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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下游水安全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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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黄河决口，主流在淮阴夺淮，淮河入海受阻，造成淮河流域洪、涝、旱灾害频繁。淮河

来水留滞洼地，形成洪泽湖，成为淮河下游调洪、调蓄水库。"@#@ 年江苏开始治理淮河，取得

"@A# 年 淮河大洪水防汛胜利，但淮河下游的洪水出路仍未妥善解决。"@A@ 年开始江水北调工程，

补充淮水不足，水资源供应有了改善，淮河下游地方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已开始实施的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将淮河下游江苏段既作为水资源调出区，又作为调入区，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该区的可用水资

源，将导致淮河下游流域水不安全。河湖分离的目的是要降低淮河行洪水位，使中游淮北平原涝水

能自排入淮河，新建低水行洪入海的淮河不仅工程量巨大，还因上、中游已建水库留滞了 M%O P
N%O的平均年径流量，致使入海的平均地面径流量将难以维持入海感潮河段不被淤狭，使河水位抬

高，中游淮北平原涝水仍将无法自排入淮河，而且导致失去洪泽湖水源，已建的入江水道、苏北灌溉

总渠、入海水道等不再能分泄淮河洪水和利用洪水资源。建议采用机械抽排，有把握解决淮北平原

排涝入淮河，且投资少、风险小、见效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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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泽湖的形成

淮河原是单独流入黄海的河道，河槽宽深，水流

畅通，洪涝甚少。公元 !!"# 年黄河开始改道南流，

河水由颍、涡、濉、泗各河入淮，从此大量黄水泥沙淤

垫淮北平原和河道。!!$% 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决口，

淮河主流经徐州入泗水到淮阴夺淮河入海。淮弱黄

强，淮河入海因此受阻，造成淮河流域洪、涝、旱灾害

频繁。当时淮河来水滞留淮阴洼地清口，进而形成

洪泽湖和排洪入江通道。由此，洪泽湖逐渐成为西

承淮河上、中游来水，东泄水入黄海，南连通长江，西

接沂、沭、泗的水利节点，成为淮河下游的调洪、调蓄

水库。

自 !$%$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下游的治理和

其全流域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有：开辟入海

通道、拓浚入江排洪河道；江水北调，为北方补充水

资源；利用洪泽湖进行调洪、调蓄，保证淮河下游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满足水资源供应，为江苏省内北粮

南运、繁荣区域文化、改变淮河下游贫穷落后面貌并

臻小康社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提供了可靠的水

资源条件。

" 淮河下游的防洪工程

!$%$ 年江苏开始治理淮河洪水，在毛泽东“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建造三河闸，开挖新沂

河、苏北灌溉总渠，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入江通道，并

取得 !$&% 年淮河洪水防汛的胜利。当时淮河下游

没有发生防洪大堤决口，但内涝十分严重。

!$&% 年淮河大洪水时，流入洪泽湖的洪峰流量

达到 !&#’’() * +。据此江苏重新规划确定洪泽湖防

洪设计标准为 !’’’ 年一遇，校核标准为 !’’’’ 年一

遇，并 按 出 湖 洪 水 !, ,’’ () * + 安 排 泄 洪 水 道。

!$&% 年 后，洪泽湖洪水出路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下：

#$ 已 建 的 苏 北 灌 溉 总 渠 设 计 排 洪 能 力 为

#’’() * +，实际可排洪 !’’’() * +。
%$ 在入海水道排洪时，废黄河河槽已被入海水

道以 北 地 区 抽 排 的 涝 水 所 占，原 定 废 黄 河 分 泄

&’’() * +出湖洪水的计划已不可能实施。

&$ !$&- 年，在“淮水北调”工程中，当新沂河不

泄洪水时增加“分淮入沂”，待机分泄淮河洪水入新

沂河出海。在洪泽湖水位 !%., ( 时经淮沭河泄洪

水 )’’’() * +，在洪泽湖水位 !&."( 时经淮沭河泄洪

水 % ’’’ () * +，以 此 替 代 原 定 入 海 水 道 泄 洪 量

%&’’() * +。淮沭河有 && /( 长的河道要经过黄泛

区，该区土质颗粒中 #’0是粉土，不均匀系数为 " 1
%，在粉沙土上挖河、筑堤，在雨水和灌溉输水的作用

下河堤严重淤塌，不成河形。!$-’ 年续建此工程，

满足灌溉、调水和航运方面要求的为“地下河”，挖河

底黄泛土覆盖的壤土保护偏泓河坡，并采取缓坡消

浪等措施以维持偏泓河形，已安全运行近 %’ 年，效

益显著；满足分洪要求的为“地上河”，漫滩行洪，东、

西大堤间距 !)’’(，保护两岸 - ,$’ /(" 土地的防汛

安全。目前工程措施不能保证大堤的防渗安全，不

能实现分洪功能。

’$ !$,, 年洪泽湖大堤按设计洪水位 !,.’’( 改

建加固。

($ !$-’ 年入江水道按泄洪 !" ’’’ () * + 拓浚。

因入江水道内大面积的硬黏土高滩采用人力方式无

法挖除，加上区间 ,,))/(" 的涝水汇入，行洪实测三

河闸泄入洪水 # ’’’ () * + 时实际水位已接近原设计

泄洪 !"’’’() * + 时的水位。

) $ !$$$ 年实施入海水道近期工程，设计行洪

""-’() * +，“强迫”行洪 -’’’() * +。
"’ 世纪 ,’ 年代以来，淮河中游开挖了奎睢河、

新汴河、怀洪新河、新睢河等。据 !$$- 年淮河入海

水道工程项目建议书计算的 !$&% 年型入湖洪峰流

量为 !#’’’() * +，计算防洪标准 !’’ 年一遇入湖洪峰

流量为 "! -!, () * +。因此，在淮河出湖的洪水安排

中应考虑这几十年上、中游治淮工程的影响。

"’ 世纪 #’ 年代国务院召开了 " 次治淮会议，要

求修建入海水道，提高防洪标准，从根本上解决淮河

洪水 出 路 问 题。现 在 洪 泽 湖 洪 水 出 路 名 义 上 有

!$"-’() * +的 行 洪 流 量，实 际 安 全 行 洪 流 量 仅 为

!!"-’() * +。淮河洪水仍然是威胁其下游地区人民

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因素。

* 淮河下游的水资源现状

淮河下游主要水资源工程有洪泽湖蓄水、骆马

湖蓄水、分淮入沂、江水北调、泰州引江河、石梁河水

库等工程。

洪泽湖成为淮河下游调蓄、调洪水库后，汛期蓄

水位为 !".&(，库容为 "’.’ 亿 ()（据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湖泊研究所 !$$’ 年调查为 )’.% 亿 ()）；冬春

季蓄水位为 !).’(，库容为 )!.& 亿 ()；今后蓄水位

为!).&(，库 容 为 %% 亿 ()，汛 期 防 洪 库 容 在

!’’ 亿 ()以上。

!$&, 年江苏淮北大涝，为提高农作物的抗涝能

力，推 行 旱 改 水 方 案，北 调 洪 泽 湖 水 补 充 水 源。

!$&# 年 秋洪泽湖蓄水位提高到 !).& (，后因安徽省

反对以至于增蓄的湖水当年被放掉。!$&$ 年旱年

安徽在淮河蚌埠段打坝拦水，导致淮河断流 !’- 2，

江苏农田大面积受旱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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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江苏建造江都抽水站，开始建设江水北

调工程，抽长江水补淮水不足，补偿原由淮河供水灌

溉的里下河及其沿海垦区水源。此时已开始整治京

杭运河，将其浚深拓宽成二级航道（底宽 %$ &，最小

水深 ’&），因此可通过运河向北补充江水，也可补水

进入洪泽湖。

!"’" 年后安徽在淮河蚌埠段废坝建闸，当淮河

中游用水紧张时就关闸拦水。!"’"—!"($ 年期间淮

河下游有 !’ ) 断流，累计断流 "*$ +，从淮河排入洪

泽湖的只有洪水或弃水，此时的淮河来水已不可靠。

因此淮河下游的江水北调工程逐年向北延伸，每个

梯级都是先建临时抽水站，抗旱后再将其改建成固

定的抽水站，因此江水北调沿线各枢纽的装机规模

很不配套。

江水北调工程的运行经验是：在水稻大量灌溉

用水之前保持（或补足）洪泽湖和骆马湖处在最高蓄

水位。根据水情，在水稻用水开始时先抽用江水，或

先用洪泽湖汛期控制水位以下的蓄水，以腾出库容

接受下泄的淮水。但由于淮河水资源属洪水资源，

上、中、下游的水情丰枯几乎同步。如果淮水不来，

由于已有的抽江水能力太小，仅靠抽江水补充尚不

能满足农业用水的需要，因此只得动用洪泽湖的库

容，因为淮河中游汛期来水较多，有多次拦蓄洪水的

机会，所以可以多用淮水。

自 !"%, 年江水北调工程江都抽水站抽江水能

力达 ,$$&* - . 以来，洪泽湖蓄水量用到干枯的年份

占 ’,/，骆马湖占 #%/，此时淮河下游大面积农作

物受旱，表明现有的抽江水能力尚不足以应付较大

旱情。0$ 世纪 %$ 年代以来就计划扩大江水北调工

程的抽江水能力，使其能达到 #$$ &* - .。但淮河水

利委员会要求一定要先抽江水入洪泽湖，再经洪泽

湖北调。由于少量江水入湖无法抬高洪泽湖水位，

出现江水能入不能出，只能起补充洪泽湖水面蒸发

水量的作用，因此淮河下游农作物受旱的局面未能

得到改变。

江水北调工程主要是为农业生产补充水源。年

均抽水开机时间约 0$$$ 余 1，但遇到旱年如 !"%( 年

江都抽水站连续开机 000 +，!""( 年开机 !*$ 余 +，

!""" 年开机达 0(# +。近 !$ 年江水北调工程年均抽

江水约 *% 亿 &*，旱年达到 #$ 亿 2 %$ 亿 &*。

由于淮河工情变化，导致江苏沿海地区供水严

重不 足，再 加 上 垦 区 沿 海 潮 上 带 有 !* 万 多 1&0

（0$$ 多 万亩）可开垦土地对水资源的需求，于是采

取了以下措施：

!" !""$ 年建设泰州引江河工程，调水规模为

#$$&* - .。先按 *$$&* - . 自流或提抽江水实施，为沿

海垦区和滩涂开发补充水资源。该工程已完工并投

入运行。

#" 0$ 世纪 ($ 年代建设了通榆河工程（原名通

榆运河），由江苏省京杭运河续建指挥部规划和投资

兴建，长 ,!’ 3&。中段自海安到灌河长 0,’ 3&，按底

宽 ’$& 开挖，为平底河，可向北输水 !$$ &* - .，工程

现已完工，可为江苏沿海地区补充水源。

$" 为使里运河以西地区的涝水能自排入运河，

采取临时降低运河水位的措施，但该措施与提高里

运河水位以向北、向东调水有矛盾。而江都抽水站

受高水河输水能力的限制，要扩大高水河的输水能

力又有一定难度，工程量很大。于是规划设宝应抽

水站，临时调用泰州抽水站抽取的江水，以解决河西

排涝后在较短时间内能快速提高里运河水位的问

题，以便向北、向东调水。

淮河下游的江苏地区东临黄海，除废黄河口局

部海岸崩塌后退外，其余海岸均在淤胀外延，所以除

了需要一般性环境生态用水外，还有如下之需：!沿

海地区的地面高程低于高潮水位，入海河口为中等

潮差河口，河口区淤积严重，为维持入海河道畅通，

需要保持一定的入海流量和冲淤能力。只有经常冲

刷河口，才能保持原有河道的排水能力，避免其被淤

塞。"为维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保证人、畜饮用水

的水 质，需 要 经 常 调 换 沿 海 垦 区 的 河、沟 水 体。

#!""! 年大水，里下河地区滞水 ’’ +，经济损失达

#( 亿元。承担里下河地区排水入海的“四港”（射阳

河、斗 龙 港、新 洋 港、黄 沙 港），自 !""! 年 汛 后 到

0$$* 年 汛前累计淤积 ! !*04, 万 &*，总过水断面减

少了 *04"/，究其原因是入海下泄冲淤水量不够。

根据 !"#"—0$$, 年的实测资料，按概率统计时间序

列分析法建立的数学模型计算，在 0$*$ 年若能恢复

到 !""! 年 的 排 水 能 力，约 需 要 年 冲 淤 水 量

,*4!# 亿 &*，相当于需要 !*#4("&* - . 的水流量。

%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对淮河下游水资

源做了减法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修订规划（送审稿）规定的水

量调配如下：!淮河下游作为调出区，又是调入区，

将其全部的水资源加上其他省、市需调入的水量一

起进行调配。"反演淮河下游过去 ,0 ) 以旬为时段

的平均水量，以及试验灌溉定额的用水量，加上人为

确定的河道输水损失，不计城镇用水，不计几十年来

淮河工情和水情变化，也不计湖泊水面蒸发损失及

环境生态用水，作平衡计算，如有缺口，抽江水补足。

#计算各期工程规模和多年平均抽江水量（表 !）。

$输水线路按“引江!入洪泽湖!出洪泽湖!入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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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出骆马湖!入下级湖!出下级湖”分级计算。

!计划抽江泵站年平均利用 ! """ #，枯水年份为

$""" #左右。与江水北调工程水稻大量用水时期比

较，按时同相比，相当于减少装机容量 % & !。"淮河

下游是调出区，又是调入区。但水量调配中没有明

确交代淮河下游的调出量和调入量。

表 ’ 各期工程规模和多年平均抽江水量

输水
区段

一期工程

规模 &（(%·)* ’） 调水量 &亿 (%

规划 现状 规划 现状

抽长江 %"" +（,""） -""（,""） $./%, !"/0"
入洪泽湖 ,!" +（,""） ,"" 1"/’" %,/10
出洪泽湖 ’!" +（’!"） ,"" 0%/." ,!/,0
入骆马湖 ’,! +（’!"） ’!" -%/%. ’,/$$
出骆马湖 ,"" +（!"） !" -%/%! ’"/-,
入下级湖

""""""""""""""""""""""""""""""
,"" ," %’/’1 ,/.’

输水
区段

二期工程 三期工程

规划规模 &
（(%·)* ’）

规划调水量 &
亿 (%

规划规模 &
（(%·)* ’）

规划调水量 &
亿 (%

抽长江 -"" +（,""） ’"!/$0 0"" +（,""） ’-$/’1
入洪泽湖 %!" +（,""） $0/!% !"" +（,""） ’,’/"!
出洪泽湖 ,!" +（,""） $"/0% -,! +（,""） ’’$/!"
入骆马湖 ,"" +（’!"） !./1% %1! +（’!"） .0/,%
出骆马湖 %"" +（!"） !./1% -1! +（!"） .1/-"
入下级湖 ,1" -1/’$ -,! 1$/!!

注：一期工程规划规模 %"" +（,""）是指再加由泰州站经大汕子

站 ’""(% & )，+（,""）是指再加上非新增装机抽水规模 ,"" (% & )；一期

工程现状规模 -""（,""）是指江都站 -""(% & )，其中包括作为非新增装

机抽水规模 ,""(% & )。二期工程规划规模 -"" +（,""）是指再加大汕

子站 ’""(% & )。三期工程规划规模 0"" +（,""）是指再加直接引江入

洪泽湖 ,""(% & )。实际情况是江水北调工程现状有江都站 -"" (% & )，

泰州站 %""(% & )。南水北调工程用了江都站 -"" (% & )，用了泰州站

,""(% & )。三期工程修建站后，直接引江水入洪泽湖 ,""(% & )，并将江

都站中的 ,""(% & ) 作为非新增装机抽水规模。

水量调配原则 ’：#江水、淮水并用，余水用于

北调。用水次序是当地水、淮水和江水。$进入洪

泽湖、骆马湖、下级湖的上游来水，扣除上游发展需

要后参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统一供需调度。但山东

上级湖水源和库容留给当地农业用水。%山东鲁西

南、胶东和过黄河的供水量按各地提出的需水量确

定，先用江水，不满足时再由本地水库供水。

水量调配原则 ,：#水量调配计算中调入区都

不考虑环境生态用水量。$淮河下游是调入区，不

考虑环境生态用水量。

水量调配原则 %：#供水调度按供水保证率的

高低依次供水。规定生活、工业、航运的供水保证率

为 .12，淮河以南水田设计供水保证率为 .!2，淮

河以北为 1!2。$江苏淮北灌区 ’.$1 年统计的水

源装机已使供水保证率在 $!2以上，不考虑增加。

水量调配原则 -：#为保证各省、区现有的用水

利益，黄河以南各湖的蓄水位全年都有一个北调控

制水位（表 ,），低于此水位的湖泊停止北调湖水出

省。$现在洪泽湖汛期最高蓄水位为 ’,/! (，非汛

期最高蓄水位为 ’% (；今后非汛期最高蓄水位为

’%/!(。骆马湖汛期最高蓄水位为 ,,/!(，非汛期最

高蓄水位为 ,%(。%由于此时洪泽湖已是淮水、江

水混合在一起，而洪泽湖风扬一般有 "/0 3 "/$ ( 的

水面涌高或落低，实际上洪泽湖在汛期蓄水位时期

已不可能调蓄，成为死库容，限调水位成为限制江苏

调用洪泽湖淮水，也限制了淮水北调。

表 , 北调控制水位 (

时间
一、二期工程控制水位

洪泽湖 骆马湖 下级湖

1—$ 月 ’, ,,/," 3 ,’/." %,/"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 ’,/" 3 ’’/. ,’/," 3 ,,/," %’/1 3 %,/’
’’ 月中旬至翌年 % 月 ’,/" 3 ’,/! ,,/’, 3 ,%/"" %,/, 3 %%/"

-—0 月
""""""""""""""""""""""""""""""

’,/! 3 ’,/" ,%/"" 3 ,,/!" %,/! 3 %,/"

时间
三期工程控制水位

洪泽湖 骆马湖 下级湖

1—$ 月 ’’/1 ,’/. 3 ,’/! %,/"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 ’’/1 3 ’,/" ,’/! 3 ,,/" %’/, 3 %,/’
’’ 月中旬至翌年 % 月 ’,/’ 3 ’,/! ,,/" 3 ,/"% %,/’ 3 %%/"

-—0 月 ’,/- 3 ’,/" ,%/" 3 ,,/" %,/! 3 %,/"

水量调配原则 !：#黄河以南各湖发生停止向

北供水水位时，新增装机抽江的水量优先满足调入

区用水，非新增装机可向江苏淮河下游农业供水。

非新增装机抽江水规模按 ,""(% & ) 计算。$淮河下

游不算是调入区。调配结果非新增装机抽江水规模

实际为 ’""(% & )。现有抽江水规模为 1"" (% & )，泰州

抽水站留下 ’"" (% & ) 未调走，故为现有装机容量的

’ &0。%实际限调水位的设置使淮河下游农业既失

去洪泽湖和骆马湖调蓄的蓄水，又失去 ! & 0 的可用

抽江水机组。

此外，再加一条调度原则：“进入洪泽湖、骆马湖

及下级湖的上游来水，扣除上游相应水平年工农业

发展可能拦截消耗的天然径流，并考虑对当地水的

优先使用权，多余水量参与全线调度”。笔者认为：

#此调度原则与我国水法不相符合，有可能引发全

国性水利纠纷；$调度原则加限调水位，实际将汛期

洪泽湖蓄水位变成了死库容。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对淮河下游的可用水资

源做了减法，表现为 1 个方面：#现有的江水北调工

程抽江水规模为 1"" (% &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确定

留给江苏可用于农业的引江水规模为 ,"" (% & )，在

出洪泽湖之前不分配江水，这样完全剥夺了出洪泽

湖之前包括里下河和部分淮北地区的江水资源利

用。$在出洪泽湖之后又调走 ’""(% & ) 的抽江水规

模，与现有江水北调工程可用装机容量相比只有

’ & 0。%出洪泽湖现有沙集抽水站和淮阴抽水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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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规模为 !!"#! $ %，加上洪泽湖蓄水 &’(’ 亿 #! 和

上级湖多年平均来水 &)(* 亿 #!。如遇 "**+ 年江苏

旱情（当年 + 月下旬到 , 月下旬江苏大旱），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完成后，+ 个月最多可抽江水"- 亿 #!，

仅为 现 状 可 供 江 水 量 的 "&.。!例 如 "*-,—

"**- 年 中多数年份在三四月份前洪泽湖可达到或

接近兴利蓄水位，虽然拦截了尾汛，仍经常发生第

& 年 农业用水前蓄不满，且很少有多次调蓄的可能。

因此，限 调 水 位 使 洪 泽 湖 实 际 失 去 了 调 蓄 功 能。

"骆马湖水资源供给比现状减少很多，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增供的水量中入骆马湖与出骆马湖的装机规

模完全相等，抽水量反而是进少、出多。#"*//—

"*/- 年型，流入洪泽湖的淮河来水为零，由山东沂、

沭、泗流入骆马湖的来水为 "&(& 亿 #!。按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修订规划的规定，上级湖水资源留给山

东农业用水，将造成骆马湖和徐州地区不但没有增

加江水、淮水，反而原有的沂、沭、泗流入江苏的水也

不能用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在水量调配中不考

虑环境生态用水，意味着把江苏淮河流域的环境生

态用水全部调走。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中将实施南水西调，这

将造成：%西调江水将使洪泽湖失去调蓄淮水的功

能；&从江苏抽江水西上，使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运

行费用增加；’洪泽湖内淮水、江水并存，造成江水

计价困难；!淮水利用减少，即使剔除里下河腹部和

沿海地区并大幅度减少苏北水稻的用水量，仍要占

用江都抽水站和泰州抽水站达 )’’#! $ % 的抽水规模

作为新增装机调走；"江苏若再增辟 " 条引江河道

向被剔除的里下河及沿海垦区等地补水，其工程布

局不合理，也不经济。

从洪泽湖抽江水西上供安徽的城市用水的举措

不 合 理，主 要 表 现 为：% 安 徽 水 资 源 总 量 为

/-/(, 亿 #!，人均为 ""*&(/#!，耕地单位面积均值为

"))’+(’#! $ 0#；江苏水资源总量为 !&)(+ 亿 #!，人

均为 +,’(* #!，耕地单位面积均值为 - "+’(’#! $ 0#；

安徽与江苏相比，安徽占有的水资源量比江苏多

" 倍 以上。&淮河中游入洪泽湖诸河的入湖口有的

已建闸，旱年关闸断流可滴水不入洪泽湖。安徽的

城市用水已有很大改善。’淮河上、中游水库蓄水

虽已占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 1 -’.，但安徽

的水资源占有量已有极大提高。!安徽曾有过规

划，也有条件单独从长江抽引江水，因此有可能增加

可利用的水资源。"安徽尚可从黄河平均每年引水

&" 亿 #!。#安徽水资源调入区的地面径流利用率

不高，存在提高地面径流利用率的可能。

工程水量的调配和调度不符合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实际。实际情况是：%黄河以南洪泽湖等是江水、

淮水混合在一起的，无法分别计量；黄河以北调入区

先用江水会导致江苏水稻用水高峰时的水量不够，

容易发生矛盾。上述水量调配原则多达 ) 条，加上

" 条调度原则，各条原则之间以及 " 条原则之内各

取所需，不能保证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正常运行。

&农业用水有季节性，其短时间用水强度很大；规划

用水量中有灌溉保证率，允许发生旱灾；一旦发生抢

水，用水量将急剧增加。而水量调配（调度）时又不

能在工程上、时间上将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分开供

应。’各调入区都有本地水资源，只是缺少或不够。

江苏淮河下游有水资源，在农业用水高峰期间水资

源不够，旱年更不够，但可以抽调长江水补充。调入

区是城市用水，在江苏淮河地区水稻用水高峰期间

则调入区可先用当地水，其他时间再调江水补足。

实际调入区大多为旱作物，则与水稻用水高峰不在

同一时间。城市要发展，农业也要发展，两者需要

兼顾。

! 洪泽湖与黄海的关系

湖、河在地理位置上的关系有 & 种：%河道穿过

湖泊，如淮河穿过洪泽湖；&河道在湖泊旁边经过，

湖、河水域相通，调洪和调蓄关系不变，如洞庭湖与

长江。

洪泽湖是江苏境内淮河下游的调洪和调蓄水

库。提出洪泽湖与淮河下游河道“分离”是为了恢复

黄河夺淮前淮河干流的泄洪能力，使中游淮北平原

涝水自排入淮河，在盱眙附近挖到 ’(’’ # 高程，水

位降到 +(’’ 1 )(’’# 高程，分 & 路入江、入海。

河湖“分离”后，将造成：%原建洪泽湖无水源，

不再是淮河下游的调洪和调蓄水库；&淮河洪水不

能再排泄入江；’原建苏北灌溉总渠、入海水道和淮

沭河不可能再分泄淮河洪水，并都失去输水灌溉的

作用。

江苏是粉沙淤泥质海岸，河口为中等潮差，浅海

泥沙是从河流挟沙输送出河口的，经海岸流作用，在

河口外形成沙丘、滩沙。但入海河口感潮河段泥沙

除上游径流带来外，主要是由河口滩沙经风浪和潮

流掀沙，由涨潮流搬运进入的。

如果 在 长 江 河 口 中 潮 时 的 河 口 平 均 潮 差 为

&(/-#，那么：%入海平均径流量为 &*!’’#! $ %，平均

年径 流 量 为 * &+’ 亿 #!，每 潮 平 均 进 潮 流 量 为

&//!’’#! $ %，平均进潮总量为 !!() 亿 #!。每潮进

潮流量约为年平均径流量的 * 倍。大潮进潮总量达

+) 亿 #!。&潮流量与径流量的含沙量之比为 &()*，

涨潮与落潮历时之比为 ’(*)，流速比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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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宽的放宽率为 !"#$%#。& 条支河都有过最大浑浊

带，潮强径弱，由入海平均径流量和平均潮流量维持

入 海 纳 潮 河 段 过 水 面 积。! 地 面 径 流 量 为

#!!!!’& ( )左右时潮流界上溯到 $*! +’ 的江阴附

近。"在黄河夺淮期间海岸来沙量多，海岸线外移

,! +’；$!!! 年以来入海河口口门宽已由 #*! +’ 缩狭

到-! +’。# $!! 多年前扬州与镇口之间水面宽约

#$ +’，现已缩狭为 $"& +’。#上海深水航道维持

#$", ’ 水 深 的 年 挖 泥 量 平 均 约 为 $ !!! 万 ’&；

$!!- 年 长江来水量减少，维持#$",’水深航道挖泥

量增加到约.!!! 万 ’&。

如果在灌河河口的平均潮差为 &"!* ’，此时：

$上游来水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 ’& ( )，平均年径

流量为 ,/"* 亿’&，平均含沙量为 #"./+0 ( ’&，涨潮平

均每年纳潮总量为 !"* 亿 ’&，平均每潮潮流量与径

流 量 之 比 为 #&"-*，反 算 得 平 均 进 潮 流 量 为

$,$!’& ( )左右。潮、径流量含沙率之比为 &",!，平

均口门放宽率为 !"#$* -。%潮流界在盐东控制工

程附近，盐水入侵 &$ +’。潮强径弱，又是新沂河排

洪入海口，维持着河口排水入海。

如果在黄河口近无潮点神仙沟（为极弱潮河口）

的平均潮差为 !"$!’，此时：$河口多年平均年径流

总量为 %%$"* 亿 ’&，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 +0 ( ’&，

潮、径流量之比为 !"#-%，潮、径流量含沙率之比为

!"#%#,，潮流界仅 # 1 $ +’，最大潮落潮流速约为

#",’ ( )，对入海泥沙向外扩散起到很好的作用，平

均口门放宽率为 !"!*/ #。%流强潮弱，即使断流，

河床淤高，入海口也不会被淤死。但受风暴潮的影

响，沿海在夏季经常因强风形成涌水，海平面升高，

即海岸增水（江苏吕四港最大增水为 $",! ’）；河口

因强风掀沙，涨潮流挟沙量增加，易出现泥沙最大浑

浊带，淤狭河口段。如长江口 #-*/ 年的 */#, 号近

海转向型台风（在浙江和长江口以东海面转向东北

朝鲜、日本方向），将上海港原来的南港航道淤塞，后

紧急挖淤疏浚北港作为新的航道。

在中等潮差河口建闸，建闸后闸下游纳潮量减

少，闸下潮波变形，使闸下河断面淤狭。闸址越靠近

河口，纳潮量减少越多，河口过水断面的淤积进程越

快，过水能力减小越快，但河口总淤积量减少越多，

易被上游来水冲开。例如：$#-,. 年射阳闸河闸址

离入海口约 &$ +’，河口平均潮差为 $",- ’。建闸

后，闸下入海河道淤狭，& 年内淤了闸下原来河断面

的 & ( , 以上。%海河干流河口 #-,* 年建闸，闸下入

海引河 ##"! +’，河口平均潮差$"&,’，上游建水库

蓄水，入海地面径流减少，#-,*—#-*! 年平均径流量

由建闸前 的 -- 亿 ’& 减 少 为 &$ 亿 ’&，输 沙 量 由

*!! 2 #!% 3 减 少 为 $! 2 #!% 3。加 上 潮 波 变 形，到

#--, 年，河口过水能力已减少 *!4。

在中等平均潮差的河口入海口，如有宽大的河

口区，纳潮量大，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与潮流量能维持

河口冲、淤平衡；如无宽大的河口潮流区，纳潮量小，

上游必须经常有一定的来水冲刷，以保持河口冲淤

平衡。否则入海河口将很快被淤窄、甚至淤死。例

如：$苏北灌溉总渠六垛闸入海引河长约 #$+’，入

海口没有放宽，是人工开挖的河道，出海河口处为较

硬黏性土，#-//—#-/. 年淮河连续 $ 年大旱，洪泽湖

干涸，灌溉总渠断流，#-// 年冬闸下入海河道过水

河槽被塞淤断流。第 $ 年靠上游来水冲淤，加上人

工扰动才冲开。%六垛北闸是苏北灌溉总渠北排水

渠入海口的挡潮闸，挖河筑总渠北堤，河断面挖得很

大，因排涝水量小，几年就淤了。在河口再建 # 个北

闸，利用两闸之间的河段拦蓄高潮水量，低潮时利用

流速冲刷新北闸入海引河，维持盐城市总渠以北排

涝入海。

入海河口为海、陆相互作用的地带时，入海河口

可分为口外区、河口区、近口区和河流区。近口区指

潮流界以下水位受潮汐作用而有规律地周期性起

伏、水流方向始终指向下游的河段。河口区是潮流

和径流 $ 种能量相互消长的河段，水流方向成为往

复流，径流向下的惯性作用增加了涨潮流的阻力；但

含盐量自下向上逐渐减少，盐水密度具有加大涨潮

流流速的作用。这种河口的现象是：$受上游来水

影响，涨潮时间比落潮时间短。涨潮流速大，挟沙

多，造成潮流挟沙落淤成积。天然入海河道的感潮

河段纳潮量很大，河断面宽大，其泥沙淤积由上游来

水冲刷，平时潮流强、径流弱，大洪水时反之，如多年

冲淤平衡，维持河口的宽大过水喇叭口。%中潮河

口口外区出现淡水和盐海水没有完全混合的情况，

使涨潮时底层水流含盐量多，流速大；落潮时水流受

上游来水影响，面层流速大；底层涨潮流上溯发生流

速为零的地方称滞流点。&流域的细颗粒泥沙在口

外区遇盐水而絮凝沉降，在底层积聚，在涨潮流的作

用下有时发生最大浑浊带，类似泥沙异重流挟沙进

入河口，在滞流点沉降形成拦门沙。大潮时潮流更

强，滞留点向上游移动；小水年时径流弱，滞流点也

向上游移动，结果使拦门沙体积增大。反之，大洪水

时滞留点越靠近海口，拦门沙体积越小。!涨潮流

受地球自转影响，使涨潮流与落潮流主流分离，在涨

潮主流与落潮主流之间成为缓流区，容易形成滩沙

或沙岛。由于河口段弯道不易充分发展，滩沙冲淤

交替，水流主泓摆动，汊道交替频繁。

关于淮河的情况：$历史上淮河潮波可传到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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眙附近，河口在涟水以东的云梯关。黄河夺淮到黄

河北移时期河口已向外延伸了 !" #$。黄河北移后

的 %"" 多年废黄河口海岸因无泥沙来源，局部已蚀

退了 &" #$，故现在江苏苏北沿海河口的泥沙主要来

自海域。!黄海潮型为正规半日潮，原来淮河入海

口的潮差现在约在 &’() * +’"! $ 之间，汛期潮位平

均值的海平面高程约为 "’,"$。"要恢复中游淮北

平原的涝水能自排入淮河的水位，必须使此水位与

淮河入海口感潮河段的潮水位按水面比降相连接，

并根据上游多年平均来水量及其冲刷能量确定维持

河口的纳潮流量，综合选定入海感潮河段的潮流界

和放宽率，保持入海河口冲、淤平衡。其中有许多技

术问题需要研究。#纳潮量大小与开挖工程量有

关。与 &" 世纪 (" 年代的设计相比较，里下河地区

挖河 &" 万 $+ 才排涝水 %’" $+ 入海，尚不计为满足

河口冲淤平衡的纳潮量而放宽河口的工程量。$上

游来水流量与上、中游水库蓄水有关。目前淮河上、

中游已建水库容量占年平均径流量的 -". * /".，

如此还有多少下泄的年平均径流量来保持下游感潮

河段的冲、淤平衡呢？淤狭的后果是感潮河段纳潮

量减少，河口断面缩狭，河水位抬高，即使能维持河

口不被淤死，也不能维持中游淮北平原排涝入淮河

的水位。%在中等平均潮差的人工入海河口建闸，

闸位置应尽可能靠近口外区，将潮流界限在闸外河

口，使闸上原有的感潮河段不被潮流带来的泥沙淤

狭，保持宽大河床淡水库。虽然建闸使闸下入海河

道发生潮波变形，会增加淤积，但很快趋于冲、淤平

衡。如果闸下入海河道越短，其纳潮量就越少，增加

的淤积量也就越少，这样可减少冲淤水量，并且有可

能利用闸上河道蓄水，抬高其水位，在低潮时再放水

冲淤，人工改变潮、径流强弱，增大水流冲刷能力。

终其言之，维持入海河道排水能力的是上游的冲淤

来水量。&若干年后，待闸下感潮河段向外淤涨后

再在河口建闸，形成套闸，纳高潮冲淤，以减少冲淤

用水量。

洪泽湖与淮河下游河道“分离”后，将洪泽湖及

其下游河道挖深，利用淮河排洪，形成溯源冲刷，将

上游长距离未挖深的河道刷深以代替人工开挖。但

根据淮河中游的实际情况，其不太可能实现的原因

如下：’如果挖深下游河床，降低河水位，使上游来

水流速增加，冲刷河床，此时如河床土质松软、上下

游两级水面高差不大、来水为缓流时已能冲刷河床，

只要水流不冲刷河岸、不造成险工，是能够实现溯源

冲刷的，但冲刷下来的泥土不能淤垫下游河床，若遇

弯道冲向凹岸，仍可能成为险工。!当上下游两级

水面高差较大或河床土质较好、满足冲刷河床土质

的流速已为急流时，在急流区极易形成折冲水流，冲

刷河岸使其成为险工；或遇弯道，急流冲向凹岸使其

成为险工。因此有必要采取工程措施对河工加以保

护。"为防止发生险工，在上游河床做陡坡和消力

池与下游河床连接，急流在陡坡上发生水跃，跃后水

位在消力池内与下游低水位的缓流连接；或做跌水，

使上下游都以缓流连接。这样必然停止溯源冲刷，

不再刷深河道。#实现淮河中游淮北平原的涝水自

排入海，一是工程量大，二是在入海河口的设计和治

理中不确定因素太多。这完全是将几十年治淮工程

取得的成效放在一边，换一种思路从头做起的想法。

$建 抽 水 站 抽 排 可 以 解 决 淮 北 平 原 排 涝 问 题。

&" 世 纪 /" 年代，我国制造的水泵单台抽水能力已

达到 %""$+ 0 1；建抽水站既可解决水资源丰枯互补

问题，又可节省工程投资且收效快、风险小。

! 结 语

"# 黄河夺淮的首要危害是淤塞淮河流域的入

海河道。淮河下游的治水任务是从开挖入海、拓浚

入江河道开始的，所以维持入海、入江河道通畅是保

证淮河下游水安全的关键。

$# 淮河有洪水资源可供利用，而洪泽湖是其下

游唯一的调洪、调蓄水库，利用该水库可以充分利用

淮河下游的水资源。

%# 北调长江水补充淮河下游水资源可以弥补

淮水的不足；淮河大洪水入江，入江处不需要冲淤保

港水量，不仅减轻了淮河下游的防洪负担，而且为长

江入海口冲淤保港增添了水量，是双赢的措施。

&#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按规划实施后使淮河下

游失去生态环境用水，入海河道很少有水来冲淤保

港，将很快被潮水带来的泥沙淤窄或淤塞，很难满足

淮河洪水安全排入黄海的要求。淮河处在季风区，

失去洪泽湖调蓄和大部分江水资源后，淮河下游的

水田种植靠洪水和雨水灌溉将难以为继。淮河下游

城镇发展，工业现代化，都将增加很大困难。沿海滩

涂开发因缺少淡水而困难将更大。失去洪泽湖调蓄

后，淮水利用减少，江水利用增加，东线调水成本将

增加。

’# 洪水治理、水资源供应和流域生态环境提

升，仍是今后淮河下游治水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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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蓄水期间，对库区地震、地质灾害、生态与水环境、

泥沙冲淤、城镇以及居民点住房及交通道路桥梁等

设施进行周密的监测，并对枢纽建筑物进行安全监

测及水轮发电机组进行试验。监测成果表明：各枢

纽建筑物变形、渗流、应力应变符合正常规律，监测

值均小于计算值，建筑物工作性态正常，运行安全；

库区地震 %%.%/都是低于 + 级的微震和极微震，实

测最大震级 ,.$ 级，低于设计预计的 -.- 级；试验性

蓄水过程中库岸再造所出现的问题均在设计范围之

内，且已渐趋稳定，符合水库蓄水的库岸再造规律。

三峡工程蓄水至设计水位 $’-.* 0 进入正常运行期

后，对枢纽建筑物、水库泥沙、库区移民设施、地质地

震灾害及水环境仍需加强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防患于未然，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及长期使用，全面

发挥综合效益，保长江安澜，沿岸城乡构建和谐社

会，促进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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