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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开都河洪水、水利工程进行阐述,并以开都河两河入河口处(乌拉斯台河和黄水沟汇入口)为

节点,分别对有、无调蓄性水利工程影响下的设计洪峰流量计算。通过对设计成果的对比分析,中游蓄滞

性水利工程对开都河下游洪水影响较大,下游水利工程设计洪水时应考虑中游蓄滞性工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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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都河位于天山山脉中段南麓,发源

于天山中部艾尔宾、伊连哈比尔尕、那拉

提、科克铁克等山脉,产水量较大,属冰雪

融雪、降水和基流等补给为主的河流[1]。

主源哈尔尕特沟发源于哈尔尕特大阪,主

流自东向西经小尤勒都斯盆地至巴音布

鲁克水文站,而后折转东南,经大尤勒都

斯盆地至呼斯台西里,该点以上为上游。

再经峡谷段至大山口水文站(为出山口),

测站以上集水面积18827km2,山区流域平

均海拔3100m[2]。在测站以下约24.8km

处为开都河灌区首端——开都河第一分

水枢纽,该点以上至呼斯台西里为中游,

该点以下至河口为下游。在下游段,开都

河从右岸汇纳霍拉沟的部分汛期水量,

从左岸汇纳莫合茶汗沟、哈河仁郭楞沟

及黄水沟西支的部分水量,再经焉耆县

城东南约10km流至宝浪苏木分为东、西

两支,东支注入博斯腾湖大湖,西支注

入博斯腾湖西南部小湖,河流全长

560km。目前开都河径流变化已开展有

大量研究工作,如杨青等[3]、尚明等[4]、

程其畴[5]、石秀英[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

对开都河径流变化进行了研究。而关于

开都河水利工程对洪水的影响研究还

较缺乏。1980年以来,开都河中游陆续

建设完成了察汗乌苏水库、小山口水库

等调蓄性水利工程,这些调蓄性工程对

下游洪峰流量有一定影响。由于开都河

水系复杂,现状中游蓄滞性水利工程较

多,下游工况条件下设计洪水计算就存

在一定难度。本文以两河入河口处(乌

拉斯台河和黄水沟汇入口)为节点,重点

分析讨论开都河调蓄性工程对天然洪峰

流量的影响。 

1 开都河洪水类型及成因 

开都河洪水类型主要为融雪型、暴

雨型、雨雪混合型和冰凌型洪水。 

融雪型洪水：多出现在春季。由于

开都河流域诸河、沟河源高程在4000m

以上,流域除冬春季节降雪外,河源还

分布有永久冰雪。在春季,随着零度等

温线的扰动回升,流域积雪呈日变化向

河源方向消融,洪量中等,有明显的日

变化,持续时间取决于升温率,洪水历

时长短不一。一般洪水持续时间在

15~25天左右。 

暴雨型洪水：由高强度、短历时的

山区大暴雨形成。特点是突发性强且来

势凶猛,水位陡涨陡落,峰高时短,洪量

大小取决于雨强、雨量笼罩面积大小及

暴雨中心移动路径,极易形成灾害。纯暴

雨型洪水在有冰雪补给源的河流中时有

发生,但不多见(因为其基流有冰雪补给

源成份)。 

雨雪混合型洪水：这类洪水多出现

在春夏汛之交及夏汛。由流域暴雨洪水

与融冰化雪水叠加而成(以暴雨洪水成

分为主)。特点是来势凶猛,水位陡涨缓

落,峰高量大历时长,有时又因连续多日

降雨天气,所以易形成高峰或连续多峰

或量大峰滞后的灾害性洪水,是开都河

流域诸河、沟洪水的主要形式。 

冰凌型洪水：开都河一些河段,由于

河道冰花的堵塞,发生壅冰现象,抬高水

位,形成冬季洪水。如开都河和静县南哈

尔莫墩乡段1966、1974、1984年发生过

冰洪,特别是1984年12月25日～26日,冰

洪造成倒塌房屋51户,淹地66亩,表层有

机土被冲走。 

2 开都河调蓄性水利工程情况 

开都河调蓄性水利工程主要为察汗

乌苏水库、柳树沟水库、大山口水库、

小山口水库,概况如下。 

开都河已建成的主要调蓄性水利工

程有开都河察汗乌苏水电站、开都河柳

树沟水电站、开都河大山口水电站和开

都河小山口水电站。其中,察汗乌苏电站

水库工程以发电为主,兼顾下游防洪要

求,水库正常蓄水位1649.00m,总库容

1.142×108m3,调节库容0.724×108m3；

开都河柳树沟电站拦河大坝设计正常蓄

水位1494.50m,总库容约0.771×108m3,

调节库容0.0375×108m3；大山口水电站

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的枢纽工程,水库总

库容0.298×108m3,调节库容0.025×

108m3；小山口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有

防洪、灌溉、和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

水库正常蓄水位1316.00m,校核洪水位

1318.72m,总库容0.506×108m3,调节库

容0.070×108m3。 

3 无调蓄性水利工程影响下洪

峰流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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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调蓄性工程影响下大山口站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统计

参数
均值 Cv Cs/Cv

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m3/s)

p=1.0 p=2.0 p=3.3 p=5.0 p=10.0 p=20.0

洪峰流量 529 0.62 5.00 1870 1568 1356 1184 910 660

表 2 无调蓄性工程影响下两河会入口处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统计

参数
均值 Cv Cs/Cv

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m3/s)

p=1.0 p=2.0 p=3.3 p=5.0 p=10.0 p=20.0

洪峰流量 429 0.620 5.00 1662 1384 1189 1031 779 550

表 3 有调蓄性工程影响下两河汇入口处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断面
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m3/s)

p=1.0 p=2.0 p=3.3 p=5.0 p=10.0

两河汇入口 1109 941 785 657 560

开都河出山口处有大山口水文站、下

游河段有焉耆水文站、入湖口处有宝浪苏

木水文站,在这三处水文站中大山口水文

站位于开都河出山口处,2008年之前年

大洪水资料受水利工程等人为影响很小。

故开都河天然洪峰流量设计使用大山口

水文站1955～2007年实测洪水资料来进

行洪水分析。运用矩法对系列统计参数估

算,选配P-Ⅲ型频率曲线,采用适线法设

计大山口天然洪水,适线时侧重考虑上部

和中部的点据,成果见表1。 

根据河道洪峰流量沿程衰减率和河

道长度,可将洪峰流量推算至水文站下游

25km的第一分水枢纽,在此减去该枢纽的

分洪流量(大于800m3/s时的设计 大洪峰

流量,减去防洪预案中规定60m3/s分洪任

务；小于800m3/s时的设计 大洪峰流量,

减去该河段6～7月的多年平均引水流量

37.2m3/s),再将分洪后的洪峰流量推算至

两河汇入口处,成果见表2。 

4 有调蓄性水利工程影响下洪

峰流量设计 

察汗乌苏水库、柳树沟水库、大山口

水库和小山口水库4座水库工程中,察汗

乌苏水库工程防洪调节能力 大,结合各

电站水库的调节能力和运行现状等情况,

近期开都河防洪预案中,将开都河察汗乌

苏、柳树沟和小山口电站水库作为开都河

汛期防洪调节的水利工程,大山口水电站

负责本厂水工建筑安全度汛,严格按察汗

乌苏和柳树沟电站水库汛期防洪调度情

况运行,确保泄洪畅通。因此有调蓄性水

利工程影响下的设计洪水计算,首先要进

行察汗乌苏、柳树沟和小山口水库的设计

调洪演算。将小山口水库的调洪演算设计

洪峰流量结果,以及大山口水文站至焉耆

水文站洪峰衰减率,将设计 大洪峰流量

计算至下游第一分水枢纽,在此减去第一

分水枢纽南北两岸干渠的分洪水量后,将

设计 大洪峰流量再计算至下游22km的

支流入河口处。 

据上述,有调蓄性水利工程影响下

两河会入口处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见表3。 

5 结论 

根据开都河两河汇入口处有、无调

蓄性工程影响下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进行

对比分析,结论如下： 

(1)在开都河遭遇10年一遇至100年

一遇洪水情况下,中游已建调蓄性水利

工程对天然洪峰流量的综合消减量在

28%~32%。 

(2)开都河下游防护对象防护标准

多为10年一遇,在开都河中游调蓄性工

程影响下,设计洪峰流量近似于天然5

年一遇洪水。在中游已建调蓄性水利工

程对洪水的蓄滞作用下,可大大减轻下

游防洪压力,同时随着防洪工程设计洪

峰流量的减小,极大地减小了防洪资金

投入。 

(3)鉴于中游已建调蓄性水利工程

对下游设计洪水影响较大,且部分工程

亦兼有防洪任务,因此下游水利工程设

计洪水分析计算时应考虑调蓄性工程对

洪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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