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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分沂入沭水道是为减轻沂河下游洪水压力，分泄沂河洪

水东调入沭河而开挖的人工河道。上起彭家道口闸，流经中

国临沂市河东区、郯城县、临沭县至大官庄枢纽入沭河，河

道全长 20.0km，区间流域面积 256.1km2（其中黄白沟汇水面

积 170km2）。堤防长度 38.58km，其中左堤 18.58km，右堤

20.0km。1957 年 7 月 20 日行洪流量 3180m3/s，为历史最大流

量。分沂入沭水道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流量 4000m3/s，

相应控制站水位分别为：彭家道口（中泓 19+940）60.41m，

大 墩（ 中 泓 12+534）58.01m， 后 河 口 桥（ 中 泓 1+736）

56.48m。

2 近期分沂入沭水道典型洪水过程

分沂入沭水道历史上发生多次洪水，最大一次发生在

1957 年 7 月 20 日，最大流量 3180m3/s，近期比较典型的有

2012 年 7.10 洪水、2018 年 8.20 洪水、2019 年 8.11 洪水。

2.1 2012 年“7.10 洪水”

2012 年 7 月 9 ～ 10 日，受华北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

气流共同影响，临沂出现连续强降雨的天气，，沂河迎来近

二十年最大洪水。沂河干流临沂站于 7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观

测到洪峰 8050 m³/s，为 1993 年以来最大洪峰流量。分沂入沭

水道最大分洪流量 983 m³/s，发生在 7 月 10 日 14 时。

2.2 2018 年“8.20 洪水”

受 18 号台风“温比亚”影响，8 月 19 日，沂沭泗流域

继续出现强降水天气，其中，沂沭河中上游、南四湖大部地

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沂沭河出现较大洪水过程。

沂河干流临沂站于 8 月 20 日 9 时观测到洪峰 3220m3/s，为

2012 年以来该站最大洪峰流量。分沂入沭水道最大分洪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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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m³/s，发生在 8 月 20 日 10 时。

2.3 2019 年“8.11 洪水”

受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0 日—

11 日，沂沭泗流域区出现连续强降雨，沂沭河水系普降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沂河临沂以上 8 月 10 日降水量已经超过

“1974.8”洪水降水量，8 月 11 日，沂河发生 2019 年第 1 号

洪水，洪峰流量达到 7300 m3/s。8 月 11 日 16 时，沂河 2019

年第 1 号洪水洪峰顺利通过临沂水文站，最高水位 62.28m，

低于警戒水位 1.77m。分沂入沭水道最大分洪流量 1420m³/s，

发生在 8 月 11 日 14 时 [1]。

3 分沂入沭水道行洪能力分析

选取上述三次典型洪水的分沂入沭水道刘家道口水文站

观测资料绘制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近期典型洪水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从上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不难发现，曲线整体上移，

以同水位 57m 为例，2012 年、2018 年流量近乎为 1300m3/s，

而 2019 年仅为 400 m3/s，；以同流量 800 m3/s 为例，2012 年

水位为 56.5m，2018 年为 56.6m，2019 年为 58.4m，相差近

2m，通过比较发现，分沂入沭水道行洪能力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且 2019 年下降明显。

4 行洪能力下降原因分析和应对措施

4.1 原因分析

行洪能力与过流面积、糟率等因素有关。造成分沂入

沭行洪能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河床淤积、芦苇等水生植物

阻水等。

4.1.1 河床淤积

分沂入沭水道自扩建成后除 2010 年局部清淤外，未开展

全线范围的清淤，至今沿线河床断面有不同程度淤积，论文

选取断面编号为 N1S1（中泓桩号 19+780）、N4S4（中泓桩

号 17+170）、N7S7（中泓桩号 14+780）三个断面 1997 年、

2017 年、2019 年三年的断面的观测资料绘制断面图并进行比

较，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

图 2 N1S1（中泓桩号 19+780）断面图

图 3 N4S4（中泓桩号 17+170）断面图

图 4 N7S7（中泓桩号 14+780）断面图

如图 2 所示，N1S1 断面 2020 年高程普遍高于 2017 年高

程，河床淤积，最大淤积厚度 1.1m，2020 年高程高于 1997

年高程，河床淤积，最大淤积厚度 1m 左右；如图 3 所示，

N4S4 断面 2020 年高程大部分位置高于 2017 年高程，河床整

体淤积，最大淤积厚度约 0.6m，2020 年高程大部分位置高于

1997 年高程，河床整体淤积，最大淤积厚度约 0.7m；如图 4

所示，N7S7 断面 2020 年高程大部分位置高于 2017 年高程，

河床整体淤积，最大淤积厚度约 0.8m，2020 年高程大部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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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高于 1997 年高程，河床整体淤积，最大淤积厚度约 0.6m。

综上可知，分沂入沭水道河床存在普遍淤积现象，淤积导致

河床过流断面减小，是导致行洪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4.1.2 河道内芦苇等水生植物阻水

分沂入沭水道河床内现有大量芦苇等水生植物，十分茂

盛浓密，如图 5、图 6 所示。芦苇等水生植物增大了水流的阻

力，增大了河床糙率，河道水流部分能量被迫转换成植被附

近产生的紊流脉动动能，使水流动能得到消耗，水流流速降低，

缩窄了河槽过水断面，导致河道水位的攀升，过多的芦苇等

水生植物更会拦住泥沙，进一步加剧河床淤积。因此，从这

两方面考虑，可得知芦苇等水生植物降低了河道的行洪能力。

图 5 2019 年河道内芦苇等水生植物情况

图 6 行洪后的分沂入沭水道

4.2 应对措施

4.2.1 清淤

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有两种方式：一是挖掘机清淤；

二是吸泥船清淤。挖掘机清淤的方式需打造围堰，形成相对

干的施工环境，造价较高，吸泥船清淤方式需在有水且水深

达到一定的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施工简单，造价较低。

4.2.2 灭苇

目前，灭苇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人工割除清理、机械清淤

灭苇和化学制剂灭苇，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人工割除清理

方案在当年汛前实施，可为当年汛期行洪起到作用。但人工

割苇难组织、易复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年年清障、年年

有障；机械清淤灭苇方案可以彻底铲除芦苇的生长环境，起

到彻底根除的目的，但清淤费时、费力，需要大量经费；化

学制剂灭苇：易施工，经费省，能起到一定的灭除效果，但

最大的弊端是污染环境，在当前环保大形势下，一般不予考虑。

4.2.3 优先考虑大流量开闸分洪。

通过 2018 年和 2019 年两次分洪过程来看，大流量能冲

刷水草，有效削弱水生植物的阻水影响。比较两次洪水过程中，

分沂入沭上游彭家道口粉红闸分洪情况，不难发现两次分洪

中最大的差别是 2018 年开启彭家道口分洪闸分洪 1000m3/s，

而 2019 年开启彭家道口分洪闸分洪 500m3/s,，两次分洪开启

时流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 2018 年的 1000m3/s 开启流量将大量

水生植物冲离河床，削弱了水生植物的阻水影响，而 2019 年

的 500m3/s 开启流量这种削弱作用不明显。

5 结语

论文根据现有资料对分沂入沭水道行洪能力下降的原因

进行了初步分析，要想真正弄清河床淤积、芦苇等水生植物、

分洪流量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尚需通过模型试验进一步

探究。为恢复分沂入沭水道行洪能力，综合应对措施 1、2，

在经费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优先考虑挖掘机清淤灭苇，满

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既清淤又灭苇，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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