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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多沙粗沙支流治理开发模式的探讨

一一以窟野 河秃尾河孤 山川为例

魏学义 何兴照

(黄委会黄河中游治理局
·

陕西西安 )

提 要

本文闸明了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山川区域 自然背景
,

论述了综合治理开发 目标和任务
,

提出 了流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
、

水土保持
、

环境保护及煤 田开发区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等各

项措施
。

同时还对重点项 目治理开发的指导思想
,

治理方略
、

开发层次和总体布局提出了见

解
。

从而为探索多沙粗沙 区煤 田开发及综合治理配套措施提供了经验和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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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山川流域 (以下简称三条河 )
,

位于黄河中游晋
、

陕
、

蒙接壤区
。

流域地

处风沙区与黄土丘陵 区的过渡地带
,

干早少雨
,

水源短缺
,

植被稀少
,

风蚀沙化与水土流失均比

较严重
。

年输沙模数 1
.

3万灯k m
“ ,

局部高达 3万 t/ k m
“ ,

其中粗沙模数 1
.

0万 t / k m
“ ,

洪水含沙

量 1 o o o k g / m
“ 。 “ 三条河

” 多年平均输沙量约 占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年输沙量的 20 %
,

区域经济

落后
,

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

是黄河流域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

该区煤炭资源丰富
,

流域内神府一东胜煤 田
,

已列为国家重点开发项 目
,

随着能源化工基地

及相应琴本建设的开展
,

新的工矿城市的出现
,

人 口 的剧增
,

将对粮食
、

水资源
、

蔬菜等农副产

品的需要成倍或数十倍 的增长
,

同时 由于开矿
、

修路
、

建厂等基本建设
,

产生大 量 的 弃 土
、

弃

渣
、

废水
、

废气
,

如果处理不 当
,

不仅增加大量的入黄泥沙
,

而且污染水质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

加快土地沙漠化的进程
,

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

从治黄战略出发
,

合理利用
“ 三条河

” 流域水土资源
,

防止和控制水土流失
,

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
,

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

并为煤田服务
。

为此
,

水利部 以 ( 8 8 ) 20 号文件下达关于 《窟野河

秃尾河孤山川流域综合治理任务书》
。

由黄委会黄河中游治理局主持
,

从 19 8 7一 1 9 8 9年完成外业

勘查和内业计算分析任务
,

并提出
“ 三条河

” 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系列成果
。

为了总结多沙粗沙区

流域治理和开发利用的经验模式
,

本文针对
“ 三条河

” 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主导思想
,

基本对策

和 目标任务与开发层次
,

作 以下分析研究
。

一
、

区域自然背景

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山川流域面积 1
.

33 万 k m
“ ,

其中窟野 河流 域 面积 8 7 0 6 k m
“ ,

秃尾 河

3 2 9 4 k m
“ ,

孤 z工1川 1 2 7 2 k m
“ 。

“ 三条河
”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 的过渡地带

。

地层构造处于榆林拗陷与东胜隆起

的鄂尔多斯台地的交接地带
,

以整体间歇性抬升为主
,

这种大地质构造
.

单元格局控 制了 地 貌 轮

廓
。 “ 三条河

” 的西北部是干早剥蚀的鄂尔多斯台地 , 西部和中部地势开阔
,

地形波状起伏连接

毛乌素沙漠的南缘
; 东南部为黄土

_

丘陵
。

为此组成 了鄂尔多斯台地
、

风沙草滩与黄土丘陵三大地

貌类型
,

神府东胜矿区横贯窟野河流域腹地的转龙湾与神木之间
。

流域内出露最早的地层为中生代 ( M
Z
) 的三迭系 ( T )第三系上新统红 色泥岩

、

砂页岩
,

砂

质泥岩与砂岩
,

富含钙质
,

结核的第四 系 ( Q ) 的午城黄土 ( Q
,
)

,

离石黄土 ( Q
:

) 及马 兰 黄

土 ( Q
3

) 所形成 的砂砾石
、

亚砂土
、

亚粘土
、

风成砂
,

其中黄土
、

黄土状粉砂土 及 风 成黄土是

分布较为广泛的地层
。

“ 三条河
” 多年平均 ( 1 9 56 ~ 1 9 8 6年系列 ) 输沙量为 1

.

时乙t
,

其 中 洪 水 沙 量 占年沙量的

。 3
.

8 %
,

而粒径大于。
.

o s m m 的粗颗粒泥沙量为 0
.

90 亿 t
,

占年总输沙量 的 5 5
.

5 %
,

其 中 窟野河

粗沙量为 0
.

65 亿七
,

占
“ 三条河

”
粗沙量的 72 %

,

成为主要粗沙支流之一
。

“ 三条河
” 流域而积占河 口 镇一龙 门区间而积白姐从 8 %

,

沙量 占同期沙量的 2 0
.

9 %
,

而粗沙

量占同期粗沙量 的 3选
.

5 %
, “ 三条河

” 面积仅 占黄河中游水土流失而积 43 万 k m
“

的 3
.

0 %
,

而输

沙量 占10 %
,

而且主要集中在汛期
。

据黄委会水科所资料
, 1 9 5 4一 1 9 8 5年共出现洪水 49 5次

,

其中含沙量大于 5 0 0 k g / m
“
以 上 有

3 68 次
,

占 7 4 %
。

从黄河下游 1 9 52 ~ 1 9 8 3年 1 30 次洪峰资料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洪水主要来 自黄河

中游 10 万 k m
“
的多沙粗沙区

。

黄河下游淤积物中粒径大于 0
.

05 m m粗颗粒泥沙含量 占75
.

3 %
,

因

此
,

集中治理黄河 中游输沙模数大于 1
.

0万 t/ k m
“
以上的 10 万 k m

“

集中来沙区
,

是治黄的重点
,

特别是治理粗沙模数大于 1
.

0万灯 k m
Z

的 4 ~ 5 万 k m
“
的粗沙集中来源区尤为重 要

,

因而 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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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河
”
流域粗沙多沙区 的综合治理和保护改善煤田开采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二
、

主导思想
、

目标与任务

按照国家对江河规划的要求
,

遵循 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
,

从流域的实际情 况出发
,

贯彻 “
除

害兴利
”
综合利用的原则

,

使水 二
L资源更好地为当地工农业生产

、

煤田开发
、

减少入黄泥沙和振

兴区域经济服务
。

治理开发规划要 以国家颁布的 《水资源法》
、

《环境保护法》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以及

《开发建设晋陕蒙接壤区水土保持规定》 为依据
,

积极贯彻
“ 预防为主

。

防价 件爪 ” 的方个}
。

治

理开发规划要力求符合 自然规律和顺应经济规律
,

要与煤田基地建设和黄河治理开发 州适应
,

要

重视水 L资源保护和合理 刊用
,

控制水土流失
、

减轻水旱灾害
,

开发水利 ! !二力件 源
;

促进工农业

生产
。

经过治理开发国土整治
,

改善生态环境
,

提高群众生产和’生活水平
,

并 勺缓彩
’
减沙治黄作

出贡献
。

规划要求做到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产效益相统一
,

当前
一

与长远利 泛相结合
,

以利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
。

治理开发的主要任务是 结合流域内神府一东胜煤田开发
,

工农业生产建设需 要
,

研 究 流 域

内水资源供需平衡
,

和合理开发利用方式
,

在水资源短缺
、

且分布不均的情汉一卜
:

研究调水的可

行性
,

提 出经过论证的合理供水方案 ; 调查研究流域内水土流失与风蚀沙漠化特点和规律
,

提 出

不 同流失类型区的生产发展方 向
,

治理开发原则和各项措施布局
; 对煤田开发区要按照其开发方

式和进度
、

制定处理和利用弃 L
、

弃渣综合方案
;
对 区域环境

、

水质
、 一

卜壤
、

大 z 心
、

噪声
、

地方

病
,

环境卫生及矿区放射性物质进行 区域环境现状评价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环境彩响预测和环境

监测
,

针理与保护规划
。

在研究流域 自然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

提出改善和保持环境的对策
。

治理开发 的目标
,

本世纪内着重促进解决当地群众基本生活和温饱问题
,

实现农业人 日 粮食

区域 自给
,

并 向矿区提供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
。

到2 0 G0年水土流失治理而积比 口前治理面积提高 1 倍
,

水资源利川率 由现在的 10 % 提 高 到

40 %
,

从本满足农业
、

工业和煤田用水及人畜饮水的需求
。

土地沙漠化初步得到 J空制
,

流动沙丘
、

沙地获本治理和有效保护
;
林 草覆盖率由目前 20 % 提高到 40 % ; 土地生产结构经过调 整 趋 向 合

理
,

农业生产井本条件有明显地改善
; 农林牧副渔诸业生产基本稳定与协蒯

; }
几

早风沙危害有所

减轻
,

较大洪水初步控制
,

主要河堤防洪能力有所提高
,

入黄泥沙明显减少
。

三
、

治理开发方略

“ 三条河
”
流域综 合治理开发规划

,

是在 “ 三条河
” 水资源开发利几

,

水 卜保持治沟骨干工

程
、

水利工程
、

环境保护及煤田开发区新增水上流失 与土地沙淇化防治等 6 个 专项规 划 的 从 础

上
,

按照其目标与任务要求
,

着重研究整体开发层次和综合治理配套技术方案
。

经过综合分析
,

系论研究
,

有机 协调
,

充分论证
,

汇总编制
,

提出以支流为单元综合治理开发规划
。

水资源开发利用专项规划
,

在调查水资源及其利用现状 的基础上
,

综台研究流域内各部门提

出 1
一

自灌溉用水和城镇供水及农村人畜饮水等的需求
。

结合水资源调节供水工程建设方案
,

进行水

资源分区及供需平衡分析论证
、

拟定不同水平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

预估水考遗变化对流域环

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

研究远期煤 田开发缺水问题及解决的途经
。

制定水资源开发 示仙 j 的原则
,

提

出流域需水量预测和规划不同时段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

水 土保持专项规划
,

是在总结流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

调查分析流域内土壤俊蚀 方 式
、

程

度
、

特点和规律
。

提出不同流失类型区土地利用结构比例
,

生产发展方向
,

综合治理开发 目标
,



第 3 期 魏学义等
:
黄河中游多沙粗沙支流治理开发模式的探讨 2 3

工程和林草措施布局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和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分析
。

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专项规划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坝系规划
,

使沟道 治理与坡面治理相

结合
; 淤地坝与骨干坝相结合

; 新建坝 与旧坝加固相结合
; 并与干支流大中卫蓄水水库

,

拦泥水

库密切配合
,

形成以支流为单元的坝库群充分发挥其防洪
、

拦泥
、

蓄水
、

滚: 溉
、

淤地
、

增产
、

削

峰
、

减沙等综合效益
。

根据分区治理 的原则
,

采用贝叶斯 ( B a y e s ) 准则逐步判别分析方法
。

将 “ 三条河
” 流域划

分为四个类型区
:

即黄土丘陵区
、

、

沙质丘陵区
、

砾质丘陵区 和风沙草滩区
。

黄土丘陵区生产发展方 向
:
以农为主

,

农林牧副渔全而发展
,
以牧促农

,

以林保农
,

以草养

畜
,

因地制宜
,

各有侧重
。

沙质丘陵区生产发展方 向
:
以农牧为主

,

农牧林结合
,

配合矿区开发
,

种草兴牧致富
。

建立

畜牧业基地和菜
、

肉
、

蛋
、

奶
、

果商品生产基地
,

建设防风固沙林
,

经济林和矿柱林
,

促进商品

经济 的发展
。

砾质丘陵区生产发展方 向
:

由以农为主
,

逐步过渡到以牧为主
,

牧农林结合
,

以牧促农
,

全

面发展
,

结合矿区开发
,

建设农副生产墓地和畜产品加工体系
。

风沙滩地区生产发展方向
:
以牧林为主

,

建 设丘间滩地绿洲农业
,

营造大面积防冈 固沙林
,
·

充分利用天然湖泊海子水资源
,

发展养殖业和编织业
。

水利工程专项规划
,

是在 目前水利工程现状与问题 的基础上
,

结合煤 田基地建设的要求
,

研

究和确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总体布局
。

重点是蓄水拦泥
、

拦渣
,

用洪用沙各种措施方案
,

并论证

各项工程的开发任务
,

开发方式
、

工程规模
,

实施程序和经济效益
,

同时考虑采用先 进 灌 溉 方

式
,

研究 竹水
、

节能型灌溉发电工程
,

经过统筹协调和方案比较
,

在技术 沦证和经济分析 的基础

上
,

提出近期实施的重点项 目和水 利工程建设规划方案
。

水利工程规划的内容包括
:

大中型水资源工程
,

河道整治
、

农 田灌溉
、

护岸护 堤
,

人 畜 饮

水
,

引洪放淤工程等
。

大型水资源工程
,

主要为矿区供水服务
; 中型拦泥拦渣工程

,

主要为供水

灌溉
,

兼顾防洪
、

淤地
、

减沙等作用
。

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

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大气
、

水资源
、

土地矿藏
、

森林
、

草原
,

野生动

植物
、

水生物
、

名胜古迹
、

游览区
、

疗养区
、

自然保护区等
,

皆为环境保护对象
。

但对流域环境

来讲
,

应从实际出发
,

有所侧重
。 “ 三条河

” 流域 由于煤田开发及其它社会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

的主要影响是水资源污染加重
,

地表生态破坏
。

因此
,

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
:

防治水质污染
,

保护水环境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
,

搞好环境卫生
,

控制减轻人畜地方病的蔓延
,

绿

化环境
、

减轻地丧生态破坏的程度
。

通过监测和调查了解和掌握流域内污染源 的分布
,

地表水质
、 _

_

:.I 壤质量
、

环境卫生
、

大气噪

声
、

放射性物质
、

环境污染现状
,

并在作出单项和综合评价 的基础上
,

刘
一

米来环境影 响 进 行 预

测
,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

提出废污水处理方案
,

建立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网络
。

神府一东胜矿区水土流失治理保护规划
,

列入近期开发的矿区面积为 2 7 5 6 k m
“ ,

其中窟野

河流域开发面积 2 4 8 2 k m
“ ,

占矿区面积 90 %
,

煤种主要为 长焰煤和可粘结煤
,

具有埋藏 浅
、

易

开采和质优特 点
,

是我国优质动力煤的主要基地
。

矿区一期开发主要集中在包神铁路两侧的大柳塔
、

石屹 台
、

布连
,

及邻近地区
,

建 设 规 模

1 4 22 万 t/ a ; 二期开发主要分布在乌兰木伦河
、

黄羊城沟
,

新城川两侧的柠条塔
、

活鸡兔等
,

开

采规模 3 52 8万七/ a
。

矿区规划的任务是结合煤 田开发
,

工农业建设的需要
,

研究矿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和合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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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

提出供水
、

防洪
、

治河工程方案
,

开发水资源途径
,

进行调水可行性研究和论证
。

调查矿

区水土流失类型
、

特 点和规律
,

按照煤田开发方式和进度
,

制定相应的处理和利用尾砂
、

矿渣
、

弃土等综合技术方案
。

日前矿区按照经营性质分为国营矿
、

地方矿
、

乡镇矿和集体个人开采矿
; 按照开采方式可分

为露天矿和斜井矿
,

特别是乡镇和集体个人开矿星罗棋布
,

对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
。

矿区治理保护的主导思想
,

应 以开矿
、

修路及配套建设所引起的新的水土流失为重 点
,

采取

拦
、

导
、

固相结合的措施
,

形成矿区水土流失防护体系
。

“
拦

, 是在矿点附近修筑弃渣
,

弃土拦截坝
,

变废料为材料
。

“

导
”

是在弃上尾砂堆放区修建排水渠防止堆放区集水范围内的洪水径流冲刷推移进入河道
。

“ 固 ” 是露天矿采空区复垦还田
,

排土场
,

拦渣库坝绿化
,

采取植物措施恢复植被
,

利用根

系固护土体
。

矿区水土保持着眼点
,

使各类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
变废为宝

” ,

形成废土
、

废渣
、

废物综

合利用折产业
,

为矿区水土保持
、

社经服务
。

四
、

总体布局构思

“ 三条河
” 流域治理开发总体布局

,

应遵循规划的 目标与任务
,

贯彻因地制宜
,

统筹兼顾的

原则
,

要把治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密切结合起来
,

正确处理矿区流域干流与支流
,

治沟与治坡
,

治

水与治沙
、

治山与治川
、

治河与治矿
、

上游与下游
、

左岸与右岸
,

不同区域
,

不同层次之间的关

系
。

做到水土保持与水利工程相结合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防洪拦泥与蓄水 供 水 相 结

合
;
大型水资源工程与中小型拦泥工程相结合 ; 治沟骨干工程与拦渣坝

、

淤地坝相结合
; 合理开

发利用水土资源
,

实现整治国土
,

改善环境
,

发展生产
,

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

随着矿区开发规模的扩大
,

城镇建设的发展
,

水资源用量及开发利用的程度
,

成为煤 田开发

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子
。

因此要满足矿区供水的需求
,

拟在矿区内干支流上
,

兴建一 批 相 互 配

套
、

综台利用
、

统筹兼顾的大中型库坝工程
,

起到防洪
、

供水
、

灌溉
、

拦泥
、

拦渣等多种功能
,

针对煤田开发方式和规模
,

布设矿区河堤和矿井护堤
、

护路 以及露天矿复垦等工程措施
。

铁路
、

公路两旁布设护路
、

护岸
、

护坡生物工程
。

“ 三条河
” 流域治理措施配置

,

应根据上
、

中
、

下游不同类型区
,

不 同侵蚀特点
,

采取因地

希lJ宜
,

有所侧重的原则
。

上游地区地处沙漠化丘陵开阔地带
,

措施配置应 以林草生物措施为主
,

大规模营造防风固沙

林
,

逐步建成草灌乔带
、

片
、

网相结合
,

完善和建立 良性生产体系和生态体系
。

主要措施配置
:

造林固沙
、

建设草库伦
,

引水拦沙造 田
,

营建农 田网框林
,

封沙育草
、

封沟育林
、

人工种草
,

飞

播营林育草
,

改 良天然草场
,

开渠排碱压盐
,

天然海子养殖等
。

中游梁赤盖沙丘陵区
,

措施配置在沙梁
,

沙赤沙坡
,

营造灌木林
,

固定流沙
。

沟道兴建坝库

工程
,

干支流河道整治
,

引洪放淤建设基本农田
,

支毛沟布设生产坝
。

下游地区
,

侵蚀沟发育活跃
,

水土流失严重
,

集中建坝
、

修库
,

拦截洪水泥沙
,

发展沟坝地

和小片水地 ; 缓坡筑修梯 田
;
荒山荒坡及退耕陡坡地营林种草

。

干支流河谷川地区
,

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
,

发展灌溉农业
,

建设自给性粮食生产基地和蔬菜

副食基地
,

满足工矿城镇需求
。

通过 以上总体合理布局
,

以及各项措施实施
,

形成坡面
、

沟道
、

支流
、

干流四道拦控防线
,

实现保持水土
、

改善环境
、

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
,

为矿区服务和减少入黄泥沙的治理开发 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