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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文是水利的基础性工作，以优质的水文水资源信息支撑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支撑防汛抗旱的决策分析。水文在防汛抗旱工作中发

挥重要的尖兵、耳目和参谋作用，水文情报预报是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的基础，为各级领导部门提供更加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服务，是

防汛抗旱指挥部门进行指挥和决策的关键。在历年的防汛抗旱中，水

文情报、预报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 年辽宁省雨情水情》是对 2010 年全省雨情、水情、墒情

等信息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旨在更好地为各级有关部门提供全省

雨、水情等综合性信息，为全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国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2010 年辽宁省雨情水情》包括全年各月及场次降雨分析、主

要江河径流及洪水演变过程分析、水库蓄水等内容。 

 《2010 年辽宁省雨情水情》分析所采用的水文要素信息，均来自

省级报汛站数据，没有经过水文资料整编。 

由于时间仓促，《2010 年辽宁省雨情水情》可能有不当之处，敬

请指正。 

         

                           编者 

                                2011 年 1 月 26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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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辽宁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在东经 118°53′～125°46′，

北纬 38°43′～43°26′之间。东北与吉林省相邻，西北与内蒙古

自治区接壤，西南与河北省毗连，东南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相望，南濒渤海及黄海，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山海

关，海岸线总长 2 920km，占全国的 11.5%。陆地总面积 14.75 万 km
2

（山地 8.78 万 km
2
，平原 4.82 万 km

2
，其他 1.15 万 km

2
）。 

全省地势大致是自北向南、自东西向中部倾斜，山地、丘陵分布

在东西两侧。辽东山地为长白山脉向我省的伸延部分，呈东北至西南

走向，高程一般在 800m 左右，是鸭绿江与辽河、浑河、太子河的分

水岭。较高峰为龙岗山脉的老秃顶山，海拔为 1 325m。东部山区和

辽东半岛为棕色森林土，植被良好。辽西为大兴安岭余脉及热河丘陵，

高程一般在 500～600m，最高峰为努鲁儿虎山脉的大青山，高程为 1 

153m。山脉由西向东呈阶梯式降低，为大凌河与老哈河之分水岭。西

南与河北省交界有七老图山，呈西北东南向，为滦河与大凌河之分水

岭。大凌河与小凌河之间有松岭山脉，高程一般在 500m，最高 1 000m

以上。医巫闾山为大凌河与绕阳河之分水岭。辽西低山丘陵区土壤为

褐土和棕壤土，土层癖薄、荒地较多，植被稀少，土壤侵蚀强烈，水

土流失严重。中部辽河平原，地势平坦，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中部平

原为棕壤型草甸土和滨海盐土，地势低洼易涝，土壤肥沃，是省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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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粮食产地。 

第二节 河流水系 

辽宁省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达，流域面积在 100 km
2
以上的河

流有 441 条。其中流域面积 100～1 000 km
2
的有 390 条；流域面积

在 1 000～5 000 km
2
的河流有 35 条；流域面积在 5 000 km

2
以上的

河流有 16 条。主要水系有辽河、鸭绿江、大凌河。辽河水系包括辽

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鸭绿江水系包括鸭绿江、浑江、爱河、

蒲石河；大凌河水系包括大凌河、第二牤牛河、牤牛河、老虎山河、

细河。辽宁省境内河流大多注入黄海及渤海，少数流入邻省。直接注

入渤海的河流有辽河、大辽河、大凌河、小凌河、复州河、六股河等；

直接注入黄海的河流有鸭绿江、碧流河、英那河、大洋河等。 

一、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总面积约 21.96 万 km
2
，其中辽宁省境内的流域面积约

为 6.92 万 km
2
 (含浑河、太子河流域面积)。辽河河道全长 1 390 km，

其中辽宁境内 543 km。 

辽河流域河流分为山区性河流及平原区河流两大类。其中山区性

河流分布在流域的东北部山区，比降较大，河道顺直，河槽断面形态

多为宽浅型。平原区河流除柳河含沙量大，具有游荡性河道特点外，

其他均属弯曲型河流，分布在中下游。辽河在石佛寺进入平原区。 

辽河流域依自然地理分为辽北丘陵区、辽东山地区及辽南冲积平

原区。辽北丘陵区地势东高西低，海拔高程 50～250 m，年降雨量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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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mm；辽东山地区海拔高程 200～900 m，年降雨量 650～900 mm，

且多集中在 6—8 月，为辽河洪水主要来源；辽南冲积平原区地势平

坦，海拔高程在 50 m 以下，年降雨量为 550～800 mm，河流比降平

缓，泥沙沉积，河床不断抬高，为辽河水患最严重地区。 

（一）辽河干流 

辽河干流是由东辽河、西辽河在昌图县的福德店汇流开始，水流

由东北向西南，蜿蜒曲折，流经铁岭、沈阳、鞍山、盘锦 4 个市的

14 个县(市、区),在盘山县的孙家洼子注入渤海，干流长 543 km。 

辽河干流受流经地区的地形、支流和有关水利工程的影响，形成

了 5 个各有特点的河段。 

1. 福德店至石佛寺河段 

  辽河干流从福德店南，流经昌图、康平、法库、开原、铁岭等 5

市县和铁岭市银州区，在法库县的三面船镇王台子村出铁岭市境，进

入沈阳市沈北新区的石佛寺乡。该段河道长 212 km，两岸多为连绵

的山地丘陵，走向蜿蜒曲折，边滩犬牙交错。 

2. 石佛寺至平安堡河段   

河道长 70 km，自石佛寺开始进入平原区，历史上河道平面摆动

幅度较大，河道亦多自然裁弯。 

3. 平安堡至辽中河段   

河道长 86 km，因受柳河泥沙淤积影响，河槽较宽但较浅。 

4. 辽中至盘山河段   

河道长 154 km，受上游泥沙下泄及下游盘山拦河闸蓄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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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逐年淤积抬高，在六间房以上局部河段已形成地上河，平均河底

高程已高出堤外地面 1～2 m。 

5. 盘山至河口河段   

河道长 21 km，两岸为冲积平原，河床多为重粉质壤土，不耐冲

刷。河道为感潮河段，盘山闸下潮差仅 O.084 m，河槽宽浅，河道蜿

蜒曲折，1970 年盘山及陆家两处河段人工裁弯后，陆家以上河道变

得顺直。 

（二）辽河干流主要支流 

辽河干流共有大小支流 20 余条，其中流域面积 5 000 km
2
以上

的有 3 条；流域面积在 1 000～5 000 km
2
的有 6 条。石佛寺上游左、

右岸均有支流汇入，左侧汇入的主要支流有招苏台河、清河、柴河、

汎河等，是辽河干流洪水的主要来源；右侧汇入的主要支流有秀水

河、养息牧河、柳河、绕阳河等，属多泥沙河流，是辽河干流主要泥

沙来源。因此，有“东水西沙”之说。 

1. 绕阳河  

是辽河下游主要支流，源自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扎兰营子乡的查哈

尔山，流经阜新、彰武、新民、黑山、北宁、台安、辽中、盘山等市

县，于盘山新生农场八分场附近注入辽河，全长 290 km，流域面积 10 

438.2 km
2
。流域内山丘漫岗区占总面积的 43.3%，冲积平原区占

56.7%。西部低山区水土流失严重，是干、支流洪水及泥沙的主要来

源。下游平原区，土质肥沃，是辽宁省中部商品粮基地之一。 

2. 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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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源有南北二支，南支为主流，发源于清原县英额门镇老虎顶

山，流至开原市与发源于西丰县的碾盘河在耿王庄汇合，在老城镇接

纳寇河，在大高力屯西注入辽河。全长 170.6 km，流域面积 5 113 km
2
。

清河流域是辽河干流暴雨多发区，暴雨集中，强度大，清河及南城子

两座大型水库建成后，辽河干流洪水得到控制。 

3. 柴河  

发源于清原县南八家乡朱家沟，流经开原、铁岭两市，在铁岭双

安桥上游 0.5 km 处注入辽河。全长 142.8 km，流域面积 1 501 km
2
，

两岸为山丘区，海拔高程 200 m 左右，植被较好, 地势东高西低，

河床质多为中细砂。柴河流域是暴雨洪水多发地区，也是辽河干流主

要洪水来源之一。柴河水库建成后，对辽河干流防洪错峰起了重要作

用。 

4. 汎河  

发源于铁岭市白旗寨乡的滚马岭，流经铁岭市的鸡冠山、大甸

子、汎河等 7 个乡，横跨铁岭东部山区，在汎河乡药王庙西北 1.0 km 

处汇入辽河，全长 108.1 km，流域面积 1 000 km
2
。全流域狭长，

地势东高西低，河床为卵石及细沙。 

5. 柳河  

闹德海以上有 3 条主要支流：南支扣河子河(即北大河，源出内

蒙古奈曼旗双山子东坡朝阳沟；北支养畜牧河，源出库伦旗打鹿山；

中支乌根稿河，源出库伦旗西畜山。柳河是有名的多沙河流，有"小

黄河"之称，流经内蒙古的奈曼旗、库伦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及辽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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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彰武、阜新、新民等 6 个市县(旗)，在新民市的王家窝堡注入

辽河。河长 253 km(辽宁境内 122 km)，总流域面积 5 791 km
2
(辽

宁境内 2 693 km
2
)。 

6. 招苏台河  

发源于吉林省大黑山脉以西的赫里峰，流经梨树县，穿越平齐线

铁路，先后接纳四平河、二道河，在昌图县通江口乡的义兴村注入辽

河。流域面积为 4 583 km
2
，河长 212.5 km。流域呈扇形，东、北、

西以东辽河环绕，南与清河、叶赫河及亮子河毗邻，地势东北高西南

低，河流两岸山丘占 70%，平原占 30%，河道宽浅。 

7. 秀水河  

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的白音花乡，其上游在内蒙古自治

区境内称东马莲河。秀水河流经康平、法库、新民，于新民市公主屯

乡吴长岗村注入辽河，辽宁境内河流全长 127.4 km，流域面积 1 923 

km
2
。洪水期冲淤变化大，洪水涨落快，在中上游修建有花古窝堡、

獾子洞、尖山子、三合成、拉马章等中小型水库。下游法库、新民市

境内建有堤防。 

8. 养息牧河  

发源于彰武县北部丘陵区原二道河子乡，全河长 106.7 km，流

域面积 1 861 km
2
。上游法库、彰武境内有老龙湾河、双徐河、地河、

三道河、头道河、二道河等 6 条支流，至新民市高台子乡吉祥堡注

入辽河。河床多为细沙，为多沙河流，在新民市境内筑有堤防。 

（三）浑河、太子河、大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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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以前，浑河和太子河在牛庄附近汇入辽河，称三岔河，

向西南流，在营口市入海。1958 年外辽河于六间房附近堵截后，将

辽河主流全部引向双台子河，由盘山入海。浑河、太子河与辽河分流

后，沿原辽河下游故道大辽河在营口市入海。 

1. 浑河  

浑河发源于清原县湾甸子镇的滚马岭西侧，流经清原、新宾、抚

顺、沈阳、辽中、辽阳等市县，在三岔河与太子河汇合入大辽河。流

域面积 11 481 km
2
。浑河北接汎河，南与太子河毗邻。 

(1) 浑河干流  河道长 415.4 km。浑河干流建有大伙房水库，

水库以上流域为山区，沿河河谷较平原狭窄，是山区性河道，历史上

改道时有发生，但河流摆动幅度不大。大伙房水库以下至长大线铁

桥，为低山丘陵区，河道逐渐开阔，多河心洲，属分岔性河道，这段

河长 73 km，有东洲河、古城河、章党河及拉古河等主要支流汇入。 

浑河过长大线铁桥后即进入平原区。河道长 174 km，属蜿蜒型

河道。河滩地沙丘较多，河床质多为中细砂及粉沙，河岸多为沙壤土。 

(2) 浑河主要支流  浑河支流多集中在中、上游河段，浑河在大

伙房水库以上主要支流有社河、苏子河等，在左侧汇入；大伙房水库

以下主要支流有蒲河、细河等，在右侧汇入。 

①苏子河  浑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新宾县红升乡五凤楼北沟，

河长 147.7 km，流域面积 2 147 km
2
，在大伙房水库东南抚顺市铁

背山汇入水库，整个流域呈矩形，河流穿越于辽东山谷之间，河道弯

曲。北界浑河，东过分水岭为富尔江，南与太子河分界，西南与社河



 8

毗邻。由于上游山区植被良好，苏子河河水清澈。 

②社河  发源于抚顺市后安镇夏家街的大八盘岭，在大伙房水库

西南的温道台沟汇入浑河，河长 52.8 km
2
，流域面积 516 km

2
。 整

个流域狭长，处于辽东山区，河流湍急，哨口险滩较多。 

③蒲河  是浑河右岸较大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铁岭市横道河子乡

想儿山，自东北向西南流经沈阳市的沈北新区、东陵区、于洪区、新

民市、辽中县，于辽中县老观坨乡黑鱼沟注入浑河。蒲河全长 204.9 

km，流域面积 2 169 km
2
，两岸支流呈鱼骨状汇入。蒲河自于洪区平

罗堡进入平原区，为弯曲型河道，河床宽浅，河床为细沙和淤泥组成， 

2. 太子河   

上游分南北两支，以北支为长，源于新宾县平顶山乡红石砬子，

南支源于桓仁县白石砬子，两支流在本溪下崴子汇合后始称太子河干

流。太子河流经新宾、本溪、辽阳、灯塔、海城等市县，在三岔河与

浑河汇合后入大辽河。太子河流域面积 13 883 km
2
，河道长 412.9 km。

太子河流域内，辽阳以上属石质山区。 

(1) 太子河干流 

①本溪至辽阳河段  河道长 89 km。河床多由砂卵石 组成，河

道多处于山谷之间，是暴雨洪水多发地区。 

②辽阳以下河段  太子河自辽阳始，进入辽河冲积平原，辽阳沈

大线铁桥至三岔河沟海线铁桥，河道长 163 km，蜿蜒曲折，属弯曲

型河道。河床多为中细沙，是主槽泄洪为主的河道。 

(2) 太子河主要支流  太子河主要支流除北沙河在右侧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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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细河、兰河、汤河、柳壕河、南沙河、运粮河、杨柳河、三

通河、五道河、海城河等在左侧汇入。 

①细河  发源于凤城市青城子镇于家街，河道长 119.5 km，流

域面积 1 113 km
2
，是较大的一级支流，两侧群山海拔高程 500～700 

m，河床多为砂卵石。水流湍急，属山区性河道。 

②兰河  发源于辽阳市水泉乡大黑山，河道长 66.5 km，流域面

积 528 km
2
，河道平面形态呈莲藕状，落差较大，属山区性河流。 

③汤河  上游分东西两大支流。东支亦分两股，东股发源于辽阳

市河栏镇样子岭；西股发源于辽阳市塔子乡熊洞沟。水源充沛，水质

较好，是辽阳地区无污染河流。东西两支流汇流后称汤河干流，于辽

阳市小屯镇西双庙注入太子河，河长 90.9 km，总流域面积为 1 460 

km
2
。整个流域处于辽东山区西侧，山峦起伏，河谷切割较深，坡降

较陡，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中上游属山区性河流，枯季河水较少，两

岸植被较好，河岸多棕色土及草甸士，河床质多为砂卵石，是暴雨洪

水多发区，是太子河洪水主要来源之一。 

④海城河  发源于海城市孤山镇，于牛庄镇的西小姐庙注入太子

河，河道全长 96.2 km，流域面积 1 274 km
2
。长大铁路以西河长 29.5 

km，河岸土质坚实，河道稳定。 

⑤北沙河  发源于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乡，于辽阳市灯塔市沙河

池从右岸汇入太子河 ,河道全长 117 km，流域面积 1 534 km
2
。北

沙河流域属低山丘陵区，河道宽浅，河床由砂质组成，冲淤变化大，

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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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辽河  

系指浑河、太子河汇流后的三岔河至营口入海口一段河道。 1958 

年春外辽河堵截后，仅宣泄浑河、太子河河水。全长 96 km，流域面

积 27 327 km
2
 (含浑河、太子河流域面积)。 

(1) 大辽河干流 大辽河地处冲积平原，两岸地势平坦，河道蜿

蜒曲折，属弯曲型河道。两岸土质为壤土和亚黏土，遇洪水冲刷易造

成塌岸，遇特大洪水，河流常发生改道。全河为感潮河段，大潮可上

溯至三岔河以上。 

① 三岔河至田庄台河段 河道长 55 km，河道蜿蜒曲折，水流受

潮水顶托，流势缓慢。自东苏家圹以下两岸芦苇丛生，有固岸作用，

河道横向摆动幅度大。河床质为淤泥。 

② 田庄台至河口段 河道长 41 km，河道蜿蜒，全段是一个大弯

道，水流分散，出现江心滩。 

(2) 大辽河主要支流 左岸有一级支流劳动河，右岸有一级支流

南河沿排水总干、新开河、外辽河等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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