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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口治理是黄河治理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新形势对黄河口治理、保护提出了新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和深化对黄河口演变规律的研
究。
研究的手段应为原型资料分析、数学模拟演算和实体模型试验及其相互参证、补充与综合。
在黄河口以往的研究中，原型资料分析、数学模拟演算均被采用过，唯独实体模型试验一直处于空白
。
　　程义吉等同志编写的《黄河口实体模型研究与建设》一书，论述了黄河口实体模型建设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介绍了黄河口模型试验厅的河道厅和海域厅这一超大跨度张弦结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与现
场施工中解决的关键技术；探讨了运用先进的河工模型相似理论、试验技术、测控技术和信息技术开
展试验研究的方法。
深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提升黄河口的研究水平和加快黄河口的治理步伐。
同时对指导黄河口模型试验，充分发挥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资源优势，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促
进黄河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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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口的演化环境极为复杂，治理速度已远落后于国内外其他大江大河河口，其原因之一是科研
滞后。
《黄河口实体模型研究与建设》就黄河口模型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研究的内容进行了论述，探讨
了运用先进的河工模型相似理论、试验技术、测控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展试验研究的方法。
介绍了黄河口模型试验厅这一超大跨度钢结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技术。
　　《黄河口实体模型研究与建设》可供从事河流河口、海洋工程科研、教学和空间钢结构设计、施
工的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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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恩格斯就利用河工模型开展了黄河口模型试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三门峡水利工程问题，先后开展了三门峡水库排沙效果、黄河下游河床
变形预报及整治工程措施、三门峡水库低水位运用后黄河下游河床演变过程等模型试验研究。
尽管上述模型都是初步的或探索性的，但在工程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为解决小浪底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及施工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简称黄科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小浪底坝区泥沙模
型试验，研究小浪底水库泄水建筑物优化布置形式和电站防沙措施。
与此同时，黄科院在周口试验基地提出了新的河工动床模型相似律，成功地解决了黄河变态模型泥沙
悬移相似、挟沙相似及游荡性河段河型如何模拟等难题，而且还解决了多沙河流模型沙材料的选取问
题，克服了以往试验因模型小和固结（往往被称为板结）而不能长期运行的困难。
这些进展为90年代相继开展的黄河花园口至东坝头河道整治模型和小浪底至苏泗庄河段河道模型的试
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者至今仍在运行之中，先后完成了“黄河下游游荡型河道整治研究”、“黄河‘96·8’洪水预报试
验”、“南水北调穿黄方案论证试验”、“小浪底水库温孟滩移民安置区河道整治模型试验”、“黄
河调水调沙试验预报”等重要的科研项目。
其中通过河道整治模型试验，就黄河下游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论证、河道整治工程布局、河
道整治工程新技术、挖河减淤关键技术等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研究，研究成果在河道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指导作用。
同时，河道模型试验在黄河下游洪水预演预报中也得到了应用，自1992年以来，先后多次开展了黄河
下游游荡性河段洪水演进试验，增强了黄河下游防洪预案制订及防洪调度决策的科学性。
　　1995年之后，黄科院建设了小浪底水库模型、三门峡水库模型、泾河东庄水库高含沙模型等水库
模型，首次解决了黄河水库异重流及非恒定排沙过程的模拟问题。
其中利用小浪底水库模型主要研究了在不同的水库运用条件下，库区水沙运动规律及变化过程，出库
含沙量及泥沙组成，库区纵、横剖面形态变化过程等，还展现了异重流运行、出库过程。
再结合小浪底至苏泗庄河段模型试验，开展了小浪底水库拦沙初期运用方式对下游河道的防洪减淤效
果试验研究。
这些模型试验为小浪底水库运用方式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口实体模型研究与建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