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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水文特性介析
张永江‘，徐良金2，王立全2，赵能发2

门．安徽省水文局，安徽合肥230022; 2．六安地Ix-水文水资源局，安徽六安237009)

摘 要：介绍了安徽省六安大别山地区的流域概况以及气象、水文基本情况，分析了降雨和径流的时空分
布特征和水面蒸发变化情况

关键词：水文特性；降水；径流；蒸发；泥沙；水质；妥徽六安大别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P344(25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0-0852(2000)02一（)058-03

下一下了不1流域概况

    安徽六安大IJ山地区位于东经115°20‘一］16°55'   ,
J匕纬30°58‘一31°44'  ，总面积7 473km2．其中属淮河流域
6 340km̀ , G,长江流域1 133km2。地貌趋势由酉南fi；t东
北倾斜，西南边境有海拔高程在1 000川以上的高峰
120 !%I , >高峰自‘今尖高程为1 774m山谷普遍切深
800m以1二，山坡坡度     一般为25°-45° 区内植被良好，
植被率约60%，有较丰富的竹、杉、松等森林资源，盛产
桑、茶、油茶、板栗、琳猴桃等经济林果＿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属暖温带湿润气候区，四季
分明，雨星允沛，水资源｝富 多年平均气温为巧七，最
高气(nn为43.3°C , f}'7低21. (mm为一19.5°C；无霜期多年平均
为225天，初冰、终冰多年平均日期分别为11月20
川、3月15日；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5％一80%；多年平
均年降水量为1458.2mm，约60％集中在5-8月份。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是得史杭灌区最扮要的水源
J也50年代起光后在本地区建成J’佛子岭、梅山、响洪
iii . Ji 1 l'F1、龙河日5座大型水库，总Ili容66亿m'，其
防洪、灌溉、发！匕等效旅均较显著，灌区内多年平均供

水总41:的60％由5大水库提供＿区内河网密1-a较大，
有(n'1可、史河、杭埠河3条｝1流，总长度288km，总落
1,'= 1509m；支流22条，总长度520km; 河、史河出本
fXJ， r分别北流141kin, 119km，前者在寿县it几(H关、fl- i
石褥；邱县陈村人淮河；杭埠河自出龙河日水库后，向尔

北流70km进入SSSIi11湖，冉向南注人长幻＿＿流域水系情况
及｝要支流水文地理特征，分别见图1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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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徽六安人别山地区水系图

表1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主要支流水文地理特征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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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

    安徽六安大别I l l地区地处南＿｝匕走几候过渡带，夏季
季风是本地区降雨的卜要原囚，以锋而雨、产几旋雨为最

多

2 . 1暴雨
    本地区是安徽省暴雨多发区，切变线、低空急流、

收稿日期：1999一（)8-25
5 8



低涡及台风是产生本地区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 平均
每年发生暴雨（日雨量大于50mm)3-6天，大暴雨（11雨
量大J几100rnm)1-2大nitrr河＿r_游前贩、上土寺一带，史
河上游关庙、吴店一带，杭埠河上游主薄源、小涧冲一

带，是本地区的3个暴雨中心。6月中旬至7月上旬为
本地区梅雨季节，多年平均梅雨期15-20天，这段时间
是本地区暴雨多发期

2. 2降水量的年内分配
    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5-9月，汛期降水量可占年
降水量的60％一67%；冬春季节降水稀少，10月至次年4
月降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33％一40%。最大月降水量为
7月，占年降水量的14％一21%；最小月降水量为12月，
仅占年降水量的2％左右。
    该地区平均每年出现1-3场暴雨，其雨量占全年降
水量的比重较大。如吴店站最大1日降水鼠为422.6mm
(1954年7月11日），占该站当年降水量的14%；前贩站最
大3日降水E为556.9mm (1991年7月8-10日）， 占
该站当年降水量的23%；上七寺站最大7日降水3.为
733.5mm (1969年7月10-16日）占该站当年降水量的
35%-

2.3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大别！11地区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比较明显 流域平
均最大年降水最2 413.7mm (1954年），最小年降水
量843.8mm (1978年），两者之比为2.86，年降水m.
变差系数C,值为0.2！ 点最大年降水量3 076.7mm
（前RK站，1954年），点最小年降水量689.2mm（红石
咀站，1966年） 大别山地区前3位大水年份分别为

 1954年、1991年和1969年，前3位干F3年份分别为
 1978年、1966年和1976年，丰枯水变化周期约15
  年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各区域多年降水量统虽十参
  数见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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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表2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各区域多年降水量统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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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径流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年径流558.197亿
m3，其中地表径流占98％以上，多年平均年径流深
770.5mm，多年平均年径流系数0.53（径流主要来源
J几降水补给，河川基流较小，洪峰水量集中，且大小
取决1.降水的多少 因此，河川径流的变化与降水有
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可以说，降水的时空分布决定了
径流在年内、年J你及地域上的分配特性
3. 1径流量的年内分配
    全区径流量的年内分配不均匀，近似正态分布。多
年平均5-9月径流E34-1占全年的70.1%,最大月径流量为
7月，占全年的19.5%，最小月径流量为12月，仅占全
年的2.65%，详见表3
    由于区！勺有5大水库对人然径流进行调节，洪水
期间拦蓄削峰，需水季节放水灌溉，从而大大降低了径
流量年内分配的不均匀程度 从表3 n]见，本区多水月
份径流量片非很大，少水季竹也不太小＿

3. 2径流量的年际变化
    区内植被茂密，涵养水分，几有响洪甸、梅山2座
大型多年调节水库，对径流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使径
流量的年际变化减小。本地区最大年径流深是1991年
的1 465.9mm ,最小年径流深是1978年的410.7mm，两
者之比为3.57，详见表4
3. 3径流量的地域分布
    本地区分为得河、史河、杭埠河3个区域。多年平
均径流量，lrr河区域为35.37亿Cn，史河区域为】3.90
亿，n3，杭tri河区域8.918亿nr，分别占全区的60.8%G,

1476. 6

0.203
  3. 0

1426. 6

0 . 227

P(mm)
  C

1467. 7

0. 205

2.4降水量的地域分布
    该地区降水量的地域分布仁要受地理环境和地形
地貌影响 多年平均年降水Fti=在1300-1 700mm之间，
降水中心在杭埠河上游，该处的花岩山、主薄源两站多

年平均年降水量均接近1700mm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地
域分布总趋势是由西南向东北递减，详见图2

表 3

流域面积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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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径流量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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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年径流深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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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各区域多年平均
          年径流深统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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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3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年径流深等值线图

23.9％和巧3%，大体上与各区域面积权重相一致。多
年平均年径流深三区域分别为799.9mm, 690.9mm和
795.7mm，大小相近， 见表5
    本地区多年平均年径流深在600-1 100mm之间，
最大值为%T河区域上游黄尾河流域1 101.9mm，最小值
为史河区域中游麻河流域569.8mm。其面上分布与降水
和地形走向基本吻合，即由西南向东北、由地势高至地

势低逐渐递减，详见图3

4 发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多年平均年陆地蒸发量为
627mm，其时空分布趋势与降水量相反。水面多年平
均年蒸发量在920mm左右，最大年蒸发量为1978年
1152mm（梅山站），最小年蒸发量为1985年773mm(N
山站），最大k=1蒸发M 12mm（龙河日站）;5-8月蒸发量较
大，各月蒸发量占年蒸发量的12％一15%，其中8月为最

表6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代表站水面蒸发量多年平均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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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代表站水面蒸发量特征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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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泥沙代表站泥沙多年平均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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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月、2月、12月蒸发量较小，各月蒸发量约占年蒸
发量的3%，其中1月为最小，详见表6和表7

5泥沙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水量丰富，沙量不多，多年平
均年输沙量约286万t，其中85％进入淮河，15％进入巢
湖和长江。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和年内分配不均匀性均
比径流大得多。最大年输沙量是1969年，约为多年平
均的5-8倍，最小年输沙量是1978年，仅占多年平均
的1/101/40。输沙量的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5-8月，
约占全年的92%，最大月输沙量为7月，约占全年的
43%,1月输沙量接近0，为最小。详见表8,

监测的项目有物理性质、溶解气体、酸碱度、主要离子、

矿化度、总硬度、耗氧量及生物原生质等 监测分析结
果表明：安徽大别山地区水质，酸碱度呈中性微碱，矿
化度中等，主要有害元素如氰化物、酚、汞、氯化物等含
量均低于标准值，是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饮用水的

良好水源

6水质

    从1972年开始，在各大水库及得河总1" 设站，对
水质进行长期监测，还不定期地对部分河段进行抽测。

7 结 语

    安徽六安大别山地区气候湿润，雨景允沛，植被良
好，地表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5大水库对径流的年调
节和多年调节作用显著，径流的年内分配不均性和年
际变化相对不大，水资源利用率较高＿
作者简介：张永江（1950一），男，安徽IT_湖人，安徽省水文局站网
科利长，高级1一程师；徐良金门963一，男，L程师；1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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