工程规划设
计黄河以其含沙量高、难以治理而闻名于世。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
第一批重点工程，计划通过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三门峡水库大库容拦洪作用，尽快解决黄河下游防洪
、淤积问题。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控制流域面积68.8万km2，占黄河流域总面
积的91.5％；控制了黄河干流三个洪水来源区中的两个，占黄河总来水量的89％。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其余项目由国内承
担。
原设计指标为：将1000年一遇洪峰削减至黄河下游堤防安全泄量6000m3／s，电站装机116万kW，设计
正常高水位360m，总库容647亿m3，淹没耕地325万亩，移民87万人。
工程设计按“分期修筑、分期移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进行。
第一期工程按正常高水位350m施工，运用水位340m，坝顶浇筑高程353m，相应库容354亿m3。
三门峡水库遇1000年一遇设计洪水时，设计洪水位为335m，相应库容96.4亿m3，同时决定按335m高程
线移民。
初期运用后为确保陕西省西安市的安全和减少库区淹没、淤积损失，不再进行枢纽工程大坝第二期工
程。
二、枢纽工程建设及增建、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于1957年4月13日正式开工，1958年11月25日实现
截流，1961年4月大坝全断面修建至第一期坝顶设计高程353m，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开始进行蓄水拦沙运用，由于泥沙淤积严重，库容损失过快，淤积上延，支流
渭河行洪不畅，严重威胁到渭河下游防洪和西安市的安全，1962年3月决定将水库运用方式改为滞洪排
沙运用。
1964年决定对枢纽工程进行第一次改建，也称增建“两洞四管”工程，即在大坝的左岸增建两条隧洞
并改建四条原建的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
1966年7月～1968年8月“两洞四管”相继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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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门峡水库水沙数学模型研究及应用》可供水利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供相关水利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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