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成果汇编
——纪念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          周年

任务来源: 国家 “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完成时间: 1991—1995年

获奖情况: 199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黄河口演变规律及整治研究

本项目通过调研、实测资料、数学模型和卫星照片解译,对黄河河口演变规律与发展趋

势及整治方略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行水时间最长的人工改道清水沟流路的流速场、泥沙

运动、海洋动力特性、拦门沙演变及河口延伸规律,对1988—1992年的疏浚试验工程进行了

总结分析,建立了考虑诸多因素模拟黄河口泥沙冲淤的平面二维数学模型,提出了整治方略

和措施,为黄河口开发治理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主要创新点

突破了黄河三角洲 “大循环”“小循环”的传统演变模式,进一步论证了清水沟流路可以

使用50年以上;首次建立了包括径流、潮流、风成流、波浪、多个分潮、絮凝及动床阻力等

诸多因素的适用于多沙的黄河口的平面二维数模;提出了西河口水位抬高原因的新见解,提

出了对清7以下断面允许流路适当摆动和结合油田开发及泥沙利用调整口门的措施,充分肯

定了疏浚在河口治理中的作用;首次系统研究了海洋动力与河口淤积延伸的相互影响的机理;
首次阐明了黄河口拦门沙发生的部位、形成过程、演变特性及对上游河段的影响并首次建立

了黄河口拦门沙演变模式。
推广应用情况

以上重要研究成果已被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黄河河务局、黄河河口局及胜利油田等部

门采纳。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制定的河口整治措施和规划已经付诸实施。1996年实施了黄河口

门调整改汊,大大减轻了河口地区防洪压力,保护了黄河口滩区农田和油田,同时利用黄河

泥沙填海造陆,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为油田的海采变陆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效益巨

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就产生了数亿元的经济效益,长期能创造几十亿元的效益。本

项目研究成果对于黄河三角洲的持续发展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正在和必将持续产生重大的

社会、环境、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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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技奖励 二等奖

  代表性图片

 黄河口流路规划

 1996年黄河口口门调整改汊

完 成 单 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 山东黄河河务局、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 黄河河口管理局、 胜利石油管理局

主 要 完 成 人 员: 曾庆华、 张世奇、 胡春宏、 尹学良、 李泽刚、 焦益龄、 王恺忱、 王涛、 吉祖稳

联 系 人: 鲁文 联系电话: 010 68686644
邮 箱 地 址:luwen@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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