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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下游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洪水危害最为严重，一直是黄河防洪工作的重点。
经过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下游防洪取得了连续50多年伏秋大
汛不决口的安澜局面；先后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陆浑、故县等干支流水库；先后4次加高培厚了
黄河下游1 400km的临黄大堤，开展了大规模的放淤固堤、河道整治：开辟了北金堤、东平湖等滞洪区
；对河口进行了初步治理；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洪非
工程措施建设，提高了黄河下游抗御洪水灾害的能力，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局面，保障
了黄淮海大平原的防洪安全和稳定发展。
但由于黄河河情特殊，洪水威胁依然是心腹之患。
　　根据国务院2002年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
解决黄河的洪水和泥沙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利用“拦、排、放、
调、挖’’综合措施，处理和利用泥沙。
通过综合治理，谋求黄河长治久安。
近期防洪措施主要包括黄河下，游洪工程、干支流防洪水库、上中游河道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重要城市防洪和防洪非工程措施等，重点是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继续加固黄河下游干堤，建成标准化堤防。
根据黄河下游防洪需要，《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对黄河下游堤防顶宽达不到12 m、断面不满
足防渗要求的1109.3 lan大堤进行帮宽；按三级公路标准，以6 m宽度，对堤顶进行硬化。
为了基本覆盖背河地面经常出现险情的范围，保证堤身背河侧不再发生漏洞、滑坡等，结合黄河建设
“相对地下河”的要求，《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加固堤段长1239.6 l（rn，其中放淤固堤l180.4
km（包括挖河固堤50hn），宽度为100m，高度与设计洪水位平，在堤内种植防浪林，在淤背体顶部
营造生态林带；截渗墙加固59.2 km。
《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改建加固险工135处。
对易发生顺堤行洪的堤段修建防护坝91道，加高加固现有防护坝146道。
对沁河下游防洪工程五龙口以下险点隐患堤段实施堤防帮宽和放淤固堤。
改建部分涵闸，新建、续建一些险工。
　　标准化堤防建设的目标就是构筑“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
标准化堤防建设明确提出：①黄河大堤不仅是防洪保安的重要屏障，而且也是防大汛、抢大险的重要
交通要道。
堤顶道路作为黄河防汛抢险和料物运输的主要通道，大洪水期间，若遇阴雨天气，堤顶道路泥泞不堪
，将会贻误战机，危及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②在大堤背河的淤区上种植生态林，不但将成为黄河抗洪抢险的重要取材基地，而且对于改善沿黄生
态环境、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放淤固堤是通过泥浆泵或挖泥船，把黄河滩地或河槽泥沙抽吸到大堤背河，起到加大堤防断面，增加
堤防稳定的目的。
　　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有计划地在下游放淤固堤、长期开展挖河固堤、结合引黄供水沉沙淤高背
河地面，淤筑“相对地下河”，是防洪的长远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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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黄河下游放淤固堤工程相关技术研究成果。
简要概述了黄河下游放淤固堤的形成与发展，对黄河堤防隐患险情及放淤固堤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调研后确定了重点研究的代表性堤段。
对黄河下游堤防各种土体参数的统计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黄河下游堤防淤背区淤土的渗透性进
行了试验及参数数据分析，得出了用于渗流可靠性分析的各种土体的统计指标，并确定了其概率分布
规律，特别是对黄河堤防各种土体的渗透系数的分布规律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将可靠性理论应用于放淤固堤防渗加固效果分析，研制了数值计算模拟程序，根据土体
单元渗透破坏概率分析了渗透破坏区域的确定方法，探讨了不同淤背宽度情况下的防渗加固效果。
同时，根据具体堤段分析了放淤固堤后背河坑塘对防洪安全的影响问题。
分别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河南与山东黄河堤防放淤固堤施工对黄河大堤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
其施工中应该采取的预防对策及措施，对黄河下游堤防的放淤固堤工程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本书可供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以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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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黄河下游放淤固堤工程概况　　2.1　放淤固堤的作用及意义　　利用黄河多泥沙及“悬
河”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结合自流引黄灌溉，大力进行淤背沉沙放淤填塘，淤平了
历史上决口形成的百余处老口门潭坑，同时使大面积低洼沙荒碱地得到改良。
如举世闻名的花园口决口堤段是典型的老口门，背河老口门潭坑深 l3 m，历来渗水严重，曾经进行过
抽槽换土及修黏土斜墙等处理措施，但收效甚微。
l956年汛期利用涵闸引水沉沙，将近 2 km2的潭坑基本淤平，附近地面普遍抬高，使该堤段临背悬差大
大减小，改变了该段堤防渗水出险的局面。
　　黄河下游堤防曾经采用过放淤固堤、后戗、前戗、压力灌浆，以及截渗墙等加固措施。
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放淤固堤优点最为明显：一是可以显著提高堤防的整体稳定性，有效解决堤身
质量差问题，处理堤身和堤基隐患；二是较宽的放淤体可以为防汛抢险提供场地、料源等；三是从河
道中挖取泥沙，有一定的疏浚减淤作用；四是淤区顶部营造的生态林带对改善生态环境十分有利；五
是长期实施放淤固堤，利用黄河泥沙淤高背河地面，淤筑“相对地下河”，可逐步实现黄河长治久安
。
同时，该措施已受到沿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此，规划选定放淤固堤为下游堤防加固的主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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