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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溢洪道在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投资比重大，

影响工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枢纽工程的安全。近年来，随着单位发

展，通过多件工程设计及水工模型试验，在溢洪道工程设计和实践中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有的是解决的布置的问题，有的是下泄流量大而地形限制

的问题，有的已经超出了《溢洪道设计规范》的内容，为验证《水工设计

手册》第二版上的溢洪道下泄流量公式而进行了水工模型试验。因大多不

力计算公式均为经验公式，而溢洪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通过水工模型

试验以后，进行修正。我们本着“资源共享，共同进步”的原则，在文中

收集了各种溢洪道的设计资料和水工模型试验的实例，以供读者在工作中

参考运用。 

“十三五”时期是治水思路发生深刻转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水利改革管理工作得到明显加强、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水

利综合效益最显著、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强烈的五年。“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水利

投资达 3.58 万亿元，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已累计开工 149 项。洪

涝和干旱灾害年均损失率分别降低到 0.28%、0.05%。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61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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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下降 28%和 39.6%。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持续向北方受水区调水，

1.2 亿人直接受益。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 2 亿多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提高到 0.565。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30 万平方公里。黄河干流

连续 21 年不断流，永定河北京段时隔 25 年实现全线通水。推进小水电清

理整改修复减脱水河道 9 万多公里。全面解决了 171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巩固提升 2.7 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加快完善贫困地

区和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河湖长制全面建立，百万河长湖长上岗履职。

清理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16.4 万个。完成 52 条跨省江河水量分配，制

定 282 条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暂停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新增

取水许可。水法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 

本书由红河州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咨询规划研究院白雪莲、代猛编

写，承蒙昆明理工大学王海军、杨红萱、徐一民、赵伟等专家审阅，并提

出了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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