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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近年来黄河断流愈演愈烈，1997 年达到断流 226 天的有记录以来的最长的

断流时间，而且首次跨年度断流，造成黄河下游沿黄地区农业减产、工厂停工，

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滨临黄河的郑州市已成为全国严重

缺水的城市之一，据有关方面统计，黄河下游城镇工业（含油田）因断流缺水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70 年代年均 1.8 亿元，80 年代 2.2 亿元，90 年代年均损失

20 亿元，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黄河流域的水质污染也存在加

剧的趋势，特别是黄河下游干流和一些支流，水质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据调查统计，1982 年黄河流域年废污水总量 21.7 亿吨，1993 年达到 41.7 亿

吨，比 1982 年几乎翻了一番。黄河枯水期使下游河道淤积萎缩，对防洪极为不

利。1996 年 8 月黄河花园口站出现 7860m３/s 洪峰，黄河下游河段全线水位

表现偏高，普遍接近或突破历史最高记录，黄河下游滩区普遍上水漫滩，造成了

极大的经济损失。自 90 年代初开始的黄河下游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严

重，削峰率大，传播时间长”等特点持续发展，已从高村以上河段延续到整个下

游。

由于以上情况，造成黄河“水多发愁，水少更发愁”的局面，“心腹之患”

愈演愈烈。为了扭转这一状况，我们提出“引黄入渭”的设想。

二、工程初步设想

1、引水量。根据兰州以上来水量和分配给河南山东的水量，以及冲沙用水，

设想引水量为 160 亿立方米，即引水量为兰州以上多年平均来水量的二分之一左

右。



2、工程设想。甘肃兰州距渭河直线距离约 100 公里，黄河兰州站高程海拔

1375 米，渭河源头黄河水入渭处海拔约 1800 米。设想在黄河兰州宛川河下游入

黄口建引黄入渭分流工程，采用多级提水，经宛川河，在宛川河上游高崖水库（海

拔约 2000 米）附近打输水涵洞，穿过黄河与渭河的分水岭，约 50 公里（从 100

万分之一图上量算），在渭河上游的陇西县首阳镇与北寨之间（海拔约 1800 米）

自流入渭河。

三、工程可行性的初步论证

1、工程经过的黄河与渭河分水岭地区人口密度小于 150 人/平方公里，不存

在大量的移民问题。工程经过地区没有城市和工矿，不存在大量的征地费用。

2、工程引水流量小于 500m３/s，渭河现有河道可以满足要求，不存在大规

模的河道拓展工程。陕西省西安市 1998 年开始将渭河提高到防御百年一遇洪水

的标准，设计洪峰流量 9770m3/s。渭河咸阳站 1919－1960 年多年平均流量为

154m3/s，调查历史（1896 年）最大洪峰流量为 11550m3/s。



3、工程技术可行性是肯定的。多级、高扬程提水在工程技术上没有问题。

长距离输水涵洞的开挖技术也有引大入秦、小浪底等工程的先例而不存在大的技

术问题。从总体上，本工程的技术可行性是肯定的。

4、工程邻近黄河上游的水电富集区，提水所需的电力不会有大的问题。而

且在引水的自流段可建梯级径流电站增发电量。

5、工程组成较简单：提水泵站，输水涵洞和引水渠；施工环境较好，投入

较少。工程资金可由国家投资和受益省区投资组成。

四、引黄入渭工程效益

1、改善黄河水资源的时空分配，提高黄河水资源的经济效益

根据相关引水项目经济分析指标，每立方米黄河水产生的工农业（含城镇居

民生活）经济效益在 4 元以上，以此估算，引黄入渭每年可在黄河下游产生 240

亿元以上的工农业产值。

2、提高国家对黄河水资源统一调配的能力

近年黄河断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沿黄各省引水量增加，而 1987 年国务院批

准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不能适应枯水期水量调度工作。黄河水资源尚没有实

行统一管理，“多龙管水”，各行其是，使黄河水资源难以控制。由国家水行政

主管部门（流域机构）直接管理，在兰州分水，使一部分径流经渭河直接引入黄

河下游，提高了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黄河水资源统一调配的水平和能力，

即对黄河上游来水中的二分之一（160 亿立方米）由国家直接进行调控，较大程

度地缓解黄河下游的缺水状况。

3、减少输送损失，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利用率

黄河从兰州经宁蒙河段到黄河潼关站的总流程 2100 公里公里，该河段是黄

河流域中最干旱的区域，在甘肃省景泰县多年平均蒸发量超过 3000 毫米。兰州

至河口镇区间流域面积虽增加 16.3 万平方公里，但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河

道蒸发、渗漏损失较大，河川径流量不但没有增大，反而减少了 10 亿立方米（兰



州站 1919－1975 年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322.6 亿立方米，同期河口镇站为

312.6 亿立方米）。1997 年黄委组织从黄河上游 4 次调水 13 亿立方米，由于

当时流量小，流速慢，沿途蒸发渗漏损失大，真正到达目的地的水量仅有 7.8 亿

立方米。

引黄入渭使上游来水的一半减少 1200 公里的流程（兰州经渭河到潼关约

900 公里），直接进入下游，显著减少了长途输送的损耗，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利

用率。仅此一项就相当 1997 年的调水量。

4、大幅度改善渭河下游和黄河潼关以下河段的泥沙淤积状况

黄河陕县站实测黄河多年平均含沙量 37.5 公斤/立方米，由于黄河下游河道

比降减小，降低了河水的输沙能力，使大量泥沙沉积的河道中。龙羊峡水库建成

后，据 1988－1995 年资料统计，黄河兰州站多年平均含沙量仅 1.39 公斤/立

方米，比陕县站少 36.1 公斤/立方米。以此计算，每年经渭河输入黄河下游的

160 亿立方米水量可增加约 5.8 亿吨的输沙能力，这对于改善渭河下游、三门峡

水库、黄河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状况将产生极大的效益。特别是将延长小浪底水

库的拦淤寿命，为治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争取更多的时间。

5、显著改善渭河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干流的水质

据黄委水资源局薛玉杰等报道，在黄河干流评价的 23 个断面中，V 类水质

断面一个，就是黄河的潼关断面，其主要污染物来源于渭河和汾河等支流。黄河

水质污染状况在枯水期加剧。渭河出宝鸡峡后经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城市，

接纳了大量的污染物，成为黄河流域氨、氮入河量最大的支流，年氨、氮入河量

达 3.45 万吨，占全流域总量的 27.8％。黄河上游水质虽经兰州有所降低，但总

体上仍好于下游，引黄入渭将显著改善渭河和黄河下游的水质。

黄河问题牵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也为世界瞩目。我们提出以上初步设想，

立足现实，希望以较小的投入解决当前黄河存在的问题。

对于黄河宁蒙河段和河龙区间水量减少将产生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