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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人民用洪用沙历史悠久
,

但多是 利用地形
,

采取简易形式
,

短距离输引达

到 目的
。

以往
,

由 于对浑水输送理论缺乏研究
,

多数灌区甚至灌地儿十万亩
、 一

百万余亩

的大型灌区
,

都是按输送清水的理论规划设计渠道
。

为 了防止泥沙淤渠
,

陕西省规定河

源来水含沙量超过巧 % (重量比
,

每立米浑水含沙量 1以公斤)
,

即关闸停引
。

因而在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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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8毫米之间
,

相当于 田间持水量的 19 一29 %和 23 一35 失
、 ,

土壤水分亏 缺 值 各 为96 0一

1
,

0 99 毫米和87 7一 1
,

04 9毫米
,

说明高龄草地水分亏缺较低龄的为高
。

与封禁 6 年 的荒山相比
,

证明沙打旺水分亏缺是严重的
。

两年资料表明
,

荒山 5 米

深土层土壤储水量各为 55 6
.

3毫米和 6 5 7
.

7 毫米
,

相当于田间持水量的 4 1
.

5 %
,

水分亏缺

值为79 8
.

5毫米和 6 97
.

1毫米
,

分别较沙打旺草地低 2 9 5
.

7和 3犯
.

1毫米
。

试验结果表明
,

吴旗试验区水分状况正与杨文治同志在
“黄土高原土壤水分状况分

区 <试拟>与造林间题
” ( 《水土保持通报》 1 9 81 年第 2 期 ) 一文中

,

关于黄土高原土壤

水分分区 中的第四个 区
,

即 “土壤水分年循环补偿亏缺区
” 相吻合

。

土壤水分年内的消

耗
,

多数年份得不到补偿
,

常处于水分亏缺状态
。

但根据初步试验观测
,

五年生沙打旺草地开垦后种谷
、

糜
,

产量较对照坡耕地提高

2 倍多
,

亩产达 27 2斤
,

当然这是沙打旺提高了土壤肥力的结果
。

但也说明连续生 长 5

年沙打旺
、

土壤水分严重亏缺的草地
,

翻耕后种农作物
,

靠当年降雨即可满足农作物较

高产量的水分要求
。

同时秋季测定其 80 厘米内土壤水分 含量与农地接近
。

翻耕后第二年

秋
,

1
.

2米内土壤水分与农地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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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生长多年的沙打旺草地土壤水分含量
,

随生长年限的增多有明显下降
。

水分条件又直接影响着沙打旺的生长和产量
,

在其个体发育过程中利用它强大的根系吸

取深层储水以供所需
。

同时测定表明
,

沙打旺生产力高
,

耗水量大
,

在本 区条件下水分

亏缺严重
,

在多数水文年份中土壤水分入不敷出
,

得不到补偿
。

但沙打旺耗水效率高
,

用水经济
,

就当地水分条件来说
,

还是有利用潜力的
。

随着沙打旺的衰败
,

或多年生沙打旺草地翻耕后
,

_

上壤水分可逐步得到补偿
,

不影

响其后茬农作物生长
,

并可获得明显增产的效果
。



旱期间
,

正当灌区供需水矛盾突出的关键时刻
,

一二十天
,

甚至近
一

个月不能引水
.

、

重影响灌溉
。

七十年代 以来
,

陕西省洛惠渠灌区为 了增加引水量和改 良盐碱地
,

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土
,

首先打破 了过去含沙量超限不能引水的老框框
,

远距离输引高含沙水淤

灌盐碱地
,

联得成功
。

为了发展洛惠渠用洪用沙经验
,

推动浑水利用
,

更好地促进农 业

增产
,

陕西省采取 了科研
、

生产相结合的办法
,

积极开展 了 “高含沙引水淤灌
”

的实验

研究及技术推广
,

高含沙引水淤灌
,

就是将河源来洪的高浓度浑水
,

通过渠系远距离输

送到灌区灌溉农田
。

通过研究和实践
,

现 已基本上解决了高浓度浑水输送及灌区大面积

淤灌的技术问题
。

也就是说
,

按照输清理论设计的渠道
,

采取一定技术改进措施
,

仍然

可以输送浑水 ; 并初步摸索出一套兴建引浑渠道的设计办法
。

目前
,

关中大型灌区远距

离输浑浓度一般达 30 一 .10 %
。

洛惠渠最高已达60 % (每立立米浑水含沙量 96 5 公斤 )
,

基本上不受河源来洪含沙量的限制
。

高含沙引水淤灌的 主要矛盾是如何提高渠道输浑的挟沙能力
,

以达到不淤或少淤
,

其主要技术措施
,

有以 F 7 点
:

1
、

搞好水情
、

沙偏预报
,

灵活调砚抽送
。

要及时掌握河源水
、

沙动态
,

根据不同

地区的来水来沙特点
,

不同渠道的挟沙能力及不同地块的土质和作物需水情况
,

合理调

水调沙
。

含粗沙的浑水宜用比降大的渠道输送
,

对质地较细或盐碱较重的土地进行淤灌

或改土 , 含细沙的浑水则相反
,

可引到质地较粗的土地
。

2
、

按冲淤平衡设计绍道
,

控祠不淤流速
,

改挤组进物浑条件
。

紊流条件下
,

含沙

量和流速的三次方相关 (S ~ V
“

/ H
,

S一含沙量
,

V 一流速
,

H 一水深 )
,

即含沙 量 愈

高
,

渠道输送的 浑水流速相应要增大
。

大型灌区的渠道不淤流速
:

干渠 一般约 0
.

8一 1
.

2

米 /秒
, 支渠约 0

.

6一 0
.

吕米 / 秒 ; 斗渠约 0
.

5一。
.

6 米 /秒
。

一 般难以做到完全不淤
。

规划

设计渠道时
,

应在不影响正常灌溉的 前提下
,

按照有淤有冲
、

冲淤平衡的原则设计
,

做

到在一场洪水
、

·

个汛期或
一

个 年度内
,

通过低含沙水交替灌溉等冲淤排淤措施
,

达到

冲淤平衡
。

3
、

减少姐力
,

提高翰浑能力
。

输浑渠道应光滑顺直
,

减少弯曲
;
并宜采用窄深式

的U 形或矩形断面
。

渠道尽可能衬砌
,

考虑允许少量淤积
,

所以滞性增大时
,

应适当增

加渠道超高
。

布设渠道桥梁等建筑物时应避免奎水
,

涵洞断面适当增大
。

同时注意维修

养护渠道
,

防止杂草丛生
,

保持渠道畅通
。

4
、

设里冲沙泄水闸
,

进行冲淤拉沙
。

为了减少和排除渠道淤积
,

确保正常灌溉
.

愉浑渠道应在中
、

厂段适当布设若干冲沙泄水闸
,

冲淤拉沙
,

以调节水面比降和流速
。

5
、

持续翰送
,

粼中引用
。

渠道输浑应持续不断
,

避免突然停水
,

人为 地 造 成 淤

积
。

集 中引用能增强挟沙能力
,

故应 自下而上的集中轮换开斗
,

不要分散
,

以避免因流

量分散造成斗渠淤积
。

6
、

因地形
、

工程条件树宜
,

采用 “多口 引
、

大口吞” 。

洪水一般是来势猛
、

历时

短
,

引洪用沙应适应洪水突涨突落的特点及本灌区的地形
、

工程等具体条件
,

尽可能地

采取 “多 口引
、

大 口 吞” ,

不失时机地多引多用
。

7
、

含理确定田块淤恩耳度
,

准摇好潇斑技术
。

淤灌厚度应视不同作物及其生长发

育阶段而异
。

荒地放淤改土淤层可厚
,

但需注意搞好排水
。

田间淤灌及荒地放淤改土
,



可根据畦宽及田面比降
,

选用适当单宽流量
,

避免颗粒分选落淤不均
,

确保畦块上下游

均 匀受水
,

淤厚均匀
。

庄稼淤灌后
,

及时中耕松土
,

防止淤层板结
,

干涸夹苗
。

输引高含沙浑水淤灌
,

将变害为利地用洪用沙 1 作推 向一个新的里程
,

使洪沙作为

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得到应用
。

其效益主要为以 下 4 点
:

1
、

扩大水源
,

级和了灌区用水矛盾
。

如关中洛惠渠
、

径惠渠
、

宝鸡峡引渭三大灌

区
, 19 7 6一 1 9 8 0年期间

,

由于引用含沙量大于 15 %的洪水淤灌
,

平均每年多 引 水 4
,

70 0

万立方米
,

消纳泥沙约 2 ,

00 0 万吨
,

多灌地44
.

5 万亩次
,

改造低产田及盐荒地 约 l 万亩

次
,

使灌区约增产棉花阳万斤
、

玉米2
,

20 0万斤
,

扣除直接间接投资
,

每年净增产 值 约

42 0万元
,

缓和 了
“卡脖子

, 旱期间灌区缺水紧张情况
,

经济效益显著
。

2
、

提高了农 田肥力
,

促进了粮食增产
。

浑水泥沙是地表水土流失的产物
,

含有一

定的腐殖质
、

牲畜粪便等有机肥料
,

故浑水淤灌较清水灌地肥沃
。

据宝鸡峡引渭灌区测

定
,

渭河来浑每吨泥沙含氮。
.

4 9公斤
、

全磷 0
.

肥公斤
、

有机质 了公斤
。

该灌区分别利用

含沙量 35 %和25 %的浑水淤灌玉米
、

棉花
,

较清水灌溉增产 1 1
.

2一 12
.

1 %
。

3
、

改良士坡
,

扩大了耕地面积
。

放淤改造盐碱地成效显著
,

其原 因在于逐年放淤

抬高了地面
,

相对地降低了地下水位
,

有效地削弱了地下水的毛细管升盐作用
,

且浑水

温度较高
,

淋洗盐分能力较强
,

促进了盐分消退
。

开展 高含沙引水淤灌 以来
,

洛惠渠放

淤改 良盐碱地约 5 万亩
。

此外
,

淤灌沙土
、

沪土 (粘土 ) 地
,

也可改善土壤颗粒间机械

组成
,

增加利于作物生长的团粒结构
,

有助于改造低产 田
。

大力沙苑社队抽引高含沙浑

水改造沙土 田
,

径
、

洛灌区引浑改良坊土地
,

都取得较好成效
。

群众所说的
“
沙盖护

,

力量大如牛
” ,

形象地反映了洪沙改造粘土地的成效
。

4 、

减级了下游河道及水库的淤积
,

有利于多泥沙河流的河道治理及充分发挥水库

工程的兴利作用
。

由于泥沙淤积
,

一些河道下游淤高形成 “地上河 ” ,

威胁 两 岸 的 安

全 ; 相当多的水库有效库容被淤填
,

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

开展高含沙引水淤灌
,

减少了

河道来沙
,

有利于改善省境内河道下游的被动局面
,

有利于河道的治理
。

同时减少了水

库来沙
,

为水库
“
蓄清排浑

” 、

调沙出库提供 J
‘

出路
,

延长了水库寿命
,

充分发挥其灌

溉兴利的作用
。

另外
,

宝鸡峡引渭等灌区
,

还利用洪沙淤滩造田
、

淤治漏塘
、

漫壕淤洼
、

平整土地

等
,

简而易行
,

费省效宏
。

目前
,

除在关中洛惠渠
、

径惠渠
、

宝鸡峡引渭等大型灌区
,

结合实验研究积极开展

高含沙引水淤灌工作外
,

关中
、

陕北的 一些中小型 白流
、

抽浑灌区
,

也都在大力推广这

项洪沙利用新技术
,

使之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

促进农业增产 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高含沙引水淤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变害为利的用洪用沙措施之一
。

在多泥沙河流

地区水土流失尚未控制以前
,

用洪用沙是水土保持工作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

它与上游

的流域治理是相辅相成的
。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全面开展
,

促进了雨水转化
,

调节了河

川径流
,

地表洪流减少
,

小气候改变
,

河川常流量增加
,

更有利于引水灌溉 及作 物 生

长
,

确保农业长期稳产高产
。

所以
,

因地制宜地输引高含沙浑水淤灌及采取其他方式引

洪用沙
,

都是配合水土保持其他措施
,

以达到来洪来沙 日益减少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