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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治理问题的策略
      潘家铮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 100031)

摘 要:黄河下游的治理问题 卜常复杂，随着黄河下游来水量、洪水量及泥沙量的变化，治理策略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小

浪底水库对中常洪水的调控运用应满足F列条件:①能防御标准洪水;②为下游减傲尽量延长拦沙期、③通过各种措施

提高平滩流量。黄河下游生产堤现阶段应以调整改造为基础，配合其他措施达到稳定下游河势、提高平滩流量、改造滩

地生产布局等目标。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应考虑黄河生态用水量，并能起到解决好黄河下游的长治久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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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下游的治理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存在不同

见解，甚至相反的看法是很正常的。有些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

澄清的，所以不能期望很快地确定一个简单的、立竿见影的、各

方面都赞同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黄河下游的治理

问题可以不做宏观上的研究、探索。如果不在宏观仁进行研

究，把大问题弄清楚，就可能会误人歧途，造成历史性的失误

1来水来沙变化趋势

1.1 来水f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来水量不断减少，既有自然

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自然因素，如遇上枯水段，这不是人力

能够改变的，而且难以预测。人为因素，如黄河上中游用水量

的增加，水土保持和环境用水，超采地下水等，这是可以适当预

测，并且可以采取措施调控的。若不加控制，预计上中游耗水

量会不断增加，对下游将十分不利。建议根据新的情况，在全

流域协调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分水方案报国家批准，以使今后

下游有一个最小的保证来水量。

1.2 洪 水

    目前并无根据推翻“水文有丰枯大循环”这个规律，因此不

能因为20多年来黄河下游来水枯就认为不会来特大洪水。虽

然2003年黄河流域雨量不是很大，但防洪的形势很紧张，如果

雨下得再大些，时间再长一点又会怎么样?防洪必须要按服防

特大降雨、特大洪水考虑。当然，具体数值可以考虑已有水库

和其他因素做些调整。

    在更多的年份，由于_L中游用水的增加、水库群的调蓄，会

出现汛期没有大洪水，甚至形不成洪峰的情况。这对于防洪有好

的一面，但对冲沙是不利的，要通过人为操作适当改变这种局面

1.3 泥 沙

    今后泥沙将继续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我们还要努

力使来沙量进一步减少。但来沙量减少并不等于泥沙间题得

到了解决，由于对减沙的效果和今后来沙量难以精确估计，因

此不妨搞两套方案，按较保守的值进行减淤、冲沙规划和设计，

按乐观的值作为努力目标。

2 小浪底水库的调控原则

    小浪底水库是多目标综合利用水库，其关键作用是防洪、

减淤，其他的目标和水库调度原则都应该服从这两条关键性要

求，以使小浪底水库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发挥这两大作用。为

此，小浪底水库原则上不能为了保证下游生产堤在中小洪水时

不溃决而经常调蓄，因为这样做将过早地结束小浪底水库的拦

沙期，失去为下游减淤的机会，最终还是对下游不利。凡事要

服从大道理、服从长远利益，目前下游河槽淤高，平滩流量很

小，即使小洪水也要求小浪底水库拦洪，这样不妥。但是，这个

矛盾要统筹解决

    建议研究制定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浪底水库中常洪

水调控运用方案，并使其能够满足下面几个条件:①能防御标

准洪水;②为下游减淤而且尽量延长拦沙期;③通过各种措施

提高平滩流量，达到合适的标准。具体方案可通过反复研究、

磋商定下来，必要的时候由国家协调，通过以后就坚决执行，当

然可以根据执行的情况进行调整。

3 生产堤和下游滩区治理方略

    黄河卜游河滩本来是洪水时的行洪通道，可是由于20多

年来下游的洪水越来越小，因此滩地利用得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

181万人住在滩地上。生产堤越修越高，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行

洪原则，造成了洞槽淤高 T滩流量越来越刁、等一系列的后果

    现在各方面提出的治理方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窄河固

堤”，把生产堤当做大堤，解放滩地，但是遇到特大洪水怎么办?

二是“宽河固堤，’，甚至废除生产堤，力求恢复原来的面貌，那么

181万人怎么安排?其实，两者也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在主张

“窄河固堤”方案中，也有建议把原来的大堤保留，作为二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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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主张“宽河固堤”方案中，也提到过要结合新形势研究改 一是要增加来水量 减少来沙已经有不少规划和措施，并在逐

进。我觉得目前不论是采用窄河方案放弃大堤，还是采用宽河 步推行，增加来水量主要依靠南水北调

方案废除生产堤，都没有十分的把握。大堤是在长期历史中形 现在，人们表面上都承认生态用水和生产、生活用水是同

成的‘目前是防洪体系中的最后保障线，没有确切把握 不可轻 样重要的 而实际上生态用水往往被忽视，甚至认为生态用水

言放弃，至少可作为第二道防线;生产堤也是历史形成的，滩地 是浪费。南水北调的日的都是供应某个城Ifi,某个产4,，并没

上有181万人，在这些人没有找到出路前，生产堤也不是说废 有考虑用它来改善生态环境，更不要说冲沙 如果通过南水北

就能废的。但是，也不能让目前这样的局面维持下去，应以现 调能够解决黄河下游的长治久安问题，花儿千亿也是值得的

有的生产堤为基础，调枯改造，配合其他措施，达到以下目标: 西线调水的实施，可以从黄河源头补水40亿一170亿耐 要抓

①稳定下游的河势。②提高平滩流量到合适的值，使滩地在某 紧规划，做好前期工作

一标准洪水下可保安全，但标准不必很高。③改造滩地的生产 东线和中线正在实施中，要千方百计利用东线、中线，增加

布局，增加安全、交通、保障等设施，迁移部分农民到堤外，在漫 黄河下游的水量。东线工程实施以后，应核减受水区的黄河供

滩以后，有秩序地组织撤退，以保证人们的安全，并且要有补偿 水配额，增加黄河下游的水量，或直接抽水人黄，问题是要解决

的措施。④根据以后的发展(外调水源的增加、城镇化的发 水价问题。中线工程实施以后，在某些时段受水区确实不需要

展)，使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那么多的水，可以改人黄河，问题也在水费上。现在都是市场

    如何能够提高平滩流量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可研究采取以 经济，调水的公司怎么会把水自白地供给黄河呢?所以要研究

下措施:适当改造加固生产堤、建适当的控异工程、设法增加来 如何突破这些难关，以拯救我们的母亲河。也许，在上游增加

水量、人造洪水进行高效的调水调沙、配合机械清淤放淤等，努 水量，在河n做一些工作，配合下游河道中的一些工程，才是最

力使平滩流量达到5 000 .'‘ 后的策略。

    这只是暂时的局面，从长远计，不能让181万人长期生活 黄委现在提出了“四个不”的日标:不决堤，在加强水文气

在滩地，要全盘规划，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 象预报基础上，进行水库科学调度，配合适当的工程措施，是可

月标，把大部分农民转移出去，使其进入新的产业领域，以大大 以做到的;不断流，实现全社会节水、全流域水资源统调 争取

减少滩地农民的数量。实现滩地科学化、现代化的利用不是水 外来水，也是可以做到的;不污染，污染完全是人为的因素，不

利部门能做到的，还需要闰家和地方政府来支持。对滩地的利 污染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愿不愿去做的问题。只有不

用既要有 一个大方向，又要结合实际来一步步实现。 淤高，才是问题的本质，是最重大、最艰巨的任务，希望大家共

        ，__.、_二 __‘ 二 _ 同努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奋斗，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解除中华
4 结合南水北调增加 卜游米水量 民族几千年来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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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接第5页)因此，黄河下游治理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上中游治理开发目标的实现程度，集中体现在来水来沙条件

的变化 须特别关注的问题有:①下游的治理目标确定后，需

要对上中游的治理目标重新协调修订 ②对上中游流域面卜

人类活动造成降雨产流规律变化的趋势应特别给予注意。随

着上中游流域面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增加及利用

雨水的手段增强，河道径流减少的趋势会加快。如何优化配置

水资源，有相当多的法律、社会、技术和经济问题需要及早研

究。③中游水库对水沙的多年调节问题。

4.2 蓄滞洪区问题

      直以来，南北展和东平湖很少作为蓄滞洪区运用，小浪

底水库建成后其使用几率将大为减小。鉴于国家对使用蓄滞

洪区的补偿政策已完善，本着以人为本、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

基本思想，对两处已异地安置的居民应尽快使其返回原地生

活，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3 黄河下游防汛的设防标准

    由十悬何的作用，黄河大堤临水深度在中小洪水时与流量

级相关关系不大，2000-3仪川m卜，漫滩时的水深与7 000

800。耐/s时的慢滩水深差不多，因此单纯按流量级动员抗洪
抢险有很多问题。工程规划建设可以按流量级或相应水位，但

工程设防和抢险动员应该按水位标准

4.4 河道整治工程的建设
    长期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工程建设山于施工困难、资金不

足 因此完成并验收的工程先天就是不稳定的。工程的基础靠

以后的抢险来逐步完成，抢险成为基建的继续;把基建应消除

的工程风险、应承担的资金转移给抢险。同时，由于体制的原

因，抢险经费往往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使抢险管理面临很多困

难。鉴于当前的施工技术和国家财力完全可以保证工程 次

性达标，因此应做到:①基建工程要立即、彻底改变以前的管理

模式，采取 切措施，在建设阶段把河道整治工程的基础按照

需要一次性完成;②已建河道整治工程基础不稳定的，要做补

充设计，在基建中分期列续建计划，分轻重缓急予以除险加固

5 结 语

    黄河下游的治理的确很复杂。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

要求，系统、完整地确定基本的治理目标和主要的治理对策是

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是当前的紧要任务。要树立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从多方位研究

确定治理目标和主要对策。相信黄河下游的治理与流域综合

治理相协调，在不太长的时何是可以取得明显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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