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地区位于山东西南部
,

地处黄河故

道三角地带
,

辖一市九县
,

总面 积1 2 9 51 平方

公里
,

占全省的8
.

5肠 ;
耕地 面积 1 1 6 1

.

3万

亩
,

占全省的10
.

7 肠
;

总人 口 7 46 万
,

占全

省的9
.

9帕
。

全区属黄河 冲积平原
,

比 降一

般在1/ 4 。。。一 1/l 0 0。。之间
,

自西 向东逐渐

变缓
。

历史上 由于受黄河决 口和黄河侧渗影

响
,

全 区坡河纵横
,

沙丘连绵
,

沿河共有沙

碱地 16 0多万亩
,

占沿黄耕地面 积 的74 肠
,

涝洼地 30 多万亩
,

致使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位
,

迸行统一规划
,

根据不同条件
,

对引
.

输
、

淤
、

沉
、

排全面考虑
。

总的原则是
:

以

排定引
,

以引定淤
,

进泄适应
,

灌沉结合
,

自上而下
,

高低分设
。

这样矛 盾 少
,

收 益

大
,

淤得快
。

实践证明
,

如缺少统一规划
,

势必造成你搞你的
,

我搞我的
,

各自为政
,

争水抢水
,

乱扒乱堵
,

淤一些
,

淹一片
,

直接

影响放淤改土的速度和效益
。

为了做到分类

指导
,

我们努力做到淤改区域化
。

对地势低

洼
,

土质不好
,

又处在灌区上游的淤区
,

采

集体空
,

群众

穷
,

农村始终

没有摆脱
“

三

靠
”

局面
,

是

全国12 片贫穷

落后 地 区 之

一
。

据不完全

统计
,

自建国

已曰电
出

菏泽地区

引黄淤改技术介绍
日
飞已石氏三任芭 ‘己 . 三巳己 . 云;〔;三〕. 泛 〔日 石己日己‘己日曰日日〔曰 日日日日石曰 ‘亡石三压右 〔日巨曰日己任石 日己‘曰日芒日日曰己日己

取沉沙结合改

土
。

这样既能

淤改
,

又能灌

溉
。

对地多人

少
,

土质少
,

土质差
,

距渠

首较 远 的 淤

区
,

采取围堰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共吃国 家 统 销 粮

4
.

2 5亿公斤
,

花救济款6 10 0万元
,

农业贷款

2
,

0 1亿元
。

自1 9 6 5年夏灌以来
,

我们按照积极慎重

发展引黄灌溉事业的方针
,

加强了以治水改

上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

先后兴建了八处

引黄灌区
,

设计引水能力 5 05 秒立 方 米
,

扩

大灌溉面积 3 4 0万亩
,

浇地面积达到 6 00 万亩

以上
。

同时搞 了放淤改土
,

淤临淤背巩固堤

防
。

到1 9 8 7年 10 月
,

淤改引 水 量9 5
.

9 6亿立

方米
,

引沙量 22 35 2万立方米
,

使 1 37 万亩沙

荒盐碱涝洼变为粮田
,

约计增加粮食产量10

亿公斤
。

还综合利用黄河水沙资源
,

发展建

材业和水产业
,

节约土地 4 5 0 0余亩
,

增加收

入 5
.

9亿多元
。

引黄淤改改变了生产 条 件
,

取得了明显的综合经济效益
,

对我区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一
、

淤改的基本做法

1
.

统一规划
,

分类指导

在引黄淤改工程中
,

我们以灌 区 为 单

淤改
,

先薄后厚
,

这样不仅能加 快 淤 改 步

伐
,

而
.

且还能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间题
。

对

灌排工程配套较好
,

土质一般
,

缺乏沉沙设

施的
,

采取浑水灌溉
。

在工程措施上
,

采取

大 比降
,

小流量
,

多 口 门
,

小畦灌
,

就地渗

入
,

不退尾水
,

探沟排渗的办法
,

以达到排

碱
、

改土
、

增产的 目的
。

2
.

搞好淤区工程
,

掌握淤改技术

为加快淤改速度
,

提高淤改质量
,

必须

搞好淤区工程和掌握淤改技术
,

我们重点抓

了以下JL点
:

( 1 ) 合理确定淤区 面积 淤 区 的 大

小
,

主要根据引水流量和退水条件
,

以及地

形 比降等要素确定
。

淤区面积 大
,

引 水 量

小
,

放水时间长
,

其主流槽延伸困难
,

致使

泥沙不能远送
,

影响放淤质量
;

如 果 面 积

小
,

流量大
,

主流槽占淤区面积 比例大 即出

现沙多
、

淤少
,

放淤质量也不能保证
。

根据

几年的实践
,

一个流量控制淤区 面 积 1 00 一

15 0亩为宜
,

另外
,

淤 区面积与淤区地 形 比

降大小关系也极为密切
。

如地形坡度较陡
,



面积宜小
,

地形坡度较缓
,

面积宜大
。

( 2 ) 因地制 宜地确定淤 区形式 在确

定淤 区形式时
,

要因地制宜
,

不强求统一
。

如淤 区系坡河或长带洼地
,

其形式为条形
。

如淤 区系盆形洼地
,

其形式采取湖泊式
。

如

淤区地形平缓
,

纵横比降悬殊不大时
,

则采

取南北长方形
。

在淤区的布设上
,

采取相间

布置不相邻布设
。

因相邻布设两个淤区
,

在

放水时腹背受敌
,

不易防守
,

一旦决口
,

形

成串流
,

改变 了淤区规划的行水流程
,

影响

淤改速度和质量
。

( 3 ) 科学布置淤区的工程 为均匀落

淤
,

提高淤改质量
,

在淤区内布设导流堤和

输沙沟或迎水堤等附属工程
。

为避免主流走

洼
,

在高低地形变化的地方
,

于垂直水流方

向加修导流堤
,

抬高水位
,

逼水流 向高地
,

使高地 同样受水落淤
。

如淤区很长
,

地形高

差悬殊很大
,

则用格堤分成若干小块
,

利用

围堤取土塘
,

略加疏通
,

作为淤区内的输沙

沟
,

自上而下地逐块运用
。

如灌区地形基本

上平坦
,

不需分格时
,

其输沙沟长度
,

挖至

淤区长度的 1 / 3处
,

以起到整个淤区的 导 流

输沙作用
.

( 4 ) 淤区的建筑物布设 淤区建筑物

布置是淤改质量好坏的关键
。

对面积 2 0 00 亩

左右的淤区
,

修建10 个流量的进泄水闸各一

座
,

闸位对角布设
; 3 00 0一 4 00 。亩的淤区

,

修建 10 个流量进泄水闸各两座
,

同样采用对

角布设
。

这样不仅落淤快
,

而且质量好
,

主

要是浑流交错淤淀
,

地面淤得平整
,

颗粒粗

细相当、 容易达到厚
、

匀
、

平的要求
。

3
.

加强科学管理

管理是搞好放淤改土的重要一环
。

建是

基础
,

用是 目的
,

管是关键
。

在管理中
,

我

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

( 1 ) 渠首的管理运用 尽可能做到引

水输水不淤渠
,

进泥泄清不出浑
。

要注意加

强水文预报工作
,

按时测流量看水位
,

取沙

样
,

观察引水输水工程的冲淤变化情况
。

根

据所取资料
,

及时分析研究
,

摸出水沙运动

规律
,

采取相应的运用措施二如刘庄灌区
,

摸到了避
、

顶
、

泄
、

冲
、

帮五个字的管理运

用经验
。

避
,

关闸避峰
;
顶

,

引水渠清水顶

大河浑水
;

泄
,

泄空沉沙 池
;

冲
,

加 大 流

量
,

以水攻沙
,

冲淤造渠
;

帮
,

因势利导
,

辅以人帮
。

概括起来为水力冲沙巧用闸
,

清

顶浑水防淤沙
,

避开主峰放水尾
,

满槽输水

水攻沙
。

由于注意了渠首的科学运用管理
,

引水

输水工程十几年没用人工清淤
,

不但给国家

节约了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而且保证

了淤区的及时用水
,

加快了淤改步伐
,

( 2 ) 淤 区 的管理运用 为 了使淤区落

淤均匀
,

厚度 合理
,

在运用中
,

采取了多 口

进退
,

静动结合
,

进五退三
,

最后平衡的运

用方法
.

在淤改过程中
,

对淤区所有的泄水

闸
,

全部开启运用
,

使淤区的水
、

浑流交错

淤淀
,

以做到淤得平
,

傲得匀
.

放水时
,

根

据落淤情况
,

采取动水
、

静水结合的办法
,

以有利于泥沙的沉落
。

若全部采取 动 水 放

淤
,

容易出现
“

四角不上淤
、

中间一条沟
”

的弊病
。

在淤区泄水时
,

掌握进大于泄
,

好

处是能使浑水从底部徐徐推进
,

扩散沉淀
,

先淤洼
,

后淤面
,

待淤区水位达到设计高度

时
,

再调整进泄水闸流量
,

最后达到平衡进

泄
二

直到淤平为止
。

( 3 ) 建立 严格的规章制度 淤区的设

置
,

进水的秩序和水量的调配
,

均由管理部

门统一规划和管理
.

在输水干渠两侧
,

不准

随便设立淤区
。

在放水期间
,

更不允许私 自

启闭闸门
。

对违犯规定
,

如一旦造 成 损 失

者
,

根据情节轻重
,

给予纪律处分和经济制

裁
。

4
.

抓住有利时机
,

一气呵成

讯期黄河水量充沛
,

含沙量大
,

是淤改

的最好季节
。

麦收以后
,

迅速作好淤区围堤

和建筑物工程
,

根据黄河水情
、

沙情决定是

否向淤区进水
。

一般情况黄河水沙量大
,

而



且多是粘沙
,

组织向淤区进 水
,

引 水 越 大

越快越好
,

但也要注意沙峰时不宜引水
,

否

则容易淤积引渠
。

当预报有大雨
,

并估计黄

水和降雨叠加可能出现洪涝灾害的时候
,

则

停止引黄淤改
,

准备迎战洪涝灾害
.

一般的

是到 9 月中旬停止淤改
,

放空淤区积水
,

准

备种麦
,

达到当年还耕
。

二
、

几点体会

1
.

引黄淤改是改变沿黄面貌的重 要 措

施

( 1 ) 放淤改土
,

产量 巨变
“

飞沙满

天扬
,

下种不见秧
”

的沙荒
, “ ‘

常年积水茅

草丛生
”

的涝洼地
, “

多年的盐碱荒
” ,

经

过淤改
,

注地垫平了
,

土质改变了
,

高低不

平的废地变成了平坦坦的良田
。

而且黄河泥

沙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

据 测定 淤 厚 0
.

5米
,

每亩的含氮量41 公斤
,

含磷量 21 公斤
,

含钾

20 0公斤
,

相 当于万斤土杂肥的肥 效
。

淤 改

过的土地
,

肥力耐早
,

变为高产 田
。

当年淤

改后种上小麦
,

第二年就有1 50 一2 00 公斤的

收成
,

随即种上大豆一 般 可 收 10 0一15 0公

斤
。

淤改后第二年 的产量一般在 25 。一 3 50 公

斤左右
,

变为高产田
。

凡是经过淤 改 的 单

位
,

都是一年翻身
,

一年巨变
。

如东明县
,

淤改前
,

遍地沙荒盐碱
、

涝洼积水
,

茅草丛

生
,

生产条件极差
,

生产水平很低
,

是
“

吃

粮靠统销
,

生产靠贷款
,

穿衣靠救济
,

治病

靠减免
”

的四靠县
。

从 1 9 5 8一 1 9 7 8年的21 年

间
,

吃统销粮4 5 0 0万公斤
,

国家贷款 3 4 0 0万

元
,

救济3 6 0。万元
。

自1 9 7 2年以来
,

这个县

大抓了放淤改上
,

截止 目前已淤改土地4 4
.

7

万亩
,

占计划面积的56
.

3 肠
。

生产条件有了

很大改变
,

生产水平迅速提高
。

19 83 年东明

县净向国家提供商品粮8 9 0 0万 公 斤
,

皮 棉
1 50 。万公斤

,

人均收入也由1 9 7 8年的29 元上

升到27 3元
,

成为全区贡献最大的县
。

该县三春集乡
,

地处 1 8 5 5年黄河铜瓦厢

决口的冲积扇上
,

人民
一

百年来受穷受苦
,

全

乡2
.

9 5万人
,

耕地6
.

58 万亩
,

1 9 7 了年的单产

仅72 公斤
,

总产 33 9万公斤
,

人均占有 粮 食

n 4公斤
,

群众生活相当困苦
,

是有名 的 四

靠乡
。

由于淤改了5
.

1万亩土 地
,

1 9 8 4年 全

乡粮食亩产达到34 4公斤
,

总 产 1 17 4
.

5万公

斤
,

相当于 1 97 7年产量的3
.

5倍
,

一年 向 国

家交售粮食4 25 万公斤
,

人均贡献1 44 公斤
,

人均占有39 8
.

5公斤
。

再如菏泽市的李村镇
,

淤改前粮食 亩产

达85 公斤
,

总产 2 50 万公斤
,

连续 10 年 吃 国

家统销粮3 43 万公斤
。

淤改后的 1 9 7 8年 粮 食

亩产达2 40 公斤
,

总产 74 0万公斤
,

为淤改前

的 3 倍
。

该镇的安庄村
,

淤改前全村2 2 0 0亩

沙碱地
,

亩产50 公斤
,

总产 10 万公斤
,

1 9 6 3

年夏季每人只分 3 斤麦子
,

2 斤 面
.

1 9 7。年

开始引黄淤改
,

1 9 7 1年粮 食 总 产26
.

5万 公

斤
,

到 19 7 9年一季小麦总产 达 到42
.

5万 公

斤
,

每人全年占有粮食达到 6 50 公 斤
,

为 淤

改前的5
.

6倍
。

哪城县的临 卜乡
,

郸城县的张集乡
,

梁

山县的黑虎庙等乡镇
,

都是靠利用黄河泥沙
,

放淤改土
,

改变生产条件
,

由穷变富的
。

全地区自1 9 6 5年复灌以来
,

淤 改 土 地

1 3 7
.

3万亩
,

改变了沿黄的生产条 件
,

生 产

水平迅速提高
,

效益十分显著
,

据不完全统

计
,

单放淤措施这一项
,

净增产粮食达 10 亿

公斤之多
,

产值 50 多亿元
。

1 9 8 1年赵紫阳同

志在东明县视察工作时高兴地说
: “

你们是

责任制加淤改
,

等于大翻身
。 ”

对淤改的效

益给予充分肯定
。

( 2 ) 利用黄河泥 沙
,

发展建材业 大有

前途 节约土地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

利用黄

河泥沙
,

烧砖制瓦发展建材业是节约土地的

最好办法
。

沿黄五县市有40 多 座大 轮 窑
,

J00 多座小土窑
,

利用黄河泥沙烧砌制瓦
。

引

黄淤坑
,

淤土还原
,

清渠
,

清沟
,

清河土为

烧砖制瓦提供丰富的材料来源
。

自1 9 6 5年复

灌以来
,

就节约土地 4 5 0 0余亩
。

同时建材业

已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行业
,

东明县26 座轮



窑
,

2 9 5 4年就产砖瓦4 0 0 0万块
,

产值4 23万

元
,

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45 帕
。

据不完全统

计
,

利用黄河泥沙烧砖制瓦净收入达到4 00 。

万元
。

近几年来
,

又发展了白灰砖
r

水泥土

砖
、

管道等
,

新型建筑材料
,

为利用黄河泥

沙
,

发展建材业
,

开辟 了更加广阔的前途
。

( 3 ) 引黄游改为水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

条件 淤改尾水退入下游
,

不但给下游农田

灌溉补充地下水提供了水源
,

而且为下游水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

前几年
,

平均每年淤

改尾水退入南四湖2一 4亿立方米左右
,

对湖

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我区利用淤改尾水在

坑塘废河道内植蒲
、

种藕
、

养鱼
,

发展水产

业3万多亩
,

自1 9 6 5年以来净收入 达到 5 0 0 0

万元左右
,

而且还有很大潜万
。

在淤滩淤临方面
,

也取 得了较好成绩
。

利用引黄淤改填平堤沟
、

潭坑
、

抬 高 了 地

面
,

黄河临背悬差相对减少了
,

使 1 20 公里

的黄河大堤得到了巩固
。

总之
,

引黄淤改成绩是显著的
,

效益是

极大的
,

它对改变沿黄的生产条件
,

改变沿

黄落后面貌
,

促使全区的农业生产都起到很

大的作用
。

2
.

工程配套是巩固淤改成果的重 要 一

环

我区已淤成好地13 7万亩
,

淤厚都在0
.

3

米 以上
,

有的甚至 1 米之多
。

实践证明淤改

以后的土地如果不配套
,

5一6年以后就出现

盐碱化
,

第一年增产
,

第二年大增产
,

第三

年平产
,

第四年减产
,

第五年返碱的现象
,

在我区也时有出现
。

淤区多数距黄河较近
,

受黄河侧渗影响

大
,

地下水位高
,

搞工程配套首先是搞好排涝

排碱工程
。

田间沟
、

路沟
、

排水 沟 要 沟 沟

相通
,

标准要求既能排涝又能排碱
。

同时注

意增打机井
,

搞竖井排水
,

使地下水位控制

在临界深度 以下
,

方能不返碱
。

其次是搞好

灌溉工程配套
、

小畦细灌
、

避免大水漫灌
,

防止抬高地下水位
。

其三是加强农业措施
,

增施有机肥料
,

增养地力
,

精耕细作
,

改革

作物种植
,

这样方能巩固淤改成果
,

使淤改

的土地不断提高产量
。 几

斗
、

3
.

加强领导是搞好淤改的关键

淤改工作面广量大
,

情况复杂
,

必须有

强有力的领导
,

才能保证淤改的顺利进行
。

前几年每年淤改面积 8一9万亩
,

任务艰巨
,

为 了加强领导
,

地区成立了淤改办公室
,

分

管专员亲 自审查规划
,

督促淤改工程
,

检查

淤改情况 各县都成立了淤改指挥部
,

由县

政府负责组织干部到淤区解决淤改 中 的 间

题
.

以灌区为单位成立 了放水班子
,

工程管

理班子
,

组织了抢险队伍
。

严格按淤改计划

办事
,

不准挂铃档 (大淤区挂小淤区 )
,

乱

扒乱堵
,

防止淹了庄稼淤不好地 的 现 象 出

现
,

达到淤一块成一块
,

了一8 月份放 淤
,

9

月份还耕
,

当年种好小麦
。

实践证明
,

引黄淤改是改变沿黄生产条

件
、

改变沿黄面貌的重要措施
,

受到广大人

民群众的欢迎
。

全 区能够而且需要淤改的面

积2 10 万亩
,

已淤改了13 7万亩
,

尚有73 万亩

没淤
.

目前的情况是
,

距渠首近的好淤的
、

已经淤改完了
,

再围堰淤改
,

困难较大
。

我

们打算硬化渠道
,

提高渠道输沙能力
,

远距

离输沙
,

将余下的73 万亩沙荒地改为良田
,

为建立小麦丰产基地打下 良好基础
。

(菏泽地 区 水利局 曾莲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