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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灌区泥沙处理与可持续发展

李庆朝

（聊城师范学院地理系， 山东聊城牪牭牪牥牭牴）

摘 要 总结了历史上引黄泥沙利用经验。分析了现阶段引黄泥沙所产生的负面效

应，以及需采取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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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多泥沙河流，引水必引沙，引黄泥沙给引

黄灌区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如何将带进来的泥沙

处理得当，变害为利，是保持引黄灌区长期、稳定发

展重要的先决条件。

牨 引黄泥沙的利用

历来认为沙之利有四牶①地形卑洼，借以填高；

②田畴荒瘠，借以肥美；③堤根埽址，借以培固；④日

淤日高，以沙代岸。我们现在进行的上中游的引洪漫

地，搞淤地坝，下游实施的放淤固堤、淤地改土等措

施，均是在总结古人经验的基础上而逐步提高的。如

人民胜利渠灌区利用黄河水含沙量大、肥分丰富的

条件，有计划地采取引黄放淤，改良洼涝盐碱地，已

取得良好的效果。放淤形式有三牶一是沉沙池放淤。

牨牴牭牫年开始在武陟县马营一带，利用黄河背河洼地

修筑第一沉沙池（面积为牨万公顷），经过反复几次

沉沙，淤沙厚度牫犿，已变成稻麦两熟的良田；二是

洼地围堤放淤。西干二支古黄河背河洼地的古墙、后

小召、孟营等村牫牫牥公顷盐碱地牞于牨牴牭牳年放淤，

牨牴牰牥年淤成，一般淤厚牥牣牳—牨牣牥犿。放淤前粮食每

公顷产牨牭牥牥犽犵，淤成后增至牬牭牥牥犽犵以上；三是种

稻淤灌。洼地在种稻过程中，引黄灌淤后，表层淤积

了一层富含养分的淤泥，起到良好的改土作用。

沉沙池要求多沉沙少沉泥，尽量延长使用年限，

而放淤要求落泥多，时间短，尽快恢复耕种。为解决

这一矛盾，人民胜利渠采用系渠轮淤和分散使用的

方法，把沉沙、改土、耕种结合起来。即灌溉时只用其

中一个条渠沉沙，使用牪年还耕，其余未用的条渠仍

由农民耕种，可减少占地损失。在汛期换地，能使条

渠底部沉沙，表层淤泥，更好达到改土目的。

牪 引黄泥沙带来的负面效应

黄河多年平均含沙量为牫牰牣牴犽犵牤犿
牫
牗花园口牘，

汛期最大含沙量高达牪牥牥—牬牥牥犽犵牤犿
牫
。在引黄灌溉

的同时，大量泥沙被带入渠系，并在渠中大量淤积。

在引黄灌区虽采取了沉沙池和渠道衬砌等措施，但

有些灌区的泥沙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这方面较为突

出的是位山引黄灌区，具体表现为牶

牗牨牘灌区泥沙处理日趋困难

位山灌区是黄河下游的大型灌区，当前突出矛

盾是泥沙问题。据实测资料，牨牴牱牥—牨牴牳牴年共引沙

牨牪牳牰牥万犿
牫
牞年平均引沙牰牬牫万犿

牫
。近几年平均年

引沙牴牬牱万犿
牫
，约有牭牥％的泥沙淤积在位山闸后的

输沙渠、沉沙池和二、三干渠上游段，泥沙成为灌区

上游的一大灾害，上游沉沙条件越来越差，清淤量越

来越大。复灌牪牳年共清淤牫牨次，出动民工牪牥牥万人

次，完成清淤量牳牥牰牱万犿
牫
。牨牴牳牴年清淤任务最大，

清淤量为牴牨牫万犿
牫
，实上民工牪牭牣牳万人，清淤工作

成了全区人民一大负担。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牶①

集中沉沙困难。据进沙量计算，落入沉沙池的沙量，

每年需新增占地牨牨牥公顷，原规划沉沙池占地牫牫牥牥

公顷，现已使用了牨牱牥牥公顷。剩余土地一方面由于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洼碱地变好了，另一方面

则是池区耕地减少了，由原人均占有牥牣牨牭公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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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牥牣牨牨公顷。已使用过的沉沙池，特别是人造高

地，土质沙化，没有创造还耕条件，缺乏水利设施，生

产水平低，池区群众收入和生活明显低于灌区平均

水平。据调查，牨牴牴牭年灌区平均人均收入牬牳牭元，池

区群众仅牪牳牴元，低牬牥％。再加上对池区占地贴偿政

策标准低，兑现不及时，扶持发展生产项目太少，因

此再扩新池十分困难。②远距离输沙条件不佳。位山

灌区地处黄泛平原，地形复杂，地势平坦，地面坡降

多为牨牤牳牥牥牥—牨牤牨牥牥牥牥，灌区内多为深沟远引提水

灌溉方式，受黄河来水量限制，实引水流量小于设计

流量，流速小，远距离输沙或输沙入田困难。

牗牪牘渠道淤积严重，内涝盐碱灾害依然存在

由于泥沙淤积，在位山灌区内严重影响了灌溉

渠道的过水能力，这是造成位山灌区渠系利用系数

低（仅为牥牣牫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灌溉效益差的重

要原因；而且使灌区内排水工程大多数淤积严重，排

水能力明显下降。据测量资料分析，徒骇河、马颊河

（聊城段）两骨干河道已淤积牨牬牥牥万犿
牫
，平均淤深

牨牣牨—牨牣牰犿。利用二、三级沟引黄灌溉与排水矛盾突

出，现在骨干排水工程排水能力降低牫牥％—牭牥％，田

间工程排灌一条沟，淤积更为严重，如不及时采取措

施，遇到多雨年份，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如牨牴牳牭年牱

月下旬，聊城市南部一昼夜降雨牫牥牥犿犿，淹地牫牣牬

万公顷，成灾牪牣牨万公顷，绝产牨万公顷；牨牴牴牥年

牱—牳月，高唐成灾面积牨牣牫万公顷以上。由于灌、排

水河道淤积，地面排水不畅，地下水成为封闭状态，

导致位山灌区上游渠道两侧地下水位常年偏高 （埋

深一般在牨—牪犿），土壤次生盐碱化日趋显露，涝灾

的威胁已成现实。

牫 加大处理措施，保持引黄灌区持续、稳定

发展

由位山灌区提供的数据可知，尽管每年清淤，但

清淤量远小于引入沙量，两者的差值反映为，沉沙池

内的累计性淤积，未计入清淤量的干支、斗渠内的淤

积。第一项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沉沙池容积的日益缩

小，而灌区内上游宜作沉沙池的荒碱洼地已基本用

完，再建新池需占用大量好地；淤积在干、支、斗渠内

的泥沙，引起灌、排水能力下降，导致灌区灌溉效益

下降以及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和涝灾。

由此可见，为了提高灌溉效益，发挥水的潜力，

如何提高输沙能力，一方面使入沙尽量在渠系内少

淤，另一方面使更多的泥沙进入田间，这是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措施之一是，充分挖掘现有渠系的输沙

潜力，采用更加合理的引水调度方案，即使得具有不

同特性的来沙量均尽可能地与水力因素相适应，处

在最合理状态，从而使所负载的泥沙能充分地被搬

运，并进入田间。可采用的方法有牶

牗牨牘加大引水流量，尽量按设计流量放水

据人民胜利渠灌区的资料，当流量减少至设计

流量的一半时，水流挟沙能力将降低牨牭％左右。位

山一干渠的设计流量为牨牨牳犿
牫
牤狊，而实际运行过程

中一般仅在牬牥—牭牥犿
牫
牤狊上下，这是造成本灌区泥

沙淤积的原因之一。现在的放水历时很长，但强度不

足，可以在保持总灌区水量的前提下，适当缩短历时

来增大流量。

牗牪牘衬砌渠道，降低行水阻力

位山灌区东输沙渠牨牴牳牭年以前泥沙淤积，以后

转为冲刷。这是由于牨牴牳牭年以后渠道进行了衬砌，

糙率减小，流速增加。输沙能力增大，不仅可将同期

来沙带走，还可将前期淤积冲起一部分，所以出现冲

刷量的绝对值大于来沙的情形。实测资料表明，衬砌

后比衬砌前减少淤积牪牥％。西输沙渠的效果更好，

由于衬砌范围较长牗牨牭犽犿的总长度上有牴牣牱犽犿已

衬砌牘，当过水流量为牨牪牭犿
牫
牤狊（相当于设计流量的

牱牳％牘时最大流速达牪牣牥牱犿牤狊，挟沙能力为牨牳牣牭犽犵牤

犿
牫
，淤积量比衬砌前减少牭牥％。

牗牫牘春季多灌，夏季少灌

黄河每年绝大部分来沙均在汛期，汛期时含沙

量高达每立方米数十千克乃至数百千克，而此时来

沙偏细；与此相反，非汛期时含沙量较低，而来沙相

应偏粗。因此，一方面应尽量避免在夏灌期间大量引

水，另一方面夏灌期间应尽量采用短时间内大流量

的引水。这样做不仅可减少淤积，而且由于汛期时泥

沙偏细，甚至还可将前期淤积冲走一部分。春、秋灌

期间，特别是春灌，由于此时来沙量偏细，可适当多

灌，但要注意提高灌水强度。

牗牬牘进口断面处的含沙量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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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各时段的来水

来沙状况及其相互间的对比关系，以为进行灌溉用

水调度的依据。

为实现灌区用水防沙的最佳调度，最好是在对

灌区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最适合的

模型，并由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随时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除了改善灌区输沙条件以外，还可利用引黄泥

沙和石灰生产灰砖，发展建材工业。输沙渠位于灌区

最上游，渠中沉积的沙，具有颗粒粗、分选好、质纯、

含泥少的特点，可以用作发展建材工业的原料。位山

灌区输沙渠靠近公路，交通方便，位山、关山石灰窑

厂距此不远，是发展灰砂砖的有利条件。据分析，淤

沙含犛犻犗牪 约牱牥％左右，制成的灰砂砖抗压强度为

牴牭牣牴—牨牱牰牣牭犽犵牤犮犿
牪
，抗折强度牪牭—牬牥犽犵牤犮犿

牪
牞符

合犑牭牫—牱牭部颁标准。

目前，位山灌区输沙渠两岸堆沙近牫牭牥牥万犿
牫
，

以后每年还将沉沙牪牭万犿
牫
，而生产牫亿块砖，年用

砂约为牭牥万犿
牫
。生产灰砂砖不但可以处理一部分

淤沙，增加经济收入，还可以解决剩余农村劳动力。

但一次性投资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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