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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交流活动是科技社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是科技工作者获得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
的技能和新的信息的主要渠道。
同时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重要形式，是科技原始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科技社团把科技工作者联系到一起，大家共同切磋学术问题，交流科技前沿最新进展，把握实际生产
部门的科技需求，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知识流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制度已成为水利科技工作者与政府、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之间交流与互动
的重要平台。
2008年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关注民生水利中的科技问题。
为开好本次学术年会，中国水利学会于2008年3月开始了本届年会的论文征集工作。
“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水利学会与时俱进，又下发补充通知，欢迎广大水利科技工作者撰写地
震灾区方面的民生水利论文。
　　论文征集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广大会员和水利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在论文征集有效期内，共
收到论文近350篇。
为保证本次学术年会入选论文的质量，为所有论文作者提供一个公平的入选机会，中国水利学会成立
了本届年会的论文评审委员会，组织了对论文的评审工作。
根据评审结果，共有226篇论文入选本论文集，其中23篇被评为优秀论文。
　　本论文集的编排基本上是按征集论文时的6个分会场设置的，分别为：饮水安全与农村水利、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技术、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农村水电发展、突发性水事件的应急处
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国际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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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前言　饮水安全与农村水利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公
私合作制在农村供水中的实践 　　村镇供水管材比选与管网设计探讨　　山西省长治市农村饮水安全
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浅析　　探讨农村饮用水处理技术的发展　　从应
对汶川地震引发的饮水困难得到的启发　　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与监测浅析　　探索集约化供水
模式，科学推进北京市村镇供水工作　　北京市村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现状、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
农村饮水水质问题及水质安全保障措施　　解决海南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思路和建议　　加大海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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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饮水安全工作　　南阳市解决农村安全饮水的思路与建议　　富阳市城乡饮水安全保障配置研究　
　关于对喀什地区叶城县东片区农村饮水安全改扩建工程的思考　　重庆璧山县农村饮水安全现状与
保障措施　　浅谈于都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成本、价格及运行管理新思路　　浅谈清江水布垭水
电站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实践　　咸水区农村联村集中供水试点研究　　丘陵干旱区农村集中
供水工程分析计算　　供水管道材料的选用　　米铺水厂供水泵的改造　　自来水管网资产管理的利
益和优化管理的建议　　砖混结构高位水池在高寒低山区的应用　　“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对血吸
虫病扩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内陆干旱新疆区GDP耗水量与节水分析　　里自沽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效益及问题分析　　灾后重建促恢复节水改造促发展　　基于网络的天津市地下水位动态资料整编系
统的开发　　最优化方法模拟石家庄地区地下水控采与种植结构调整　　山东第三系玄武岩电测分析
及含水特征　　解放闸灌域灌溉运行管理指标体系的分析研究　　内蒙古河套灌区末级渠道量水现状
与解决对策　　梯形渠道移动式弧形量水槽的试验研究　　半干旱低山丘陵区水土资源梯级开发技术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技术　　碳纤维布加固震损水工混凝土短柱试验和有限元分析　　斋堂水库土坝
上游塌坑原因分析及除险加固设计　　寒区平原水库土坝护坡冻害防治对策　　浅谈预制板桩在海河
堤岸工程中的施工应用技术　　自密实混凝土在水闸加固工程中的应用实例　　　　乌拉斯台水库坝
体除险加固措施的技术论证　　佛耳岗水库除险加固泄洪闸突扩式消能工设计　　安徽省响洪甸水库
除险加固引申思考　　土工合成材料在土坝除险加固中的应用　　喀浪古尔泄洪洞衬砌裂缝对结构性
态影响研究　　岗南水库大坝除险加固后新增水平位移监测网布置和观测方法　　黄壁庄水库副坝混
凝土防渗墙施工中的漏浆及防坍措施　　关于渠道防渗工程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探索　　浅谈
张掖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浅议我国水库大坝工程管理技术标准化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成本控制
　　论呼和浩特市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措施　　广西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的思考　　城市水利工程
的投资控制研究　　“5.12”汶川特大地震震损水库特点及恢复重建的思考　　四川省“512”特大地
震震损水库险情分析　　Excel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信息动态统计图中的应用 　　官厅水库输水泄洪洞
改建工程简述　　MSP430微控制器在水文遥测系统中的应用　　水务工程招投标管理的实践和认识　
　黄河防洪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交底及会审对策探讨　　　　卧虎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放水洞加
固设计方案比选　　卧虎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坝防渗系统设计　　广元市渔儿沟水库震后应急除险
加固措施及效果分析　　　喷锌涂层防腐技术在钢闸门上的应用　　南水北调工程彩虹桥清水混凝土
施工技术应用　　水工建筑物在施工过程中的外观质量控制　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三峡工程与金沙江一期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实施　　博尔塔拉河上游源头水保护区不
宜引水发电开发水能资源　　国内外生态调度实践现状及我国生态调度发展策略浅议　　快速城市化
地区水系结构变化特征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三峡水库成库期问鱼类空间分布的水声学研究　　
新圳河、西乡河河口及大铲湾港池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引滦工程建设与滦河下游水生态环境保
护的矛盾与对策　　膜生物反应器运行特性研究　　滨海平原区适宜水面率影响因素及其确定方法研
究　　黑河干流中游水量调度思路　　皖南山区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问题的初步分析　　渭河流域管
理初步研究　　黄河水沙资源在小开河灌区中的高效利用及对环境的影响　　黄河下游滩区水利灌溉
工程开发应用研究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环境监测评价的重要性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环境质量现
状分析研究　　黄河上游已建梯级电站的水环境累积效应　　深圳市污染河流生态修复初探　　基于
系统对象的河流健康及其评价体系　　基于改进可拓物元模型的防洪工程体系风险评价　　基于灰色
理论和神经网络的海口市水资源需求预测分析　　基于可持续性理论的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基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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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理论的南渡江下游水资源变化规律研究　　海河流域南系平原河流生态修复“乌托邦”　　海口威
立雅水务有限公司龙塘－加压站－米铺水厂输水管道　　能耗的调研分析　　浙江省生态围垦浅析　
　浙江玉环漩门二期围垦工程的生态治理　　香格里拉岗曲河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和水质的快速生物评
价　　洛惠渠灌区土壤剖面盐分分布特征研究　　青海高原区域水电密集开发对河流区段生态影响分
析　　浅谈伊犁灌区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武威市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问题与可持续
利用对策　　昆都仑河综合整治工程中对环境的保护　　建设项目取退水影响补偿机制与补偿措施研
究　　宜昌运河东山水电站改造与生态保护　　官厅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固沙植物对沙
丘土壤剖面组成与养分含量的影响　　呼和浩特市水利工程建设与水环境安全的探讨　　供水到户的
关键是量水　　汶川地震灾情及灾后重建工作与水资源保护关系初探　　束水输沙调流船在黄河下游
应用的试验研究　　应用MODFLOW软件建立天津市平原区地下水　　数值模拟模型　　防止水库水
质富营养化对策研究　　西霞院泄洪闸消力池底板排水方案计算分析　　江西土地开发整理中的灌排
工程建设探讨　　有效推进海河流域洪水资源利用的探讨　　安徽省响洪甸水库运用控制问题探讨　
　华南地区水库消涨带生态重建的植物筛选　　农业灌溉与河北省地下水资源超采　　西青城镇建设
中加强水生态保护的管理对策初探　　关于水域测量的实施与数据后处理研究　　石羊河流域地下水
利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石羊河流域生态水利调控的思路与对策　　由节水引发的思考　　生物净
化剂wCA对水质和浮游植物的影响研究　　生态砖护岸技术在河道工程的应用及启示　　生态环境需
水理论与计算方法研究　　生态水利是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必然选择　　生态小区雨水利用系统的优
化设计　　尼尔基水库生态目标研究与探讨　　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是落实民生水利的主旋律——河
套灌区推进节水的思考和对策　　北部湾钦一灵灌区水源发展规划初探　　北京市陶然亭湖水质改善
工程设计　　北方地区农业灌溉期水平衡测试研究　　北方水岸的拟自然整治与生态修复　　包头市
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效与做法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工程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水库管理与
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初探　　水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水库小流域生态修复对策初步研
究　　水利水电工程对鱼类的影响及减缓对策　　水生植物对衡水湖氮磷净化作用分析　　水土保持
在水利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FlowTracker（手持式ADV）在排污口水量监测中的应用　　太原
市污水资源化的途径与对策　　天津生态水文监测问题研究　　天津市水文站网评价方法探析　　风
电场建设中的水土保持措施　　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国南方小流域生
态安全评价研究　　大凌河朝阳城区段绿化灌溉与滨河景观工程建设　　于桥水库水源地富营养化调
查及分析评价　　于桥水库水源地生态湿地系统建设可行性分析　　三峡大坝与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研
究　　Tennant法用于拒马河生态基流量计算研究下册　农村水电发展　突发性水事件的应急处理　气
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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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下游滩区水利灌溉工程开发应用研究兰华林1管金生2刘新民3霍风霖1（1．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
利科学研究院；2．濮阳黄河河务局；3．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水文水资源局）摘要针对黄河下游河势
游荡多变、洪水漫滩频繁、泥沙淤积严重，在滩区设计修建水利灌溉（节水）工程不当易造成水毁的
情况，提出了适合黄河下游滩区特点的灌溉工程设计原则。
开发、引进的建闸引水工程（包括田间渠系装配式建筑物），活动提水站（船），U形混凝土衬砌渠
道、低压地埋混凝土管道输水系统、半固定管道式喷灌系统等节水灌溉工程，能有效抵抗水毁和重复
使用，适宜在黄河下游滩区应用推广。
关键词：水利灌溉工程节水工程黄河下游滩区黄河下游河道与其它江河不同，其中滩区面积达4046
．9km2，占河道面积的84％。
目前，黄河下游滩区涉及河南、山东两省15个地（市）43个县，滩内村庄1924个，居住人口179．5万
人，耕地25．03万hm2。
长期以来，黄河下游滩区经济发展落后，水利灌溉工程规模小，缺乏统一规划，所建工程不少照搬滩
外模式。
洪水漫滩后，水利灌溉工程水毁严重，不能修复利用。
随着国家加大对黄河下游滩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投入力度，开展了适合于黄河下游滩区特点的水利
科技创新、引进和推广项目，滩区水利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1 滩区特点黄河下游滩区灌溉与一般平原地区不同，河势游荡多变、洪水漫滩频繁、泥沙淤积严重，
设计修建水利灌溉（节水）工程不当易造成工程水毁。
这些特点决定滩区发展水利，不能全套照搬其它平原的模式。
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建设具有滩区特色的水利灌溉（节水）工程。
1．1 河势多变黄河下游是著名的游荡性河道，尤其桃花峪至高村河段，冲淤变化剧烈，水流宽浅散乱
，河势变化不定，主流摆动频繁，治理难度很大，河道整治工程（指险工、防滚河坝、控导工程、险
工上（下）延工程）尚不完善，主溜摆动仍然频繁，“横河”、“斜河”、“滚河”等不利河势时有
发生。
在游荡性河道的滩区内发展水利灌溉，必须考虑河势多变的特点，否则会因河势摆动造成引水闸、固
定提灌站脱河，无法正常引水灌溉，甚至造成工程落河的严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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