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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黄河水利工程治理对策

张Ǔ猛Ǔ董现辉Ǔ路立功
濮阳黄河河务局Ǔ河南Ǔ濮阳Ǔ457000

摘Ȟ要：黄河，这条伟大的河流，在滋养华夏大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治理难题。本文聚焦黄河水

利工程治理。阐述了黄河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及类型功能，包括防洪、灌溉、水电等。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工程

老化损坏、泥沙淤积严重、水资源管理不善及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针对问题提出治理对策，涵盖工程设施维护更

新、泥沙治理、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以及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旨在为黄河水利工程治

理提供全面且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促进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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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黄河作为我国的母亲河，在经济、生态和文

化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河水利工程对于保障

流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社会发展，黄河水利工程治理面临

诸多挑战。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黄河水利工程治理现状

及存在问题，探索有效的治理对策，通过对其发展历

程、类型功能的梳理，为后续针对性治理措施的提出奠

定基础，以期实现黄河水利工程的科学治理和黄河流域

的可持续发展。

1��黄河水利工程概述

1.1  黄河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
黄河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古代，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就有修建堤防以抵御洪水的初步尝试。秦朝

统一后，对黄河堤防进行了大规模整治。汉代的贾让

提出了著名的治河三策，为黄河治理提供了重要思路。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隋唐宋时期，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推

进，如修建运河等与黄河相关的水利设施，促进了经济

发展和交通运输。明清时期，继续加强堤防建设和河道

治理。近现代以来，黄河水利工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在防洪、

发电、灌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注重生态保

护与修复，不断探索科学合理的治理模式，推动黄河水

利工程持续发展，为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

全提供坚实保障。

1.2  黄河水利工程的类型与功能
黄河水利工程类型多样且功能丰富。防洪工程是其

中重要类型，如坚固的堤坝能阻挡洪水泛滥，保护沿岸

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水库可调节洪水流量，削减洪

峰，在汛期发挥关键防洪作用。 灌溉工程为农业发展

提供支撑，通过渠道等设施将黄河水引入农田，滋润土

地，促进农作物生长，保障粮食产量，使黄河流域成为

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水电工程利用水流落差发电，为

区域提供清洁能源，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推动经济

发展。还有河道整治工程，通过疏通河道、加固河岸等

方式，改善河道行洪能力，稳定河势，生态修复工程致

力于恢复黄河流域生态，如湿地修复等，有利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的良性发展[1]。

2��黄河水利工程治理当前存在的问题

2.1  工程老化与损坏
许多堤坝、水闸等设施修建时间久远，长期承受水

流冲刷、自然侵蚀以及各种复杂的地质应力作用，导致

结构稳定性下降。部分堤坝出现裂缝、渗漏等情况，严

重威胁防洪安全。水闸的机械设备老化磨损，操作灵活

性降低，影响正常的水位调控和水流控制。一些水库的

大坝坝体内部可能存在隐患，如混凝土老化、钢筋锈蚀

等，降低了水库的蓄水能力和安全性。同时，早期建设

的水利工程在设计标准和施工质量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局限

性，难以适应现代水利工程的高要求，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问题逐渐显现，给黄河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有效

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增加了工程失事的风险，对流域

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2.2  泥沙淤积严重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随水流进入河

道。中游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使得黄河含

沙量极高。这些泥沙在河道中逐渐沉积，导致河床不断

抬高。下游部分河段形成了“地上悬河”，增加了洪水

决堤的风险，对沿岸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泥沙淤

积还使得水库库容大幅减少，降低了水库的调节能力和

使用寿命。水利枢纽的引水口、水闸等设施也容易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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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堵塞，影响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此

外，泥沙淤积还改变了河道的水流形态和生态环境，对

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和生存繁衍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河

流生态系统的平衡，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水利工程治理的

复杂性和难度。

2.3  水资源管理不善
水资源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一方面，农业用水量大

且效率低下，灌溉方式粗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工

业用水增长迅速，部分企业节水意识淡薄，水资源重

复利用率低，生态用水常被忽视，导致河流生态系统受

损。缺乏有效的水资源统一调度机制，流域内各地区、

各部门之间争水现象频发，难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

置。水资源监测体系不完善，对水资源的量与质的实时

动态掌握不足，无法为科学管理提供准确数据支持[2]。

2.4  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完善
管理权限划分不清晰，不同部门之间职责存在交叉

与重叠，在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和维护等环节容易出现

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协调合作机

制缺乏，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工作

合力，例如在水资源调配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无法实现协

同管理。监督管理机制薄弱，对工程质量、资金使用以

及运行效果等方面的监督力度不足，存在违规操作和资

金浪费的风险。缺乏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难以准

确评价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成效，无法为改进管理提供

有力依据。

3��黄河水利工程治理对策

3.1  工程设施维护与更新
（1）应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利用先进的监测技术

和设备，如传感器、卫星遥感等，对工程设施进行实

时、全面的监测，及时掌握设施的运行状态和变化情

况。包括堤坝的位移、沉降，水库大坝的渗流、应力变

化，水闸的设备运行状况等。（2）制定科学合理的维护
计划。根据设施的类型、使用年限和监测数据，确定维

护的周期和内容。定期对设施进行保养，如对机械设备

进行润滑、调试，对建筑物进行清洁、防腐处理等。对

于出现的小问题及时修复，避免问题扩大。（3）加大
资金投入用于设施更新改造。对于老化严重、性能落后

的工程设施，要及时进行更新换代。采用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提高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采用

新型的防渗材料修复堤坝渗漏，更新水闸的自动化控制

系统，提高运行效率和精度。（4）加强维护人员的培训
和技术提升。通过举办培训班、技术交流等方式，提高

维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使其能够熟练掌握先

进的维护技术和方法，更好地开展工程设施维护与更新

工作，确保黄河水利工程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为黄河

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支撑[3]。

3.2  泥沙治理
首先应注重源头治理，在黄河上游地区大力开展水

土保持工作。通过植树造林，增加植被覆盖面积，减少

雨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刷，降低水土流失程度，实施坡

改梯等工程措施，改善地形条件，减缓水流速度，进一

步减少土壤侵蚀和泥沙产生。在中游地区，优化水库调

度策略至关重要。根据黄河水情和沙情的变化规律，合

理调整水库的蓄水和放水时机及流量。例如，在汛期适

当拦蓄洪水，沉淀泥沙，非汛期则有计划地加大下泄流

量，冲刷河道，提高河道的输沙能力，维持河道的合理

淤积水平。此外，积极探索泥沙的综合利用途径。可以

将泥沙用于建筑材料生产，如制作砖块、水泥等，实现

资源的转化利用，减少对天然砂石资源的依赖，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开展泥沙在农业和生态

修复领域的应用研究，如利用泥沙改良土壤质地，促进

农作物生长，或者将泥沙用于湿地建设和河道生态修复

工程，为生态系统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另外，要加强

对黄河泥沙的监测与研究。建立全方位、高精度的泥沙

监测网络，实时掌握泥沙的动态变化情况，为治理决策

提供准确数据支持。深入研究泥沙运动规律和特性，借

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模型分析，不断优化泥沙治理方

案，提高治理效果，从而实现黄河泥沙的科学治理，保

障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3  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管理
（1）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监测体系，运用先进

的监测技术和设备，实时准确地掌握黄河流域的水资源

量、水质状况以及用水需求等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

信息化手段，对水资源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为决策提

供可靠依据。（2）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明确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红线，加强对取用水行为的监管。根

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用水配

额，推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抑制

不合理的用水需求，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3）优化水
资源配置格局。综合考虑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等各

方面的用水需求，制定科学的水量分配方案。在保障生

活用水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调配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和

工业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注重生态用水保

障，维持河流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生物多样性。（4）
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

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统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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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协同管理。通过合理安排水库蓄水、放水计划，以

及调节河道流量等措施，确保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合理分布，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开发。

3.4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第一，在水利工程规划与建设阶段，应充分融入生

态理念，采用生态友好型的设计方案。例如，在堤坝建

设时预留生态廊道，为水生生物和陆生生物提供迁徙

和栖息的通道，减少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在工程

运行过程中，加强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监测与评估，建立

完善的生态监测网络，实时掌握水质、水量、水生生物

种群等生态指标的变化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及时发现

生态问题的端倪，为采取针对性的修复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第二，积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对于受损的湿地，

开展湿地恢复项目，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改善湿地水质

等措施，恢复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在河道治

理中，注重自然岸线的保护和修复，采用生态护坡技

术，取代传统的硬质护坡，增强河岸的稳定性和生态

性，加强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严格控制渔业捕

捞强度，实施禁渔期制度，为鱼类等水生生物提供良好

的繁殖和生长环境。第三，还需强化水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监管，提高污水处理

厂的处理能力和排放标准，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合理使用农药和化

肥，防止其对水体造成污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全面

推进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促进黄河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为流域内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3.5  管理体制与机制创新
（1）应明确各部门在黄河水利工程管理中的职责分

工，避免职能交叉与重叠。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协调

机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估等工作，加

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例如，

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水利工程的建设运

行，环保部门专注于水环境监测与保护，农业部门参与

农业用水的合理调配等，通过协调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和

协同决策。（2）完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机制。建立科学
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规范工程运行维护行为，确保

工程安全稳定运行。引入市场化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服务，通过竞争提高管理

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对工程运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

核，提高其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管

理队伍。（3）创新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全方位、
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资金使

用、运行效果等方面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对

工程管理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

整改。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拓宽监督渠道，鼓励

公众对水利工程管理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提高管理

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4]。

结束语

黄河水利工程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关系

到流域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对工程

设施的维护更新、泥沙的有效治理、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与管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以及管理体制机制的

创新，我们在治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仍需

不断努力和探索。未来，应持续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

新，提高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公众参与

和意识提升，让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黄河水利工程治

理，为黄河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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