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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水库淤积的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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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BC）

摘要：为了解水库的淤积现状，根据 $$J 座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内地水库淤积资料，对这些水库按类

型和区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水库比大型水库淤积严重，不同流域水库淤积的空间差

异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库淤积比例最大，西南地区水库年均淤积率最大。截止到 !##C 年，根据

代表性水库淤积的计算结果推算出中国内地水库的平均淤积比例约为 !#K，库容年均淤积率为

#L@"K，相当于每年损失 $ 座库容近 ?!LC 亿 HC 的超大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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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具有提供城乡生产生活用水、开展淡水养

殖、旅游观光、水力发电、水上运输和调节区域气候等

功能。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C 年水利统计公报，我

国有水库 AJ$CJ 座，总库容 J"JA 亿 HC，其中大型水库

?JC 座，总库容为 ?!@A 亿 HC，而库容大于 !# 亿 HC 的

超大型水库有 ?@ 座，总库容约为 C"J# 亿 HC。我国河

流泥沙含量较高，水库淤积严重，库容损失不仅导致

蓄水能力下降，而且影响其他效益的发挥，如淤积上

延影响上游生态环境，变动回水区的冲淤带来航运不

便，库内淤泥恶化水质，坝前淤积影响枢纽安全运行，

水库泄水改变下游河道等。本文通过对水库淤积资

料的统计计算，分析不同类型水库及不同流域内水库

淤积的差异性，并估算中国内地水库的淤积量。研究

结果对于认识水库淤积的现状，从宏观上制定水库淤

积治理方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9 资料来源

水库资料主要引自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水库淤积

论文，涉及水库淤积观测与预期模拟分析、防淤减淤

理论方面的探索总结和水库淤积的环境影响等，并

采用相关水利部门的统计资料。引用的资料时间上

有差 异，涉 及 中 国 不 同 区 域，其 中 有 超 大 型 水 库

$C 座，大型水库 J# 座，中型水库 !C 座，小型水库

!B 座，详见表 $。

: 统计分析

根据某水库截止到统计年份的淤积情况，考虑结

合统计时段 -，将水库的淤积损失库容 ? ’&1与建库时

的初始库容 ?U;2比较可得该水库淤积比例 3，由此可

计算统计时段 - 内水库的年均淤积库容 ?-,0，并与初

始库容比较计算出各水库库容年均淤积率 (：

3 @
? ’&1
?U;2

A $##B （$）

?-,0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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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本文引用的水库资料

流域
超大型水库（! " #$ 亿 %&） 大型水库（! ’ ! ( #$ 亿 %&） 中型水库（! ’ $)! ( ! 亿 %&） 小型水库（! * $)! 亿 %&）

数量 名 称 数量 名 称 数量 名 称 数量 名 称

松花江 +
群 昌［!］， 欢 欣

岭［,#］，寿山［,#］，二

龙山［,&］

-
马 鞍 山［#&］，大 沟［#+］，泉 眼

购［#+］，中心［#+］，大榆树［#+］，南

蓬［#+］，沟家店［,#］，后头哨［,#］

辽 河 ! 红山［#，#.］ & 清河［&］，白石［#-!#/］，二龙山枢

纽［,+］ ! 闹得海［,.］ !+

官地［#+］，全胜［#+］，十字街［#,］，

跃进［#,］，周家岗［#,］，萌芽［#,］，

丁家［#,］，山城［#,］，江山头［#,］，

高 桥 水［#,］，桦 木［#,］，范 家

山［#,］，清 沟 子［#0］， 二 十 家

子［,#］

海 河 ! 官厅［#-!#/］ /

黄 壁 庄［!0］，横 山 岭［!0］，王

快［!0］，西大洋［!0］，安各庄［!0］，

云州［!0］，庙 宫［.］，岗 南［,］，岳

城［,,］

! 白河堡［&$］

淮 河 # 响 洪 甸［0］，梅

山［0］ . 佛 子 岭［0］，龙 河 口［0］，白

沙［&!］，石漫滩［&#］，石梁河［&&］ ! 岳西毛尖山［0］ ! 岳西金山［0］

黄 河 .

龙 羊 峡［-］，刘

家 峡［&!］，青 峰

岭［&!］， 三 门

峡［0$］， 小 浪

底［0!］

!-

盐锅 城［/］，青 铜 峡［!$］，长 山

头［&!］，石峡口［&!］，张家湾［&!］，

巴家嘴［&+］，册田［!!］，张峰［!#］，

冯家山［!&］，陆浑［&!］，窄口［&!］，

冶 源［&!］，文 峪 河［&!］，羊 毛

湾［&!］，王 瑶［&!］，鱼 岭［&/］，石

泉［+$］，汾河［,0］

!$

东 峡［&!］， 鹦 鸽

嘴［&.］，三盛公［&,］，

夏 寨［&0］， 镇 子

梁［&!］，古仙洞［+!］，

蔡庄［+#］，天桥［+&］，

洋 县［++］， 段 家

峡［.0］

# 十八里铺［##］，郭家寨［+.］

长 江 +
隔 河 岩［!+］，万

安［!.］， 丹 江

口［&!］，三峡［0#］

!$

铁山［+］，柘溪［!,］，明山［&!］，白

莲河［&!］，黄龙滩［&!］，长岗［&!］，

上 犹 江［&!］， 石 门［&!］， 龚

嘴［&-，+,］，碧口［+0!+-］

& 南 沙 河［&!］，红 寺

坝［&!］，牛形山［.&］ # 安化东乡［!0］，裕民［.$］

珠 江 & 大化［!-］，长湖［.!］，西津［.#］ # 西丽［.&］，深圳［,/］

西南诸河 ! 漫湾［,-］ ! 水槽子［.+］

内流区 ! 克孜尔［..］ ! 头屯河［!/］ ! 铁门关［.,］

总 计 !& .$ #& #/

" #
!123
!456

$ !$$% （&）

同类型水库淤积总库容求和并与该类型水库总

初始库容相比得该类型水库淤积比例 &’，同类型水

库年均淤积库容求和并与该类型水库总初始库容相

比得该类型水库年均淤积率 "’：

&’ #
!

+

’ # !
! 789 ’

!
+

’ # !
!456 ’

$ !$$% （+）

"’ #
!

+

’ # !
!123 ’

!
+

’ # !
!456 ’

$ !$$% （.）

其中 ’ 为水库类型，’ ’ !，#，&，+，分别代表超大型、

大型、中型和小型水库。

全国年均淤积总库容 !9:% 789可由不同类型水库

的年均淤积率 &’ 与相应库容 !’ 相乘后求和估算：

!9:% 789 # !
+

’ # !
!’ &’ （,）

! 分析结果

分析水库淤积基本资料，按库容大小和所在流

域分别统计得出中国内地各类型水库淤积情况（表

#）和各流域水库淤积现状（表 &），由此可看出中国

内地现存水库淤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并宏观计算出水库淤积状况。

表 # 中国内地不同类型水库的淤积情况

水库
类型

库容 (
万 %&

淤积量 (
万 %&

淤积
比例 ( %

年淤积
库容 (
万 %&

年均淤
积率 (
%

水库
数量 (

座

超大型 0../,+. !#!!0-. !,)$& &,!+. $)+- !&
大型 #-!-/.- .&!-,$ !-)-0 #0,!- $)/- .$
中型 !$#+/! &$..0 #/)-! !&&/ !)&! #&
小型 -.,. #+-+ #/)$$ !$! !)!- #/

表 & 中国内地水库淤积的空间差异

水库所在流域 库容淤积比例 ( % 库容年均淤积率 ( %
松花江 !$)$ $)#+
辽 河 #+)0 $),.
海 河 !+). $)+&
淮 河 !)0 $)$0
黄 河 ##)& $)0#
长 江 !$). $)++

珠江、西南诸河 !.)/ #)+,
部分内流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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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水库淤积差异显著

!"#"# 超大型及大型水库的淤积情况

超大型、大型水库库容淤积比例小，年均淤积率

亦小。对 !" 座超大型水库的淤积资料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库容损失绝对量大，但因原库容较大，淤积

比例为 !#$%"! ，年均淤积率仅为 %$&’! ，在 & 类水

库中最低。大型水库比超大型水库淤积略显严重，

统计的 (! 座大型水库平均淤积比例为 !’$’)! ，高

出超大型水库 *$’&! ，库容年均淤积率为 %$+’! ，

是超大型水库的 * 倍多（见表 *）。

表 & 中国部分水库的淤积情况

流 域 水库名称
总库容 "

万 ,"
淤积库容 "

万 ,"
淤积比例 "

!
年均淤积库容 "

万 ,"
年均淤积率 "

! 统计时段

松花江

沟家店 ##* *)"$# &!$& +$)’ !$&’ !+#" - !++% 年［#*］

后头哨 !(* &’ "!$( *$#) !$)# !+)" - !++% 年［#*］

马鞍山 !%’ #% (($# "$)( "$&) !+)’ - !++& 年［*’］

泉眼购 #) *" "&$& !$*’ !$+! !+)& - !++! 年［*&］

大沟 #* *!$" "&$& %$)! !$!( !+#* - !++! 年［*&］

辽 河 红山 *(#%%% +&!%% "#$’ *&)#$" %$+) !+#% - !+++ 年［*，*(］

海 河 庙宫 !’"%% +#%% (*$( *&% !$"! !+#% - !+++ 年［!)］

淮 河 岳西金山 &" &" !%% !$*# *$+& !+#! - !++& 年［#%］

黄 河

三门峡 +#&%%% )%!#%% )*$’ !)(&% !$’* !+#% - *%%% 年［)%］

汾 河 )*!%% "#"!" (%$& +%)$’ !$*# !+#! - *%%! 年［#)］

青铜峡 #%#%% (’%)" +($’ *%%*$( "$"% !+#) - !++# 年［!%］

册 田 (’""" *!%%% "#$% )*( !$)) !+#% - !++% 年［!!］

巴家嘴 (!!%% """%% #($* )+*$+ !$(( !+#* - *%%" 年［"&］

盐锅城 *"*%% !’’++ ’!$( #"% *$)% !+(’ - !++’ 年［+］

王 瑶 *%"%% ))%% ")$+ &*)$’ *$!! !+)* - !++% 年［"!］

张家湾 !!+%% !%!%% ’&$( *%*% !#$+) !+(+ - !+#& 年［(#］

三盛公 +(*( (#** (+$% !&’ !$(( !+#! - !+++ 年［"#］

天 桥 ’"&# ()+! #+$& "!#$& "$)+ !+)" - !++! 年［&"］

东 峡 ))%% &!%% ("$) !)%$’ *$** !+(+ - !+’" 年［"!］

镇子梁 "#%% *+%% ’%$% *%)$! ($)( !+(+ - !+)" 年［"!］

蔡 庄 *%)% !*#% #!$+ &* *$%" !+#% - !+’+ 年［&*］

夏 寨 !+"( )&% "’$* *)$& !$&* !+)* - !+++ 年［")］

郭家寨 ++ (*$+ ("$& !$((# !$() !+(+ - !++" 年［&+］

长 江

碧 口 (")(% *)+(% (*$% !*)%$! *$"# !+)( - !++# 年［&)!&’］

龚 嘴 ")")% *&"%% #($% ’#)$+ *$"* !+)! - !++’ 年［"’］

裕 民 ’%% "+’ &+$’ +$*# !$!# !+(’ - *%%% 年［(%］

安化东乡 !%$( )$!* #)$’ %$*" *$!+ !+(’ - !++’ 年［#!］

西南诸河 水槽子 +(’ ’!( ’($! "($& "$)% !+(’ - !+’! 年［(&］

部分内流河
头屯河 *%%% !*%% #%$% (!$’# *$#% !+)! - !++" 年［!+］

铁门关 )!& *&( "&$" !#$" *$*+ !+)’ - !++" 年［(#］

!"#"$ 中小型水库的淤积情况

中小型水库淤积严重，淤积比例大，库容年均淤

积率大。统计结果表明，中小型水库淤积率显著提

高，年均淤积率为 !$"%! ，其中中型水库淤积比例

达 *+$’!! ，比大型水库的淤积比例高 !%! ，库容年

均损失 !$"!! ，为 & 类水库之首；小型水库库容淤积

比例为 *+! ，接近中型水库，但年均淤积率略小于

中型水库，每年损失 !$!’! 的库容（见表 *）。总体

看来，中小型水库比大型水库的库容损失更快、淤积

问题更严峻。

!"$ 不同流域水库淤积差异显著

中国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

《*%%&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

积为 "$(# . !%# /,*，占国土面积的 ")$!! ，各流域

千差万别，水库淤积现状也各不相同（表 "），部分流

域内部也存在差异，淤积较为严重的水库基本情况

见表 &。

!"$"# 松辽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本区有大型水库 #" 座、中型水库 *&+ 座［)"］。松

花江流域水库淤积比例仅为 !%! ，年均淤积率为

%$*&! 左右；辽河流域淤积现状比松花江略严峻，淤

积比例达 *&$)! ，年淤积率为 %$#(! 。表 & 中位于

西辽河支流老哈河的红山水库为该区内淤积较严重

的水库，流域系黄土丘陵区，植被覆盖差，水土流失

严重，!+#% - !+++ 年共淤积泥沙 +$&! 亿 ,"，占总库

容的 "#$’!［*，*(］。

!"$"$ 海河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据统计［)&］，海河流域内有大型水库 "" 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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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 座。统 计 资 料 中 淤 积 库 容 占 总 库 容 的

!#$%! 。官厅水库是该区内淤积较严重的一座水

库，据 !&%’ ( )""" 年实测资料［)*!)&］，官厅水库累计

淤积 +$% , !"* -’，占原设计库容的 )&! 。

!"#"! 淮河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淮河流域在七大流域中淤积最轻，各库泥沙冲

淤基本平衡，库容损失较小，该区的几座大型水库［.］

如响洪甸水库、梅山水库、龙河口水库、佛子岭水库

及白沙水库［’!］等库容损失比例均在 !"! 以下，各水

库年均淤积率小于 "$!! 。

"中小型水库无具体库容统计，故整体看待。

!"#"$ 黄河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黄河上游水库淤积比例为 *$+! ，年均淤积率

为 "$#!! ；黄河中下游水库淤积比例为 %"$.! ，是

全国最高值，库容年均淤积率中下游比上游地区高

"$&%! 。表 # 中淤积较严重的水库位于黄河流域的

占 %!$+! ，本 区 水 库 平 均 淤 积 比 例 为 ))$’! ，比

!&&" ( !&&) 年 对 黄 河 全 流 域 的 水 库 泥 沙 淤 积 调

查［."］所得的 )!! 略高。!&&" ( !&&) 年调查结果中，

支流水库淤积比例是 )+! ，明显高于干流（!&! ）。

!"#"% 长江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长江流域内有 !’* 座大型水库、&.! 座中型水

库、约 #$% 万座小型水库，多分布于支流上，是中国

水库最集中的地区［.’］。本流域大部分水库淤积情

况不严重，平均淤积比例为 !"$%! ，年均淤积率仅

"$##! 。上 游 部 分 水 库 淤 积 十 分 严 重，龚 咀 水

库［’*，#+］、碧口水库［#.!#*］、裕民水库［%"］的平均淤积比

例高 达 %.$’! ，年 均 淤 积 率 为 )$’#! ，远 远 高 出

!&&) 年对长江上游水库进行淤积调查所得的年均

淤积率（"$+*! ）［.!］。

!"#"& 珠江及西南诸河流域水库淤积情况

珠江流域［.%］已建 ." 座大型水库、%&’ 座中型水

库，西南流域水库较少［.’］。据统计资料计算，该区

水库淤积比例为 !%$&! ，)$#+! 的年均淤积率为全

国最高，是黄河中下游年均淤积率的 !$* 倍。澜沧

江上漫湾水库淤积突出，!&&’ 年蓄水后 ’ 年内就淤

积了计划中 % 年的库容———!&$) 亿 -’，占总设计库

容的 !*$!!［+*］。云南水槽子水库是该区一座淤积

十分严重的小型水库，淤积库容比例早在 !&*! 年就

高达 *%$!!［%#］。

!"#"’ 部分内流区水库淤积情况

主要对西北内流区克孜尔水库［%%］、铁门关水

库［%+］、头屯河水库［!&］的淤积情况进行计算，得出平

均淤积比例为 !*$%! ，库容年均淤积率为 "$&)! 。

!"! 水库淤积量的计算

本文统计的水库总淤积库容占初始总库容的

!’$’%! ，考虑类型差异会造成一些计算误差，采用

以下公式校正：

" #
$/0- 12/
$/0-

% !""! （.）

& #
!

#

’ # !
$345 12/ ’(’

$/0-
% !""! （*）

式中：" 为水库平均淤积比例；$/0-为总库容；& 为

库容年均淤积率；$345 12/ ’ 为第 ’ 类水库年均淤积总

库容。

我国超大型（除三峡、小浪底水库）、大型、中小

型水 库" 的 库 容 分 别 为 ’ !’" 亿 -’，+)* 亿 -’，

!’*" 亿 -’［.+］。将表 ) 中各类型水库年均淤积率及

相应库容代入公式（+）(（*），估算得中国内地水库

（除三峡、小浪底水库）平均淤积比例 " 6 )"! ，年均

淤积率 & 6 "$.+! ，每年淤积库容约 ’& 亿 -’。三峡

水库于 )""’ 年 + 月开始蓄水至 !) 月库内淤积泥沙

!$)# 亿 7［.’］，小浪底水库在 !&&. 年开始拦截泥沙，

运 行 至 )""’ 年 后 库 内 泥 沙 总 量 已 经 达 到

!#$!+ 亿 -’［.!］，即包括三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我

国每年总淤积库容达 #)$’ 亿 -’。考虑资料中淤积

已严重的水库较多，以及本文统计不全面和统计时

段差异，故结果可能偏高。

$ 讨 论

根据 !!% 座水库的基本淤积资料，统计分析了

我国水库的严重淤积现状，揭示出不同类型和流域

水库淤积状况具有显著差异性的特点。中型和小型

水库库容淤积比例分别为 )&$*!! 和 )&$""! ，年均

淤积率分别为 !$’!! 和 !$!*! ，明显高于大型水

库。流域间水库淤积情况明显不同：松辽流域水库

淤积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海淮流域库容损失最小；黄

河流域淤积最突出，淤积比例为 %"$.! 的中下游地

区水库是全国水库淤积最严重的区域，且黄河上游

水库淤积明显弱于中下游水库；长江流域水库淤积

较小，但部分上游水库淤积严重；珠江流域水库淤积

比例中等；西南部分水库年均淤积率为 )$#+! ，居

各流域之首；西北内流区的几座水库淤积情况类似

于全国大型水库的平均淤积现状。

我国水库平均淤积比例约为 )"! ，年均库容淤

积率为 "$.+! ，每年损失库容约 #)$’ 亿 -’，彭珂

珊［..］估 算 我 国 因 淤 积 而 损 失 的 库 容 已 累 计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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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淤积现状十分严峻。其中既有自然因素，

也包括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具体成因

分析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虑中国 !"%& 亿 ’ 的多年

平均入海泥沙量［()］，我国每年水土流失总量远高于

水土保持部门公布的 *" 亿 ’，应对我国水土流失的

严重性进一步提高认识，并尽快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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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我国现有的长距离大容量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序号 线路名称 起迄地点
电压等级 /

JO
线路长度 /

JE
额定容量 /

万 JL 开工时间
投入运行时间

单级 双级

% 葛上线 葛 洲 坝—上海南桥 P &)) %)!& %’) %"(&!%) %"("!)" %"")!)(
’ 天广地 天 生 桥—广 州 P &)) "+) %() %""+ ’)))!%’ ’))%!)+
* 三常线 三峡龙泉—常州政平 P &)) (") *)) ’)))!), ’))’!%’ ’))*!)&
! 贵广线 贵州安顺—广东肇庆 P &)) "!) *)) ’))%!%% ’))!!)+ ’))&!)+
& 三广线 湖北荆州—广东惠州 P &)) "!% *)) ’))’!)! ’))!!)’ ’))!!)&
+ 贵广二四 贵州兴仁—广东深圳 P &)) %’*) *)) ’))! （’)),!)+） （’)),!%’）

, 三沪线 湖北宜都—上海华新 P &)) %%)) *)) ’))&!)& （’)),!)*） （’)),!)+）

( 云广线 云南楚雄—广东穗东 P ()) &)) ’))+!)+ （’))"!)+） （’)%)!)+）

" 小花线 云南小湾—广东花都 P &)) %&)) *))
%) 锦吴线 锦屏一级—江苏吴江 P ()) ’*)) +!)

注：括号内为计划投入运行时间。

（吴 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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