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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水库水文特性探究
赵文生

%辽宁省朝阳县水务局' 辽宁 朝阳!#$$%%%&

!摘!要"!根据清河流域的水文观测站的历年水文资料'对清河水库的年径流*设计洪水及泥沙进行了分析'为今

后清河水库的完善及加固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年径流) 设计洪水) 泥沙)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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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清河是辽河左侧一较大支流$发源于辽宁省清原

县哈达岭南山$流经清原县&西丰县和开原市$在开原

市清辽村附近汇入辽河干流$在开原市老城镇附近有

较大支寇河汇入% 清河流域面积 ($("R;

$

$河长

#'#R;$比降 #H(&j$植被较好$流域地处东经 #$"f($gT

#$(f#%g$北纬 +$f#&gT+"f%$g% 清河水库位于清河干

流上$于 #*)% 年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年全部竣工%

水库控制集水面积 $"')R;

$

$占清河总流域面积的

+(S$坝址以上河长 #$*H#R;$比降 $H%"j$坝址距下

游长大铁路桥和开原县城约 #"R;% 清河水库区间来

水量 +H+' 亿;

"

$多年平均流量 #+H#';

"

V9% 清河支流

寇河上建有南城子水库$控制面积 )$(R;

$

% 清河流域

主要控制站流域特性见表 #%

表 $(清河流域主要控制站流域特性

河!名 站!名 面积VR;

$ 河长VR; 坡度Vj

清河
清河 $"') #$*H# $H%"

开原 +))& #"" #H&+

#(气(象

清河流域属北温带西南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

寒干燥$夏季湿热多雨% 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H";;$).* 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S% 该地区多

年平均蒸发量-$%K;口径蒸发皿/为 #$%% T#)&"H";;$

上游小于下游$年内最大蒸发发生在 ( 月$最小发生在

# 月% 开原站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S$全年日照时

数 $(($/$多年平均气温 )H*k$多年平均月平均最低

气温 l#"H*k$最大积雪深度 +% T)%K;$最大冻土深

,%$,



度 #+"K;% 多年平均风速 +H#;V9$最大风速 $)H";V9$

相应风向为 G>$'.* 月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H$";V9$

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H+ ;V9% 清河水库有 ) 年冰情资

料$初冰日期在 ##月 $) 日.#$ 月 #) 日之间$开化日期

在 "月 "%日.+月 )日之间$最大冰厚为 +% T&%K;%

%(年径流

清河流域水文测站主要有清河水库站&南城子水

库站&开原站&松树站&八棵树站&耿王庄站&东石人沟

站等$流量资料最早观测于 #*"( 年$

在(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对

清河水库天然年径流进行了复核% 清河水库天然年径

流由本站实测放流加本站以上工农业用水量&水库蓄

变量&蒸发渗漏损失量组成%

清河水库年径流系列采用 #*().$%%' 年$其中

$%%% 年之前径流成果采用(清河水库输水二期工程设

计)阶段成果$$%%#.$%%' 年径流为还原计算$$%%#.

$%%' 年工农业用水资料采用调查成果%

清河水库 #*().$%%' 年共 ($ 年天然径流系列进

行保证率计算$线型采用皮尔逊
"

型$0

8

经比较采用

$0

9

% 清河水库年径流量保证率计算成果见表 $%

表 #(清河水库年径流量保证率计算成果

站 名 '

均值V

#%

)

;

"

0

9

计算 采用
0

8

A0

9

设计值V#%

)

;

"

(% '( *(

清河

水库
($ (%& %H(" %H(" $H% +)$ "#% #(*

!!清河流域位于通江口.铁岭段$属地下水补给地

表水地区$这类地区水量平衡$其径流主要来自地表水

和地下水补给$该地区 &%H)S为山区$年降雨较多$气

候湿润$植被条件较好$河道沿途蒸发&渗漏损失较小$

通江口.铁岭段多年平均径流深在 $%%;;左右$径流

系数为 %H$( T%H"(% 清河水库 #*().$%%' 年多年平

均年径流 (H%& 亿;

"

$年径流深 $#"H&;;$径流系数为

%H$*"% 清河水库径流的丰枯变化较大$清河水库最大

年径流 #"H%+ 亿;

"

$最小年径流 %H'+ 亿 ;

"

$最大年径

流是最小年径流的 #$H') 倍%

清河水库径流年内分配极不均匀$从多年平均径

流量年内分配看$'.& 月两月进入汛期$所占比重较

大$#.$ 月两月进入枯水期终端$所占比重较小$与年

降水量年内分配相适应% 清河水库多年平均年径流年

内分配见表 "%

表 %( 清 河 水 库 多 年 平 均 年 径 流 年 内 分 配

站!名
年 内 分 配 VS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清!河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设计洪水

+H#!洪水特性

清河流域洪水由暴雨产生% 发生洪水的天气系

统!#*(# 年为低压冷锋$#*(" 年为华北气旋% #**( 年

' 月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抬$其北部边缘在北纬 "$f左

右$给北方地区带来了适宜的暖湿空气$此时西风带有

冷槽东移$冷平流输送的冷空气不断由西向东转移并

与南部副高形成静止切变$并在辽宁东北部和东部稳

定滞留$形成特大暴雨% 上述天气系统一般可出现 # T

" 日暴雨天气$具有雨量大&强度高&面积广等特点%

从 #**( 年 ' 月 $&."% 日暴雨等值线图上看$有两个

暴雨中心!一是浑河的支流东洲河'二是辽河的清河水

库&柴河水库上游% 清河水库上游的南支林丰&八棵树

雨量站 " 日雨量均在 "%%;;以上% 清河洪水多发生

在夏季$其中又多集中于 ' 月和 & 月$这两月占全年的

*%S% 清河属山区性河流$洪水陡涨陡落$一次洪水历

时为 ' 天左右$主要集中在 " 天%

+H$!水库历次设计洪水

+H$H#!水库设计洪水

清河水库原设计洪水成果来自 #*)) 年辽宁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的(清河水库溢洪道技术

,&$,



设计)$洪峰重现期为 #%% 年$#*(# 年&#*(" 年分别为

#%% 年的第一&第二位$频率计算所用资料共计 $" 年

-#*"(.#*++ 年$#*+*.#*)# 年/%

经洪水调查及文献考证$自 #'(% 年以来$辽河发

生较大洪水的年份是 #&&) 年&#*(# 年&#*(" 年三年$

由于当时历史文献-#'(%.#&() 年/资料不全$仅有由

辽宁省图书馆编制的(辽河&大小凌河水系水灾历史资

料辑要)$论证 #*(# 年洪水为 $%% 年来第一位$但根据

洪水调查期可确定是 #&() 年以来最大$当时为安全计

取 #*(# 年为 #%% 年来第一位$#*(" 年为第二位%

原设计洪水只计算了洪峰&' 日洪量$#" 日洪量$

#*(" 年&#*(# 年洪水 ' 日洪量作为 #&() 年以来第二&

第三位洪水$即重现期约为 (% 年&"% 年% #" 日洪量按

$" 年连续系列计算% 清河水库设计洪水成果见表 +%

表 '( 清 河 水 库 设 计 洪 水 成 果

项!!目 均值 0

9

0

8

A0

9

MVS

%H%# %H# %H( # ( $%

设计洪峰V-;

"

V9/

&(* #H+ $H( #+(%% #%#%% '#(% (*%% "$(% #$(%

' 日洪量V亿;

"

#H)# %H&# $ ##H$ &H)( )H%( +H#' $H+*

#" 日洪量V亿;

"

$H#) %H'& $ #+H"" ##H#% 'H&"

+H$H$!石佛寺水库设计阶段清河水库设计洪水成果

#**$ 年石佛寺水文分析阶段$对辽干及清河洪水

重现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该阶段由于历史文献资料

增多$除(辽河&大小凌河水系水灾历史资料辑要)外$

还有由中央气象局编制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

料)和由辽宁省气象局编制的(辽宁省旱涝史记)等文

献可供参考% #'(%.#&() 年的历史文献资料完整$因

而可从较长的历史文献期对辽河干流站 #*(# 年&#*("

年洪水重现期进一步考证% 清河水库设计洪水采用成

果见表 (%

表 /( 清 河 水 库 设 计 洪 水 采 用 成 果

项!!目 均 值 0

9

0

8

A0

9

MVS

%H%# %H%$ %H# %H$ # $ ( #%

$+/洪峰V-;

"

V9/

)'% #H(+ $H( #"#%% ##*%% *%"% '&+% (#+% +%+% $)'% #'"%

$+/洪量V亿;

"

+"H' #H"& $H% )"& (&" +(& +%( $&$ $"# #)( ##'

" 日洪量V亿;

"

&$H( #H#% $H% &)' '** )+$ ('( +#* "(# $)+ #**

' 日洪量V亿;

"

#$( %H*+ $H% #%)% *&% &%# '$+ (+# +)" "(* $'*

#" 日洪量V亿;

"

#)' %H*+ $H% #+#) #"%* #%)* *)( '$" )#& +'* "'$

/(泥沙分析

清河流域植被较好$含沙量相对较少$泥沙的地区

分布与洪水一致$流域各支流来沙量主要集中在 ).*

月$这期间产沙量最大时期又集中在暴雨洪水期$输沙

量在年内分配中集中程度较降水&径流更突出% 据统

计$'.* 月内输沙量可占全年输沙量的 &%S以上$有

些年份甚至一次洪水过程输沙量占全年输沙量的

)%S以上%

清河流域有 " 个水文站观测泥沙$清河水库下游

的开原站$清河水库上游的八棵树站和耿王庄站% 八

棵树站有 #*)%.$%%' 年泥沙观测资料'耿王庄站有

#*)$.$%%' 年泥沙观测资料'开原站有 #*().$%%' 年

泥沙观测资料% 由于开原站 #*)) 年之后均为建库后

的资料$故清河水库泥沙宜采用上游两站资料推求%

本次泥沙系列采用 #*().$%%' 年系列$八棵树站和耿

王庄站两站缺测的泥沙资料采用本站水沙相关方法

插补%

耿王庄站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H%#RAV;

"

$多年平

均悬移质年输沙量为 #(H( 万.'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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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流量多次-$ T+ 次/均值与传统流速仪施测流量

相差在n(S以内$ Dd[̀ 实测流量比传统流速仪法节

时约 )%S T'(S$这说明 Dd[̀ 性能可靠$精度较

高$节约时间$在水草严重的江段使用仍然能够快速

地进行流量测验$精度高于水文测验规范要求% 一

台 Dd[̀ 相当于多个测速仪$因此在水文测验中使用

Dd[̀ 可以达到高效节省人力的效果$使水文测验事

半功倍%

)OZG 与 传 统 测 流 仪 流 量 测 验 对 比 统 计 表

时!!间

测验次数 日!!期 时 分
断面位置 所在河流

流量V-;

"

V9/

历时V分

Dd[̀ 流速仪 相对误差VS Dd[̀ 流速仪 节时率VS

测验 #

$%#+ 年 & 月 $$ 日 #%!"$ 堡集闸 徒骇河 #%# *)H& +H"+ #( +( ))H'

$%#+ 年 & 月 $$ 日 ##!$) 贾家 潮河 '+H" '"H( #H%* #% "% ))H'

$%#+ 年 & 月 $$ 日 #"!"# 白鹤观闸 德惠新河 #)$ #)+ P#H$$ #) (+ '%H+

测验 $

$%#+ 年 & 月 $( 日 ##!%' 堡集闸 徒骇河 *'H) *&H( P%H*# #+ () '(H%

$%#+ 年 & 月 $( 日 #$!%# 贾家 潮河 ')H& '+H( "H%* & "( ''H#

$%#+ 年 & 月 $( 日 #+!$* 白鹤观闸 德惠新河 #+* #+' #H") #+ (& '(H*

!!当然$应在中水和含沙量小的河流中使用 Dd[̀ $

投放时避免与水草缠绕% 在堰闸等水工建筑物下游测

流时$测流断面应避开波浪及回水较大的区域$以免产

生测流盲区%

'(结(语

通过Dd[̀ 与传统机械式方法的测流的一系列对

比$发现 Dd[̀ 满足精度要求$具有测量快速&不干扰

水体&极少受天气影响等优点$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测流

装置$在水文测验中$特别是洪水测验中可大力推广使

用$为未来河道开发治理&水资源管理和防洪减灾提供

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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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棵树站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H+'&RAV;

"

$多年平均

悬移质年输沙量为 $"H" 万 .% 清河水库多年平均含

沙量按两站面积加权法推求$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

沙量按两站相加再面积比方法推求$则清河水库多

年平均含沙量为 %H)"$RAV;

"

$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

沙量 (%H(( 万 .$多年平均年输沙模数为 $#".VR;

$

%

清河水库多年平均推移质年输沙量按悬移质年输沙

量的 #(S考虑$则清河水库多年平均年总沙量为

(&H#"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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