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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
、

地下水浸没
、

库岸坍塌对生态的破坏及其治理措施

张 炳 臣

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三门峡水库是在黄河千流上修建的第一

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

年 月建成并蓄

水运用 由于原设计对泥沙淤积问题估计不

足
,

在水库蓄水运用后的四年时间内
,

以下库容已损失 多
,

漳关河床抬高
,

致使渭河和北洛河下游河床淤高
,

屡次发生

严重洪水灾害 高水位蓄水期间
,

因受地下水

浸没影响
,

库周发生大范围的湿陷
、

裂缝
、

沉

降
、

塌方
、

塌房
、

塌井和农 田沼泽化
、

盐碱化

特别是憧关以下库段发生的 大 面 积 库 岸坍
,

塌
,

给库区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
、

工农业生

产
、

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危害
,

同时
,

库区小气

候
、

陆生动植物
、

鱼类及水生生物生态
、

卫生
、

航运以及下游河道水文等
,

都发生了变化

 年至 年我们对三门峡水库进

行了全面的实 地调查 最近
,

又收集了近几

年来泥沙淤积及库区治理的有关资料
,

进行

了环境影响回顾评价

一
、

三门峡水库工程概况

三门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下段
,

控

制流域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占全流域的

肠
,

并控制了下游水量的 多 和沙量 的

外
,

是一座以防洪为主
,

兼有发电
、

灌溉
、

防

凌
、

航运等多种效益的综合性工程 按原设

计要求
、

水库拥有 的防洪库容
,

可使三门峡千年一遇洪水下 泄 流 量 削 减 至

水电站装机 台
,

容量
‘

,

年发电量
吕

·

调节水量

可为下游 斗 余万亩农田灌溉提供水源
,

并

使下游河道常年保持一定的航运水深 原选

定设计正常高水位为 相当库容
,

后来为了减少淹没损失
,

确定先按

施工 库容
‘ ,

坝顶高程
,

第一期移民按 高程进行
,

共移民

万人
,

淹没耕地 万亩 三门峡工程改

建后
,

防洪运用水位一般不超过 防凌

运用水位定为 灌溉发电最高水位一般

不超过

枢纽工程于 年 月动工
,

年

截流
,

年 月建成 主要建筑物有混凝

土
、

重力坝和水电站厂房 主坝全长
,

最大坝高
,

左侧为溢流坝
,

长
,

右

岸电站坝长

三门峡库区包括龙门以下干流 及 支 流
,

渭河
、

北洛河下游部分 图 龙门至大坝

长 库区地形以渔关为界
,

上段龙门至

渲关长
,

河谷开阔
,

为强烈堆积的游荡

性河流 撞关至大坝长
,

为峡谷型河

流 渭河
、

北洛河在渔关附近汇人黄河
,

交汇

区河床宽 余
,

而渔关河床宽突然缩到
,

形成天然卡口
,

因而撞关水位对渔关以

上黄河干流
,

渭河及北洛河下游起着局部侵

本报告经黄河水利委员会温存德副总工程师和工务

处工程师审阅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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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门峡库区平面图

蚀基准面的作用 渭河下游地形比较平缓开

阔
,

是弯曲性的平原河流

二
、

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期泥沙淤积
、

地下水浸没
、

库岸坍塌对环境的危害

一 泥 沙淤积

三门峡水库  ! 年 月建成并蓄 水运

用
,

最高水位达  年 月 日
,

蓄水后暴露出了一系列间题
,

超出原设计要

求的预料
,

水库库容迅速损失 年 月

至  ! 年汛后
,

以下库容已损失 多
,

年平均损失库容近 原设计年损

失库容 时 水库淤积范围外延
,

严重威胁关中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工农业基

地 渔关河床不断抬高
,

如 年汛后
,

渔

关河床高程比建库前抬高
,

使漳关以上黄

河北干流和渭河
、

北洛河下游河道都发生显

著淤积

回水淤积是库区问题的症 结 所 在 黄

河
、

渭河
、

北洛河的回水淤积发展迅速
,

向上

游延伸很远 黄河北干流淤积末端 在 黄 淤

断面
,

距坝
,

渭河淤积末端最远发

展到渭淤 断面
,

距坝

由于回水淤积影响
,

年华县以下滩

面抬高
,

渭南以下滩面抬高
,

临渔以

下摊面抬高 在渭南以下
,

防洪堤内外

形成 一 的临背差
,

成为悬河 北洛河下

游 年滩面均淤高 一
,

黄河北干流河

床抬高 一 渭南至撞关之间南 山下 的

条小支流
,

由于渭河水倒灌河床都有所提

高
,

如遇仙河泥沙淤积
,

桥面二次加高 见

图

由于泥沙淤积
,

河槽泄洪能力降低
,

渔关

以下过水断面曾减少 呢 黄河北干

流金水滩以下的漫滩流量只有 时
,

北

洛河朝 邑附近
,

滩流量由建库前的 时
。

降至 一  渭河华县断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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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加高一

第一次加高一

原桥面一

半
一

扮
一厂

豁
图 华县辛庄乡遇仙河桥

年建成
, 桥面高程

·
, , 年第一次加高

桥面高程 年第二次加高
、

桥面高程
峪 , 两次共加高了

降至 。 因此
,

经常造成洪水灾害
,

而渭河下游受灾比较严重 年汛期
,

渭

河河口 末端泄洪不畅
,

造成 一段河道

主槽全部淤堵
,

迫使河水漫滩流灌
,

上游河槽

和滩面也急剧抬高  ! 年 月 日
,

渭河

莲花市一柳枝一带发生 澎 洪峰
,

远远

大于当时 澎 的平槽流量
,

结果淹没耕

地六万多亩 年 月 日
,

华县洪峰流

量 澎 比建库前同流量水位高
,

当时平槽流量不足
,

结果沿河普遍

漫滩
,

支流倒灌 一
,

淹没耕地 万

亩 年 月 日
,

临渔 水文站 出 现

的洪水
,

是三门峡建库以来渭河最

大的一次洪 水
,

渭河下游防护大堤全部偎水
,

水深 北岸临渔大堤有一处决口
,

高程以下
,

即方 山河以东一片汪洋 秦岭南

山在渭南以东的 条较大支流全部倒灌
,

倒

灌总长度
,

受灾村庄 个 其中坍村

一处
,

受灾人口 近三万
,

倒塌房屋 间
,

毁

坏机井 眼
,

淹没土地 万亩 其它

道路
、

桥涵
、

抽水站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二 地下水位上升和浸没 的影响

三门峡水库蓄水后
,

库周水文地质条件

发生变化
,

地下水位普遍上升 上升高度由

坝址向上游逐渐减小
,

深水区大于 浅 水 区
,

近库边大于远库边 年 月一 年

科 学

底
,

高水位蓄水期坝址段地下水位 上 升 一
,

最大值在三门峡王官村高达
,

库

区上游
、

渭河两岸地下水位一般上升 一
,

库周地下水的影响范围是随库水位涨落而变

化
,

在撞关以下高岸峡谷型库区
,

影响范围一

般距库岸 一
,

北岸最大达
,

南岸最

大达

地下水上升和浸没所造 成 的 主 要危 害

有 地面湿陷
、

裂缝
、

滑坡
、

塌房
、

塌井
、

地下

水质恶化
、

土地沼泽化及盐碱化等

如平陆县南村乡东延村近年出现地面湿

陷
、

裂缝
、

沉降 该村东南约 处有一

地下水位观测井
,

井下钢 管埋深 多米
,

年 月份调查时发现比 年建井时

井周围地面大面积均匀沉降了
,  ! 年

月第二次调查时
,

测量结果下沉  !

滑坡多发生在沿库周的一级阶地及河谷

的两侧
.
如茵城县凤凰咀滑坡

,

坡体长2300m
,

宽 14 3m
.
老鹃窝滑坡

,

缝长 470 m (东西向)
,

缝宽 0
.
5一1

.
0m , ,

滑坡体面积 37 亩
,

落差 1一

1
.
7m
.

塌房主要发生在渔关以上库周
,

北洛河

的一级阶地上
,

不适居住的村庄 1961 年有 5

个
,

1 9 6 2 年扩大到 28 个
,

严重的是王庄村
,

一

年内塌房 20 0 间
.
在永济县夏阳

、

丙城县彩

霞一带和灵宝县杨村
,

3
40 m 高程左右 的近

岸低佳处均 出现地面湿软
,

道路泥泞
,

交通困

难和塌房现象
.

塌井主要发生在渔关以下库周
,

建库前

地下水位一般埋藏 20 一30 m
,

井壁多为松散

黄土
,

水库蓄水前
,

地下水位稳定
,

年变幅仅

一米左右
,

塌井极少见
.
蓄水后地下水位很

快上升
,

井壁土体浸泡
、

崩解
、

坍塌
. 1961 年

底
,

渔关
、

灵宝
、

陕县
、

三门峡
、

丙城
、

平陆等六

县 (市) 沿库周 24 个乡 10 0 多个自然村共塌

陷水井 1296 眼
,

其中 64 个村庄水井全部坍

塌
,

下游库区以三门峡市
、

陕县
,

平陆县最为严

重
.
塌井范围

,

北岸距库边一般为 1一l
.
sk m

,

丙城汉渡村远达 4k m
,

南岸大于北岸
,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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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库边 1
.
5一2

.
sk m

,

陕县大营及灵宝县新店

远达 4
.
skm

.
在上述范围内

,

塌井数占原有

井数的 70 多以上
,

特别是近库边一公里以内

有 90多 以上的水井塌毁
,

给群众生活造成很

大困难
.

地下水质出现恶化
.
库周地下水埋藏较

浅的低岸缓滩
,

由于受地下水位上升和浸没

的影响
,

使上部风化岩石和黄土中的可溶性

矿物和盐类溶解到水中
,

致使水中化学成份

复杂化
,

出现水质变咸变苦现象
.
水质恶化

程度随水库运用后水位抬高而发展
.
如茵城

县彩霞村水库蓄水前井深 7一 10 m
,

水质 较

好
.
水库高水位蓄水后

,

井水上升 Zm
,

全村

五眼井水全部变咸变苦
,

不能饮用
.

三门峡库区盐碱地主要分布在黄
、

渭
、

北

洛河后滩或一级阶地防护区 内
、

汾河河口
、

华

阴
、

华县夹槽地带及 山西运城辣水盆地
.

建库前
,

库区已有盐碱地 11 万亩
,

沼泽

地仅有小块分布
,

面积约 400 余亩
.
水库蓄

水后
,

由于地下水位上升
,

盐碱地沼泽地面积

迅速扩大
. 19 60 年 12 月盐碱地和沼泽地面

积约 23 万亩
,

1 9
61 年 11 月发展到 42

.
6 万亩

.

19 71 年 4 月渔关以上库区仍有盐碱地 35 万

亩
,

积水沼泽 5
.
7 万亩

. 19 73 年盐碱地面积

增加到 40
.
3 万亩

,

积水沼泽近 6 万亩
,

占库

区总耕地面积的 40 % 以上
.

但是
,

1 9 8 0 一198 1年调查时
,

渔关以上

库区盐碱地
,

沼泽地大量减少
,

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

(l) 水库采用低水头 (坝前水位一般不

超过 324 m )
, “

蓄清排浑
”

控制运用
,

回水不超

过渔关
.

(2) 华阴
一

华县
一

渭南
一

西安沿铁 路线 一

带目前已发展成为陕西省工业基地
,

大量抽

取地下水
,

使地下水位有所降低
.

(3) 近几年气侯干旱
,

二华(华阴
、

华县)

夹槽地区的农田灌溉
,

多采用井水
,

地下水位

也相应下降
.

(4) 库区内的国营农场
,

解放军农场在

7 卷 , 期

33 5m 高程以下修筑排 水 堤 33 km
,

疏 干 沼

泽
.
在 33 5m 高程以上挖排水干沟 120k m

,

干支沟相通
,

排水淋盐
,

可控制土地面积 45

万亩
.
排水站 12 处

,

控制土地面积 37 万亩
.

渭河两岸引水放淤
,

淤灌土地 14 万亩
,

旱地

变水田
,

改良盐碱地
.
另外

,

在南山支流上建

立小型水库 4 座
.

毓 由于上述原因
,

近几年撞关以上库区地

下水位下降 Zm 左右
、

库区盐减化
、

沼泽化止地

面积大量减少
,

基本上恢复到建库前的情况
.

(三) 库岸坍塌

塌岸主要分布在撞关以东
,

三门峡大

以西
,

在这区间为黄土高崖峡谷区
,

土质松散

岸坡陡至 60 一70
“ ,

岸边高出水面 30 一 70 m
.

由于河流弯曲
,

库岸几乎普遍存在着岸边冲

刷现象
.
水库蓄水期

,

特别是在高水位运用

期
,

水库在风浪的作用下
,

水流加剧对岸边的

冲刷
,

使高出水面数十米的黄土下部掏空
,

在

重 力作用下
,

全部坍塌
.

塌岸的形式有崩塌
、

滑塌
、

座塌 (混合式)

三种
.
粘质土多呈崩塌

,

沙质土多呈滑塌或

座塌
,

塌岸以滑塌和座塌为多见
.
到目前为

止 (198 5 年底) 库区内较大塌岸共 28 处 (图

3)
,

库区南岸有 16 处
,

北岸有 12 处
.
这些塌

岸有的已经治理和正在治理
,

而有的还在继

续坍塌
.

塌岸的强度和规模
,

一 次 塌 宽 一般 为

3一 sm
,

最大为 60 m
.
一 日塌宽最大为 7Om

(1978 年 10 月
,

灵宝县东 古 骚 塌 岸)
.
据

19 61 年底资料
,

蓄水初期
,

累计塌宽一般为

50 一 10om
,

1
00 m 以上的有 14 处

,

最大塌宽

280m (三门峡上村)
. 19 79 年 8 月调查

,

灵

宝县杨家湾累计塌宽 已 超过 15o0m
. 1961

年 9 月
,

发生在灵宝县七里铺的一次塌岸
,

塌

地面积约 100 亩
,

土体超过百万方
. 1960 年

9 月一 1% 1 年底累计塌岸量为 1
.
77 亿方

.
大

坝至陕 县 七 里 铺 塌 岸 显 著
,

占总 塌 岸 量

26 多
.
陕县七里铺至渔关为严重塌岸区

,

占

总塌岸量 72 沁
.
而渔关以上塌岸甚轻

,

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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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峡

图 3 三门峡水库撞关
一

坝址段严重塌岸示意图

.. . 严重塌岸河段 ; / 淤积断面及编号
.

2 多
.
坝前最高蓄水位 33 2

.
58 m 时

,

库岸线长

斗85
.
7k m

,

实则塌岸线长 ZO lk m
,

占总岸线长

的41 外
.
所以撞关以东有近半数岸线发生塌

岸
.

三门峡水库塌岸给环境生态带来的危害

是严重的
.

( l) 塌岸土体坠人水库
,

增加水库泥沙

量
,

侵占有效库容
.196 0 年 9 月至 19 61 年底

,

高水位蓄水期塌人库区的 1
.
77 亿 方 土 体 约

合 2
.
5亿吨

,

占同期水库淤积量 15
.
3 亿吨的

16
.
3多

,

侵占有效库容的 1
.
8外
.

(2 ) 破坏大量的良 田
,

中断道路威胁村

庄和人畜的安全
.

据 1977 年 11 月份资料
,

库区共有 16 个

乡
,

8 9 个自然村受塌岸影响
,

被迫搬迁的村

庄有 4 个
,

共塌掉耕地 6. 4 万亩
,

报废 26

处提水站和 62 眼机井
.
目前受塌岸影响的

村庄还有 36 个
,

33 处提水站和 12 3 眼机井
.

灵宝县西阎乡东古释村
,

近年来塌岸严重
,

已

迁建的村庄又有塌毁的危险
.
有的村庄距塌

岸最近处 只有 160 m
,

群众只得再次搬迁
.

三
、

三门峡水库的治理

(一 ) 工程 的改建

由于三门峡水库淤积严重
、

原设计效益

均无法全部实现
.
为了减缓淤积

,

继续发挥

工程效益
,

分别于 1964 年和 1969 年决定对

枢纽工程进行两次改建
.
第一次改建在左岸

增建两个进口 高程 为 290 m 的 泄 流 排 沙 隧

洞
,

电站左侧四条发电引水钢管改为泄流排

沙钢管
.
这样

,

连同原设计的 12 个深水孔
,

3 1 5 m 水位下可泄流 600 0 m 3/
s
第二次改建

是打开 8 个施工导流底孔
,

把 1一5号发电引

水钢管进 口高程下降至 28 7m
,

并安 装 , 台

轴流转浆式机组
,

总容量 25 x 10吸W
.
这

样
,

3 1 5 m 水位下共能泄流 l0 00om3 /
s,

较原

建泄流能力增加两倍以上
,

一般洪水的回水

淤积不影响撞关
.
泄流部分的改建 工 程 于

19 71 年 底 全 部完成
.

(二 ) 水库运用方式 的改变

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

段 (蓄水运用
、

低水位运用
、

控制运用)
. 1960

年 9 月到 1% 2 年 3 月进行蓄水运用
、

最高水

位曾达到 33 2
.
58 m

.
蓄水后暴露出了一系列

问题
,

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原设计的估计
.
为

此 1% 2 年 3 月改为低水位防洪排沙运用
,

但

因泄流能力不足
,

泥沙淤积仍继续发展
.19 71

年底
,

枢纽工程经过两次改建后
,

泄流排沙能

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

基本上解决 了水库泥沙

淤积问题
.
为了实现黄河水沙资源的综合利

用
,

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运用方式
,

即在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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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图 4 三门峡水库淤积图

少的非汛期适 当蓄水
,

进行防凌
、

灌溉
、

发电
.

来沙多的汛期则降低水位防洪排沙
,

并充分

利用洪水排沙
,

以适应下游河道
“

大水多排

沙
”

的特点
.

三门峡水库经过二次改建和改变运用方

式后
,

全库区历年泥沙淤积变化见图 4
.
从

图 4 可见
,

1 9 6 0 一1963 年底
,

工程改建前库

区泥沙淤积严重
. 1964 年工程开始改建

,

撞

关以下库区泥沙淤积明显下降
,

渔关以上库

区泥沙淤积仍继续增加
.
19 71 年底工

i
程 两

次改建完毕
. 1974 年水库采用

“

蓄清排浑”

的调水调沙运用
.
根据库区各淤积断面资料

分析
,

截止 19 85 年 10 月
,

整个库区泥沙淤积

得到控制
,

基本达到冲淤平衡
,

而且渔关河床

高程在一定变幅范围内(约一米 )基本上保持

稳定
,

控制了淤积上延
.

(三) 塌岸的治理

库区两岸严重塌岸河段
,

为了保村
、

保

站
、

保滩
、

修筑了大量的护岸及控制性工程
.

截止 19 83 年底
,

库区渔关至坝址段共修建护

岸工程 27 处
,

全长 37
.
1Zk m

.
经过治理的河

段
,

基本上控制了河势
,

减少塌岸的影响
.

四
、

目前三门峡水库工程效益

三门峡水库经过两次改建和改变运用方

式后
,

在防洪
、

排沙
、

防凌
、

灌溉
、

发电等方面

收到了一定的效益
.

(一 ) 防洪 三门峡水库为了保 留 库 容

以防御特大洪水
,

水库不拦蓄下游提防防御

标准以内的一般洪水以减少使用机率
,

减轻

水库淤积
.
水库的防洪运用方式

,

在 1969 年

有晋
、

陕
、

豫
、

鲁四省参加的会议上作了规定:

当上游发生特大洪水时
,

敞开闸门泄洪
.
当

下游花园口 可能发生 超 过 22 00 0 m
3
/ s 洪 水

(下游堤防设防标准)时
,

应根据上下游来水

情况
,

关闭部分或全部闸门
.
对增建的泄水

孔
,

原则上应提前关闭以防增加下游负担
.

从根据典型洪 水所作的防洪运用方案来

看
,

三门峡水库防御大洪水的效益还是十分

显著的
,

对于三门峡以上来的洪水
,

敞开全

部闸门泄流
,

最大下泄流量 15000耐/
s,

可将

人库洪峰流量为 40000澎/
s 的千年一遇洪水

降低到花园口站设防流量 220 00 时/
s; 对三

门峡以下
,

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来的洪水
,

水

库可相机关闸拦洪 23 一47 X 10
8m 3/。

,

减轻

了下游防洪负担
.

(二) 排沙 三门峡水库目前采用
“

平

时控制
、

洪水敞泄
”

的排沙运用方式
,

不但保

持了水库年内泥沙的冲淤基本平衡
,

而且有

利于渔关高程的冲刷恢复并尽量减轻下游淤

积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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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凌 三门峡水库凌汛期调节水

量配合下游防凌
,

不但使下游凌汛绝大多数

年份成为
“

文 开 河
” ,

而 且 战 胜 了 象 196 7、

1 9 6 9

、

1 9 7 0 年等较 1951、 1 9 5 5 年更为严重

的 凌汛
.

(四) 灌溉 据统计
,

1 9 7 3 一1983年
,

豫
、

鲁两省累计引黄抗旱 灌 溉 面 积 2130 0 多 万

亩
,

同时给开封
、

郑州
、

胜利油田等城市人民

生活和工业用水提供水源
.

(五 ) 发电 19 73 年 12 月底
,

第一台机

组发电后
,

相继共有 5 台机组投人运用(装机

容量共 25 x l少k w
,

设计年发电量为 12 X

losk w
·

h
)

,

截止 1986 年 5 月底已累计发 电

10 1 7 X 10 吸W
·

h 多
.
目前

,

正常年份发电

量已达 10 吸W
·

h 接近于工程改建 后 的设计

标准
.
除向三门峡 地 区提供约 10 x 10

‘
k
w

的电力外
,

共余 巧 X l少k w 并人电网系统
.

五
、

几 点 看 法

(一) 三门峡工程的实践表明
,

在多泥沙

河流上修建水库
,

由于泥沙问题
,

不但工程规

划指标和效益要受到限制
,

而 巨各项效益的

相互关系也要相互制约
.
加上三门峡水库特

定的河床边界条件
,

只能利用憧关以下峡谷

库区进行水沙调节
,

调节程度受到限制
.
因

此
,

三门峡水库所发挥的综合效益也是有限

的
,

远远达不到水库原设计的效益标准
.
如

受渔关高程的限制
,

三门峡水库的防凌运用

水位 196 5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 3 26 m
,

这时的

防凌
、

春灌库容只有 18 X 10
8
耐

,

不能满足

下游防凌和 日益增长的工农业供水要求
.
汛

期排沙也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调节
、

不能

较大程度地减轻下游河道淤积
.

(二) 三门峡水库不能与国内一 般 河 流

仅按径流调节和动态经济学的概念所进行的

规划而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
.
完全 可 以 设

想
,

如果三门峡工程不改变运用方式和不进

行改建
,

二十六年后
,

由于泥沙淤积和库容损

失
,

水电站也仅仅是个径流电站
.
关中地区

淹没
、

浸没的损失将十分巨大
,

原规划的效益

也将无法实现
.
从这一角度出发

,

不能以原

规划的指标来衡量工程效益的大小
.

(三) 三门峡水库对环境生态所 造 成 的

影响
,

突出地表现在高水位蓄水拦沙期
.
其

影响范围逼及库区上下游广大地区
,

所造成

的后果是严重的
.
随着水库枢纽工程的改建

和运用方式的改变
,

加之在库区上游采取了

一系列工程防护措施和治理措施
,

水库造成

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有的已消除
,

有的得到控

制
.
但有的其危害很难恢复到建库前的水平

.

例如泥沙淤积问题
,

工程经过两次改建和降

低其他指标
,

库区渔关至坝址段槽库容可以

较快消除淤积影响
,

而渣关以上滩库容难以

恢复
,

库容运用一次就会减少一次
.
但 由于

特大洪水发生的机率小
,

运用机会不多
,

这

样
,

三门峡水库就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

一定的防洪库容
.

目前
,

三门峡水库正常 最 高 蓄 水位 为

324 m
,

回水不超过撞关
,

一般在黄淤第 33 断

面
.
水库结合防洪

、

防凌
、

灌溉
、

发电等综合

利用进行水沙调节
,

使撞关河床高程在一定

变幅范围内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

控制 了 淤 积

上延
,

而且对于库区下游河道也未产生不利

的环境影响
,

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工

程
,

除害兴利
,

摸索了一条途径
.

(四) 三门峡水库当前的运用方 式 是 适

应目前黄河上下游情况所作的一种安排
.
随

着上下游新工程的修建
,

三门峡水库的运用

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
合理地处理和安排泥沙

问题
,

使之向有利于环境生态方面发展
,

这仍

然是今后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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