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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入江水道三河闸控制段

行洪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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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入江水道是洪泽湖的主要泄洪河道"约排泄 -"\以上的淮河洪水入江% 利用水位流量法!

水面曲线法计算分析入江水道的行洪能力"结果表明)入江水道整治后"三河闸控制段行洪能力

得到提高"基本达到设计要求% 根据 !"#$!!"!" 年实测水文资料"建立蒋坝水位*三河闸最大行

洪流量关系曲线"为防汛抗旱精准调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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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程概况

:E:B三河闸工程

三河闸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与盱眙县交

界处,洪泽湖的东南角%是淮河下游入江水道的控

制口门%是中国治理淮河的重要成果%是淮河流域

性骨干工程& 三河闸工程于 #*(! 年 #" 月动工兴

建%#*(' 年 - 月建成放水%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

工的大型水闸& 原设计流量为$ """ 4

'

V9%#*&$$

#*-" 年加固后的三河闸设计行洪能力提高到

#! """ 4

'

V9%属大!#"型水闸&

三河闸在洪泽湖蒋坝水位 #)$( 4以下时%由江

苏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中心直接调度运用%三

河闸工程拦蓄淮河上,中游来水%使洪泽湖成为一

个巨型平原水库%极大地减轻了淮河下游的防洪压

力%自建成以来%抗御了 #*()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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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等大洪水%充分发挥了骨干水利工程效

益
(#)

&

:ECB洪泽湖入湖%出湖河道

洪泽湖承泄淮河上中游 #($$ 1#"

)

T4

!

的来水%

入湖河流主要在湖西侧%主要有淮河,怀洪新河,池

河,新汴河,新!老"濉河,徐洪河和安东河等%在湖

北侧和南侧主要有古山河,五河,肖河,马化河,高

松河,黄码河,淮泗河,赵公河,张福河,维桥河,高

桥河等%其中淮河入湖水量占总入湖水量的 -"\

以上&

洪泽湖出湖主要河道有淮河入江水道,入海水

道,淮沭新河和苏北灌溉总渠!废黄河"等%其中淮

河入江水道为洪泽湖的主要泄洪通道%约 -"\的洪

水由三河闸下泄后%经入江水道流入长江%其余洪

水由二河闸下泄后%经入海水道流入东海%或经淮

沭新河向北转入新沂河流入东海%由高良涧闸下

泄%经苏北灌溉总渠流入东海&

:EDB入江水道工程

淮河入江水道是淮河的主要泄洪通道之一%也

是国务院确定的进一步治理淮河重点项目& 该工

程上起洪泽湖三河闸%下至江都附近的三江营%全

长 #(-$! T4%设计泄洪能力 # !"" 4

'

V9%与入海水

道,分淮入沂,苏北灌溉总渠,废黄河等工程联合运

用%为洪泽湖地区的防洪安全提供保障& 保障洪泽

湖大堤的防洪标准达到 #"" 年一遇%同时也承泄京

杭运河西部宝应湖,高邮湖地区及里下河地区的涝

水%改善区域排涝状况%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综合

效益
(!)

&

#*() 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后%至 !"#$ 年先后

) 次大规模治理入江水道& 淮河入江水道第四次整

治工程于 !"## 年 #! 月开工%该工程是国务院确定

的 #-!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进一步治淮 '$ 项中第 ) 个通过竣工验收的项目%

概算总投资 ''$*( 亿元& 江苏段于 !"#$ 年#! 月竣

工验收%工程通过实施堤防加固,涵闸隐患处理和

河道疏浚等工程%使入江水道全线恢复#! """ 4

'

V9

的设计泄洪能力&

CB三河闸控制段行洪能力分析

CE:B三河闸&中渡'水文站简介

三河闸!中渡"水文站始建于 #*#! 年 ( 月%由

原江淮水利测量局设立& 该站位于江苏省洪泽县

境内%三河闸下游 # '"" 4处%东经 ##$d)(f#(j%北

纬 ''d"(f!#j%是淮河入江水道的总控制站& 该站建

成后承担着水位,流量,泥沙等测报任务%实测最大

流量 #" -"" 4

'

V9& 河闸!中渡"水文站属于闸坝站%

同时又具有河道站的特性& 断面流量受三河闸启

闭控制%测流断面处河道为一狭口%上下游 '"" 4以

内河道较顺直%河底为砂礓土%河床稳定%自然控制

条件良好%自建闸后水位$流量关系是单一线&

CECB水位流量关系分析

三河闸多年平均径流量 #$'$- 1#"

$

4

'

%按照水

文情报预报规范对 !""#$!"#" 年的年径流量进行

划分%!""' 年,!""( 年,!""- 年为丰水年& 淮河入

江水道整治工程 !"## 年 #! 月开工%!"#( 年底基本

完成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内容%!"#- 年汛前%工程

进入扫尾阶段& !"##$!"#- 年整治期间资料不使

用%!""' 年,!""( 年,!""- 年作为整治之前代表年

份%!"#* 年三河闸运行时间短
(')

%!"#$ 年,!"!" 年

作为整治之后代表年份& 利用实测水文资料建立

三河闸!中渡"水位$三河闸流量关系曲线见图 #&

图 #%三河闸&中渡'水位(三河闸流量关系

由图 # 可见%三河闸!中渡"站在入江水道整治

后点据系列稍偏大于整治前%即同水位下整治后实

测流量稍大于整治前& ! 个系列点据一致性均较

好%拟合的水位流量关系线确定性系数均大于

"$*-& 根据水位流量关系线拟合公式趋势延长推

算%在设计流量为 #! """ 4

'

V9时%整治前关系线推

求水位为 #)$'& 4%比设计水位 #)$#! 4高"$!) 4#

整治后关系线推求为 #)$#" 4%与设计水位基本一

致& 在设计水位为 #)$#! 4时%整治前关系线推求

流量为## '"" 4

'

V9%比设计流量小-"" 4

'

V9#整治后

关系线推求为#! #"" 4

'

V9%与设计流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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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水道三河闸控制段行洪能力基本达到设计要

求& 成果见表 #&

表 #%代表年洪水期间三河闸行洪情况

关系线 实测次数
最大流量V

!4

'

/9

+#

"

发生日期
关系线推求设计水位时

流量V!4

'

/9

+#

"

关系线推求设计流量时

水位V4

整治前 #&* * )!" !""' +"- +#- ## '"" #)$'&

整治后 $& - *&" !"!" +"$ +## #! #"" #)$#"

金湖水位$三河闸流量关系曲线见图 !&

图 !%金湖水位(三河闸流量关系

由图 ! 可见%金湖站在入江水道整治后点据系

列明显大于整治前%即同水位下%整治后实测流量

明显大于整治前& ! 个系列点据一致性均较好%拟

合的水位流量关系线确定性系数-

!

均大于 "$*(&

CEDB水面线分析

三河闸 !中渡"站与金湖站测验断面距离为

!- T4%根据率定的水位流量关系线推算入江水道

整治前,后三河闸!中渡"至金湖站水面线变化情

况%见表 !&

表 !%水面线变化情况

三河闸流量V

!4

'

/9

+#

"

整治前 整治后

水位差V4 比降 水位差V4 比降

! """ "$-& #V'( (!& #$#( #V!) ')-

( """ #$!! #V!! #'# #$(' #V#$ '""

$ """ #$)" #V#* !$& #$*! #V#) ($'

%%由表 ! 可见%在三河闸流量为 ! """ 4

'

V9时%入

江水道整治前两站点之间水位差比整治后低

"$'* 4%整治后水面比降明显变大& 在三河闸流量

为 ( """ 4

'

V9时%整治前两站点之间水位差比整治

后低 "$'# 4%整治后水面比降明显变大& 在三河闸

流量为 $ """ 4

'

V9时%整治前两站点之间水位差比

整治后低 "$(! 4%整治后水面比降明显变大& 由整

治前后水位差,水面比降对比可以得出%入江水道

整治后三河闸控制段行洪能力明显得到提高&

CE;B蒋坝水位与三河闸敞泄流量关系分析

蒋坝水位站为国家重要水情站% 其水位是洪泽

湖代表水位
())

& 通过 !"#$ 年,!"!" 年实测资料建

立蒋坝水位与三河闸最大行洪流量关系曲线
(()

%见

图 '&

图 '%蒋坝水位(三河闸流量关系曲线

由图 ' 可见%水位流量关系线确定性系数-

!

等

于 "$*$-$%拟合比较好%趋势线可靠性高& 根据水

文资料整编规范要求%应做符号检验,适线检验和

偏离检验%同时计算实测点对关系线的标准差,随

机不确定度和系统误差%检验结果见表 '&

对照水文资料整编规范%定线达到一类精度%

通过洪泽湖特征水位%推求三河闸敞泄流量%见

表 )%为洪泽湖精准调度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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