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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河大桥对四十八团渡口水文断面的影响

梁建辉1 秦 雯2

新疆 喀什 844000

本文重点介绍了塔里木河流域一级支流叶尔羌河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等情况，包括流域内的重点水

利工程，通过从上至下的归纳、总结以及四十八团渡口水文站各类数据的分析，为叶尔羌河大桥对四十八团渡口水文

断面的影响分析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为今后该水文断面如何处理受工况影响水文测验等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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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坂地水电站

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是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

规划中叶河流域唯一的山区水利枢纽工程，已经投入运

行。工程规模为Ⅱ等大（2）型水利工程。枢纽设计总

库容为8.67亿m3，死库容为0.75亿m3，调节库容为6.93亿

m3，其中年调节库容5.3亿m3，多年调节库容1.63亿m3,库

容系数63.58%，为多年调节水库[1]。

水电站位于叶尔羌河支流塔什库尔干河中下游，距下

游叶河干流控制断面卡群渠首190km。工程任务以生态补

水和春旱供水为主，结合发电。通过下坂地水库调蓄，可

废弃叶河流域16座平原水库，同时减少剩余24座平原水库

7-9月的蓄洪量，降低平原水库的蒸发渗漏损失。

下坂地水库设计洪水标准10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500年一遇。水库无防洪功能，但其主要功能为汛期蓄

洪，水库运行后将对叶河干流洪水组成有一定影响。

2 阿尔塔什水电站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是叶尔羌河干流规划修建的控制

性山区水利枢纽工程，具有灌溉、防洪、发电和生态等

综合利用效益。水库设计总库容28.07亿m3，调节库容

16.16亿m3，死库容10.75亿m3，防洪库容2460.7万m3。设

计洪水标准100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10000年一遇[2]。

工程规模为一等大（1）型水利工程。

防洪范围：叶尔羌河中下游干流段，即从喀群上游

55km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至艾里克塔木渠首，河段

总长为389km，其中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至平原灌区第

一处防洪工程恰木萨河段长37km，自恰木萨至艾里克塔

木渠首河段长352km。艾里克塔木渠首至入塔里木河河段

的治理已列入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范围。规划范围涉

及喀什地区的泽普、莎车、麦盖提、巴楚大部分；兵团

农三师、公安系统及解放军系统的15个国营农场。

防洪任务：根据防洪规划的总体部署，采用“库堤

结合”方案治理叶尔羌河的洪水灾害。即：阿尔塔什水

利枢纽承担叶尔羌河干流灌区的防洪任务，与灌区河段

防洪工程联合运行，将叶尔羌河下游一般防洪保护对象

防洪标准从不足2.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重点防洪保

护对象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彻底解决

叶尔羌河的防洪问题，造福叶尔羌河流域各族人民[3]。

根据叶尔羌河河段防洪设施现状情况及历年来的洪

灾流量分析，选择出山口处的卡群水文站断面为防洪控

制断面，卡群断面安全泄量为1750.0m3/s。

调洪原则及泄洪方式如下：

当洪水来临，天然入库流量Q入小于水库允许泄

量q允（1750.0m
3/s）时，来多少泄多少，利用泄洪建筑物

控制泄量，维持汛限水位不变；

随着洪水流量增大，当Q入大于q允但库水位低于防

洪高水位时，下泄流量仍控制不超过下游允许泄量；

随着入库洪水流量的继续增大，水库水位达到并

超过防洪高水位，按泄洪建筑物的泄流能力自由下泄，

水库水位继续上升；

随着入库洪水流量逐渐减小，水库水位上升速度

减慢，当泄洪建筑物泄流能力等于入库洪水时，水库水

位达到最高水位；

随着入库洪水流量的继续减小，水库仍按泄洪

建筑物泄流能力下泄，以使水库水位尽快下降至汛限水

位，准备迎接下一场洪水[4]。

3 民生渠首

民生渠首位于喀什地区巴楚县英吾斯坦阿克东村

境内，叶尔羌河西岸，距巴楚县城110km，距喀群渠首

186km，是规划中的叶尔羌河第五级引水渠首。该渠首建

于1987年，1989年投入运行，民生渠首是一座拦河式的

永久性钢筋砼结构引水枢纽。是巴楚县色力布亚灌区和

红海灌区的总引水口,承担着民生渠、巴楚总干渠、色力

布亚干渠和巴格托格热克渠的引、配水任务，担负着巴

楚县色力布亚镇以下8个乡镇、克拉克勤农场和4个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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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的引水任务，控制灌溉面积达80万亩，最大引水流

量180m3/s。

民生渠首河床质由沙质组成，在叶尔羌河上建拦河

闸门，修建5座闸，从西向东分别是巴格托格拉克闸、

民生渠闸设计过闸流量100m3/s、色力克布亚闸设计过闸

流量20m3/s、巴楚总干渠闸设计过闸流量60m3/s、冲沙泄

洪闸设计过闸流量710m3/s（小海子水库引水），因资金

原因，大河上溢流尚未修建，只建有临时性的由河床质

堆积而成的溃坝段，工程设计洪水2390m3/s，校核洪水

4360m3/s，但当洪水流量达800m3/s左右时，扒开溃坝，

实行溃坝运行，洪水过后又重新封堵河道[5]。

4 四十八团渡口大桥

叶尔羌河48团渡口大桥位于48团渡口水文站断面上

游50m。

图1-1 叶尔羌河48团渡口大桥工程及位置示意图

气象

从流域整体上讲，叶尔羌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塔里木盆地边缘。因远离海洋，周围又有高山阻隔，加

上大沙漠的影响，流域内呈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

其主要特点是：气温年、月变化较大，空气干燥，日照

长，蒸发强烈，降水量小。

由于大桥附近无气象站，故采用距工程区较近的麦

盖提县气象站资料作为本次的分析依据。该县的气象局

位于县城城郊（东经77°38′，北纬38°55′ ，建于1957

年，观测项目有云、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风、气

压、气温、湿度、地面温度、浅层地温、深层温度、冻

土、积雪、降水、蒸发、农业气象观测等，有1958-2021

年的观测资料[1]。

气温

麦盖提县为典型的大陆干旱性气候，气温年内变

化显著，多年平均气温11.7℃，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5.5℃，极端最高气温为42.1℃，元月份最低平均气

温-11.2℃，极端最低气温-22.4℃。

降水

降水量年际变化小，年最大降水量为124mm，发生

在1996年。最小降水量为6.7mm，发生在1961年，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43.1毫米，降水多集中在5-8月。降雪最早出

现于11月，最晚终于3月，最大积雪深为15cm。多年月平

均降水量见表4-1单位:mm

月份 1 2 3 4 5 6 7

降水量 0.6 2.3 0.3 2.8 9.1 6.6 6.8

月份 8 9 10 11 12 全年

降水量 9.2 3.4 1.5 0.5 0.7 43.1

蒸发

麦盖提县气候干燥，蒸发量大，20cm口径蒸发皿多年

平均蒸发量2270.6mm，年最大蒸发量2915mm，年最小蒸

发量2070.6mm，多年平均各月蒸发量见下表4-2单位：mm

月份 1 2 3 4 5 6 7

蒸发量 30.5 51.1 143.6 162.2 338.9 392.5 355.9

月份 8 9 10 11 12 全年

蒸发量 355.7 212.8 142.3 66.9 18.2 2270.6

风速

麦盖提县常年盛行西北风，多年平均风速1.9m/s，各

月平均风速小于2.9m/s，最大风常发生在春季，多年平均

最大风速19m/s，风向多为西北风，最大瞬时风速40m/s，

风向为西北风[2]。表4-3历年各月平均风速表单位：（m/s）

月份 1 2 3 4 5 6
年平均

风速 1.0 1.5 2.1 2.7 2.9 2.7

月份 7 8 9 10 11 12
1.9

风速 2.5 2.2 1.8 1.4 1.1 0.9

霜期、冻土

历年平均无霜期为214.7天，初霜期一般出现10月中

旬，终霜期一般出现在3月中旬。大地封冻期在11月下

旬至来年3月上旬，平均冻土深度39cm，最大冻土深度

55cm。

5 48 团渡口水文站

48团渡口水文站于1972年由喀什地区水电局设立，

1981年1月1日改由新疆水利厅水文总站领导，继续观测

至今，是国家二级水文站。该站位于叶尔羌河下游农

三师48团处，东经78°20′，北纬39°26′，测站以上河长

787km,离卡群水文站264km。该站河段是一个渡口，受人

工维修影响，河段控制良好，水位流量关系比较稳定，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4.3×108m3。2022年经新疆28处水文

站提档升级项目改造，目前测验方式主要为电动缆道和

测船相结合，雷达自记水位计观测水位，主要观测项目

有水位、流量、悬移质输沙率、气温、水温等。

6 大桥对水文断面的影响

四十八团渡口大桥为兵团农三师承建，桥长3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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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四车道，桥下由8座砼桩支撑，两端伸入胡杨林内

部，与县道相连[3]。

因公路建设需要，四十八团渡口大桥在建设前期进

行洪水设计，但因社会需要，没有进行对水文断面的影

响分析；该桥呈东北至西南走向，与河道呈近150度夹

角，因桥梁打桩，导致洪水从桥洞下经过时在水文断面

处形成顶托和回流，该断面处每年6-8月由上游民生渠首

开闸放水时方有水流通过，其它月份均为河干，沙漠化

严重，加之平时风沙天气较多，导致河道来水前河床几

乎与路面齐平，当上游来水时直接冲上地面和胡杨林，

再加上桥梁桩基与河道形成的夹角，水位上升，直接影

响测船的行驶与锚定，并威胁到测验人员的生命安全。

2022年提档升级项目改造完成后，新建了全自动电

动缆道，经过汛期近5个月的运行，因受桥梁影响，测验

效果差，数据混乱，主要表现为：

缆道跨度280m，主索采用21mm钢丝绳，循环索采用

5mm钢丝绳，铅鱼150kg，220v电压接入，左右岸钢塔架

高度为12m、13m，均为热镀锌钢，绞车和控制台均为国

内最先进设备，根据上述分析，缆道基础设施和仪器设

备的设计能够满足该断面100年一遇洪水[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四十八团渡口水文断面处需通过人

工影响工程，两岸修建导流坝，将河道顺直长度延长至

100m以上，消除桥梁带来的斜流和顶托影响，在确保测

验设施和仪器设施设备安全的前提下，测站人员方能正

常测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方能发挥真正的先进作用，

四十八团渡口水文站方能实现巡测管理，解放人力，为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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