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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梁河水库自然地理概况与泥沙淤积特征 

／ ‘～ 一 I、，，1 
(中国科掌院南京地理与{崭泊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提要 1988年．我们对石桀河术库进行了水下地形及泥抄擞积厚度潮量 ，实地谓查研 

究结果：对建埂以来的效益充分肯定的同时，对潜在的地震危害性、库内世积严重、泥抄 积特 

征等提出研究讨论．以寻f起足够的重槐． 

关奠调 石粱河 堕 自鉴苎里蔓逞 遐 ∞ L 

一

、 引 言 

石粱河水库是江苏省第一大水库，位于北纬 34 28．9’一34’44．3 ．东经 118’45．2 --118‘ 

48．6 之问，座落于赣榆县的西南部 ，新沐河干漉的中游地区。本水库的南部与东海县的西北 

部相接，石集河水库管理处设在家海县石粱河镇上I西部与山东省临沐县接壤(田 1)。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达 5573km。。水库工程自1958、l959年两次勘探后，正式动工。1962年 12月完 

工。它的抠纽建筑物有主 、副坝各一座 ，井长 8800m；溢洪闸一座 ．设计最大流量 5000m ／s； 

输水涵洞五痊，合计设计流量 171．5m ／s}1970年建成水力发电站一处，装机七台，容量 

l120kw。水库的拦洪水位设计为 28m，总库容可达 5'8s×10‘m ．常年控制水位在 22m，水 

库库水面积达 43．2km0． 

二、建库前的自然地理概况 

1 地质构造 

本区从大地柑遗单元来看，正位于山东地块胶东隆起与苏北拗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 

构造单元之间，我国有名的深大断裂——邦庐大断裂就在本区的西侧。本区基本属于前震旦 

纪变质岩系构成的古老山块。地壳自元古代剧烈的区域变质运动后，云母片麻岩、云母片岩 

和片麻岩均出露于较高地形部位。下白垩纪的火成岩有：凝灰岩与安山岩，前者结晶不显，后 

者多长石斑晶，与变质岩系的片麻岩为喷发接触关系。上白垩纪的红色沉积岩，为砾岩夹砂 

岩，砾石成分多变质岩，也有下白垩纪的火成岩，砾石的圆度好、分选性差}最大砾径可达 

28cm。至喜马拉雅柑造运动期问，又使地块断裂和继续抬升．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些古老岩层又经受 了长期的侵蚀风化，使本区的地层破碎、结 

构复杂。于欢墩以北 5—6km的抗日山南边，有N60 E走向的高角度大断裂。库区内变质岩 

0 参加一培采样的．有车所 的孙囊才，董车风、席墓样．曩■五 讳骁*、蒋薪禾．江苏睿一肇一的格应插 ，强量．孙 

耳光，覃盘州等 阿春，嚣田由诧迎jI培■，特此壤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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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粱河水库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t Shillanghe Reser~or 

片理产状，{匾向S15。一2o唧 ，倾角 3o 一5 ，节理以 N70~W 、N60"W 二组为主，N20。E，N20。 

w 两组为副。据统计最多的裂隙度为4．8 ，并从第四纪以来，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山东地 

块的地盘呈NW 向 SE挠起的断裂升降运动，目前本区正处于挠起断裂上升运动阶段 所 

以，构造地震不断发生 

2．地貌 

库区厨掘的地势，总的来说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为低 山、丘陵和岗地 ；中部、东部和 

东南部是大面积的冲积平原。 

低山、丘陵的地面高程都在 20m以上 ，海拔一般在 200--300m，最高处的苍山达 394m， 

著名的抗 日山座落在此，为 167m。山势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地层 由太古界结晶片岩和片麻岩 

等变质岩系组成。园从太古代以来，一直处于以隆升为主的过程中，经受长期的剥蚀、侵蚀和 

历次的构造运动，山体单薄破碎，山势和缓低矮。在地貌和山系上，它是沂蒙山地南延部分。 

在这些低山、丘陵的坡麓和山间谷地中，太多延伸着海拔 2o一5om的岗地，地势呈波状 

起伏，顶部却相对的平坦，目前已开垦为耕地。在岗地间，由于流水作用而形成了大小不等的 

谷地和盆地，土层较厚，所舍的砂牯成分不一，小块的有几公顷、大块的有几十公顷、甚至近 

百公顷。 

本区的冲积平原面积大 ，分布广，地面高程一般在 5—2om之间 ，因区内河流众多，发源 

于低山丘陵的小河道，把冲积平原又分割成大小不等的近十块小平原。在地下水的作用下， 

土壤多发育为潮土 ，产水稻、三麦、花生等作物 。 

3．第四纪沉积 ‘ 

第四纪更新世早期以前的沉积物都遭到强烈的侵蚀冲刷作用，本区的幸存者很少，仅在 

欢墩一带的低洼处，有 1—3m的残留沉积物。更新世晚期的沉积物有：上部为棕黄色壤土， 

井含有较多的铁锰结按，有柱状节理 ；下部为砂层和砾石夹壤土层，其砂砾成分j三f石英为主， 

长石次之，沉积物厚度达 14m左右 ，与基岩呈不整合接触关系。 

全新世沉积物主要分上、下两层：下部为黑色壤土，厚 0．4—1．0m，与晚更新世地层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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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馓弱的冲沟侵蚀面接触关系；上部为淡黄色砂壤土．系河床相现代冲积物，厚 0．4—5m。 

坡积与残积物为棕黄褐色轻砂壤土与砂壤土，含砾石、碎石较多．分布于本库区较高的 

地形部位上。 

4．气候 

本地区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向海洋性气候过渡的暖温带湿润气候区类型。季风是本 

区气候的主导因素，冬季盛行来 自高纬度大陆内部的偏北风 ．气候寒冷干燥；夏季盛行来 自 

低纬度太平洋舶偏南风，气候炎热多雨。形成丁寒暑变化显著，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又因 

、 为离东边的黄海报近，直接能受到海洋的影响．和同纬度的内陆相比，又具有冬夏温度变化 

平缓 ，年降水量 比较丰富的特点。 

年平均气温 l3．I~C，一般春温较低，春季开始 日期迟于同纬度内陆各地，一月份最冷， 

平均气温是～1．2"C，极端最低温度一19．5~C；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 26．3"C，极端最高温 

度 39．9"C。年 平均 阵水量 为 952．6ram，最 大年 降水量 为 1482．7ram，最小年降 水量 为 

537．1rnm，最大年降水量是最小年海水量的 2．76倍，并且 ，降水量在一年中分配很不均匀， 

七、八 、九月份的降水量要占全年降水量的一半 在夏季的高温期，如遇北方冷空气的顶托 ， 

就经常形成暴雨，晟大 日阵水量 168．77ram(1974年 9月 24日)，降水强度可达 2．45mm／ 

分 ，对地表的冲击力很 大．加 上本 区的地表土 壤浅薄疏松，岩石破碎，植被 的复盖率 仅 

1O．1 ，所以，每遇暴雨出现，则水砂俱下，砂砾滚动，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 ，在这种情况 

下，极易引起山洪暴发，激发入库泥抄量骤增。 

5．植被 

本地区的植被主要为落叶阀叶林和部分常绿针叶林 。长期以来 ，由于无计划的砍伐和垦 

植 ，原始植被已所存无几，现存的植被多系人工栽培和部分 自然植被。在西北部海拔 50m以 

上的低山丘睦陡坡和山顶上，分布有常绿针叶树种如赤松、黑松；野生灌木有野蔷薇、花椒 

等，野生草本植物有野古草，香茅 狗尾草 地榆、射干，胡枝子等。冲积平原上的野生杂草有 

山扁豆、狗尾草、蒲公英和耐涝的飘浮草、球柱草、荆三棱等。乔木主要有洋槐、柳、杨、水杉、 

泡桐 、白榆、臭椿等。 

6．水文 

河流主要有发源于沂蒙山区的新沐河。流经山东省临抹县和江苏省赣榆县南部，于连云 

港市的临洪口人海。河床蓄水能力较差，枯水期完全无水，对灌溉和生活用水等极为不利，而 

汛期每遇暴雨，则引起山洪猛发、水位暴涨。历史上汛期，由于上游缺少栏蓄．下游受海潮顶 

托影响，新沫河就经常泛滥成灾，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 

三、建库后的效益 

根据石粱河水库原先的设计任务规定，本水库将担负调节沂、沐河的洪水，保障连云港 

市、陇海铁路和东海、赣榆两县大面积农田的防洪安全，并为灌溉农 田、工业和生活用水等调 

节承潦。日前，石粱河水库从开始使用的 1962年 l2月算起到我们调查舶 1988年 ，共计 26 

年 ·基本上都能达到建库时的设计预定任务，灌溉、防洪与生活用水等方面都能完成已定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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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防洪 

原设计洪水频率 300年一遇，洪水位 27 65rn．1000年一遇最高洪水位是 58 om．溢洪 

闸设计流量 4000m ／s。石粱河水库工程完成后 。减轻了湃、诔河地区洪承压力和嚣马湖洪水 

的负担 ，可防御新沭河千年一遇的洪水灾害 ；操护T下辩数十 万公顷的农毋免受水淹涝 

渍，使新沭河两岸的数十万人民生命财产及燕云港市、淮北盐场、陇海铁路等安全无恙；解决 

了东海县沐南地区 MOOkm。的排涝问题和摆脱 l『赣榆县朱吉河两岸几万公顷耕地受淹的 

威胁 

2 灌赢 

本地 区的农作物以稻、麦为主，花生占一定的比例。其次有山芋、玉米、高梁 、大豆、棉花 

等 ．主要为一年两熟 制或两年三熟制。建库前，往往困天旱 ，使农作物得不到及时灌溉、工业 

用水得不到及时满足，进而影响工农业生产。 

水库原设计灌溉面积 6万公顷，其中包括水稻 1 8万公顷。自1971年以后，由于灌区的 

配套工程逐步改善，已达设计标准 ，其灌溉范围也有所扩大 ，南跨陇海铁路，北越膏口河，农 

业总产量比建庠前提高了 3--5倍，粮食总产量也比建库前增长 2--3倍 。改革开放政策和灌 

，溉用水的保证，又有了更宏伟的“星火计划 ，向国际市场上锖售大量的草莓、芦笋、荷仁豆、 

菠菜等蔬菜、水果。 

3．发电 

石梁河水库正坝电站子 1972年机 电设备配套完成，共七台机组，每台机组的输出功率 

是 160kW ，结台灌溉发电，充分利用水动力的能量，保证投产发电。1972年一l983年共发电 

966 1万度，收入 32 7万元。节煤 3600t。目前，滚水库的水力资源还没有充分刺用起来，存 

在着较大潜力． 

4 凉台经营 

水库水位在25m时，库承面积达66tm ，水库水质好、水产养殖潜力大。建库以来，由于 

水面没有统一管理，附近各地渔民相竟无计划捕捞，又不放养渣苗，致使渔业产量逐年大幅 

度下降．1982年管理处与库区各乡政府、渔民签定合葡，视捕捞工具的不同．每年向水库缴 

纳管理费。水库广大职工在搞好工程管理的同时，积极开展综台经营，利用库周空地，太搞绿 

化，防止水土流失，建立葡萄园、水果蔬菜园，工厂辞 

四、问 题 探 讨 

1。潜在地震 

石梁河水库位于郯庐大断裂带的东佣，是地震活动区。据历史记载，山东及邻近区域地 

震活动比较频繁，从公元前 70年至 1668年 ，发生大 四级以上的地震有 21次 ，其中 1366 

年 4月地震，赣榆县吴山山崩I1668年 7月25日(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莒县至郯城闻 

发生我冒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8．5级)大地震，遣成极其严重的破坏，据史料记载；“沂州 

(今临沂)、莒州(今萏县、菖南一带)、郏城、安丘、四州等县的灾情最重，死伤最多 I“城郭、富 

0 遵舌，l市隶书爵．谨云港市末刺工蠢‘三童三定) 辩{亡鲁·1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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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庙宇、公廨，一时尽毁 ，”；“河水暴涨 ，城中无寸橡 ．下无片地 ，男女死者不计其数，存者带 

伤抱男携女，逃奔无地 ，昼夜啼号”。破坏区面积达 50X10‘km 以上 ，波及八省一百六十一个 

县。有震感范围：北至辽宁，南达广东信宜，东至朝鲜半岛，西至山西一带，面积达 Z00× 

10·km 以上 。当时，赣摘县县志上的记载是 ：“赣榆地坼域崩，声自西而南 。 1954年所发生 

的地震中心距石粱河水库仅 40km，山东夏庄就发生了山崩 ，这次地震发生的原因，主要是 

宿迁郏城 N20t 深大断裂和距库区北面 5—6km外的 N60 W 大断裂构造运动复活，两大断 

裂交汇在郊城镇北部，组成了地震活动中心。 

据宿迁嶂山闸工程地质报告 ，该区地震烈度为 8级。本区坝基等建筑物绝大部分位于第 

四纪沉积物上 ，因此 ，设计地震烈度应为 9级 ，溢洪 闸原抗震设计也是参考前苏联有关规范 

按地震烈度 9级计算，但该闸施工质量较差0，原抗震计算粗略，经复核达不到国家地震局 

1977年颁发的设计要求，大坝的老河床段，抗震设防也仅做了部份土方，为此，为确保水库 

的安全 ，建议应做足标准，以防后患。 

2．库内淤积严重 

原设计石梁河水库的拦洪水位为28m对，总库容可达 5．85×l0I1'11’。水库自1962年 12 

月投入使用至 1973年冬季，经江苏省测量总队测量结果，总库容为5+31×10‘m’，说明库内 

已撒积泥沙 0．54x10。m'，兴利库容由 2．84×10Sm’减少到 2．65×10‘m。，死库容减少到 

0．32×i0 1'11 。根据我们实测的库内泥沙淤积厚度分布图上(田2)，最厚处已达4．3m。 

库区上游地段多丘陵山地，植被稀少，临沂至大官庄河段的比降较大，坡睫水急．两岸又 

有充分的泥沙来源，在建库前取样于岸边的土壤物理试验。结果见表 1 

衰 1 ±壤物理试马盒衰 

Tab．1 Test table of舯 n ph kII prol~rty 

海拔高度 天然古承量 焉粒组鹿(ram) 土壤质地 

绾号 土粒比I 般蛔砂 格 土 粘 土 (
m) ‘ ) 屡收捧利 

0 1-- o．05 0．05— 0．oo5 < 0·oo5 

l 13 5一l3．0 I 20．1 04 2 3a 40 帖土 

2 13．o--! 5 ．4 oo 32 3 38 帖土 

3 l2 5一I2．u 23．1 O4 40 28 32 砂质桔土 

● l0．0一l1．5 23．5 02 36 3l 33 砂羹轱土 

5 l1．S-- I．1．0 23．7 2 0l 38 36 Z6 t 壤土 

6 l1 o--10．5 20．8 2．04 56 l8 Z6 I壤土 

lO．5一l0．0 2 0 2．01 70 1O ZO I中壤土 

B lo．O一 9．5 2 0 l_99 58 20 22 I壤土 

9 9．5—8．5 20．4 02 94 2 爱蛔砂 

lO B．5—8 o l9．7 1．90 58 21．5 20．5 砂壤土 

l1 5．35一‘．85 18．6 2．12 87 5 8 般 蛔砂 

由表 1可知j巾积平原上的物质组成以粘土、砂质粘土与重壤土为主，而岗地以上的部 

位，土层浅薄 ，基岩裸露、破碎 ，风化后的砂砾众多．加上本地区的降水多集中在夏季的七 ， 

八、九月，遇上暴雨季节，植被稀疏的裸露地面多次接受j巾刷，使大批的泥抄，碎石、砾石等随 

流水进入水库，如果不开用溢洪，这些冲积物就全部沉积于库内·即使开闱泄洪，也只能携出 

0 连云港市承荆工程(---蠢三定)舞辩 缠．1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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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黎河水库淤积厚度等值线圈 

Fig．2 Si1t thickness contour of Shillanghe Reservlor 

极少的冲积钧 。因此 ，随着逐年淤积的不断增加，水库效益将 日趋降低。 

控制泥沙入库，虽是防治水库淤积的根本途径，但在目前上游河道来沙还不能有效得到 

控制的情况下，可进行排沙减淤、恢复库容的办法。而对水库进行调水调沙运用 ]，正是国内 

所普遍采用的有效方法。例如．陕西省黑松林水库 ，根据来沙集中，来水相对分散的特点 ，将 

原来“拦洪蓄水 改变为“蓄清排浑 ，从而使水库淤积量由过去每年的 54×lO‘m ，减少到 

9．2×10‘m ，水库寿命由 16年延长到 80多年以上。 

五、泥沙淤积特征 

石梁河水库建筑在新沐河的丘陵岗地与冲积平原的交界处。筑坝蓄水后 ，水位抬高 ．比 

降变缓、流速减 小。河水挟带的泥沙在库尾不断淤积。由于库底有两条原河道的槽沟 ，所以 

入库的流水基本上沿原河道流向库首 。北边支流的流量小，比降缓和，多年泥沙淤积量在 

0．1—0、5m之间，在此从略。本文主要讨论另一来沙量较大的支流—— 由大兴镇入库的泥 

沙淤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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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库泥沙颗粒较粗 

根据 1976年 7月 23、24日0所测大兴镇站悬移质断面平均与相应单位水样颗粒级配数 

据0 (见表 2)可以看出，入库水中的悬移物质 中有牯土 粉砂 极细砂、细砂 与中砂 其中含 

量的百分数以中砂和细砂为多，说 明进库泥抄颗粒是相当粗的，这与有充分的泥抄物质来 

源 ．入库河流的流量、流速、比降等水动力条件有关。 

表 2 悬罄质泥沙颗粒级配表 

Tab．2 Grain-size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s 

小于幕粒径的社重百分数 平均粒径 平均流建 最大粒经 取 分 术 
(粒径级TDm) 样 析 沮 

(Tnm) <cm／ -j (mm】 法 法 
o．003' 0 O1 0．025 0．05 0．10 0．25 0．50 

54．1 63．6 85 4 92．6 95．4 96．5 98 4 0 024 0 197 0．629 横 垃 26 

船 n 31 0 75．0 89．0 93 0 95．5 97 0 0．044 0．380 _ 径 26 

63．4 71．9 83．6 87．3 90．3 94．3 97．B 0 033 0．327 0．733 式 计 27 

57 0 67．5 84．0 90．0 92．5 95．0 97．5 0 03l 0．285  ̂

2．水下三角洲的形成与发展 

入库的泥沙有粗有细，粗粒沉速快于细粒 ，于库尾处较早淤落；颗粒越细 ，输移越远，于 

库首、坝前落淤。这种泥沙分选规律不限于沿程，在淤积物的深度上，也有下粗上细的垂 向分 

布格式。另外，当洪水入库 时，还能带来大量推移质的粗砂、极粗砂与岩屑，当流水挟沙处于 

超饱和状态时 ，推移质首先落淤 ，库尾淤积层加厚，逐向沿程方向递减，形成水下三角洲。 

三角洲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淤积来实现 ，为分析问题方便起见，假定入库水抄条件和库 

水位不变的情况下，水库淤积就从 回水末端的库尾开始 ，形成三角洲后，其发展方向 有下 

列过程 ：(1)前坡淤积 三角洲前坡不断向下游推进{(2)尾部淤积：三角洲向上游延伸；(3)洲 

面淤积；不断增加厚度。 

欧洲的科学家们观察到[3]，当洪水与悬移质、推移质泥砾混合在一起，形成高密度 

(2．53g／cm )流时，在重力拖曳作用下 ，顺着三角洲面向前移动．推测流动速度大于土壤蠕 

动，慢慢改变 自己的位置，直至形成新的平衡状态 ，新的三角洲出现。 

根据我们实测的石梁河水库库底淤积厚度资料 ，能清楚地看到水下三角洲是沿着老的 

新沭河库底河道 ，由库尾逐步向库首移动着发展的。在库底老河道两岸 ．不断地淤积加厚、扩 

大着三角洲的规模 ；同时，在重力作用下，新的三角洲又迭瓦于老三角洲洲面前坡上，不断地 

向库首方向滑动 由第 1个水下三角洲形成开始，到以后适宜时期 ．又发展形成第 2个三角 

洲，第 2个三角洲迭瓦于第 1个三角洲之上．又逐渐地向前措动，第 3个三角洲又迭瓦于第 

2个三角洲之上向前滑动⋯⋯在不同时期、不回水动力条件下，先后形成大 小不等的迭瓦状 

三角洲，如图 3所示意的发育过程模式 

在图 2上，也能看出这组迭瓦状三角洲发育趋势。沿着原河道两岸．由库尾到库首的几 

个淤积厚度峰值所示的小地形一如 ：3．4、4．0、4．3、4．0、3．3、3．Om等．都是每个三角洲洲面 

淤积的高度值 ，沿着老河道 ，一个个三角洲迭瓦状的向库首推进。 

3、三角洲叉淤叉冲 

在未建库以前．老沭河河槽浅平 ，河漫滩与心滩遍布整个河槽 建库 26年后，从实测资 

∞ l#州市水利 局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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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3 遗瓦状坤积扇发育过程示意田 

Ffg．3 Sketch map of development p~ocess of imbricated alluvial hn 

料获悉：库底老沐河段的面貌一新，不但河两岸有一批新的三角i}f『出现，并且老沐河也“遁老 

还童 ，河床出现陡峭深切割的河括，河床宽度由上游到下游、由宽到狭的表现．如图4所示 

意，I—r的横剖面上，在三角渊淤积的同时也在中间原河道部位下切形成水下括谷。这是由 

于高密度疯在造就淤积的同时，又具有高超的下切能力，这也是水流的抉抄能力与河床之间 

形成新的平衡状态的表现，所以，有人说，冲科和淤积都是河床特性的楣应调整使之达到平 

衡的一种手段．输沙不平衡引起了冲淤，冲淤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i巾不淤的平衡状态，这就 

是j巾淤发展的平衡趋向性的规律“】。 

田 4 卜一r横翻面示意图 

4 Sketch map of i-r~ransvense∞ction 

六、结 束 语 

泥抄淤积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甄，特别是中小型水库-该同题尤为突出，就是在美 

国、日本、前苏联等国，至今也难以解决。水库淤积后t影响灌溉用水和航运，降低防洪能力和 

水库的经济效益，淤积发展及回水不断上延的。翘尾巴 ，加快库阉的捂泽化与盐碱化，同耐 

也影响水库上游城镇 厂矿及铁路的安全。对泥沙撒积问题如不认真地加以解决t不但水库 

达不到兴利除害目的，甚至还会造戚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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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GE0GRAPHIC 0UTLINE AND SILTING 

CHARACTERISTICS 0F SHILIANGHE RESERV10R 

Chen Yueqiu 

洳 |l oi"Geolp-apkv m,d _山 甜 t hIa si妇 I-N“ 曲 g~10008) 

Abstract 

h 1988~、 sur y缸 the bottom topography and silt thickz~ess of Shililnghe Reservior．It i。shows 

that the reservior has produced a gremt deal 0f benefit since it built．Potential earthq“ ke damaSe．serl- 

OUS~ ervior silting and silt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u ed． 

Key words Shilianghe Reserv~or， ysical geographic outline,~iltiag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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