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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玉年、何华松、虞邦义编著的《淮河中游河道特性与整治研究》共分4章，介绍了淮河中游的基本
情况，分析了淮河中游径流量与输沙量的时空变化，分析了主要测站水沙关系，进行了输沙平衡和河
道冲淤计算，建立了淮河中游河道挟沙能力计算公式和河相关系，建立了造床流量与特征流量间的响
应关系，分析了河道特性和演变规律，在系统分析已实施整治工程效果的基础上，根据淮河中游存在
的主要问题，分析其背景和成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指出了淮河干流进一步整治的方向
。

    《淮河中游河道特性与整治研究》对淮河河道整治规划设计的技术人员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也可供
广大水利工作者在做河床演变研究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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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玉年、何华松、虞邦义编著的《淮河中游河道特性与整治研究》系统分析了淮河中游河段19502005
年的水沙特性，分析出多数测站20世纪80年代以后含沙量和输沙量呈逐步减少的趋势；系统分析了淮
河中游的冲淤变化情况，首次建立了淮河中游水流挟沙能力计算公式；分析了淮河中游河段的河道形
态，得出了淮河中游河床变形较缓慢、冲淤基本稳定的结论；系统计算了淮河中游各河段的造床流量
；分析提出了各河段的河相关系，建立了河宽、水深、流速、面积与流量的关系式；根据淮河中游存
在的主要洪涝问题，分析背景和成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将河相关系分析的成果应用于
河道整治，提出了淮河干流进一步整治的方向，建议尽快合理调整行蓄洪区，根据造床流量和河相关
系适当扩大河槽泄量，扩大下游洪水出路，并进行了整治效果的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将对淮河进一步治理的规划设计、防洪调度和水利管理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
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淮河中游河道特性与整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