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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沟水库水文特性探析
潘志钢

#辽宁省辽阳水文局$辽宁 辽阳!$$$###&

&摘!要'!本文根据,辽宁省水资源评价成果报告-$对太平沟水库暴雨洪水及泥沙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对太平

沟水库的流域径流*暴雨洪水及泥沙等水文特性的变化分布初步分析$得出太平沟水库流域内水文变化规律$为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水库除险加固设计及以后维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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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概况

太平沟水库位于陈屯镇太平沟村"于 $?%" 年竣工

投入运行' 太平沟水库工程为典型的)三边*工程"建

于 $?%" 年"无原始设计(施工及验收资料' 水库当时

的设计标准是 "# 年一遇"校核标准为 $## 年一遇"是

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小%"&

型水库' 库区流域面积 "*)R8

"

"坝址以上河道长

(*$,R8"河道平均比降为 $#$*?s' 根据盖州市气象

站气象资料统计分析"流域内多年平均气温 ?*%o"极

端最低气温D"'*$o"极端最高气温 (&*&o'

多年平均降水量 %"&88"年内降水分配不均匀"

&-? 月降水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 流域多年平

均蒸发量 $)##88' 春季多西南风及东南风"夏季以东

南风为主"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80T"最大风速

"(*#80T' 最大积雪深度 ""78"最大冻土深度 $*$8'

!"水文基本资料

本次洪水计算采用#辽宁省中小河流%无资料地

区&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方法$中的推理公式法'

"*$!径流

坝址处径流计算依据#辽宁省水资源评价成果报

告$%简称二次评价&中辽宁省 $?)&-"### 年平均年径

流深等值线图(辽宁省 $?)&-"### 年平均年降水量等

值线图"得出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88"太平沟水库坝

址处变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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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沟水库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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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天然年径流量计算成果见表 $'

表 (" 太 平 沟 水 库 各 保 证 率 天 然 年 径 流 量 计 算 成 果

地!点 面积0R8

" 均值088

=

5

=

%

Y=

5

不 同 保 证 率 天 然 年 径 流 量 0万8

(

)+ $#+ "#+ )#+ %)+ ?#+ ?)+

太平沟水库 "*) $%) #*%$ " $#,*$( ')*($ &)*', (&*?% "$*"" $$*)? %*&&

!!不同保证率天然月径流量分配比采用)二次评

价*中熊岳站的成果' 太平沟水库各典型年天然月径

流量成果见表 "'

表 !" 太 平 沟 水 库 各 典 型 年 天 然 月 径 流 量 成 果 单位!万8

(

典型年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全年

偏丰年Mh"#+ #*$( #*$" #*"? #*"% #*%? #*(" $'*&( ($*)) $$*)& $*$& #*&& #*(% &)*',

平水年Mh)#+ #*'# #*?# #*'( (*'" (*'$ $*)$ "*," '*&, $#*", "*#" $*($ #*&) (&*?'

偏枯年Mh%)+ #*$( #*$$ #*(& #*"( #*)? %*)( ,*$& ,*,, $*$% $*#' #*'" #*&) "$*")

枯水年Mh?)+ #*"? #*"( #*"& #*"' #*?$ $*#( $*&$ $*(, #*(% #*&? #*,# #*", %*&&

多年平均 #*,# #*,$ #*&& $*#, $*(' $*%, $$*?, $'*?" (*'& $*&& $*$$ #*&, ,(*%)

"*"!暴雨(洪水

"*"*$!暴雨)洪水特性

本流域暴雨多为季风带系统造成"其中大暴雨往

往是台风北上直线作用或者是与季风带系统相互作用

的结果' 暴雨比较集中"大部分发生在东南季风势力

最强的 % 月(' 月"暴雨一般持续 $ "̂W"最长可达 (W'

流域的洪水均为暴雨所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和季节性' 由于暴雨急"洪水汇流时间短"洪水过程往

往峰高量大' 一次洪水过程一般 (W左右'

"*"*"!设计暴雨)洪水计算

太平沟水库位于流域上游"全部为山丘区' 由于

没有实测洪水资料"本次主要依据 $??' 年#辽宁省中

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计算方法$进行设计暴雨(洪水

计算'

按#辽宁省中小河流%无资料地区&设计暴雨洪水

计算方法$"该地区水文分区为+区"分别由各时段暴

雨均值等值线图和暴雨变差系数等值线图查得各时段

暴雨的均值和变差系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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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频率设

计暴雨计算' 计算成果见表 ('

表 #" 太 平 沟 水 库 设 计 暴 雨 成 果

计算时段 均值088

=

5

各 设 计 频 率 雨 量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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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洪水计算成果见表 ,' 主要计算参数见表 )' 设计洪水过程线成果见表 &'

表 +" 太 平 沟 水 库 设 计 洪 水 成 果

项!!目
各 频 率 设 计 洪 水 成 果

#*)+ $+ "+ )+ $#+ "#+

设计洪峰流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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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太 平 沟 水 库 设 计 洪 水 计 算 参 数

断面位置 太!平!沟!水!库

集水面积0R8

"

"*) 河流长度0R8 (*$,

河道平均比降0s $#$*? 水文分区 +

@ #*%' ( #*%$

!!!!!!M

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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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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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面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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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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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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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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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 平 沟 水 库 各 频 率 设 计 洪 水 过 程 线 成 果

频率M

形状系数'

M

洪峰流量Q

M

0%8

(

0T& 汇流历时&0- 洪水历时<0-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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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q#*#)"采用以设计洪峰 Q

M

为最大流量"洪水历时为<的简

化三角形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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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洪水成果合理性分析

由于太平沟水库属于)三无*水库"没有原始资料

可比较' 根据太平沟水库及各临近测站(水库设计洪

水成果"点绘设计洪峰与面积(设计 (W 洪量与面积关

系图"如图 $(图 " 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各站的点子分

布比较有规律"洪峰(洪量是随面积的增大而增大"符

合洪水的地区综合关系规律"也符合本地区的降水特

性"表明太平沟水库设计洪水成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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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a"# ,̀Y)a设计洪峰%%%集水面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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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a"# ,̀Y)a #'设计洪峰%%%集水面积分析

#"泥"沙

太平沟水库没有实测泥沙资料"根据)二次评价*

该水库为熊岳河流域"处于辽东半岛丘陵区"植被条件

较好"土壤多年平均含沙量在 #*) $̂*#RI08

(

之间' 多

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0R8

"

'

入库泥沙总量按下式计算!

VJ"K%$ N7&,<Y%$####

&

&

!!式中7h"#+"泥沙容重&

h$*(.08

(

'

"# 年淤积库容为 #*?% 万8

(

"淤积量很小'

+"结"语

通过对太平沟水库的流域径流(暴雨洪水及泥沙

等水文特性的变化分布初步分析"得出太平沟水库

流域内水文变化规律"为今后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水

资源"解决生态用水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科学依

据'

!

参考文献

.$/!朴炳洙4新立城水库水文特性分析.@/4吉林水利""##%

%$#& 4

."/!程卫华4官厅水库水文特性统计分析.@/4北京水务""#$"

%)&4

.(/!王立林"黄燕菊4于桥水库流域的水文特性.@/4水利水电

技术""##$%'&4

.,/!张亚芳"姜黎4唐河流域西大洋水库上游的水文特性分

析.@/4水科学与工程技术""#$$%"&4

.)/!王鑫"高志勤4沙河水库流域水文特性分析.@/4江苏水利"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