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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资源 】 

昆都仑河水文特征浅析 

赵卫东，秦占荣 

(包头市水文勘测局，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 要] 文章介绍了昆都仑河基本情况，根据流域内主要控制站的多年水文资料，从降水、蒸发、 

径流、泥沙、洪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为合理开发利用昆都仑河流域水资源，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提 

供依 据 。 

[关键词] 昆都仑河流域；水文特征 

中图分类号：P 33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088(2010)05—0038—02 

0 流域概况 

昆都仑河是包头市境内最大的黄河支流，是大青 

山与乌拉山的天然分界，古称石门水，其上游俗称北齐 

沟。昆都仑河发源于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镇春坤山， 

在固阳县城关镇以北为自东向西流向，以南是自北向 

南流向，在九原区新城乡的前口子流出山区，进入平原 

区，流经包头市区，在哈林格尔乡注入黄河，全长 143 

km，流域面积 2 716 km ，平均比降6％o，有支流23条。 

昆都仑河属山溪性河流，山洪多发生于7、8月，历史最 

大洪峰 7 050 m ／s(1856年)。昆都仑河下游建有昆 

都仑水库，设计库容 7 850万 m。，蓄水面积 72万 m ， 

水库在城市防洪和供水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工程效益和 

社会效益。昆都仑沟河谷平坦，可行车马，是横穿阴山 

最理想的交通坦途。 

取消，田间渠道有人用而无人管的恶性循环在不断加 

剧，加之维修费用大，半截斗、半截引更无法修复，灌溉 

得不到保证。经统计分析，每年灌区扬水站灌不到的面 

积达0．52万hm ，小高地不能灌的面积达0．05万 hm ， 

田间渠道破烂、工程毁坏等失灌面积达 1．05万 hm ，灌 

区周边无水利工程设施面积0．5 1万 hm ，总计面积达 

2．13万 hm ，年直接经济损失达7 300多万元。 

3 措施对策 

为了解决灌区“水中旱”、“水边旱”问题，进一步提 

高灌区服务“三农”的能力，特提出以下措施和对策： 

(1)强化基层组织管理。田间工程是灌溉效益发 

挥的重要关口，也是发挥灌区效益的关键所在，在灌区 

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 

基层组织服务管理体系，强化斗渠级组织建设，健全斗 

分引渠专业护渠队和浇地专业队，明确目标，落实责任， 

强化管理职能，进一步服务“三农”，服务灌区群众。 

(2)对灌区扬水站实施更新改造。按照“国家、集 

体、个人三位一体投入”和“谁投资、谁管理、谁收益” 

的原则，对其进行改制改造。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衬 

砌改造田问水利工程，为民所用。既解决了资金问题， 

又发挥了工程效益，更重要的是灌区增加了抗旱灌溉 

面积，扩大了社会效益，灌区群众直接从中受益。 

(3)对小高地由灌区统一组建流动抗旱服务队。 

便于统一管理，发挥抗旱效能。通过争取国家抗旱资 

金和其他方式，或者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组建流动抗旱 

服务队。 

(4)今年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争取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对田间末级渠道(斗分渠)实施衬砌改造， 

采取国家承担工程费用，群众负责土方费用的办法，对 

621 km的斗渠和 1 184 km的分引渠进行 U型衬砌改 

造，既可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又可降低群众的 

用水负担，同时也可恢复失灌面积 1．33万 hm ，巩固 

扩大工程效益。 

4 结论 

“水中旱”和“水边旱”问题一直困绕着灌区的发 

展，制约着灌区农民奔小康的进程，灌区田间水利工 

程、提水设施改造和斗分渠衬砌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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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水 4 泥沙 

昆都仑河流域内受水汽来源和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等条件的影响，降水量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年降水量 

多在200～350 mm间变化。塔尔湾水文站是昆都仑 

河的沟口站，控制流域面积 2 282 km ，据资料统计最 

大年降水量636．7 mm。昆都仑河流域年降水量主要 

集中在汛期 (6～9月)，汛期降水量 占年降水量的 

70％以上，冬季(11月 一翌年 2月份)4个月的降水量 

仅占年降水量的4．7％。流域内由于季风势力强弱进 

退不同，年际间降水有明显差异，例如塔尔湾站最大年 

降水量636．7 mm(1958年)，最小年降水量 101．6 mm 

(1965年)，极值比为6．27。该流域同属一个气候区， 

各区的丰枯变化基本同步，并且有连续多雨和连续干 

旱交替出现的现象。 

2 蒸发 

昆都仑河流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内陆性季风气候， 

其特点：冬长夏短，风多雨少，蒸发旺盛，空气干燥，昼 

夜温差大，四季变化明显；平原区空气干燥，蒸发旺盛。 

流域内20 cm蒸发皿蒸发量在 2 200～2 400 toni之 

间，蒸发量分布与降水量分布相反。年蒸发量年内分 

配极不均匀，以5～7月为最大，占全年蒸发量的50％ 

以上；年蒸发量最小的月份在 I1月 一翌年 2月，4个 

月的蒸发量占全年蒸发量的 6．5％ 一7．8％。流域蒸 

发量年际变化较小，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2 340 1Tlnq。 

3 径流 

昆都仑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0．316×10 m。，多 

年平均径流深 12．0 mm。流域内径流主要是由降水产 

生的，降水量充沛的年份，径流量较大；干旱的年份，径 

流量较小。阿塔山水文站是昆都仑河的上游站，控制 

流域面积 880 km ，多年平均径流深 15．6 mm，下游塔 

尔湾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深 12．7 mm，从上游到下游 

的递减趋势比较明显。昆都仑河流域径流的年内分配 

也极不均匀，汛期(6～9月份)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50％ ～65％。汛期又集中在 7、8月份 ，占全年径流量 

的35％～45％。流域内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导致径 

流的年际变化较大。塔尔湾水文站年最大径流量为 

0．786×10 m (1961年)，年最小径流量为 0．145× 

10。m (1972年)，极值比为 5．35；阿塔山水文站年最 

大径流量为0．716×10 m (1958年)，年最小径流量 

为0．023×10 m (1957年)，极值比为 31．1。 

昆都仑河流域泥沙主要来 自流域内水土流失，由 

于岩石长期风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 

破坏 ，每遇山洪发生，水流挟带大量泥沙汇集河槽。据 

塔尔湾水文站实测泥沙资料统计，该站多年平均输沙 

量 139万 t，悬移质多年平均含沙量 29．8 kg／m ，悬移 

质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527 t／kin 。 

含沙量的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含沙量 

占全年含沙量的 70％ ～95％。全年含沙量最大的月 

份为 8月份，12月 一翌年 2月份为稳定封冻期，河流 

全部为地下潜流补给，含沙量接近零。含沙量的年际 

变化较大，一般年平均含沙量最大与最小比为 5～3O 

倍。 

5 洪水 

昆都仑河属山溪性河流，洪水由暴雨形成 ，暴雨具 

有量级大、强度大、历时短的特点，洪水涨落较快，峰型 

尖瘦，以单峰为主，一次洪水过程较短，易造成灾害性 

洪水。昆都仑河流域平原区属包头市区和包钢厂区， 

如果昆都仑河水泛滥，将直接威胁百万包头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昆都仑河防洪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据历史资料统计从 1822—1908年，昆都仑河就发生过 

3次特大水灾。其中 1856年的洪峰流量达到了7 050 

m ／s，造成特大灾害，使得房屋倒塌，田地淹没殆尽，人 

畜伤亡惨重。建国以来昆都仑河最大洪水发生在 

1958年 7月 26日和 8月 7日，昆都仑河 2次山洪暴 

发。最大洪峰流量达到 1 800 m ／s和3 100 m ／s，河 

谷中的水源工程全部被冲毁。随着昆都仑水库 1959 

年 11月建成落闸蓄水，溢洪道也于 1960年 7月基本 

建成，昆都仑河水不再泛滥，开始造福包头人民。 

6 结束语 

昆都仑河是包头市的重要河流，通过对流域内2 

个水文站及所属21个雨量站历时5O余年的水文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得出昆都仑河流域降水、蒸发、径 

流、泥沙和洪水水文特征，为合理开发利用昆都仑河水 

资源，以及搞好昆都仑河流域水土保持建设等方面提 

供了基本水文依据。 (编校：王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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