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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规模人工采砂引起河床普遍大幅度下切，水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对取水供水、成湖防护、生
态环境、堤坝安全、航运、防洪灌溉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水位下降堤脚坡度加大影响堤防的安全，桥墩基础出露影响桥梁安全，枯水季节取水口取不到水致
使抽水工程失效，成潮入侵加剧影响取水水质以及航道部门沿用的通航设计水位已普遍不再适用等。
此外，枯水位的下降还导致枯季径潮流动力比发生变化， 对河道的演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鉴于目前采砂规模仍然过大以及可能引起的水资源安全和不可修复的生态环境伤害，而相关研究仍无
法指导不断变化的采砂活动和对采砂河道作实时科学监控及对河流环境的响应作科学预报，因此极有
必要对人工河床采砂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要对水位变化的整体情况、原因及变化
趋势等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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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珠江三角洲网河水多沙少，河势稳定，但近20年来的大规模采挖河床泥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网河
河床演变的过程，这种改变已远远超过和涵盖了同期河流自然演变的程度，尤其是大规模人工采砂引
起河床普遍大幅下切，水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对取水供水、成潮防护、生态环境、堤坝安全、航运
、防洪灌溉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书试图探索珠江三角洲网河低水位时空变化规律，共分为6章，内容包括：绪论、珠江三角洲水沙
动力特征、人工采砂及其影响下的河床演变、网河水动力数学模型研究、重点河段二维水沙数学模型
研究、主要水道低水位变化趋势研究。
    本书可供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建设及研究河流与河口演变规律的学者参考，也可作为有关大专院校师
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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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2　国内外主要研究进展　　1.2.2　珠江三角洲20世纪90年代前的水位研究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河道纵横，地势
低平，绝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不到1m，大约有13％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
由于河床比降平缓，汛期洪水峰高量大、历时长，洪水出现频繁；枯水期则咸水倒灌，咸潮入侵不断
加剧。
水位变化及其影响直接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三角洲网河区的水位变化和珠江口的海平面变
化更引人注目，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李春初等指出了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水位横向差异造成中部“高压区”、两侧“低压区”，水流由
西江、北江干流水道向两侧分流，形成和保持横向汉河的动力机制。
张声才将广州浮标厂站1920～1990年各年代与其相应的最高水位值进行相关回归分析，得出其水位上
升速率为11mm/a的结论。
曾昭璇等对珠江三角洲紫洞、江门等28个水文站的年平均水位进行分析，认为该区平均水位上升量
为2.028mm/a，洪潮水位也呈同样上升趋势。
范锦春根据西江干流河口延伸的速率（400年前位于竹洲头，距现代河口30kin，100年前位于坦洲，距
现代河口1Okm）和目前西江20年一遇洪水位与口门平均高潮位的差值（竹洲头为1.3m，坦洲为0.3m）
，估算西江干流由于河口延伸及筑堤影响洪水位抬升的年平均值为0.3cm左右。
沈汉堃等也认为珠江河口每年向外延伸80～130m，西江干流洪潮水位因河口延伸的影响，年平均上升
约0.3cm，加上平原区因受地面沉降、联围筑闸、河道淤积的影响，洪潮水位的变化将呈上升的趋势。
王廷华也认为珠江三角洲网河区各水道水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逐年上升的现象。
杨清书等利用20个验潮站的资料，得出珠江三角洲水位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1959～1988年问的上升
率在0.3～7.3mm/a范围内，平均为3.1m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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