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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利用洪水排沙不必刻意拦粗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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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总结我国在黄河泥沙输移方面的研究成果，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可以利

用高含沙洪水输沙入海，适宜输送的不是低含沙量的水流，而是含沙量大于 !## H6 I CG 的高含沙水

流。黄河下游洪水期窄深河道多来多排的输沙特性是造成河道多来多排的机理，在低含沙水流时

水流的流 速 达 到 ?J" K ! C I 1，床 面 进 入 高 输 沙 动 平 整 状 态。不 仅 全 沙 如 此，造 床 质 泥 沙

（! L #J#!FCC的粗泥沙）也存在着同样的输沙规律。小浪底水库的泥沙多年调节，充分利用下游河

道的洪水输沙潜力输沙入海，是解决黄河下游泥沙问题和节省输沙用水的有效技术途径。平水年、

枯水年小浪底水库不排沙，全部水量用于兴利和环境用水，利用洪水排沙不必刻意拦粗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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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泥沙淤积是黄河下游洪水危害的根

本原因，治理黄河的主攻方向就是要解决泥沙淤积

问题。根据 !##! 年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

理开发规划》的相关研究，!#F# 年后，黄河年均来沙

量仍有 " 亿 :，利用河道输沙入海是治理黄河的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为维持黄河下游河道健康

生命，将采取综合措施实现下游主槽不淤高的目标，

其核心是科学地进行中游水库调水调沙和下游河道

整治，充分利用自然的力量增大洪水的输沙造床作

用。小浪底水利工程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座

狭谷型水库，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不管黄河上中游

水沙如何变化，都要经过小浪底水库的调节进入下

游河道。因此，小浪底水库的调水调沙作用是其他

水利工程无法替代的。所以，应充分发挥水库调水

调沙作用，利用下游河道在洪水期的输沙潜力输沙

入海，改变进入下游的水沙条件，塑造有利输沙的新

河槽，充分利用洪水输沙，大量节省输沙用水量，为

下游河道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 以往的研究成果

+> 关于拦“粗泥沙”的认识。在 !# 世纪 O# 年

代研究不同地区来水来沙对下游河道影响时认为河

床淤的都是粗沙，因此得出拦“粗泥沙”的认识［?］。

没有考虑河道宽浅对输沙的影响，即洪水期滩地淤

积与主槽冲刷的不同，得出含沙量越大则淤积越多，

且均是粗沙区来水来沙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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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不尽科学。钱宁 !"#$ 年针对束水攻沙的治河

思想指出［%］，要把全部泥沙输入大海，避免河道淤

积，要使各级流量挟沙不淤，在平滩流量 $ &&& ’( ) *
时，要求河宽为 $!%’。由此可见必需区分滩与槽。

!" 粗细泥沙的界限随水流条件而变。有的学

者认为［(］：大水出好河，小水挟带粗沙、淤坏河道。

粗细界限随水流条件变化，利用洪水输沙，河床均可

发生强烈冲刷，粗沙也可顺利输送。滩地淤积与主

槽淤积对河道的影响截然不同。

#" 泥沙恢复饱和距离短，水流挟带粗沙很快恢

复。清水冲刷、不平衡输沙状态下，泥沙恢复饱和距

离几百米，最多 ! + % ,’，下游可动床沙丰富，可达几

十米，拦粗沙只对上游河段起作用，而对下游河段的

作用，尤其是近河口河段的作用更值得研究。

$" 造床质粗泥沙也存在着“多来多排”的输沙

规律。%& 世纪 #& 年代麦乔威等［-］发现黄河下游洪

水期输沙特性存在着窄深河道多来多排、宽浅河段

多来多排多淤、主槽多来多排而滩地多淤的特点。

不仅全沙如此，造床质泥沙（ ! . &/&%$ ’’ 的粗泥

沙）也存在着同样的输沙规律，见图 !。

图 ! 黄河粗泥沙“多来多排”的输沙规律

% 利用洪水排沙，粗细泥沙均能顺利输送

%&’ 艾山至利津河段排沙比与流量间的变化规律

图 % 给出艾山至利津河段在汛期和非汛期平均

流量与断面法测得的冲淤量、( &&& ’( ) * 流量时的水

位差 及 用 含 沙 量 表 示 的 河 段 排 沙 比 关 系。 由

图 %（0）可知，在非汛期，随着流量的增加，淤积量增

大，当平均流量在 1&& + ! &&& ’( ) * 时淤积最严重。

非汛期的淤积可达 &/# 亿 + !/& 亿 ’(。进入汛期，

随着流量增加，河道淤积量减少，当平均流量达到

!$&&’( ) *时，由淤积转为冲刷。图 %（2）（3）显示出

的变化规律，也表明河道冲淤主要取决于流量的

大小。

图 % 艾山—利津河段冲淤与流量关系

%&% 黄河床沙的水力特性

图 ( 给出了用沙玉清公式［$］计算得出的水深、

粒径与泥沙起动流速和扬动流速的关系。从这些关

系可知，床沙粒径在 &/&4 + &/%& ’’ 范围时，均处于

最容易起动的区域，粒径由 &/&4 ’’ 增加到 &/% ’’
时，所需的起动流速为 &/-% ’ ) *，但相应的扬动流速

却由 &/($’ ) * 增加到 &/4#’ ) *。

图 ( 黄河床沙水力特性

从图 ( 给出的实测悬沙组成可知，泥沙起动和

扬动流速曲线交点粒径为 &/&1 ’’，相当于悬沙组

成中的 !"$，说明只有在泥沙的起动流速大于扬动流

速时才能以悬移的形式输送，即泥沙颗粒一旦起动

就可能顺利输移。在床沙组成的级配曲线中，大于

交点粒径的含量一般占 (&5 + 4&5，其扬动流速远

大于起动流速，因此造成床沙虽然容易启动，但难于

以悬移的形式输送，绝大部分仍以底沙的形式输送，

黄河床沙所固有的水力特性将会影响河床的动床阻

力特性与输水输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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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过程中的涨冲落淤

图 ! 是 "#$% 年洪水期利津站河床冲淤过程与

洪水过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河床平均高程变

化过程与洪峰形成过程大致相互成倒影，涨水期冲

刷，落水期回淤，且河床冲刷速度与洪水涨率有

关，最 大 冲 刷 速 度 达 & ’( ) *，落 水 期 淤 积 速 度 达

"+! ’( ) *。经过汛期洪水的涨水冲刷与落水淤积，

河床净冲深一般只有 ,+% - ,+. (，个别年份的冲深

可达"(，见表 "。

图 ! "#$% 年利津站洪水过程中河床冲淤过程

表 " 黄河艾山站以下河道洪水过程中涨冲、落淤与净冲深值

站名
洪水
年份

涨水期
冲深 )
(

最大
流量 )

（(/·01 "）

汛期
水量 )
亿 (/

落水期
淤厚 )
(

净冲深 )
(

艾山

"#&2 "+! &,%, /"#+& "+% ,+%
"#&. %+& #"$, //"+2 %+/ ,+!
"#$% %+! &/,, %%2+/ "+. ,+$
"#$/ "+2 2#%, /!%+$ ,+# ,+.
"#$2 "+. &,,, %2,+, "+" ,+2

泺口

"#&2 "+. ."., "+% ,+!
"#&. %+, &$,, "+! ,+.
"#$% "+, 2#., ,+$ ,+%
"#$/ "+, 2.$, ,+2 ,+2
"#$2 %+, .!,, "+& ,+/

利津

"#&2 ,+# .!&, /,!+/ ,+& ,+%
"#&. %+, $,%, /%%+/ "+, "+,
"#$% ,+# 2.&, %,&+. ,+2 ,+!
"#$/ ,+$ 2&!, /".+$ ,+! ,+!
"#$2 ,+$ ./,, %%%+, ,+! ,+!

从表 " 给出的黄河艾山站、泺口站、利津站 2 场

洪水涨水期冲深、落水期淤厚与净冲深可知，前者均

远大于后者。在汛期 %,, 亿 (/ 至 /,, 亿 (/ 洪水的

作用下，艾山站以下 /,, 3( 长的河段一般只冲深

,+% - ,+2(，远小于涨水期河床冲深 " - %+& ( 的幅

度。只有利律站 "#&. 年净冲深等于落水期的回淤

值，这是由于 "#&. 年河口改道、清水沟流路大幅度

缩短了流程的缘故。

图 2 给出了利津站 "#$/ 年洪水过程中河床冲

刷与流量的关系，可以看出，在流量大于 " 2,, (/ ) 0
后，随着流量的增大，平均河底高程逐渐降低，峰后

同流量的河底高程均低于峰前，河床在洪水过程中

涨冲落淤非常明显。当流量达到 "$,,(/ ) 0 以后，随

着流量的增加，河床高程降低，在流量最大时河床高

程达到最低。说明粒径 ,+,& - ,+" (( 的粗泥沙在

流量大于 %,,,(/ ) 0 时也能顺利输送。对悬沙中粒

径大于 ,+,2(( 的粗泥沙，在流量大于 % ,,, (/ ) 0 时

进入艾山站以下河段，也不会造成河槽的严重淤积。

图 2 利津站 "#$/ 年洪水过程中河床冲刷与流量间的关系

河床在汛期的冲深表明，较粗的泥沙颗粒（ !
4 ,+,2 - ,+" ((）在洪水期也能顺利输送。不论是

高含沙量、低含沙量、比降陡与比降缓的河流，河床

在涨水期都是冲的、落水期都是淤的。这对窄深河

槽的过洪机理、淤滩刷槽之间没有联系的认识，以及

利用洪水长距离输沙入海、水库排沙调控原则等问

题的认识，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 利用窄深河槽的高效排沙泄洪能力输沙

入海

#"$ 窄深河槽的高效输沙特性

%, 世纪 $, 年代，对黄河干支流不同河段的高

含沙水流输沙特性的对比分析表明［.!&］，窄深河槽有

利于高含沙水流输送，造成高含沙洪水在黄河下游

河道严重淤积以及在输送中产生异常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河槽极为宽浅。适宜输送的不是低含沙量的水

流，而是含沙量大于 %,, 35 ) (/ 的高含沙水流。目前

山东河道在流量 %,,, - /,,,(/ ) 0 时，不仅可以输送

实测含沙量小于 %,, 35 ) (/ 的洪水，待含沙量增加到

!,, - 2,, 35 ) (/ 时会更有利于输送。

造成河道多来多排的原因在于当低含沙水流流

速达到 "+$ - % ( ) 0 时，床面进入高输沙动平整状

态［$］。对高含沙水流而言，是因为黄河泥沙组成细，

含沙量增高后流体的黏性增大，而河床对水流的阻

力并没有增加所致，仍可利用曼宁公式进行水力

计算。

实测河道输沙特性分析表明，利用洪水排沙，水

库不必刻意拦粗排细。当河流的来沙主要由高含沙

洪水输送，而造成塌滩的清水洪峰很少发生时，可塑

造成窄深稳定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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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深河槽泄洪能力大

黄河山东艾山站在 !"#$ 年 % 月 &! 日、&& 日河

宽分别为 ’%( ) 和 ’($ )、平均水深分别为 $*" ) 和

!+*() 的条件下，分别下泄 !&,++), - . 和 !&#++), - .
洪水；泺口水文站在 !"#$ 年 % 月 && 日、&, 日主槽宽

&"#)、平均水深分别为 !+*( ) 和 !,*! ) 的条件下，

通过的洪峰流量分别为 !+!++), - . 和 !!!++), - .。
从 !"#$ 年花园口站和泺口站洪水期水沙过程

与河床平均河底高程、最低点高程的变化可知，黄河

窄深河槽在洪水期的输水能力大，主要原因是在涨

水过程中主河槽不断冲刷，最大洪峰稍后河床高程

到达最低，水深达最大。

花园口站实测主槽的过流能力表明，经过 !"%%
年 % 月和 $ 月两场高含沙洪水塑造，在 $ 月 $ 日花

园口站实测的主槽宽 ’(% ) 和 ’$, ) 时相应的水深

为 #*’) 和 #*,)，平均流速为 ,*$# ) - . 和,*%,) - .，
过流量达到 $ "$+ ), - . 和 " #’+ ), - .。由此可见，主

槽的过流能力很大。只要能保持较大的水深，泄洪

要求的河宽并不是很大。造成窄深河槽输水能力强

的主 要 原 因［%］是 单 宽 泄 量 与 水 深 的 高 次 方 有 关

! / !
" #

#
, $( )!

& ，使得在河宽不变的情况下水深绝对

值越大则水位涨率越小［"］。流量与水位涨率的关系

可用下式表示：

0%
0& ’

+*(
"
!( )$

+*(

(+*(&+*’

式中的水位涨率
0%
0&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与流量

的 +*’ 次方成反比，表明随着流量增大，单位流量的

水位增值将随之减小。因此造成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呈现出随着流量的增大，水位涨势趋缓的关系。在冲

积河道中，随着流量增大，水面宽会略有增加，加之河

床不断被冲深，水位涨率在高水期会更加平缓。

洪水在黄河冲积河床中流过，随着洪峰流量的

上涨，不仅水位上升，同时河床不断被刷深，使得河

道的过流能力迅速增加。不仅低含沙洪水如此，高

含沙洪水也是如此。河床刷深、水深增加对过洪能

力的影响往往大于水位抬升的影响。甚至由于河床

剧烈的刷深，使得洪水位反而大幅度降低。

!"! 泥沙输移的非恒定性造成冲积河道长距离

冲刷

根据对冲积河道实测资料的分析，河槽水力几何

形态、动床阻力特性、床沙与悬沙不同的水力特性与

冲淤特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了造成窄深河槽“多

来多排”的力学规律。床面在高输沙动平整状态时，

河床处在多来多排的输沙状态；由于底沙的运动状况

决定了河床的冲刷或淤积，其运动速度远小于洪水波

的传播速度，洪水泥沙输移的非恒定是造成涨冲落淤

的原因，河床的冲淤取决于作用于河床底部剪力的变

化，而与输沙的强度大小并无直接关系，)#+ / +*+# 1
+*!)) 的粗泥沙在洪水期也能顺利输送。

在涨水过程中，水流要从河床中不断地补给底

沙。随着洪水的上涨，水深增加，作用于河床底部的

剪力增大，底沙的输送强度增加，河床不断被冲深，在

最大洪峰时水深达到最大，作用在床面上的剪力最

大，底沙输沙强度亦最大。在最大洪峰稍后河床高程

到达最低。在落水过程中作用在床面上的剪力减小，

床面上的输沙强度渐渐变弱，河床不断淤积抬高。

由于底沙的运动状况决定了河床的冲刷或淤

积，其运动速度远小于洪水波的传播速度，因此洪水

在几百千米，甚至上千千米长、比降变化甚至相差

!+ 倍的冲积河道中均可产生强烈冲刷［"］。

$ 河槽不淤的水流条件与不淤河槽设计

$"% 河槽不淤的水流条件

床面在低能态区，随着水深的增加，流速迅速增

加，进入“多来多排”状态，此时的水深 流速值可作

为不淤河道设计值。根据相应的床面形态由沙纹发

展成流动沙浪，底沙的运动逐渐增强，当床面进入高

输沙率平整状态时，水深与流速的关系发生明显拐

点［$］。根据黄河河道实测断面平均水深与流速的关

系，将发生拐点的临界水深、流速值列入表 &。表 &
表明，水深的变化范围在 !*# 1 &)，流速的变化范围

在 !*$ 1 & ) - .，单 宽 流 量 的 变 化 范 围 在 , 1
#), -（.·)），进入高输沙动平整状态，河道的输沙特

性将进入“多来多排”的输沙状态。故可以用流速

&) - .，作为设计条件，当河宽变化时不淤流量也会

相应地变化。

表 & 床面输沙进入高输沙动平整状态的水流条件

站名 水深 *)
流速 *

（)·.2 !）

单宽流量 *
（),·（)·.）2 !）

剪力 *
（34·)2 &）

床面功率 *
（34·（)·.）2 !）

花园口 !*# &*+ ,*+ +*,+ +*(+
夹河滩 !*# !*$ &*% +*&# +*’’
高 村 !*% !*$ ,*! +*&, +*’(
孙 口 &*+ &*+ ’*+ +*&, +*’(
艾 山 &*+ !*$ ,*( +*&+ +*,(
泺 口 ,*+ &*+ (*+ +*,+ +*(+
利 津 &*+ &*+ ’*+ +*&+ +*’+

$"# 不淤河槽设计

比降变化对输沙不淤河宽的影响：水力计算采

用曼宁公式 + / !
" ,& *, $! *&，不淤临界流速值为 + /

&) - .，水深 , /（ +" *!$）!*#，单宽流量 ! / ,+。

表 , 给出比降为 ! * !++++ 或 & * !++++，排沙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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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时河槽不淤的整治河宽值。随着排沙流

量的减小，河槽不淤整治河宽逐渐减小，但均可达到

河槽不淤控制条件。其中比降 & ! (" """ 比 ( ! (" """
时的河槽不淤河宽均大些，前者是后者的 ()* 倍。

排沙流量 ("""#! $ % 时的不淤河宽在曼宁糙率分别

为 ")"(& 和 ")"(" 时，比降& ! (""""和比降 ( ! (" """
的整治河宽分别为 &&* # 和(**#，均可达到控制河

槽不淤的要求。

表 ! 不同河段的不淤流及相应河宽值

比降 " 曼宁糙率 # 不淤水深 !
#

单宽流量 !
（#!·（%·#）+ (）

整治河宽 !#
$排沙 ,

!"""#! $ %
$排沙 ,

&’""#! $ %
$排沙 ,

&"""#! $ %
$排沙 ,

(’""#! $ %
$排沙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以上结果可知，在河道比降不变的情况下，随

着输沙流量减小，不淤河宽相应地减小，仍可达到河

床不淤所需的水流条件，排沙流量由 !"""#! $ % 降到

("""#! $ % 时，比降 & ! (" """ 时的不淤河宽由 ./& #
减小到 &&* #；河道比降 ( ! (" """ 时，不淤河宽由

’!"#降为 (**#。说明在比降一定的情况下，可以

设计流量不同的不淤河槽，只是河槽宽度作相应的

变化。

自然条件相似的冲积河流，流量变化幅度虽然很

大，但比降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在比降相同时，不同流

量级别河道的河槽宽度不同。以黄河主要干支流渭

河、北洛河及黄河下游为例可清楚说明。北洛河河槽

最窄只有 /"#，流量 ("" 0 &""#! $ % 的高、低含沙洪水，

河道即可不淤；渭河下游从上到下河槽宽 -’" 0 &."#
时，流量 ("""#! $ % 的高、低含沙洪水，河道不淤；黄河

下游艾山以下河道河槽宽 !"" 0 -"" #，实测含沙量

("" 多 12 $ #!，流量 (’"" 0 (/""#! $ % 时河段排沙比即

可达 (""%。以上实例说明，在排沙流量变化时可通

过控制河槽宽度来实现控制河槽不淤。

! 利用空库泄洪排沙的可行性

!"# 泥沙多年调节，利用洪水排沙

黄河干支流大型水利枢纽的投入运用，完全改

变了下游来水来沙的自然过程。游荡性河道经常处

于小水挟沙过多状态中，河槽连年淤积而不能摆动

是造成二级悬河的根本原因。通过洪水期河床冲刷

与滩地清水回归主槽过程分析，说明主槽冲刷与漫

滩淤积间没有必然联系，洪水不漫滩时河槽仍可发

生冲刷。因此，调节水沙搭配、控制主槽淤积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

在黄河“八五”攻关中［*］，首次对小浪底水库泥

沙进行多年调节，利用洪水排沙方案进行了较详细

的计算，初步制定了水库运用原则。因此，小浪底水

库的运用方式由初期的削减高含沙洪水发展到利用

洪水排沙。

不论是高含沙量还是低含沙量、比降陡还是比

降缓的河流，河床在涨水期都是冲的、在落水期都是

淤的，因此，在调水调沙的时候若能把沙量调放到涨

水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拦粗泥沙主要应拦小

水时挟带的泥沙，而大水时“粗泥沙”也可输送入海。

由小浪底水库分析计算结果可知，水库的淤积

量大于 !" 亿 #! 后，才能利用洪水冲刷，相同的来水

来沙条件，库区淤积量小，水库冲刷机会多，但冲刷

效率低；当首次起冲量大时，库区淤积量多，冲刷效

率高，但冲刷机会少，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看不出优

劣。同样的来水条件和库区泄空水位，水库淤积量

大时冲刷效率高，出库的含沙量大，可以使更多的泥

沙调节到洪水期输送。

!"$ 洪水期水库主动泄空高含沙水流形成机理

大量的实测资料表明，蓄水拦沙运用水库水位

的迅速下降并泄空，淤泥便可流动产生高含沙水流。

水库虽然大小、形态各异，但淤土的力学性质相同，

产生高含沙水流的机理也相同。

%& 众所周知，淤土抗剪强度参数（ & 和!）依排

水条件而异。土的抗剪强度一般不排水不固结的试

验值最小，库水位的迅速降低，使淤土中孔隙水来不

及排出，土体的强度、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值低，! , "
（属于"3 , & 的情况），土体的密度大，只要流泥的水

平推力大于土体的黏聚力，土体便可产生流动。蓄

水拦沙运用水库中的淤积物处于水下饱和状态，库

水位迅速下降并泄空，淤泥流动便可产生高含沙水

流［("］。

’& 在洪水期水库主动泄空，库水位迅速大幅度

降低，随着主槽强烈冲刷，河床高程降低，滩槽高差

增大，土体荷重增加。随之土体内发生超孔隙水压

力，引发土体向主槽坍塌，为高含沙水流的形成创造

了有利条件。

(& 水库泄洪排沙时库水位迅速降低，当库区淤

积物抗冲性较强时，溯源冲刷纵剖面调整又具有自

动调整的特性，使冲刷以“局部跌坎”的形式向上游

发展，水流能量的消散集中，加强了冲刷能力，为多

沙河 流 形 成 长 期 使 用 的 调 水 调 沙 库 容 提 供 了 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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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小型水库泄空冲刷时产生的淤土滑塌，

以及洪水排沙的高含沙水流的情景，在大型水库（如

黄河小浪底水库）相似运用条件下也会产生。主动

空库泄洪排沙是多沙河流调沙的优化模式，其为黄

河下游河道利用洪水输送高含沙水流提供了可能。

#" 水库泄空冲刷高含沙水流的产生机理具有

土力学基础，在水库运用中防止淤土固结，控制淤土

的土力学特性指标的增长，是水库调度运用中应当

注意的重要问题。

$ 结 语

%" 基于小浪底水库建成、窄深河槽具有极强的

泄洪能力和输沙潜力，双岸整治方案是稳定主槽、防

止清水冲刷塌滩、形成窄深河槽的有效措施。

&" 在河道比降不变的情况下，排沙流量变化时可

通过控制河槽宽度来达到河床不淤所需的水流条件，

排沙流量由 !"""#! $ % 降到 &"""#! $ % 时，比降’ ! &""""
不淤河宽由 ()’#减小到 ’’*#，河道比降 & ! &"""" 的不

淤河宽由 +!"# 降为 &**#，说明在比降一定的情况下

可以设计输沙流量不同的不淤河槽。

’" 通过水库调水调沙，充分利用洪水输沙，控

制河槽淤积，增加主河槽的过洪能力，减少洪水漫滩

机遇，才有可能达到河床不抬高，使黄河滩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

!" 利用洪水排沙不必刻意拦粗排细，这样不仅

可以减少黄河下游河道淤积，同时也可以使黄河有

限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把泥沙调到洪水期，提高

洪水排沙期含沙量，充分利用洪水的输沙潜力输沙

入海，将大量节省输沙用水量。增大洪水造床输沙

作用后，可使河道输沙比降调平，减少河口延伸对下

游河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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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全国水利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

全国水利科技大会于 ’"") 年 ! 月 !& 日至 0 月 &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

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快水利科技创新、促进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进一步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水

利科技创新，不断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保障，以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对水利科技工作的领

导，把水利科技纳入科技发展总体规划；加大水利科技投入，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的水利科技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深化水利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加强水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水利科技国

际交流与合作。

水利部部长陈雷作了题为《加快水利科技创新步伐，为水利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保障》的报告。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水利科技大会，会议表彰了全国水利科技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颁发了 ’""* 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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