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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子潭 白莲崖并联水库群不同削峰组合下的调洪方案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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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水库的防洪能力和汛期调度水平,更好保障下游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安全,以共同

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磨子潭 白莲崖并联水库群为研究对象进行防洪调度方案比较和优选。 选取代

表性洪水过程,在保障下游安全所需总削峰值的前提下,拟定 4 种削峰分配方案,对水库群调洪过程

进行计算,并对 4 种削峰方案进行了比选。 结果表明:在磨子潭承担 230 m3 / s、白莲崖承担 170 m3 / s
方案下,水库总蓄洪量最小(689郾 06 万 m3),水库总体水位最低,削峰时长最短,说明该削峰分配方

案下水库的安全性最高、调度风险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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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洪水灾害是危害人类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减

轻洪水灾害的手段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大

类,其中水库是工程措施中的重要内容,而当洪水来

临时,对水库进行合理优化调度,能够在不增加工程

投入的前提下,显著提高水库兴利除害效益,一直以

来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是研究的热点[1]。
磨子潭水库和白莲崖水库分别位于淠河东支的

黄尾河上和西支的漫水河上[2],是淠河流域洪水灾害

最为频繁的地区。 水库建成之后,淠河流域中下游的

防洪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3]。 由于磨子潭和白莲崖

水库所在流域属较湿润的地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
年内分配集中,汛期时降水量充沛,两水库水文过程

同步性明显,发生洪水时,淠河洪水峰高量大的矛盾

仍然突出,上游白莲崖水库和磨子潭水库除了自身的

防洪任务外,还承担着淠河中下游防洪任务,以达到

减少淠河中下游分洪量,确保中下游的防洪安全[4]。
本文选取代表性洪水过程,对淠河上游支流上

的磨子潭 白莲崖水库群进行防洪调度方案比选,制
定削峰分配方案,为淠河流域未来的水库群洪水调

度提供参考。

1摇 水库群背景及特征

1. 1摇 磨子潭水库

磨子潭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集灌溉、发电等

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水库[5],位于淠河上游安徽省

六安市霍山县境内,该流域属于较湿润气候,发生洪

水时,集流时间短、涨落快。
实测资料显示,2014 年 7 月磨子潭最大洪峰流

量高达 1 443 m3 / s,洪量高达 6 732 万 m3;2014 年 8
月该水库最大洪峰流量达 1 434郾 1 m3,洪量高达

6 118郾 56 万 m3;而在 2014 年 1—5 月该流域的最大

流量均低于 200 m3 / s。
该流域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为

最小年降水量的 5 ~ 6 倍。 降水量的年内分配极不

均匀,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70% ~ 80% ,这种

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造成了该流域水旱灾害频

发,特别是给防汛带来不利影响。
1. 2摇 白莲崖水库

白莲崖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供水

和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域型工程,同位于淠河上游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境内,属较湿润气候,汛期雨量

充沛。
2014 年 7 月白莲崖水库最高洪峰流量高达

1 051郾 4 m3 / s,洪量到达 4 940 万 m3;2014 年 8 月该

水库的最大洪峰流量高达 1 080郾 2 m3 / s,洪量高达

5959 万 m3;水库在 2009 年 6 月 28 日出现最大单日

降水量为 145 mm;而在 2014 年 1—5 月,该流域雨水

较少,最大流量仅有 243郾 7 m3 / s。 该流域汛期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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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年降水量的 60% ~80%,防洪形势比较险峻。
1. 3摇 白莲崖-磨子潭并联水库调洪的意义

白莲崖水库与磨子潭水库共同承担着下游六安

市的防洪任务,且两水库水文特征基本一致,主要表

现在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集中,洪水过程峰

高量大,由于两水库水文过程同步性明显,汛期洪峰

叠加效应显著,进一步加大了汛期调洪难度[6]。
在洪水易发生季节,两水库的来水量比较大,在

发生洪水时,采用削平头控泄法[7] 对洪水进行削

峰,消减下泄洪水的流量,使下游保持在安全泄量范

围之内,对避免旱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下游防

护区防洪安全基础之上,在保证水库上游和水库自

身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调蓄洪水[8]、削减

洪峰,使下游水库的流量按照控制的量均匀流出,并
确保入库洪水洪量和出库洪水洪量相等以确保该区

域的安全。 在并联系统中,水库的重要作用就是拦

蓄洪水,如果能及时、有效、合理地对两水库进行联

合洪水调度,充分考虑水库错峰作用,科学合理地制

定水库蓄泄方案,可以降低下游的洪峰水位,最大限

度地减轻该流域的洪水压力[6]。

2摇 调洪削峰分配方案的制定

本文采用削平头控泄法对两水库进行调洪计

算,将研究的洪水过程分成 3 个部分,即洪水起涨阶

段、洪峰阶段和洪水消落阶段[9]。 削平头控泄法是

水库防洪调度常用的方法,即洪水起涨时,保证水库

按照不超过控制断面的安全流量下泄;洪峰阶段,按
照水库最大安全泄量下泄,超标水量拦蓄在水库中;
洪水消落时,再将水库拦蓄的洪水逐步排空,使水库

水位回落至起调水位[10]。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选取磨子潭水库和

白莲崖水库峰高量大[11] 且洪峰发生时间同步的两

场洪水进行调洪方案计算,如图 1、图 2 所示。 根据

所选代表性洪水的洪峰值及下游保护城市六安的允

许安全洪峰流量[12]推算出,在图 1 和图 2 两场洪水

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两库共需削峰 400 m3 / s。 由于

两水库为并联关系,该削峰任务可在两水库间进行

分配。 拟定 4 种削峰分配方案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并联水库削峰分配方案 m3 / s

方案 总削峰值 磨子潭水库削峰值 白莲崖水库削峰值

方案 1 400 280 120
方案 2 400 230 170
方案 3 400 180 220
方案 4 400 120 280

采用削平头控泄法对以上 4 种方案进行调洪计

算,并绘制出 4 种方案的进、出库流量过程线及蓄洪

过程线,见图 1、图 2 和图 3。

图 1摇 磨子潭水库入库、出库流量过程线对比

图 2摇 白莲崖水库入库、出库流量过程线对比

3摇 方案比选

表 2 展示了 4 种方案下,两水库的总蓄洪量及

各自蓄洪量。 可以看出:方案 2 两水库总蓄洪量最

小,说明洪水期水库整体水位最低,有更大的潜力蓄

滞洪水,因此,该方案调洪风险最小。 进一步统计 4
种方案下两水库总的削峰时段数,分别为 17、15、15
和 17 个时段,在总削峰值一定的条件下,削峰时段

越少说明水库调度过程越平稳,因此从该角度来看,
方案 2 是最优方案。

表 2摇 4 种方案蓄洪量对比 万 m3

方案 总蓄洪量 磨子潭水库蓄洪量 白莲崖水库蓄洪量

方案 1 732. 30 557. 06 175. 24
方案 2 689. 06 393. 46 295. 60
方案 3 719. 94 270. 42 449. 52
方案 4 822. 22 144. 74 677. 48

4摇 结摇 语

本文分析了磨子潭 白莲崖并联水库群防洪优

化调度的问题,对比计算了 4 种削峰方案,分析结果

表明:在承担总削峰值 400 m3 / s 任务条件下,磨子

潭承担 230 m3 / s、白莲崖承担 170 m3 / s 的方案能够

实现水库群总蓄洪量最小、总体库水位最低且削峰

时长最短,是 4 种方案下最优的调度方案。 该成果

为磨子潭 白莲崖并联水库群洪水调度提供了可操

作性较强的方法依据,对优化该并联水库群调洪方

式、降低水库群调洪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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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蓄洪量过程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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