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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者说

答好黄河安澜的时代问卷
□本报采访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

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曾因“多淤、多决、多徙”

造成不少灾害。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

规模治理，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但水害隐患还像一把

利剑悬在头上。

黄河安澜，总在心头。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沿黄九省区考

察，5年间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座谈会，为

保障黄河安澜“把脉诊病”，深远谋划黄河长

治久安宏伟蓝图，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

5年来，水利部和沿黄九省区锚定目标，

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持续完善黄河水

沙调控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流域防

洪工程体系，不断提升流域水安全保障能

力，共同答好黄河安澜的时代问卷。

“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

“以前庄稼就收一季，麦子能收，后面就

不成了。”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荆隆宫乡老

鸦张村，58岁的村民连瑞菊作为受益群众之

一，对黄河调水调沙有着直观感受：“小浪底

调水调沙之后，把河道排（拉）深了，后面就

没怎么涨过水了！”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导致

下游形成“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险局，特

别是主河槽行洪能力下降，威胁滩区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障

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

这个‘牛鼻子’。”

调 水 调 沙 正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一 剂 良

药”。“结合汛前腾库迎洪，通过万家寨、三门

峡、小浪底这 3 座已建水库‘接力’，一段一

段地输送水库和河道里的泥沙，直至入海。”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总

工程师魏向阳介绍。

控制着黄河90%的水量和近100%的沙量

的小浪底水库是绝对主力。2019年以来，黄委

组织开展9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14.82
亿吨，“这相当于又造出来一座10亿立方米库

容的大型水库，延长了小浪底水库的使用寿

命。”魏向阳说，通过持续调度，累计冲刷黄河下

游泥沙2亿吨，河槽过流能力稳中有增，并向黄

河尾闾生态补水超10亿立方米，实现了防洪保

安、排沙减淤、改善生态等多重目标。

成效背后，是水利部门对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领悟与实践运用。立足

流域系统性，水沙调控机制持续完善，调水调

沙“朋友圈”范围不断扩大。支流上的陆浑、故

县、河口村水库2023年首次纳入联合调度，通

过调水调沙关键期支流水库下泄清水，促进

了入黄口干流河段清水带的形成，改善了排

沙期鱼类栖息生境，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

息地的影响。针对宁蒙河段新悬河问题，黄

委连续两年启动黄河干流上中游重点水库联

合排沙调度，以维持上中游水库的宝贵库容。

2024年4月3日，水利部印发《黄河水沙调

控体系工程名录》，将黄河干支流34座工程纳

入黄河水沙调控统一调度。“从统筹全流域的

角度来建立健全联合调度机制，修订完善联合

调度方案，将进一步增强水沙调控体系的整体

合力。”黄委水旱灾害防御局副局长滕翔说。

经过 23 年持续调度，黄河下游主河槽

最小过流能力由 2002年的 1800立方米每秒

提高到目前的 5000 立方米每秒。调水调沙

显著打开了下游防洪调度空间，减小了黄河

漫滩的几率，这让更多像连瑞菊一样的滩区

群众感到安心。

对完善黄河水沙调控体系来说，今年 7
月 9 日开工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是重

大利好，其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小浪底水库调

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这一突出问题。“古贤

工程建成后，与三门峡、小浪底水库多库联

调，还将有效降低潼关高程，让三门峡水库

迎来新的生命周期，确保下游河床长期不抬

高。”魏向阳说。

“迅速查漏补缺，补好灾害预警监测短板”

8 月 27 日，随着小浪底库区郭岭站、狼

窝顶站、杨树洼站的 3台水利测雨雷达实时

雨情信息影像呈现在数字孪生小浪底集控

中心的大屏幕上，标志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库

区水利测雨雷达投入组网试运行。

测雨雷达是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

线”中第一道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3台

测雨雷达组网形成的三角监测区，可对未来

1～3小时的短临降雨进行高精度预报，实现

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雨情监测数据输入由

“落地雨”向前置到“云中雨”的转变。

黄委水文局测验处新技术科副科长牛

茂苍牵头研发的光电测沙仪，实现了每 6分

钟一次自动传输含沙量数据，最大监测量程

可达 900 千克每立方米以上。黄委水文局

河南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孙建民说：“过去

测含沙量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现

在有了光电测沙仪，黄河泥沙在线监测又快

又准。目前已经在小浪底、花园口等 26 个

水文站安装应用。”

靠河工程上，一个个监控系统全天候

“注视”着脚下的黄河，天眼系统、巡

查预警机、自计水尺、移动监测

车等信息化装备正让

防汛日益“耳聪目明”。

滚滚浪涛中，河南、山东黄河河务局创

新研发的“智能石头”“坝岸智能卫士”等智

能化设备实现了水下根石的实时监测预警，

改变了传统治黄根石探摸、人工查险报险等

工作方式，通过提前预判险情发生，为险情

“抢早、抢小、抢住”发挥关键作用，大幅度提

高了防汛工作的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已广

泛推广应用。

进入数字时代，黄河治理走向“智”理，

为保障黄河安澜提供了重要支撑。2022年，

黄委发布《数字孪生黄河建设规划（2022—
2025）》，提出“十四五”期间加快构建数字孪

生黄河。

黄委信息中心副主任齐予海说：“数字孪

生黄河建设，重点之一是结合实战需求，完善

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四预’系统，提升防洪调

度系统智慧化水平，将‘未知’变为‘预知’，为

防洪调度部署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近年来，黄委充分运用数字孪生黄河防

汛业务应用成果，协同开展雨水情监测预

报、水库调度、洪水模拟预演，科学精细调度

干支流骨干水库，合理调控洪水泥沙，成功

迎战 5年来干流 14场编号洪水，确保了黄河

防汛安全。

数字孪生黄河在加快推进的同时，“三

条黄河”中的“模型黄河”建设也有新进展。

日前，黄河下游河道模型设备率定校准操作

平台及模型沙快速置换设备落位黄河水利

科学研究院的“模型黄河”试验基地，标志着

“模型黄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工程

迈上新台阶，将更好满足新时期、新形势下

开展水沙运动及河床演变规律探索、河道整

治、洪水防御、水工程调度、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论证等需要。

“要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

“上足巡查人员，24 小时巡查薄弱堤段

和险工险段，必须要守住大堤安全……”和

黄河人谈起防汛，记忆总会被拉回 2021 年

的秋天。

抗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过

程惊险万分，胜利来之不易。2021年 10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东营考察，强调“要

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加强水生态

空间管控，提升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确

保黄河沿岸安全。”

近年来，立足防大汛、抗大险，统筹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水利部和沿黄相关省

份，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流域

防洪能力。

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为确保黄

河安澜“强筋健骨”。

黄河下游“十四五”防洪工程 2022年 7月

开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下游游荡性河段河

势，提高黄河河南段、山东段河道排洪输沙能

力。目前，168处河道工程完成投入使用验收。

2024年 8月 29日，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

工程首个标段完工。两天后，在距离其 1000
多公里的黄河下游，全长 19.08公里的山东省

东平湖老湖区洪水相机南排与柳长河段航道

“三改二”工程破土动工。山东省水利厅厅长

黄红光介绍，工程建成后，老湖区洪水相机南

排能力将提高到 450 立方米每秒，显著提升

东平湖调蓄黄河洪水、大汶河来水能力。

实行“兵团作战”，强化水工程统一联合

调度。应对 2021 年黄河秋汛中，防洪调度

用足“绣花功夫”，一立方米一立方米库容

算，一厘米一厘米水位算，一个流量一个流

量算，将水库、蓄滞洪区和河道的防御功能

发挥到极致，实现“人员不伤亡、滩区不漫

滩、工程不跑坝”防御目标，避免了下游 140
万群众转移、399万亩耕地受淹。

先进技术手段运用于防汛的效果也在

不断显现。“起飞，悬停，四方位移动，拍摄工

程坦坡……”在山东省历城黄河华山管理

段，女子无人机飞行小队谢雨晴操作无人

机，对河道工程重点部位进行巡查。历城黄

河华山段全面应用山东黄河河务局“三个全

覆盖”建设成果已有 2 年，不仅实现无人机

巡河，还实现了视频实时监控、视频会议随

时连线，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科技加持，技能培训对防汛同样重

要。在山东滨州黄河防汛抢险培训基地，管

涌、滑坡等常见险情识别和抢护方法，通过

图示和模型直观展示。“基地集险情模拟、现

场教学、实操训练于一体，可以开展专群队

伍素质培训、观摩学习。”山东惠民黄河河务

局副局长马彦磊说。

近年来，黄河下游沿线的防汛抢险培

训基地越来越多，为河务部门人员及当地

群防队伍提供了以演备战、以练代训的场

所，切实提高了防汛抢险实战水平和应急

处突能力。

在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安置小区里，连瑞

菊坐在自家明亮的落地窗旁，讲述着一家人

的幸福故事。未来，随着以骨干水库等重大

水利工程为主的调控体系逐步完善，随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纵深推

进，会有更多的黄河幸福故事上演。

（本报采访组成员：李国隆、席晶、陈晓磊、
马晓媛、黄一为、刘艳飞）

历城黄河华山管理段历城黄河华山管理段，，职工操作无人机对河道工程重点部位进行巡查职工操作无人机对河道工程重点部位进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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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访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

说起黄河水沙调控，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感慨：“和

黄河的水沙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底

气越来越足了。”

作为一名资深治黄人，魏向阳见

证了变化，也熟悉变化的过程。

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少沙多，水

沙关系不协调”，造成下游河床严重淤

积。“治黄人一直在探索通过人工手

段，改变不协调的水沙关系，但没有成

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忆及当年的探

索，魏向阳说，“时任黄委主任李国英

同志提出，调节水沙关系要有两个重

要前提，一是有大型调节水库，二是探

索出调水调沙的内在规律。调水调

沙，就是治黄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开

启了被动治黄走向主动治黄的一个里

程碑。”

2001 年小浪底工程建成投用，让

调水调沙有了实践基础。“2002 年７

月 4 日到 15 日，我们首次实施了大规

模的调水调沙试验，取得显著成效，成

功使 6600万吨泥沙入海。”魏向阳说。

一次次的调水调沙实践及反复研

究，无数次的计算和技术研讨，使得对

黄河水沙运动规律的认识把握不断加

深。“现在我们对人工塑造异重流已经

轻车熟路了。刚起步那时候是很费劲

的，国内主流专家一致认为异重流能通

过调度形成，但就是找不到规律。李国英

主任带着大家反复研究，终于通过调度

成功塑造了异重流，排沙效果显著。”

魏向阳说。艰难探索结出硕果，“黄河

调水调沙理论与实践”获得了 2010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近年来，以骨干水库等重大水利

工程为主的水沙调控体系不断完善，

参与调水调沙联合调度的水库从黄河

中下游干流拓展到支流，又延伸到上

中游的水库群。

更可喜的是古贤水利枢纽今年开

工。“工程建成后和已建的工程联合运

用，可以有效增强调水调沙后续动力，

确保下游河床长期不抬高。”魏向阳说。

“数字孪生黄河建设加快推进，为

提升水沙调控效果提供有力支撑。随

着水沙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加上

黄河保护法的护航，实现水沙关

系协调，我们心里的底气更足

了！”魏向阳坚定地说。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
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
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一把利剑悬在头
上，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
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要完善水沙

调控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
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
河沿岸安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 9月 18日，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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