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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是“以防洪（包括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蓄清排浑，除害
兴利，综合利用”为开发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当时我国利用世
界银行贷款最大的工程项目。
小浪底主体工程于1994年9月开工，2001年底按期完工。
工程采用国际招标方式选择了世界上一流的承包商，从施工管理、工程设计、移民搬迁到环境影响评
价全面和国际接轨，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工程建成运行5年来，在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减淤冲沙、城市供水、发电、灌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截至2004年底，累计发电约150亿kWh。
在黄河连续枯水的情况下为确保黄河不断流提供了物质基础。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小浪底水利枢纽成为治黄的里程碑工程。
本着建设我国一流工程的目标，我有幸参与了小浪底工程的建设管理。
一流的工程首先要以一流的设计为龙头。
小浪底工程由于其独特的水文泥沙条件、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严格的水库运用要求，给工程设计提
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课题，被国内外专家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近30年的规划论证和10多年的方案比选，以敢于创新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在国
内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配合下，较满意地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诸如深式进水口防泥沙淤堵、施
工导流洞改建为孔板消能泄洪洞的重复利用、排沙洞后张预应力混凝土衬砌、洞室群围岩稳定、大坝
深覆盖层基础处理、进出口高边坡加固、20万移民的生产性安置等，提出了以集中布置为鲜明特点的
枢纽建筑物总体布置方案，同时也创造了许多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的设计。
小浪底工程于1999年10月蓄水运行以来，已安全正常地运行了5年，并经历了2003年高水位的运用考验
，实践证明，小浪底工程的设计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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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规划设计丛书》的枢纽规划设计卷，由直接参与工程规划、设计的
人员撰写。
本书分规划设计综述、工程重大问题研究与实践、工程评估与专家咨询等三篇，共18章，在全面综述
该枢纽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对枢纽规划设计中的一些专门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其中设计优
化与创新，规划设计中的经验与体会，以及专家咨询意见也作了介绍。
　　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有关人员参考，也可作
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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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小浪底工程的开发论证及设计简要历程为什么要修建小浪底？
小浪底的开发论证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历程。
1935年8月23日～9月2日，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指派挪威
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等人查勘黄河潼关至孟津河段，之后提出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等3个坝
址的查勘报告。
1946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雷巴德、萨凡奇等美国专家组成的黄河顾问团查勘
了黄河，在“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提出了小浪底坝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变害河为利河”的治黄总目标，在大力进行下游修防保证防洪安全的同
时，积极开展了治本的各项准备工作，广泛开展了黄河水文、地质、社会经济等基本资料的收集和研
究。
1950年初，组织查勘队查勘了黄河龙门至孟津河段，北京大学教授冯景兰、河南地质调查所曹世禄两
位专家参与了查勘小浪底坝址。
1953～1954年进行了坝址的地质测绘工作，同时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钻探队在小浪底坝段
大峪河口、大小西沟和猪娃崖钻孔11个，揭开了小浪底工程勘测设计的序幕。
1955年7月，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
的报告，标志着人民治黄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新阶段，是治黄史上的里程碑。
按照这个规划，在黄河干流上要建设46个梯级工程，选择三门峡为第一期重点开发工程。
黄河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m，总库容360亿m3，设计允许泄量8000m3／s。
认为三门峡水库与伊、洛、沁河水库联合运用，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将得到全部解决。
规划中的小浪底为第40级工程，壅高水位27m，总库容2.4亿m3，装机300MW，为径流式电站。
三门峡至小浪底130km河段规划有任家堆、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个梯级。
按照这个规划，三门峡水库共淹没农田200万亩，迁移人口60万人。
为了减轻移民困难，库水位拟采取分期抬高，初期最高水位不超过335.5m，共需移民21.5万人，其余
移民可根据需要在15～20年内陆续迁移。
规划水库堆沙库容147亿m3，认为库区泥沙淤积问题必须与黄土高原全面的水土保持措施结合起来解
决。
在水土保持措施生效前，为了减轻三门峡水库的淤积，第一期计划先修“五大五小”拦泥库，总库
容75.6亿m3。
估计到1967年，水土保持减沙效益可达25％～35％，三门峡入库沙量可减少50％。
关于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会后确定拦河大坝按正常高水位360m设计、350m
施工，水库死水位325m，坝顶高程353m，1960年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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