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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永爸可是全国四大重点防洪河道之一，素有“不定河”、“小黄河”之称，洪水来

得快，预见朗短，含沙量大，地形坡度陡’洪水对下游成协极大，历来是晦河i7浏舫

洪的重点和难点，，百靴也女眯静嘲谢㈣}，永定河末端，防汛形势更为严峻。
通过科学、优化调度等非工程措施使防汛工程措施发挥最大效益、洪水灾害损失

最小化，是当代水利发展的正确决策。本文利用永定河泛区洪水预报调度模型系统软

件，针对1999年以来河道工程建设情况的变化及调度方案的变化，从非工程措施方面

对永定河的洪水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成果：

(1)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四条支流叵定入汇，永定新河不

分洪，通过北运河控泄，永定新河可使10年—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2)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四条支流l亘定入汇，i鼓妇E运河、

永定新河28+082口门(只用西七里海)分洪，永定溯可可使20年—遇洪水安全通过

分洪口门。

(3)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四条支流叵定入汇，通过北运河、

永定新河28+082、22+200口门(西七里海、淀北联用)分洪，永定新河可使50年一

遇洪水安务恿过分洪口门。

(4)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恒定入汇，永定新河不分洪，通过北运河控泄，

永定新河可使50年—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5)当天堂河、龙『可J叵定入汇，永定新河不分洪，通过北斟可控泄，永定新河可

使100年一邑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关键词：洪水洪水调度 模型计算分析



Y0tlg【l啦he River is one of me four imporl孤t flood control rivers in al诋which was

named“MovableRiver'or‘'SmallYellowRiver"．ThefloodwaterofthisriveroDmesfast,the

forecast period is relatively very short,has a hu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the land

configration is qI】jte泖The floodwater has a gleat menaoe tD downstream,which was the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oint of flood control in Hallhe Water Basin．Tianj访City is located in

the downstream of HaJhe River Water Basin as well aS．the end of the Yongding River；,

therefore the flood control situation ismm difficult．

It is the wise desion that the flood control en嘶erings could have been made the best

benefit and the losts of floodwater have been diminlzed throuth non-engineering measui器

such as scientific mad 0ptilnizate dispatchin吕This thesis makes use of the Yongding River

Flood Basin Floodwater Forecast and Diversion Model System Soft．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s and diversion of floodwater since 1999,it studies the

diversion methods of floodwater th啪gh non-engineering me2sui链．The results have been

nladc as follows：

1．Four branch rivers(Tiantanghe River,Longhe River,Be目ingpa如订l}le River and

a1∞bai=噎】lle River)flow into Yon#ing River steadily and Yongding New River flood is

not divencd'through controlling flood by lkiyunlae Rive￡The ten-year flood in Yongding

NewRiver can get through the flood diversion works safely．

2．Four branch rivers flow into Yongding River steadily and Yongding New River flood

is diverted through Beiyunlle River and 28+082 works(only Western Qilihe flood basin)

a10T培Yongding New River bank The twenty-year flood in Yongding New River carl get

through the flood diversion works safely．

3．Four branch rivers flow into Yongding River steadily and Yongding New River flood

is diverted through Beiyunhe River and 28+082、22+21Xhorks(Western Qil：ihe and Dianbei

flood basins are used to辨-nher)along Yongding New River bank The fifty-year flood in

YongdingNewRivercangetthroughtheflooddiversionworks safely．

4．Tmntanghe River,Longhe River and Be日逸洲e River flow into Yongding River

steadilyandYongdingNewRiverfloodisnotdiverted,throughcontrollingfloodbyBeiyunhe

River．The fifty-year flood in Yongding New River can get throu曲the flood diversion works

safely．

5．"lqantangheRiver,Lon#eRiverflowintoYongdingRiver steadilyandYongdingNew

River flood is not diverted,through contwll=ing flood by Beiyunhe Riven The fifty-year flood

inYongdingNewRivercangetthroughtheflooddiversionworks safely．

Keywords：Flood；Flood Routing；Model；Analyses and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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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第一章引言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最大的水系之一，其下游的永定新河紧靠天津市区北侧，是

永定河的泄洪尾闾，除承担渲泄永定河洪水入海任务外，左岸还依次有机场排水河、

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和蓟运河。右岸有金钟河、北塘排污河、黑猪河等河汇入，实

际上是海河北系四河洪水的入海通道。由于永定新河直接关系到天津市的防洪安全，

在天津市的防洪规划中，永定新河右堤是保护天津市防洪安全的北部防线，列为重点

防护对象。因此，为了天滓市以及海河流域的防洪安全，进行永定河洪水调度问题的

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1．1．1河道及滞洪小区状况

永定河在1954年修建了官厅水库。官厅水库以下至三家店称永定河山峡地区，

是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区，洪水涨得快，来得猛，对下游威胁很大。洪水流出山峡，在

三家店进入平原。距三家店下游16．65km处建有永定河卢沟桥枢纽工程，节制闸设计

流量2500m：’／s，来水超过2500m3／s时(新修订的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特大标准洪

水时3000m3／s“”“173)，通过分洪闸向小清河分洪。本次研究范围是从卢沟桥至永定新

河入海口。重点考虑支流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自新河等的入汇，永定新河

近几年的清淤改造，北运河治理后可下泄400m／s的新状况，以及永定河泛区、三角

淀、淀北、西七里海等滞洪区和北运河的分泄对永定新河洪水的影响。永定河泛区及

各滞洪小区位置见图l一1。

卢沟桥至梁各庄段河流长60．1km，为游荡性宽浅型河道，主流摇摆不定，河道中泓善

变，两岸有堤防保护。此段河床高，地面坡降大。梁各庄至屈家店为永定河泛区，长67km，

宽6-15km，总面积522kn／z，是永定河缓洪沉沙的场所。中途有天掌河、龙河、北运河汇入。

泛区北边有新北堤和护路堤、={tig_河左堤，南为北遥堤及增产堤。泛区内部陆续修建了南、

北小埝、南北前卫埝、南北围埝，龙河左右小埝及各种围村埝，小埝和左右大堤之间形成

小的分洪区，永定河主槽两岸为各段小埝。泛区具体堤埝及分洪小区位置见图l—l及表l—l。

当束小洪水时，水流在主槽中流动，一旦发生较大洪水，小埝破『J，洪水经口门进入分洪

小区，又从退水口门回到主河道，使泛区起到一个削减洪峰的作用。泛区的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纵坡1／2500～1／10000。泛眨右堤增产堤和南遥堤之问有三角淀滞洪小区。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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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为屈家店枢纽，控制水流向永定新河及北运河下泄。永定新河从屈家店到入海口长

64kin，为人工开挖的入海通道，中间有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入汇，该河段坡降平缓，淤

积严重，虽经过多次清淤，仍未恢复设计泄流能力，加上两岸堤防沉降，河障阻水，进一

步加剧了永定河防洪的严峻形势。永定新河的左岸有淀北和西七里海两个滞洪区。

三角淀位于北遥堤以南、增产堤以西、陈嘴二支渠以东、南遥堤以北、地势南低

北高。面积4Skin2。

表卜1泛区分区范围

序号 范 围

泛l区 北小埝以北、天堂河以西

泛2区 北小埝以北、天堂河以东

泛3区 南小埝以北、南前卫埝以南

泛4区 南小埝与北遥堤(泛区右大堤)之间

泛5区 北小埝与北前卫埝之间

泛6区 北前卫埝与北围埝之间

泛7区 龙河、永定河左小埝与护路堤(泛区左人堤)之间

泛8区 南围埝与北遥堤(泛区右大堤)之间

泛9区 东州以r部分

说明：具体计算过程中，泛8区作为主河道的滩地考虑，泛9『爱按河道考虑。

淀北位于北运河以东、杨北公路和运东干渠以南、北京排污河以西、永定新河以

北。为减少分洪损失，淀北除国家防办指定的郎园口门外，在永定新河未彻底治理前，

天津市临时增设了22+200、7+100二处分洪口门，把淀北分为2个小区。其中，22+200

口门运用范围为：引滦明渠以南、杨北公路以东，北京排污河以西、永定新河以北区

域，为计算和分析方便，同时避免与以前的分区方案混淆，起名为淀北5区。7+100

及郎园口门运用范围为：北运河左堤以东、永定新河以北、杨北公路以西的区域，称

为淀北4区。淀北d、5区之间没有专门的堤防分隔，而是以公路为界，当水位较高

时，会发生漫溢现象。

西七罩海是永定新河的临时滞洪区，位于永定新河左堤以东、津榆公路和青龙湾

故道右堤以南、潮白新河右堤以西。西七罩海滞洪区分3个小区运用：1区位于津唐

运河以北、潮白新河以西、导流堤和北围堤以南、永定新河以东；2区位于津唐运河

以南、潮白新河以西、永定新河以东；3区为剩余部分。凼七飘海1、2、3区之间有

堤防分隔，运用时破厂1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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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新河是永定河洪水的下泄出口，故河道地形、堤防变化非常重要。

1999年汛前对28+192—43+500河段分二期进行了主槽局部清淤，长度为15358

米。清淤河底宽度为230m，边坡l：6，河底高程28+192处为一0．038m(国家85高程，

下同，除特殊说明外)，39+550处为一0．909鸭43+550处为一0．48m。在清淤末端43+600

修建临时挡潮埝1座，使汛期河道的行洪能力达到900m3／s，同时拆除28+192挡潮埝，

另外对造甲船闸至永定新河左堤之间的613米津唐运河实施清淤“⋯。

2000年汛前对43+550—49+800段河道主槽进行了局部清淤，清淤底宽为230m，

边坡l：6，河底高程为一1．2m．在清淤末端50+100修建临时挡潮埝I座，同时拆除

43+600挡潮埝。另外，对造甲船闸进行维修加固，汛期洪水可利用津唐运河分泄i00

m3／s(水调处复核结果过流能力超过i00 m3／s)“⋯。

2001年对49+800-53+500段河道进行了平底清淤，清淤底宽为230m，边坡1：6，

河底高程为一I．2m，由于2001年应急清淤延至2002年，清淤宽度变更为210m，在

52+980修建临时挡潮埝1座，同时拆除50+100挡潮埝“⋯。

2003年应急度汛清淤工程，(1)对50+100—52+950段继续清淤，恢复其过流900

m3／s标准，(2)对53+980—54+800段河道进行清淤，清淤底宽为250m，边坡1：6，河

底高程为一1．2m，由于投资有限，清淤底宽变更为130m，(3)对28+192—32+300段河

道沿河道中心线向左岸进行主槽清淤，清淤底宽lOOm，边坡1：4，边坡纵坡降为

1／9000，清淤河底高程为设计高程，即由28+192处的一2．47m，渐变至32+300处的

一2．93m⋯。

2004年应急度汛清淤工程，(1)对受资金限制的2003年应急度汛清淤工程，

53+000至54+900段继续清淤，恢复2003年清淤设计标准，清淤底宽为230m，边坡

1：6，河底高程为一1．2m：(2)实施对28+192—32+300段河道按最终治理方案(清淤底

宽为250m，边坡l：4，边坡纵坡降为1／9000)进行清淤治理，并将下端延伸到33+500

处⋯1。

永定新河分别于2000年对右堤46+300—53+300段，2001年对右堤53+300—59+600

段、左右堤0+000—14+000段，2004年对右堤14+000—32+200段、右堤59+600—62+177

段进行了复堤，堤防标准得到。定提高⋯。“““。““⋯。

经过清淤、复堤治理后，永定新河过流能力，潮白新河以上900 m1／s，以下1500

m：5／∥”⋯j，㈨【I={1。

1．1．2洪水特·陛

永定河的洪水直接受降阿影响，其特点是全年水量的夫部分(60％～80％)集c+，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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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的6～9月份，最大洪水一般发生在7月和8月。永定河的洪水主要由官厅以上

洪水和山峡洪水两部分组成。目前，官厅以上洪水可由各大、中小型水库控制，官厅

山峡还无控制工程，不能控制山蛱洪水。而官厅山峡是燕山西部的暴雨中心，山峡区

间的降雨从产流到峰顶，历时很短(不足10小时)，从历史上几次大洪水来看，山峡

洪水所占比重很大，洪峰陡涨陡落。洪水出官厅山峡后直接到卢沟桥枢纽。当卢沟桥

洪峰流量小于2500m3／s时，洪水全部通过拦河闸下泄进入泛区，当卢沟桥洪峰流量

大于2500m3／s时，拦河闸仍下泄2500m3／s(新修订的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遇超标

准特大洪水时，卢沟桥拦河闸下泄3000m3／s“”“”3)进入泛区，其余洪水向小清河分

洪区分洪。从历史上看，如1801年7月28日洪峰流量10400m3／s(调查值)，1939

年7月25日洪峰流量4665m3／s；建国后1950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750m3／s。

1956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450 m3／s。洪水年际之间变化大，自1963年以后

没有来过大洪水。

1．1．3堤埝情况及运用原则

泛区内修筑了许多堤埝，以减少洪水损失。泛区边界左边有新北堤、护路堤、北

运河左堤，右边有北遥堤、增产堤、南遥堤。泛区内修筑了北围埝、南北卫埝、南北

小埝，将泛区分割为不同运用标准的7个区域并设了6个固定的分洪口门。

国务院国函[1993]163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批准《永定

河洪水调度方案》规定了卢沟桥发生不同频率洪水时(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

年及以上一遇)泛区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家防办《关于永定河卢沟桥以下中小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办河[1997]61号

文件规定了永定河卢沟桥下泄中小洪水(500，800，1000，1500，2000，2500)泛区

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务院国函[2003]9l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的批复》在对原永定

河防御洪水方案进行修订后，重新规定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国汛[2004]7号文，在国务院国函[2003191

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了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1．1．4历史洪水及泛区堤埝变迁

1939年永定河大水，三家店洪峰流量达4665m1／s，永定河左堤梁各庄段漫溢溃

决。1940年汛前修建了罗古判横埝。1942年汛f}i『完成了护路堤。1942年，粱各庄再

次溃决，汛后村民自发修筑了护林、护麦埝埂。1944年，部分护林埝连接修筑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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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的6～9月份，最大洪水1般发生在7月和8月。永定河的洪水主要由官厅以上

洪水和山峡洪水两部分组成。目前，官厅以上洪水可由各夫、中小型水库控制，官，J：

山峡还无控制工程，不能控制山峡洪水。而官厅山峡是燕山西部的暴雨中心，山峡区

间的降雨从产流到峰项，历时很短(不足10小时)，从历史上几次大洪水来看，山峡

洪水所占比重很大，洪峰陡涨陡落。洪水出官厅山峡后直接到卢沟桥枢纽。当卢沟桥

洪峰流量小于2500m3／s时，洪水全部通过拦河闸下泄进入泛区，当卢沟桥洪峰流量

大于2500m3／s时，拦河闸仍下泄2500m3／s(新修订的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遇超标

准特大洪水时，卢沟桥拦河闸下泄3000m3／s“”“”’)进入泛区，其余洪水向小清河分

洪区分洪。从历史上看，如1801年7月28日洪峰流量10400m‘／s(调查值)，1939

年7月25日洪峰流量4655m3／sl建国后1950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750m3／s。

1956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450 m3／s。洪水年际之间变化大，自1963年以后

设有来过大洪水。

1 1 3堤埝情况及运用原则

泛区内修筑了许多堤埝，以减少洪水损失。泛区边界左边有新北堤、护路堤、北

运河左堤，右边有北遥堤、增产堤、南遥堤。泛区内修筑了北围埝、南北卫埝、南北

小埝，将泛区分割为不同运用标准的7个区域并设了6个固定的分洪口门。

国务院国函[1993]163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批准《永定

河洪水调度方案》规定了卢沟桥发生不同频率洪水时(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

年及以上一遇)泛区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家防办《关于永定河卢沟桥以下中小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办河[1997]61号

文件规定了永定河卢沟桥F泄中小洪水(500，800，1000，1500，2000，2500)泛区

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务院国函[2003]9l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的批复》在对原永定

河防御洪水方案进行修订后，重新规定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国汛[2004]7号文，存国务院国函[2003191

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了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1．1．4历史洪水及泛区堤埝变迁

1939年永定河大水，三家店洪峰流量达4665m=。／s，永定河左堤梁各庄段漫溢溃

决。1940年汛前修建了罗占判横埝。1942年汛阿完成了护路堤。1942年，梁各庄再

次溃决，汛后村民门发修筑了护林、护麦埝埂。1944年，部分护林埝连接修筑了南

次溃决，汛后村民门发修筑了护林、护麦埝埂。1944年，部分护林埝连接修筑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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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的6～9月份，最大洪水一般发生在7月和8月。永定河的洪水主要由官厅以上

洪水和山峡洪水两部分组成。目前，官厅以上洪水可由各大、中小型水库控制，官厅

山峡还无控制工程，不能控制山蛱洪水。而官厅山峡是燕山西部的暴雨中心，山峡区

间的降雨从产流到峰顶，历时很短(不足10小时)，从历史上几次大洪水来看，山峡

洪水所占比重很大，洪峰陡涨陡落。洪水出官厅山峡后直接到卢沟桥枢纽。当卢沟桥

洪峰流量小于2500m3／s时，洪水全部通过拦河闸下泄进入泛区，当卢沟桥洪峰流量

大于2500m3／s时，拦河闸仍下泄2500m3／s(新修订的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遇超标

准特大洪水时，卢沟桥拦河闸下泄3000m3／s“”“”3)进入泛区，其余洪水向小清河分

洪区分洪。从历史上看，如1801年7月28日洪峰流量10400m3／s(调查值)，1939

年7月25日洪峰流量4665m3／s；建国后1950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750m3／s。

1956年大水，卢沟桥最大流量为2450 m3／s。洪水年际之间变化大，自1963年以后

没有来过大洪水。

1．1．3堤埝情况及运用原则

泛区内修筑了许多堤埝，以减少洪水损失。泛区边界左边有新北堤、护路堤、北

运河左堤，右边有北遥堤、增产堤、南遥堤。泛区内修筑了北围埝、南北卫埝、南北

小埝，将泛区分割为不同运用标准的7个区域并设了6个固定的分洪口门。

国务院国函[1993]163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批准《永定

河洪水调度方案》规定了卢沟桥发生不同频率洪水时(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

年及以上一遇)泛区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家防办《关于永定河卢沟桥以下中小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办河[1997]61号

文件规定了永定河卢沟桥下泄中小洪水(500，800，1000，1500，2000，2500)泛区

及各蓄滞洪区运用原则。

国务院国函[2003]9l号《国务院关于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的批复》在对原永定

河防御洪水方案进行修订后，重新规定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国汛[2004]7号文，在国务院国函[2003191

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了永定河防洪体系标准和防御洪水原则。

1．1．4历史洪水及泛区堤埝变迁

1939年永定河大水，三家店洪峰流量达4665m1／s，永定河左堤梁各庄段漫溢溃

决。1940年汛前修建了罗古判横埝。1942年汛f}i『完成了护路堤。1942年，粱各庄再

次溃决，汛后村民自发修筑了护林、护麦埝埂。1944年，部分护林埝连接修筑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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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埝。1946年，部分护林埝连接修筑了南前卫埝。1949年冬至1951年，实施了永定

河梁各庄上游段裁弯和导流工程，修筑了新北堤，培修加固护路堤、北遥堤，丌挖增

产河，修筑增产堤，这些外围堤防与北运河左堤共同构成泛区边界围堤，始而形成今

日泛区格局。1957年，龙河改道，开挖新龙河于东张务穿新北堤入泛区。1958年汛

后，修筑北前卫埝，1960年，天堂河改道，开挖新天堂河于更生村附近入泛区。1967

年，确定了泛区堤埝的运用标准。1978～1979年，修筑了“椅子圈”围埝和丈方河

横堤及南北护麦埝。泛区内堤埝纵横，有的己形成严重阻水障碍，八十年代开始清障。

1995年，拆除了罗古判阻水横埝、丈方河村东护麦埝、白营村西护麦埝。泛区堤埝

几经修建和拆除，形成了现有的堤埝，见图卜l。

1．2研究目标及内容

本文根据永定河流域的实际情况和防洪规划，对其洪水调度问题进行了分析研

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卢沟桥按最大下泄3000m3／s控制情况下“4。””，计算了卢沟桥发生5、lO、

20、50、100年一遇洪水过程时，泛区及永定新河的水面线。

(2)北运河屈家店闸分流按0、200、400m3／s考虑，计算了卢沟桥发生5、10、

20、50、100年一遇洪水过程时，泛区及永定新河的水面线。

(3)北京排污河、潮自新河入流按照设计条件200、2100立方米／秒和不入流考

虑，计算了卢沟桥发生5、lO、20、50、100年一遇洪水过程时，泛区及永定新河的

水而线。

(4)支流天堂河、龙河分别按照5、lO、20、50年一遇沥水过程考虑，计算了

卢沟桥发生5、10、20、50、100年一遇洪水过程时，泛区及永定新河的水面线。

(5)根据计算的水面线结果，复核了现状的永定新河河道堤防标准，对其防洪

能力进行了评估。

(6)根据计算水面线及境内永定河泛区、永定新河堤防和险工等工程现状，提

出堤防的重点防守堤段。

(7)根据堤防现状，按照不同标准水面线，计算分析了境内各口门(含造甲船

闸)分洪时机、流量、水量，确定并优化各口门运用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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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洪水调度数学模型的建立

2．1 一维河网模型的建立

2．1．1模型的适用性

永定河泛区内堤埝纵横交错，如南：lL；,fl埝、南北前卫埝、龙河左右小埝、南北围

埝、护麦埝等，各堤埝之间所围垦的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系列滞洪小区。当遇较大洪

水时，由于堤埝破口使泛区内河道与滞洪小区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河道与

堤埝相联，各滞洪小区之间也相互联接。由此可见，永定河泛区的洪水运动具有十分

典型的河网水流运动特征，采用复杂河网洪水调度数学模型进行实时洪水调度计算是

十分有效的。

本模型能够应用于复杂河网区，并能够用于蓄滞洪区的分洪调度，能够给出任何

断面的水位、流量要素，同时，给出蓄滞洪区的分洪时间、分蓄洪过程、蓄滞洪区内

水位变化过程及分洪后降低水位的效果，而且，模型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哪一个

或几个蓄滞洪区何时开始分洪及其分洪效果。但是一般模型中，一个蓄滞洪区概化成

一个口门，蓄滞洪区之间互不关联。由于永定河泛区的应用条件更为复杂，各蓄滞洪

区又分几个分洪小区运用，蓄滞洪区之间互相关联，既有蓄滞洪区向蓄滞洪区分退洪，

又有河道向蓄滞洪区分洪、蓄滞洪区向河道退洪，一个蓄滞洪区有多个分洪口门等等。

加上永定河多年没有来水，蓄滞洪区从未运用，下垫面条件对洪水运动影响较大，直

接应用该模型进行洪水演进调度计算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必须对已建模型进行较大

改进及完善。为了适应永定河泛区复杂的运用条件，本次计算对模型进行了修改，增

加了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1)蓄滞洪区之间可以互相关联。

(2)一个蓄滞洪区可以有多个进退水口门。

(3)本模型口门开启结合实际情况，采用5小时开启一口门的形式(若有两口

门处水位在5小时内，皆达到分洪规定，只一个口门分洪)，这样既符合实际口门开

启的情况，又避免了因口门突然打开出现的突变，避免了由此引起的振荡现象，使模

型更加稳定。

(d)支流分洪既可以通过闸门控制泄流，也可以根据宽顶堰公式敞泄，还可以

根搌调度给定的流量过程计算。

(5)考虑入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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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分洪流量与河道总流量之比较大的情况下，计算仍然稳定。

改进以后的模型，考虑问题更加全面，应用范围更广，稳定性进⋯步增强，可操

作性更强，可用于地形复杂，下垫面条件变化大，堤埝及滞洪区之间互相串联的区域。

2．1．2河网非恒定流模型

㈢基本方程及定解条件

1)基本方程

描述一维不恒定流运动的圣维南方程组有很多形式，

水流连续方程：

丝+望：口
af ax

‘

动量守恒方程：

詈+去卜等卜鲥丝Ox+g掣AR=。以 缸I 爿J。
。 ⋯3

采用以下形式的微方程：

(2—1)

(2—2)

式中：A为过水面积；Q为流量；q为单位长度旁侧入流量，也可以是降水或下渗单

宽流量；n为糙率系数；R为水力半径；z为水位；a为动力修正系数：g为重力加速

度。

2)定解条件

(1)初始条件

Z(工，t L=Z(X，0)
Q(列k=Q(x，o)

(2—3)

即在计算丌始时刻(to)给定计算断面的水位Z和流量Q。

(2)边界条件

可以采用下边界水位过程与上边界的流量过程；或给出上下边界断面的水位流量

关系曲线。

z(即】。；z(o，t)
o(x，f)⋯=Q(K，t)或z(上，f1 x-K—z(K，t) (2—4)

或Q(x，f】。。。=i(z(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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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河网汉点基本方程

按通常定义，汊点是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河段的交汇点，有时也可将边界点作为汊

点处理。

1)水流连续方程

进出每一汉点的流量必须与该汉点的水量增减率相平衡：

簖1+耘m+l,1；导 m啦⋯M (2-5)

式中M为河网中的汉点总数；l(m)为与汊点m相连接的河段数；Q：j1为第i

条河段流入(或流出)汉点m的流量；Q二“为汉点m处除汇流河段外的其它入流量；

Q．为汉点m的蓄水量。

将式(2-卜3)写成增量形式，并将水量增量率写成差分形式：

∥+篙1‰+‘粪’‰咆警Q二“+∑鳓，f+∑△Q卅J=％詈
J-1 f-1 u‘

(2—6)

式中S．为汊点m的水面面积；△Y．为汉点m的水位增量。

2)动量守恒条件

汉点动量守恒条件与是否考虑各河段端点处流速水头、阻力损失等有关。一般情

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汉点处各河段端点水位相同，水位增量也相同，即：

△■-l一△L．2⋯。△km)=△L m=1，2，⋯M (2-7)

㈢差分格式

差分格式的类型很多。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即显式差分格式和隐式差分格式。两

种格式的稳定条件及计算过程有所不同。差分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方程中的的偏微商用

差商代替，把原方程离散为差分方程，并在自变量x～t平面网格上对各节点求近似解。

具体来说是以流程距离X为横坐标，时问t为纵坐标，根据原始资料情况、计算

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选取距离步长△x和时问步长缸，在自变量X～t平面上构成矩

形网格，如图2．1所示。其中平行于x轴的直线表示某时刻，此直线在t轴上的位置

编号为j(1，2，⋯，j)相应此时刻的量以上标表示，平行于t轴的直线表示某距离

位置，此直线在x轴上的编号为i(1，2，⋯，i，⋯，n)，相应此位置的量以下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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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两种直线的交点则表示处于某时刻j和某距离位置i的量。直接差分法就是在这

样的一系列节点上，用不连续的差商逼近连续的差商，将连续的微分方程组离散为不

连续的节点上的差分方程组，然后联立求解可得这些节点上的未知量。

^t

+1

●

1

i-l

图2-I网格示意图 图2-2差分示意图

本模型采用绝对稳定的隐式差分格式中的Preissmann四点偏心差分格式，将方

程进行离散。

其差分格式：

笪似)。趔；!丝二13+垒=!逝二五：)
Ox、

’

Ax Ax Ax

望∞)．笪：!三二丝丛) (2_s)
ot‘

’

2△f

加)一厂：：=水矿1+，i⋯+1)+(1一。)(正7+凡)]

将式(2-1)、(2-2)用Preissmann四点偏心格式离散为

式中：

％aliZij+～l

C

f)j++lZ／C2ia／‘：篡l+d筹10e ∽。，
口2I +1+ +1+a2fz茹1 2fQ茄1昌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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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吐c“2 2piAt‘去
％吃’+z二。+半cli(Qi7咆：。)

％锄剐糍卜2％嘲％1
％小4口昔。黥
民山4盯簧‘糍
％2半％‰引+卜训昔’糍卜-
+m训盖’糍卜埘r

将(n+1)At时层的水位、流量等用Tay]or级数展开：

gn 2bj。*O：阱j+。O
B。j+O：(j‰j+。O)7”

∥1州埘““+等△一+碧崛+争等+

将上式代入离散后的圣维南方程组中，略去△Y．、△Q。的二阶以上小量得

口旭■+l+bl△Q¨J=Ci△■+dfAQf+ei

口：△r+。+b；AQ，。=c；AY,+d；AQ，+e：

(2—10)

(2—11)

(2一12)

式中a，、b，、c，、d，及e，为水流连续方程式(2—1)离散后的差分系数，a凡b■

c，’、d．’及e．’为动量方程式(2-2)离散后的差分系数。这些系数仅与nat时层的水

位、流量有关，实质上是对差分系数进行了线性化处理，这就要求在计算中通过调整

时间步长，保证AQ／Q，AA／A等足够小。

数值试验结果表明：线性化处理与不作线性化近似计算结果之问的差异随上游来

水过程中流量涨落率A(j／AL变化率的增大而增大，但这种差异不大。由于求解线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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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差分方程不需迭代，因而计算量较非线性化的差分方程小的多，这样可大大加快

洪水在河网中运动过程的计算速度。

2．1．3有关问题的处理

(1)边界问题

边界可分为开边界和闭边界两种情况。

开边界：对于进水过程，边界条件给出流量过程；退水网格的边界条件有两种，

一是给出流量过程，另一种是给出水位过程，在计算中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闭边界：对于闭边界，取水力要素法向偏导为0，即 旦，0
dn

(2)干河床处理

对于水流还没有流到的干河床区域，需进行特殊处理。目前比较合理的方法是

采用动边界方法，确定出计算域中有水和无水区域的界限进行模拟，但是在程序编译

处理过程中比较复杂困难。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一般做近似简化处理，通过“冻结方

法”和最小水深假设的方法，把动边界问题简化为固定边界处理。

2．2灾害损失评估模型

2．2．1社经资料调查统计

本次社会经济资料调查，以lkm2或0．25km2为一个调查单元，统计出该单元内的

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村庄个数、水阳、农机、乡镇企业等)，共55项内容。

本次统计资料的期限截止到1996年底，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1)人口是指户口在蓄

滞洪区内的人员，流动人口不包括在内；(2)村庄是指村台和人口在蓄滞洪区内的村庄，

耕地在蓄滞洪区、村台和人口在蓄滞洪区外的村庄不包括在内：(3)耕地面积不考虑复

种面积。各经济分类如下：

㈠农业

种植业主要包括水田、早阳、菜阳、经济作物、苇地。农产品价格按1996年平

均价格统计，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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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农产品价格

种 类 每亩价格(元)

水 田 840

旱 田 480

菜 田 1000

经济作物 480

果 园 600

苇 地 250

注：农业产值不包括复种产值

(二)工业

工业包括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家庭手工业。工业固定资产和产值按

1996年实际价格统计。

㈢私人财产

私人财产包括房屋和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包括家用电器、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用

品等。私人财产价值按1996年实际价格统计。

⑩其他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按1996年实际价格统计。

有些村庄耕地在蓄滞洪区内，但村台、房屋、人口在蓄滞洪区外，则只统计蓄滞洪区

内的耕地，不统计村庄和人口。

㈤洪灾损失率确定

洪灾财产损失率，通常是指洪灾区各类财产损失的价值与灾前原有价值之比。

本次计算中损失率与水深的关系，采用1995年《大清河洪水灾害损失初步分析》

中的数值，见表2—2。

表2—2分洪损火率计算表

＼＼ 淹没水深

．损火朱(米) <1 l～3 >3茹心
农 种植业产值 100 l【)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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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林业产值 50 80 100

畜牧业产值 30 50 80

水产业产值 100 i00 100

农机资产 10 10 10

l：业固定资产 30 50 65

房 屋 20 50 65

家庭财产 30 50 75

党政事业 30 50 65

水利设施 20 50 65

电力设施 10 50 65

通讯设施 20 50 60

2．2．2洪灾损失计算

在不同的滞洪水位下，根据各网格的淹没水深及村庄的淹没水深，计算各经济类

别相关的损失率。损失率乘以相应的产值或固定资产即为灾害损失。私人财产及农机

损失计算以村庄平均高程为准。

1)农业损失

农业损失=种植业损失+林果业损失+畜牧业损失+水产业损失+农机损失

2)工业损失

企、Ik停产损失=企业年产值X停产天数／365

工业损失=企业固定资产损失+企业停产损失

注：停产天数与淹没水深有关：水深小于lm，停产15天；水深在1～3m，停产

30天：水深大于3m，停产60天。

3)私人财产损失

私人财产损失=私人财产总值X损失率

4)党政事业单位财产损失

党政事业单位财产损失=党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损失率

5)水利设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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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设施损失=水利设施总值×损失率

6)电力、通讯设施损失

电力、通讯设施损失=电力设施总值×损失率十通讯设施损失×损失率

7)其他损失

其他损失包括防汛抢险、救护灾民、转移安置等费用，按以上损失的20％估算。

需要指出的是：(1)本次洪灾损失计算没有考虑由于公路、铁路、通讯、电力等设

施遭到破坏而带来的间接损失。(2)本次计算是假定损失率采用表2—2中的数值而得出

洪灾损失值，如果损失率改变了，洪灾损失也相应改变。损失计算程序中有随着损失

率改变而重新计算出成果的功能。(3)农产品价格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

得出新的洪灾损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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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洪水调度方案的拟订

3．1模拟条件及依据

3．1．1模拟范围

从卢沟桥一直到永定新河河口，包括永定河泛区、三角淀、淀北、西七里海滞洪

区以及天堂河、龙河、北运河支流的一部分、潮白新河、北京排污河。

3．1．2边界条件

上游边界采用天津院提供的三家店流量过程(该流量过程曾于1993年用于陈家

庄水库设计，得到水利部规划总院批准)，洪水地区组成为：三家店与官厅山峡同频

率、官厅以上相应频率、官厅水库100年一遇以下洪水控泄600m3／s。三家店及卢沟

桥不同频率洪峰、洪量见表3一l。

一般标准洪水，卢沟桥拦河闸下泄流量过程采用三家店30天洪水设计过程加削平

头的方法，即：当三家店流量小于2500m3／s时，三家店流量就作为卢沟桥流量，当三家

店流量大于2500m3／s时，卢沟桥流量等于2500ma／s。本次计算还针对《关于永定河洪

水调度方案的批复》“”’“71文中特大洪水，永定河遭遇200年一遇洪水过程，卢沟桥

下泄流量增至3000M 3／s这一情况，通过查PIII型频率曲线得到200年一遇三家店洪

水过程线洪峰数值为10380．2M 3肛ItS]7根据长历时、多峰形的洪水过程一般采用同

倍比放大原则”⋯，进行洪峰同倍比放大，指标见表3-1。

支流天堂河、期可有5年、lO年、20、50、loo年—遇沥水过程线。卢沟桥来水与天堂河、

龙河同频率组合(卢沟桥来水频率100年—遇以上与天堂河、龙河100年叫嚣沥水过程线组合)。

北运河不考虑入汇，只考虑下泄。卢沟桥来i00年一j邑以T',gJR时，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设

计入汇分别为200m：'／s及2100rn{／s，校核条件(卢沟桥来100年1基及以上洪水)：北京排污

河不，Ⅵ[，潮自新河入汇3000m：Ys。

下边界为海口选取六米站1972年7月2l R至8月9日共20天的潮位过程。

初始条件：假设初始时刻河道中有水，取计算的第—个时刻的流量，用恒定流的方法计算

各断面的水位、流量，以此为计算初始时刻的水位、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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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不同频率最大洪峰、洪量表

频率(％) O．5％ 1％ 2％ 5％ 10％ 20％

三家店洪峰(m3／s) 10380．2 6230 4930 3340 2280 1419

三家店洪量(亿m3) 52．89 22．15 20．76 15．49 11．05 7．23

卢沟桥洪峰(m3／s) 3000 2500 2500 2500 2280 1419

卢沟桥洪量(亿一) 42．78 21．45 20．37 15．43 11．05 7．23

表3—2 天堂河、龙河不同频率下的恒定入汇流量

＼尊洪水赢N 天堂河入流(m3／s) 龙河入流(m3／s)

5 48．8 52．5

10 78．45 85．38

20 105．8 136．17

50 140 199

100 140 199

3．1．3地形资料

整个计算范围内河道基本资料见表3—3，滞洪小区地形资料见表3-4。

表3-3 河道断面信息表

弘 ‘道名称 断面个数 断面资料 高程系统

卢沟桥至金门闸 40 1999年实测 国家85
卢梁段

金f J闸至梁各庄 33 1986年实测 黄海56

永定河泛区主槽 50 1989年实测 黄海56

28_十082以上断面按1999

永定新河 屈家店至挡潮埝 66 年实测资料，以F断面 黄海56

采用清淤、复堤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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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滞洪小区地形资料一览表

滞洪小区名称 比例 测图时间 高程系统

永定河泛区 1／10000 1991年4月 国家85

三角淀滞洪区 1／10000 1991年4月 国家85

淀北 l／10000 1980年 黄海56

西七里海临时滞洪区 1／10000 1988年11月 国家85

堤防资料：屈家店以上主槽两岸堤防为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供的河道断

面的左、右两堤堤顶高程；屈家店以下为天津市水文总站1998年测量资料和天津市

水利勘测设计院1999年至今所作永定新河复堤后成果⋯¨”1。

3．1．4糙率姿料

各河道糙率取值情况见表3-5。

表3-5 各断面糙率取值表

河 名 主槽糙率 滩地糙率

卢沟桥至梁各庄段 0．025 O．06

永定河泛区 梁各庄至东州 0．025 0．035

主槽 东州至屈家店 0．025 O．06

永定新河 0．025 O．05

3．1．5口门状况

各分退洪口门位置、底高、宽度、控制条件根据现状调度方案确定，即根据国务

院国函[1993]16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及国家防办办河

[1997]61号文件《关于永定河卢沟桥以下中小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确定，见表3—6。

表3-6分洪口f J控制条件

所在滞洪小 口门宽度 设计底坎高 控制条件
口f J名称 桩号(111) 所在闸埝

区名称 (m) 程(In) 按卢沟桥流量控制

茨平南Lj门已开，卢沟桥
池口 7l+870 泛3 南前]i埝 350 21

流姑800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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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庄子口门己开，卢沟桥
王码 76+570 泛2 北小埝 200 16．8

流量2000m3／s

莰平南口f J已开，卢沟桥
西孟村 82+470 泛5 北小埝 200 15．9

流量800m3／s

茨平南 86+120 泛6 北围埝 200 14．4 卢沟桥流最500m3／s

南石、池口口门已开，卢
潘庄子 泛4 南小埝 200 20

沟桥流量1500m3／s

池口、西孟村口门已开，
南石 80+370 泛4 南小埝 200 16．5

卢沟桥流星1000m3／s

龙河左右堤 泛6-7 龙河堤 200 8．5 卢沟桥流量800m3／s

泛l区口门 70+220 泛l 北小埝 1000 22 口门处水位22．Om

南小埝退水 86+120 泛4 南小埝 200 11．85 口门前水位大于河道水位

东州退水 115+470 泛7 主槽左埝 200 6．29 口门前水位大丁：河道水位

北前卫埝
退水 泛5—6 北前卫埝 200 9．43 口门前水位丈于河道水位

泛2区向泛
5区退水 14，6 泛2水位高于泛5水位

屈家店闸上水位达到
大旺村 115+470 三角淀 泛区右堤 200 6．9

6．5m，上游求势继续上涨

泛区一淀4 三角淀己启用，屈家店闸
郎园 ]27+670 100 3．4

IX 上水位6．5m

永定新河 口门处水位5．81m或屈家
7+100

139+870 淀北4区 115 3

店闸上水位6．5m

永定新河 口f J处水位5．08m或屈家

22+200
154+870 淀北5区 100 2．5

店闸上水位6．5m

永定新河 西七里海i

28+082
160+062 220 2．5 口门处水伊4．78m

区

两一医向西
崩I～西2 200 1 7 西七里海一区水位3．5m

_二l冠分

阿一医向撕 两七里海一区水位3 5m，

硝卜一似3 200 0．9

=区分 蚂七里海二区水位3 Om

北运河 132+770 家J占闸上水位高丁5．75m

注：卢沟桥为桩号起点：泛区口f J设汁标准由人沣院提供，高群基准为国家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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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控制条件

天堂河、龙河考虑恒定流量入汇，潮白新河和北京排污河的入汇，这次考虑两种

情况：一是潮白新河和北京排污河按设计条件入汇，即：50年一遇及以下频率洪水，

潮白新河恒定入汇2lOOm3／s，北京排污河恒定入汇200m3／s，100年一遇及以上潮白

新河恒定入汇3000m’／s，北京排污河不入汇；二是潮白新河不入汇。北运河考虑三种

情况，一是当屈家店控制最大泄量不超过200m：‘／s，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关闭，当泄量

小于200m3／s时，按实际出流量计算。二是北运河控泄400m3／s。三是北运河关闸不

用。

3．2社会经济状况

(刁泛区

泛区(包括主河道)总面积522km2，耕地45．75万亩，人口16．88万人，资产和

产值总计24．75亿元。

㈢三角淀

三角淀面积48km2，耕地6．57万亩，人口1．62万人，资产和产值总计12．07亿

元。

㈢淀北

淀北面积215 km2，耕地19．74万亩，人口7．48万人，资产和产值总计146．98

亿元。(淀北有北辰开发区，京l儿、滓蓟、京九铁路，京津高速，津围公路，引滦输

水明渠、暗渠从区内通过，另有30万、11万伏两座变电站，因此经济指标较高。)

㈣西七罩海

西七旱海面积192 km2，耕地9．3万亩，人口5．4万人，资产和产值总计41．56

亿元。

各滞洪小区具体的社经状况见表3—7。

由于泛区与其他滞洪小区社经资料统计的时间不一，统计的方法和内容有差别，

可能造成统计成果上的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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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计算方案拟订

3．3．1闸的过流能力

主要考虑造甲船闸和淮淀闸，都位于津唐运河，联系永定新河、潮白新河，可在

潮白新河行洪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分泄永定新河部分洪水。1999年和2000年天津市

水利局对津唐运河进行了清淤，造甲船闸进行了加固维修。天津市水利勘察设计研究

院复核分析表明，津唐运河可分泄永定新河洪水的能力可达到lOOm3居““。

津唐运河清淤后河底高程一2．89米，造甲船闸闸底板高程一3．029米，闸门顶高程

4．871米，l孔，孔宽8．4米，闸上设计水位4．611米。利用造甲船闸分洪，闸门按

提出水面应用，因此水流流态为堰流。计算方案按照国家防总国汛办[1993]75号文

件《关于做好水库垮坝情况上报工作的通知》推荐的堰流公式：

3

Q=0．54mBx[瓦H；

式中：Q为流量、m为过流系数(0．325—0．385)取0．325、g为重力加速度、}Io为上

游水头，按设计水位4．6ll米计算， 造甲船闸过流能力为134．1优3厶。

淮淀船闸闸底板高程一3．579米，闸门顶高程5．921米，3孔，单孔宽8．4米，闸

上设计水位4．61l米。现在只有中孔设备启闭正常。按设计水位4．6ll米计算，淮

淀船闸中孔过流能力为134．1 m3厶。

两闸过流能力都超过lOOm3厶，满足津唐运河分洪100的复核成果“⋯。因此，本

次计算中，津唐运河分洪采用天津市水利勘察设计研究院复核的滓唐运河分洪能力

lOOm3|s，

3．3．2计算方案

本次计算主要针对永定新河河道清淤、复堤改变后的新地形、北运河治理控泄能

力达到400m 3厶、滓唐运河清淤后造甲船闸、淮淀闸过流能力达到lOOm3厶(运用

条件：在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时，首先运用津唐运河分洪，再启用西七

罩海蓄洪区)和永定河发生超标准洪水下，调度方案新变化，共拟订了22个基本方

案，方案设计列于表3 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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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针对所拟订的22个基本方案(表3-8)，分别在不同设计洪水和不同洪水组

合及控制管理情况下，对永定河的洪水调度问题进行了模拟研究。

4．1 5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5年一遇来水，无支流入汇，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且不

用潘庄子、王码口门，永定新河不分洪，不用北运河。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29m

(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708．7m3厶，泛区总损失0．55亿元，永定新

河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4．621m、4．006m、3．715m，分

别低于校核水位1．189米、1．074米、1．065米(方案5一1)。此方案计算结果见

表4—1和表2。

表4-1 河道控制断面成果表

断面
分洪 分洪时

分洪时
最大流量 出现 最高 出现

时间 水位
流量

名称 (小3厶)
时间 水位 时间

(h) (m) (肌3／s) (h) (m) (h)

卢沟桥 1419 333 61．726 333

梁各庄 1237 344 23．934 344

泛l缺口 1231．4 344 21，4 345

池口 331．33 19．84 270．4 1231．7 345 20．806 345

王码 1233．2 345 18．929 345

南石 331．5 16．53 266．6 1059．2 345 17．445 345

西孟 331．33 15．85 264．43 953．7 346 16．587 346

茨平南 90．33 14．28 174．13 869．8 346 14．991 346

大旺村 855．7 353 7．804 353

东州 454．67 6．97 322．27 855．6 353 7．658 353

郎园 788．3 357 5．578 386

屈家店闸上 708．7 360 5．294 386

7+100 698．2 387 4 621 387

22+200 698．1 388 4．006 387

28+082 698．6 388 3．715 385

京1I『铁路 808．9 149 2．92 145

5年‘遇来水，天章河、龙洲。陋定入犷，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3厶、潮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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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入汇2100m3／s。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且不用潘庄子、王码口
门，永定新河不分洪，不用北运河。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828m(低于校核水

位6．5米)，最大流量763．7m3厶，泛区总损失0．61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

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329m、4．974m，分别低于校核水位0．461米、0．106米；

28+082口门最高水位4．828m，高于校核水位0．048米(方案5—2)。

表4-2蓄滞洪区运用成果表

滞洪区
分洪口门

分洪时
最大流量

出现时 最高水 出现时 最大蓄量 出现时 淹没损失

名称 间(h) (m 3厶) 间(h) 位(M) 间(h) (亿衍) 间(h) (亿元)

泛三区 池口 331．33 O．01 340 16．5 l O 0 O

泛四区 南石 331．5 169．13 346 13．42 618 0．3 617 0．28

泛五区 西孟 331．33 104．89 346 lO．8 350 0．01 349 O．04

泛六区 北前卫埝 337．83 85．23 350 g．7l 33l O．18 331

泛六区 茨平南 90．33 83．74 346 g．71 331 O．18 33l O．23

泛六区 龙河右堤 331．33 105．92 380 g．71 33l O．18 33l

泛七区 龙河左堤 331．33 13．4 357 6．98 607 O．04 597

泛七区 东州 454．67 O．17 361 6．98 607 0．04 597

总损失 0．55

5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3厶、潮白新

河入汇2100m 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且不用潘庄子、王码口

门，永定新河不分洪，北运河控泄200m3／s。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305m(低

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581．9m3厶，总最大流量781．9m3厶，泛区总损失

O．61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4．901m、4．629m、

4．532m，分别低于校核水位0．909米、0．451米、0．248米(方案5—3)。

4．2 10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1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3厶、潮

白新河入汇2100m3／s，北运河不分洪。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
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09l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

877．4m3厶，泛区总损失1．54亿元，永定新河7+100口门最高水位为5．555m，低

于校核水位0．255米；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167m，5．004m，

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087m、0．224m(方案l 0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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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3／s、潮白新

河入汇2100m3／s，北运河控泄200m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
永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655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

量713．2m3厶，总最大流量913．2m3厶，泛区总损失1．54亿元，永定新河7+100、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197m、4．877m，4．746m，分别低于校核

水位0．613m、0．203m、0．034m(方案lO一2)。

4．3 20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2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不分洪。泛区口门以卢沟桥

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532m(稍高于校核

水位6．5米)，最大流量1075．8m3／s，泛区总损失3．03亿元，永定新河7+100、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922m、5．479m、5．286m，分别高于校核

水位0．112m、0．399m、0．506m(方案20一1)。

2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洪200m3／s。泛区口f-3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128m(低于校核

水位6．5米)，最大流量910．5m3厶，总最大流量1110．5卅3厶，泛区总损失3．03

亿元，永定新河7+100口门最高水位为5．586m，低于校核水位0．224m，22+200、

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202m、5．039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122m、0．259m

(方案20—2)。

2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洪200m3店。泛区口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口门底坎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只用西七里海，

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100m 3厶)。

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126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910．7m 3厶，总

最大流量1llo．7聊3厶，永定河总损失3．03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口门

最高水位分别为5．577m、5．08m，低于校核水位0．233m、Om，28+082口门最高

水位为5．018m，高于校核水位0．238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0．02亿立方米(28+082

口门向西七罩海1区分洪O．02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流

量、蓄量过程见图4一l和4—2(方案20—3)。

20年～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泄400m 3／s。泛区口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704m(低于校核

水位6．5米)，最大流量754．3m 3厶，总最大流量1154．3m 3／s，永定河总损失3．03
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237m、4．92m，分别低于

校核水位0．573m、0．16m，28+082口门最高水位为4．789m，高于校核水位0．009m

(方案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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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l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一区分洪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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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蓄鼍过程

20年～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3／s、潮白
新河不入汇。北运河控洪200m 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

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5．952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

926．8m3厶，总最大流量1 126．8m3厶，永定河总损失3．03亿元，永定新河7+100、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292m、4．769m、4．53m，分别低于校核水

位0．518m、0．31lm、0．25m(方案20—5)。

4．4 50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5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7厂，北运河不分洪。泛区口门以卢沟桥

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7．198m(高于校核水

位6．5米)，最大流量1369．7m3厶，泛Ⅸ总损失2．97亿元，永定新河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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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469m、5．927m、5．684m，分别高于校核

水位0．659m、0．847m、0．904m(方案50一1)。

5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洪200m3／s。泛区口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口门底坎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淀北、西七里

海联用，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

lOOm3／s)。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734m(高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
1179．1 m3／s，总最大流量1379．1m3厶，永定河总损失6．07亿元，永定新河
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034m、5．51lm、5．287m，分别高

于校核水位0．224m、0．431m、0．507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0．5亿立方米(28+082

口门向西七里海一区分洪0．38亿方、22+200口门向淀北五区分洪0．1亿方、

7+100口门向淀北四区分洪0．02亿方)、损失2．05亿元，7+100口门向淀北4、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流量、蓄量见图4—3、

4—4、4—5、4—6、4—7、4—8(方案50一2)。

图4-3 7+100口门向淀北4区分流流量过程

幽4—4 7+100[11f J向淀』匕4区分流蓄姑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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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流量过程

图4-6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蓄量过程

剀4—7 28+082¨f J向阳L里海l区分流流耸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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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流蓄量过程

5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洪400m3／s。泛区口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口门底坎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淀北、西七里

海联用，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

100m3厶)。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327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

984．6小3厶，总最大流量1384．6m3厶，永定河总损失4．43亿元，永定新河7+100

口门最高水位为5．723m，低于校核水位0．087m，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

分别为5．28m、5．029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2m、0．249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

0．106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一区分洪O．09亿方、22+200口门向淀

北5区分洪0．016亿立方米)、总损失0．42亿元，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流量、蓄量见图4—9、4～10、4-11、4—12(方案50一3)。

幽4 9 28*082口f J向两七里海l区分流流培过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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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一遇来水，四条支流恒定入汇，北运河控洪400m3厶。泛区13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7+100、22+200口门底坎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

28+082口门宽200m、底坎高程3．5m(只用西七里海，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

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lOOm3／s)。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243m
(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985．9m3厶，总最大流量1385．9m3厶，永定

河总损失5．24亿元，永定新河7+100口门最高水位为5．609m，低于校核水位

0．201m，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175m、4．99m，高于校核水位

0．095m、0．21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19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一

区分洪lI 19亿方)、总损失1．23亿元，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

蓄量见图4一13、4—14(方案50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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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28+082口『1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28+082LIf J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蓄疑址程

幽4—14 28÷082 f]f J向阳七里海l R分洪蓄鼙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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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入汇200m 3／s、潮白

新河不入汇。北运河控洪400m3厶。泛区13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

河不分洪。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164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

983。4m3／s，总最大流量1383．4m3厶，永定河总损失4．01亿元，永定新河7+100、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475m、4．919m、4．661m，分别低于校核

水位0．335m、0．161m、0．119m(方案50一5)。

4．5 100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10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不入汇、潮白新

河入汇3000m3／s，北运河、永定新河不分洪。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

件。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7．433m(高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1490．6m3厶，

泛区总损失30．77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

6．67m、6．094m、5．845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86m、1．014m、1．065m(方案100一1)。

10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不入汇、潮白新河入

汇3000m3厶，北运河控洪200m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

新河分洪口门22+200口门宽lOOm、底坎高程4．58m，28+082宽220m、底坎高

程4．28m，7+100口门宽115m、底坎高程5．31m(淀北、西七里海联用，28+082

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lOOm3／s)。屈家店闸

上最高水位6．969m(高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1273．7m3厶，总最大流量

1473．7m 3／s，永定河总损失7．26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28+082口门

最高水位分别为6．204m、5．641m、5．412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394m、0．169m、

0．632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0．93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1．2

亿立方米，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O．43亿立方米、7+100口门及淀北5区

向4区分洪0．5亿立方米)、总损失20．24亿元，7+100向淀北4区、22+200向

淀北5区、‘28+082口门向西七罩海分洪流量、蓄量见图4—15、4-16、4-17、4—18、

4-19、4—20(方案100—2)。



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图4—15 7+100口门向淀北4区分流流量过程

图4—16 7+100口门向淀北4区分流蓄量过程

剧4一l 7 22+200[1f J向淀北5医分流流鼙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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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22+200口门向淀北4区分流蓄量过程

图4—19 28+082口门向两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剀4—20 28}082 I】f J向拍七里海1区分洪蓄埘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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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不入汇、潮白新河入

汇3000m3／s，北运河控泄400m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
新河分洪口门28+082口门宽220m、底坎高程3．5m，7+100、22+200口门底坎

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只用西七里海蓄洪区，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

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loo肌3／s)。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481m(稍低
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1108．4m3厶，总最大流量1508．4m3厶，永定河总

损失15．8亿元，永定新河7+100口门最高水位为5．757m，低于校核水位0．053m，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5．18m、4．925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1m、0．145m；

永定新河分洪水量3．66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1-19亿立

方米、1区向2区分洪2．47亿立方米)、总损失11．74亿元，28+082口门向西七

里海1区分洪流量、蓄量见图4—2l、4—22(方案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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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2D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图4—21 28+082口门向两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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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不入汇、潮白新河入

汇3000m3／s，北运河控洪400m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
新河分洪口门28+082口门宽220m、底坎高程4．28m，7+100、22+200口门底坎

高程以校核水位控制(西七里海、淀北蓄洪区联合运用，28+082口门处水位达

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津唐运河分泄100m3厶)。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

6．559m(稍高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l106．5卅3／s，总最大流量
1506．5m3／s，永定河总损失5．74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口门最高水位
分别为5．877m、5．36m、5．145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136m、0．032m，28+082

口门最高水位4．788m，高于校核水位0．008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22亿立方米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1．19亿立方米、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

0．03亿立方米)、总损失1．67亿元，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28+082口门

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蓄量见图4—23、4—24、4—25、4—26(方案100—4)。

图4-23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过程

刳卜21 22+200 nf J向淀北5陬分洪莆垃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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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28+082日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圈4—26 28+082口门向两七里海1区分洪蓄量过程

100年一遇来水，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北京排污河、潮自新河不入汇，

北运河控洪400m3居。泛区口门以卢沟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不分洪。屈

家店闸上最高水位6．355m(低于校核水位6．5米)，最大流量1106．1m 3厶，总最

大流量1506．1坍3居，永定河总损失4．07亿元，永定新河7+100、22+200、28+082

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5．558m、4．861m、4．524m，分别低于校核水位0．252m、

0．219m、0．256m(方案100—5)。



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4．6 200年一遇洪水的调度结果

对于200年一遇来水，无支流入汇，北运河控洪200m3厶。泛区口门以卢沟

桥流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口门28+082口门宽220米、底坎高程2．5米；

22+200口门宽100米、底坎高程2．5米：7+100口f-j宽115米、底坎高程3米(西

七里海、淀北蓄洪区联合运用，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

利用津唐运河分泄100m3／s)。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8．448m(高于校核水位6．5
米)，最大流量2610．8m3厶，总最大流量2810．8小3厶，永定河总损失103．19亿

元，永定新河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775m、5．728m、

5．071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965m、0．648m、0．291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4．38

亿立方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1．84亿立方米、1区向2区分洪4．26

亿立方米，7+100口门及淀北5区向淀北4区分洪7．4l亿立方米、22+200口门

向淀北5区分洪0．87亿立方米)、总损失97．24亿元，7+100口门向淀北4区分

洪、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蓄量

见图4—27、4—28、4—29、4-30、4-31、4—32(方案200—1)。

图4-27 7+1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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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流量过程

图4—30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流蓄量过程

幽4-31 28+082口f J向仙匕里海1区分洪流茸过群



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图4-32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蓄量过程

200年一遇来水，无支流入汇，北运河控洪400m3厶。泛区1：3 f-1以卢沟桥流

量为控制条件，永定新河分洪口门28+082口门宽220米、底坎高程2．5米：22+200

口门宽100米、底坎高程2．5米；7+100口门宽115米、底坎高程3米(西七里

海、淀北蓄洪区联合运用，28+082口门处水位达到校核水位4．78米，首先利用

津唐运河分泄100m3厶)。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8．142m(高于校核水位6．5米)，

最大流量2426．2m3居，总最大流量2826．2m3厶，永定河总损失99．2l亿元。永

定新河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413m、5．285m、4．793m，

分别高于校核水位0．603m、0．205m、0．013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1．97亿立方

米(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1．5l亿立方米、1区向2区分洪3．43亿立

方米，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0．76亿立方米，7+100口门及淀北5区向淀

北4区分洪6．27亿立方米)、总损失93．26亿元，7+100口门向淀北4区分洪、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流量、蓄量见图

4—33、4—34、4—35、4—36、4—37、4—38(方案200—2)。

煳4—33 7+100【]11 J向淀，IL 4瞰分洪流始过科

啪M㈣钏

枷枷

删㈣÷

一^n

3#莲



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垃
翠

掣
{逛

7

6

l

0

淀北4区分洪蓄量过程

0 130 260 390 520 650

时间{h)

300

250

奄200
≥

3 150

删
褒100

50

O

0 9

O，8

0-7

甚o·6
粤o 5

羔0 d

憋0 3

0 2

0．i

0

图4—34淀北4区分洪蓄量过程

22+200121门向淀北5区分洪流量过程

0 130 260 390

一流量

520 650

时间(h)

图4-35 22+200口门向淀北5区分洪流量过程

22+200M门向淀北5区分洪蓄照过程

O 260 390 520 650

幽4—36 22+200【]f J向淀，IL 5区分洪蓄量过W



第四章洪水调度成果分析

图4—37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1区分洪流量过程

图4—38 28+082口门向西七里海l区分洪蓄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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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河道行洪影响分析

本文嘲j相同的边界、初始条能以2004年的地形资料为基础，复核了2001年天
津市水利科学研究所所做方案5-1”、lo_2研。分析计算成果对比如表5-1，及图5_l

至图5_4。

表5-1河道礴淤前后的；!K位和流量变化膊况

屈家店闸上 永摇瓶口’塌商撒∞∞ 永定河

采用资料 最高水位 最大济淹 损失
7+100 22删 28瑚2

∞ 0I汹 ㈣
方案 99年资料 5．92 807．8 5．543 5．25 5．1 1．14

,5-1 04年资料 5．828 763．7 5．329 4．974 4．828 n 61

方案 99年资料 6．16 869．4 5．75 5．44 5．27 2．4

1旷2 04年资料 6 091 877．4 5．555 5．167 5．004 1．54

65

驼

霎曲
√

篓26

】3

永定河河道水位成果f方案5-1)
j年一遇．四支流恒定^汇．北运河、永薪不分洪)

0 ～

； ； | l i 。 i ‘ 2 ； i i l桩。

酗5 l永定衙可j煎水位成果(方案5-1)

(j年—遇，四支流f亘定～[，北趟可、永定新不分洪)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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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新河河道水位对比成果田【方案10-2

O年～遇洪水．四支诫恒定^{C，北运珂、永新币分}其)

≯≯≯≯≯≯≯≯梦≯≯≯躲

图5_4永定新闻洞遵水位成果(方案10-2)

10年一昌洪水，四支~麻恒定^拒，北运河、永定新不分洪

通过以上表5_l，及图5-1至图5_4可见，涮崮葡拎变化对行洪水面线产生一定

影响。整体而言，清淤后永定新河水位有一定下降，方案5_l中7+100、22+200、28+082

三个分洪口门水位_平均刚氐o．254米，方案lO_2平均降低0．245米。

清淤自永定新河28+192口门处开始向下游延伸，故对相距船．192公里以上的屈

家店t游段水位影响很小，自屈家店闸下起始，永定新河水位缓|!曼降低(相较99年资

料水面线)。35+500-43+550段清淤为—倒坎，剥水流产生阻碍作用，同时又值帮j道水

位相对逐渐雍高：另l嘲年修筑的43+600挡潮埝，使43+550-54+800段淤积速度急
剧加快，2000年汛前进行的清淤标准，底宽230米、底高_l 2米，比1999年资料中

的底高程还高，故自46+000开始，2004年资料所得水面线不低于1999年资料水面线。

永定新河清淤后河道行洪能力加大，可下泄永定河泛区更多水量，从而有效减小了泛

区损失：方案5_1泛区损失减少o．53{Z元，10-2减少0．86亿元。

5．2河道清淤对河道行洪影响

天津市水利局先后于2000年对右堤46*300-53+300段，2001年对右堤

53+300-59+600段、左右堤0+000-14+000段，2004年对右堤14+000-32+200段、右堤

59+600-62+177段进行了复堤加固。o’1吼“1“⋯，分析计算结果表明：由于永定新河主

要对右堤进行了复堤加固，左堤防严重俐氐，对提蔚iIj酋彳揪能力，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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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北运；可{空堂I!}对永定新河行洪影响

北运河控泄对永定新河行洪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E可有效降低河道水位、减少

蓄滞洪区淹没损失，5(10、20)年1星洪水(方案5-2与5．3、方案10—l与10_2、

方案20_1与20_2)(四支流叵定入汇)，通过北运河控泄可有效阿时艰苣水位，使7+100、

22+200、28+082分洪口门水位降低至临澎冰位以下，洪利唳；胁瞄丑：分洪口门，无需分

洪。例如：北运河控泄200m3厶，方案5_2与5_3相比，7+100、22+200、28+082分

洪口门水位分别刚氐0．428米、0．345米、0．296米；方案10-1与lO-2相比，7+100、

22+200、28—H082分洪口门水位分删蝌氐0．358米、0．29米、0．258米。但由于北运河

位于永定河泛区下游，故对整个泛区水位、水量影响较小，仅对泛区下游口门东州、

郎园水位降低产生一定效果，故对永定河泛区淹没损失影响甚微。

5．4四支流恒定入汇对永定新河行洪影响

四支流分布于整条永定河河道，支流^汇水量等同于永定河涮酋水量，故使得永

定河、永定新河行洪眶力增大。5年—遇来水，四支流入}[与否(方案5-l与5_2)，

28+082处水位相差i．113米。

潮白新河位于永定新河下游，设计八汇2100m3 s、校核入汇3000m3厶，入汇

量较大。支流入汇对永定新河河道洪水下泄造成顶托，阻碍洪焖幔利下泄。20年一邑
来水，天堂河、龙河、北京扫惭可叵定^汇，北运m对空泄200m3厶，泛区口门于卢沟
桥流量控制、永定新河口门以校核水位控制，潮白新河^汇与否(方案20-3与20-5)，

屈家店闸上、7+100、22+200、28+082处水位相差0．174米、0．285米、0．311米、0．488

米，并目使三个分洪口门水位有效降低到校核水位以下：50年1舀来水，天堂河、龙

河、北京排污河匾定入汇，北运河控泄400卅3厶，泛区口门于卢沟桥流量控制、永定

新河口门以校核水位控制，潮白新河入汇与否(方案50-3与50-5)，屈家店闸上、7+100、

22+200、28+082处水位相差0．163米、0．248米、0．361米、0．368米，三个分洪口

门水位有效降低到校核水位以下。潮白新河于永定新河分洪口门下游、于桩号54+500

处入汇，因此其入汇与否，产生的下游水位顶托，对距离较近的28+082处口门影响最

大，随距离增大影响逐渐减小，屈家店闸上影响最小。

5．5西七里海分洪及与淀北联用对分洪损失影响

西七里海临时蓄滞洪区总面积192．25平方公里，设计蓄洪量3．496亿立方米。

分i个小区：一区面积46．7平方公哩，设计蓄洪蒯盘3．37米，蓄量1．13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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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产值3．117亿元；二区面积116．5平方公里’设计蓄洪水位2．87米，蓄量2．013

亿立方米，社会总产值21．964亿元；三区面积29平方公里，设计蓄洪水位2．87米，

蓄量0．353亿立方米，社会总产值16．480亿元。

淀北临时蓄滞洪区总面积215平方公里，设计蓄洪量3．861亿立方米。分两个小

区：四区面积182平方公里，设计蓄洪水位4．02米，蓄量3．006亿立方米，社会总产

值138．978亿元；五区面积29平方公里，设计蓄洪水位4．02米，蓄量0．855亿立方

米，社会总产值8．004亿元。

以上可知西七里海二、三区，淀北四区社会总产值很大，分洪时若用到西七里海

二、三区，淀北四区必然带来较大的淹没损失。同时西七里海一区，淀北五区总共1．985

亿立方米蓄水量，淹没损失较小，因Iq冶理优化28+082、22+200口门，西七里海一区，

淀北五区联用可有效减小淹没损失。例如：方案50-3(西七里海、淀北蓄洪区联合运

用)与50-4(只用西七里海)相比，损失减少0．81亿元：方案100-4(西七里海、淀

北蓄洪区联合运用)与100-3(只用西七里海)相比，损失减少10．06亿元。

5．6永定河发生超标准200年—遇洪水情况

根据《关于永定河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国汛[2004]7号)“”文，当卢沟桥发

生流量为6200m 3厶以上至7500m3居的洪水时，卢沟桥下泄流量不超过3000m3止。
天津境内永定新河出现超标准洪水，相当于200年1县来水(支流已不能入汇)，方案

200-1和方案200_乏，相应北国可控泄200m3厶和400m 3厶，分洪口门底坎高程与滩

地平齐控制，西七罩海、淀北蓄洪区联合运用，各分洪口门处水位仍高于校核水位，

损失惨重。需根据情况，采取实时调度措施，确保城市安全。

方案200-1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8．44＆n，高于校核水位1．948米，永定新河

7+100、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775m、5．728m、5．071m，分别高于校

核水位0．965m、0．648m、0．291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4．38亿立方米、总损失97．24

亿元。

方案200-2屈家店闸上最高水位8．142m，高于校核水位1．642米，永定新河7+100、

22+200、28+082口门最高水位分别为6．413m、5．285IIl、4．793m，分别高于校核水位

0．603m、0．205m、0．013m：永定新河分洪水量11．97亿立方米、总损失93．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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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天津市境内的永定新河按五十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百年一遇洪水标准校

核。在设计及校核情况下上段河道的流量分别为1400ra3／s及1800m3／s，沿途加

入各汇入河道来水后，在河口处设计组合流量分别相应为4640m3／s和5763m3／s。

永定新河自1970年投入运行以来，河道堤防沉降严重、历史欠账较多，

并且全河道受潮汐水流控制，出现了严熏的海相泥沙淤积，淤积从屈家店闸下

开始，逐渐向下游延伸，因此，永定河行洪能力大幅度下降。对此，水利部和天

津市政府十分重视，已多次安排实旌永定新河度汛应急工程(清淤、复堤)“”、

。““”。“⋯，但淤积严重，形势仍不容乐观，防洪标准已不足五年一遇，严重威

胁着天津地区的防洪安全。

本文根据永定河现状河道情况，及防洪调度规划要求，通过水力模拟模型，

对其防洪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经不同方案的计算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四条支流恒定入汇，永定

新河不分洪，通过北运河控泄，永定新河可使lO年一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2)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四条支流恒定入汇，通过

北运河、永定新河28+082口门(只用西七里海)分洪，永定新河可使20年一

遇洪水安全透过分洪口门。

(3)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潮自新河四条支流恒定入汇，‘通过

北运河、永定新河28+082、22+200口门(西七里海、淀北联用)分洪，永定新

河可使50年一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4)当天堂河、龙河、北京排污河恒定入汇，永定新河不分洪，通过北

运河控泄，永定新河可使50年一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5)当天堂河、龙河恒定入汇，永定新河不分洪，通过北运河控泄，永

定新河可使100年一遇洪水安全通过分洪口门。

(6)当发生200年一遇洪水，无支流入汇，西七里海、淀北联用，永定

新河各分洪臼门处水位仍高于校核水位。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永定河的防洪调度和防洪管理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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