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口的现状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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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河口的基本特点

基本特点

黄河河口系弱潮多沙 ! 演变激烈的堆积性河口

与其他入海河流一样 包括河流近口段 !三角洲和滨

海区 大部分 ∀黄河河口区别于其他河口的突出特点

有二 其一是水少沙多 !沙粗 !洪枯悬殊 !洪峰陡涨陡

落 ∀ ∗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 河口地区利津站

多年平均来水来沙量分别为 ≅ 和 ≅
约占整个下游来水来沙量的 和 ∀其

中 年内来水来沙量分配极不平衡 汛期来水来沙量

分别达到全年水沙量的 和 ∀同时 各年际

间的来水来沙量差别也比较悬殊 以来沙情况为例

在 ∗ 年的 中 有 来沙量超过了 ≅
另外则有 不足 ≅ 年最大来沙量与最

小来沙量之比为 Β ∀黄河河口的第 个突出特点

是潮差相对小 !海潮流速也小 !海洋动力弱等 其滨海

区潮差一般不足 风浪 ! 潮流等海洋动力相对较

弱 加之三角洲尾闾河段比降变化于 ϕ左右 远

大于长江河口段的 ϕ ∀因此 黄河口几乎没有潮

流段 感潮段非汛期也仅 左右 ∀

演变特性
自 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以

来 随着进入河口水沙条件的不同 山东河道和河口

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塑造演变阶段 决口初期 整个陶

城辅以下河段出现冲深展宽 河口稳定 河口地区不

存在淤积和决溢问题 ∀ 年以后 由于沿黄堤防的

完善和巩固 巨量泥沙下排入海 海洋动力外输不及

形成河口严重淤积延伸 从而使黄河河口演变规律出

现了性质上的变化 河床逐渐变成地上河 河口尾闾

开始处于淤积延伸摆动改道的基本演变之中 决溢问

题日趋严重 自 年至 年 在黄河河口实际

行河的 中 发生在河口三角洲扇面轴点附近的

改道就有 次 ∀

当前黄河河口演变与治理所面临的

形势

现行黄河河口清水沟流路是解放后继神仙沟 !钓

口河流路之后的第 条完整入海流路 至今行河已逾

与以往相比 河口所面临的新形势突出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来水来沙特性发生重大变化
受黄河中 ! 上游降雨等自然特性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干预影响 黄河河口的来水来沙特性在如下几个

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 来水来沙量明显偏少 中小水比重增加 ∀由

利津站历年来水来沙情况可知 自 年代末以来 黄

河河口的来水来沙量呈明显减少的趋势 尤其是

年以来 这种减少趋势更为明显 见图 ∀就清水沟

流路而言 实测数据表明 ∗ 年期间 河口

利津站 多年平均来水来沙量分别为 ≅ !

≅ 分别为 ∗ 年多年均值的

! ∀若以 ∗ 年多年平均水沙量为

基础 加减 作为大 !小水沙的分界线 清水沟流

路大 ! 中水所占的比重已由 年以前的 下

降至 相应的 小水所占比重也已由过去的

上升至 ∀来沙情况亦然 ∀
其次 随着来水来沙量的明显偏少 洪峰流量也

大幅度削减 ∀有关统计结果表明 ∗ 年期间

除 年受三门峡水库蓄水影响 河口利津站年最

大洪峰流量仅 以外 其他年份最大洪峰流

量均超过了 所占比例接近 其中有

超过了 超过了 分别占

总年数的 和 ∀而在清水沟流路行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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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河河口历年来水来沙过程示意

图 黄河口利津站历年断流天数变化示意

间 最大洪峰流量超过 ! 的年数

所占总年数的比例较 年以前分别减少了

和 大于 的洪峰没有出现 ∀

再次 断流现象频繁发生 ∀自 年黄河下游首

次出现断流以来至 年 河口共有 发生断流

图 ∀进入 年代 特别是 年以来 下游河道

连年发生断流 至 年 利津站多年平均断流时间

达到了 其中 年黄河下游出现了有资料记

录以来断流最为严重的一年 整个下游河段断流长度

约 其中利津站断流达 ∀ 年代以前 断

流最早发生在 月份 断流时间主要集中在 ∗
月 ∀ 年代以来 断流最早发生时间提前至 月份

断流的密集月份扩展到 ∗ 月 而且有 整个 月

份处于断流状态 ∀

人工干预黄河河口演变的程度越来越

高 河口流路演变出现新的特点
流路演变周期加长 自 年黄河在

兰考铜瓦厢决口由山东入海以来至 年的

中 发生在河口地区的改道达 次 实际累计行水时

间为 平均每 即改道一次 ∀而现今清水沟流

路的行水时间已达

演变周期明显加

长 ∀所以如此 除与相

关的工程举措使自然

出汊摆动受到较大限

制有关外 其来水来

沙量大幅度的减少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河槽一

度萎缩严重 自

年汛后开始 清水沟

流路进入回淤阶段

由于黄河下游进入了

持续的枯水少沙期

再加上断流的影响

使得河口河段的主槽

严重淤积 河槽功能

论坛

ΟΡΥΜ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日趋萎缩 ∀ 年 月与 年 月相比 清 至清

各断面标准水位下的主槽面积减小 ∗ 即

主槽过洪断面减小 ∗ ∀其中 河口利津断面的

平滩流量已由 年汛前的 减小到

年汛前的 左右 使得中小洪水出险的机会

增加 并导致洪峰水位出现异常升高 年利津

站洪峰流量为

的水位已与 年 的水位基本持平 ∀

河口沙嘴的长度和宽度明显偏大 受

海洋海域条件 !来水来沙特性以及人为工程使进入滨

海地区泥沙的堆积范围受限等因素的影响 ,尽管清水

沟流路的年均延伸速率较钓口河流路 !神仙沟流路偏

小 但年均每 泥沙的造陆面积却比神仙沟 !钓口

河流路的 偏大 达到了

∗ 年 另外 从每 泥沙所造成的河口

口门延伸距离来看 清水沟流路的数值也是最大的

为 ∗ 年 而神仙沟 !钓口河流路则

分别 ∀

水位升高速率变小 统计钓口河 ! 清水

沟两流路后期的水位升高速率不难发现 清水沟流路

的水位升高速率相对偏小 ∀其中 钓口河流路演变后

期 ∗ 年 利津 !一号坝 !罗家屋子 !钓口四站

水位的年均升高速率分别为

相应的 清水沟流路演变后期

∗ 年 利津 !一号坝 !西河口 ! 站的年均

升高速率则分别为 ∀

河口段变化较小 受来水来沙条件和人

工治理措施的影响 清水沟流路与以往流路相比 改

道点以下河段的河势变化状况也有所不同 如河道相

对顺直 !摆动变化较小 !河势较为稳定 !演变强度趋缓

等 ∀

新形势下黄河河口的治理原则与方向

针对黄河河口独特的来水来沙特性 充分考虑并

结合河口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迫切

要求 作者认为 今后一段时期内 黄河河口的治理应

遵循如下 个治理原则和方向 ∀

保障防洪安全原则

防洪减灾是河口治理的首要任务 河口地区的防

洪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河口本身的防洪问

题 其二是河口淤积延伸所导致的侵蚀基准面的抬升

变化对整个黄河下游防洪的影响 ∀由这一原则出发

河口治理应从加大输往外海沙量和扩大河口三角洲

堆沙范围入手 力求达到减缓河口延伸速率 !减少河

口河道淤积的目的 ∀

流路相对稳定原则

河口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在保障三角洲地区的防

洪安全的基础上 促进该地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

展 ∀黄河河口流路的迁徙改道 既是黄河河口固有的

主要演变特征 也是长期困扰河口地区工农业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的症结所在 ∀因此 在有效避免由于河口

过度延伸而使河口防洪负担加重的前提下 如何最大

限度地延长流路的使用年限 尽量保持其相对稳定状

态 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河口治理的主要原则和努力方

向 ∀需要指出的是 黄河河口每一条流路的使用年限

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三角洲地区国

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流路改道对该地区工农业生产和

居民生活造成的干扰和影响也将愈加突出 如何既能

作到流路的长期相对稳定 又不至于因流路延伸过长

导致水位溯源升高而加重防洪压力 是当前河口治理

面临的主要矛盾 而实施有计划的人工出汊无疑是缓

解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 ∀在河口尾闾流路一定范围以

下实施有计划的人工出汊 同实施有计划的人工改道

一样 既有利于缓解河口地区防洪形势 !长期稳定河

口流路以及利用黄河水沙资源 为油田开发创造有利

条件 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流路延伸过长而导致

的水位溯源升高速率 ≈ ∀

可持续发展和水沙充分利用原则

黄河三角洲当地水资源非常有限 多年平均降雨

量 平均径流量 ≅ 因土地盐碱化

和水质污染 大部分无利用价值 地下淡水资源十分

匮乏 可开采水量仅 ≅ 因此 河口地区水

资源需求量的 要依赖黄河供给 ∀据张启舜等人

年预测 到 年 河口地区东营市灌溉用水和

工业及城市耗水量将达到 ≅ ∗ ≅ 是

年实际用水量 ≅ 的 倍 ∀因此 如

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 优化河口地区水资源配置 ,

既能满足该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

又能保证足够的河口河段冲沙用水量 !减缓河道过量

淤积 是今后河口治理规划应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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