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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1996年以前黄河中游水沙变化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系统分析黄河中游近期（1997～2006
年）水沙变化特点，剖析了人类活动对黄河中游近期水沙变化的影响程度，分析计算了黄河中游近期
水利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人类活动的减水减沙作用。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黄河中游环境特征及近期水沙变化特点、黄河中游水沙变化水文分析、黄河中游水
沙变化成因分析、淤地坝拦沙的泥沙级配组成分析、减水减沙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论证等。
同时，对黄河中游近期水沙变化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包括河龙区间近期水保措施拦减粗泥
沙的不同作用、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的拦沙减淤效果、基于最大减沙效益的水保措施配置比例
、生态修复对北洛河流域近期水沙变化的影响、近期治理对典型支流水沙关系的影响、泾河流域淤地
坝拦沙对降雨的响应和基于暴雨的水保措施减洪减沙作用、流域减沙效益的尺度效应、晋陕蒙接壤地
区生产建设项目对水土流失和水资源的影响评价等。

　　本书紧密结合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重大科技需求，可供水土保持、河流泥沙、流域生态环境等
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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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 黄河中游近期水土保持概况 1997年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进展迅速
。
特别是江泽民同志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批示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
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997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全面展开，生
态修复和封禁治理试点工作相继开展；2003年开始全面启动“亮点工程”——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
淤地坝工程建设。
黄河中游地区成为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开展的主战场，以小流域为单元，打坝淤地
，植树种草，禁伐封育，退耕还林，实施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速度明显加快，综合治理工作成效
显著，硕果累累。
 近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以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和沟道拦沙工程为重点，坚持综合治理与预防监
督并进、人工治理与生态自我修复相结合。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继续稳步推进，取得了新的成绩。
水土保持措施初步治理面积累计达21万km2。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006年黄河流域共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238万km2，其中，建设基本农
田140 822hm2，营造乔木林181 666hm2、灌木林296 517hm2、经济林135 114hm2。
人工种草220 594hm2，实施封禁治理263 309hm2。
全年完成淤地坝建设326座，建成小型水利水保工程38 552座（处）。
 作为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省份之一的陕西省，多沙粗沙区面积4.35万km2，占黄河中游多
沙粗沙区面积7.86万km2的55.3％；粗泥沙集中来源区面积1.504万km2，占黄河中游粗泥沙集中来源区
面积1.88万km2的80％。
改革开放30年来累计投入治理资金60亿元，实施综合治理小流域2600多条，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5
万km2，年均拦蓄泥沙1.3亿t。
建设淤地坝4万座，其中延安、榆林两市共有3.56万座；淤地6.6万hm2，年增产粮食3亿kg。
全省有72个县实施了封山禁牧，封禁面积达到900万亩（折合60万hm2），退耕还林面积1528.8万亩（
折合101.92万hm2），位居全国第一。
全省林草覆盖率已由30％提高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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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中游近期水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是对“黄河中游水沙变化成因分析”专题研究成果和黄
河中游近期水沙变化若干重要问题去芜存菁的系统总结和补充提炼。
紧密结合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重大科技需求，可供水土保持、河流泥沙、流域生态环境等研究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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