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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防御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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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博望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安徽 马鞍山 243131）

0 引言
水旱灾害对于地区的危害性非比寻常，不仅会产

生大量直接性的经济损失，还会破坏群众的家园，甚至

会危及生命。因此，加强对水旱灾害的动态化防御是有

必要的，特别是灾害多发地区更应不断改进、优化。

1 水旱灾害状况
以某地区为例，讨论其水旱灾害防御动态情况。

该地流域面积超过 50km2的河流多达 126 条，其中有
两条河流跨过相邻的两个省份，属于本地行洪的关键

通道。两条河流在其所属省份境内，流域面积分别为

11173km2和 5019km2。前者在该地区内有 200km左右，
后者在该地内也有 180km左右。该地区全年光照充足，
而且无霜时间较长，很少会出现寒冬与降雪天气，自然

灾害主要是春秋两季旱、夏季涝。此地降水量年均在

818.8mm，最大年降水量发生在 2020年，超过 1204mm，
而最小年降水量则在 2002年，只有 418.1mm。某地区
降水量在各个月份的变化比较明显，大多分布于 6—9
月份，占全年的 70%以上。在这部分降水中，超过半数
发生在 7—8月，并且降水量最高的月份通常是 7月，
全年雨季不长。

1.1 历史灾害记录
干旱灾害方面，某地区出现过几次连年干旱的状

况。在 2002年该地由于干旱，有 38.96万 hm2的农作物
被影响，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 15.82亿元以上。在 2010
年的 9月到 12月初，降水量总和只有 5.8mm，属于特大
干旱。该地区 36.5万 hm2的小麦中就有 34万 hm2左右
受灾，该地饮用水的水库已经接近死水位。在 2019年，
由于长期遭受干旱，造成地区内多个县区内 5万多人出

现饮水困难。洪涝灾害方面，结合历史资料记载，从明初

到 1949年，所在流域就暴发百余起水灾，大约 5年发生
一次。从 1949年至今，该流域发生过较为严重的灾害年
份包括 1957、1960、1970、1979、1993、2019—2021。地区
台风方面，曾在 1997年的 8月中 3d内，由于台风影响，
降水量均值达到 213.8mm，最高达到 316mm，受灾农作
物达 31万 hm2，城市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在 2018年以及
2019年，由于台风引发暴雨，导致严重洪涝灾害。
1.2 近些年灾害情况

从 2016—2020年，该地区出现过 3次较为严重的
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 2018—2020年，同时在 2019年
还出现过一次比较严重的干旱。结合年降水量、汛期降

水量和水利项目直接损失情况来看，首先，该地区汛期

降水量和年降水量接近正相关；其次，该地区数年来降

水量均值为 818mm，而年际差值偏大，2016—2020年，
2020年降水量要比 2019年多 444mm以上；再次，该地
区水利项目产生的直接损失和汛期降水量无明显联

系，例如，2016 年汛期降水量仅有 543mm，而 2020 年
则有 1106mm，但 2016年水利项目损失高达 1.16亿元
以上，2020年相比要少得多，只有 0.70亿元；最后，旱
情和年降水量有关联，年降水量偏大的年份，由于干旱

导致的损失几乎可以忽视，如 2017年与 2020年，而在
年降水量在历年均值之下的年份，如 2019年，干旱则
引起相对更多的损失。

该地区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应当包括以下 4个
方面：①该地处于特殊的季风气候区，月份之间的降水
量变化明显，全年降水大多为夏季，同时夏末还面临台

风威胁，而冬春降水量偏少，这导致汛期降水量几乎起

摘 要：围绕水旱灾害预防进行动态分析，以水旱灾害频发的某地区为例，梳理其历史灾害记录以
及近些年的灾害情况，总结出当地水旱灾害的发生特点。 进一步以该地水旱灾害典型年份（2019年）为
例，陈述灾害具体表现，并从工程方案与非工程举措、运行体制 3个方面讨论灾害防御问题，以期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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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决定性作用。②在“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的作用下，
该地年际降水差距较大，导致极端干旱以及洪涝频发。

③水利项目损失和降水量是有联系的，但同时还有洪
涝出现频率、降水强度、水利工程本身的质量等条件的

作用，所以水利项目损失和降水量的关系并不显著[1]。
④降水量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降水量小的年
份容易出现极端干旱，反之亦反。此外，干旱灾害发生

还和降水月份分布有关。例如，2016年的降水量均值要
高于 2017年，但前者干旱问题则相对严重，这主要是
由于 2016年 3—4月整个地区降水量偏小，导致部分
田地面临春旱，之后的降水量即便超出往年，但干旱问

题已经出现，很难逆转。

1.3 水旱灾害特征
此地区水旱灾害出现频率高，甚至全年要面临两

种灾害。结合有关资料来看，特大水旱的重现期是 10
年，而一般约是 4年。洪涝通常出现在汛期，即 8—9月
份，应当是被台风及其外围干扰。区域地势北高南低，

在遭遇强降水中，持续时间短但强度大，导致河流水位

猛涨，同时地势较低的区域便会发生内涝。在此类自然

灾害中，由于山洪导致的人员伤亡最多，因此，为有效

防御山洪灾害，加强山洪沟管控是极为关键的。地区内

的干旱灾害几乎是全年分布，在春秋两季高发旱灾，即

便是夏季也会出现短暂干旱。在没有连续降水的月份，

就会出现重大旱灾[2]。灾情分布方面，该地北面山区以
及丘陵地带比较集中。此区域地表水借助降水径流形

成，借助一系列水利项目保存，此外没有其他水体补

给，如果没有降雨，便容易引发干旱。

2 水旱灾害典型年份与防御动态
2.1 典型年份表现

此地区在 2019年，既发生严重干旱，并在旱情接
近尾声后，又因为台风作用，引发重大洪涝灾害，通过

对该地 2019年水旱防御动态分析归纳，应当能为后续
的防御安排有所帮助。该地区 2019年主要灾害如下。
（1）干旱灾害。在 7月 3日以前，该地降雨量均值

在 159mm左右，与往年相比下降 42%。从 5月份开始，
月均降水量不足 70mm，同期下降 63%以上。到了 7月，
该地逐渐开始连续降水，使干旱程度得到减轻，直至同

月 24日，Ⅳ级抗旱响应解除。此地区 2019年的干旱灾
害，一方面，连续时间较长、波及范围广，特别是山地丘

陵地带的农田与果园都被影响；另一方面，灾害程度严

重，在田作物有 700万亩，灾害面积就超过了 116万

亩，其中轻旱 100多万亩，其余是重旱。同时，由于干旱
面临饮水难的人口超过 5.1万。
（2）洪涝灾害。在 2019年 8月上旬，台风从我国东

南地区登陆，随即危害此地区。由此引发的强降雨表现

为：首先，水量大且丰。短短 3d的雨量便达到整年的 1/4
左右，日均降水量为 208mm以上。与此同时，台风暴雨
使地区内的多个水库水位高于汛限；500多座小型水库
出现溢洪现象；3400多座塘坝也发生溢洪。即便是降水
量最少的县区，也达到 100mm以上。其次，水旱灾害转
变过快。从 5月份开始，该地区将适量均值就比往年下
降 60%以上。到了 7月份便开始发生连续降水，在 24
日解除抗旱响应后，次月 5日就迎来强降雨，并在 4日
之后便由于台风引发二轮强降雨。最后，两轮暴雨形成

叠加作用。首轮强降雨均值为 50.4mm，地区整体分布
不均，降水量最多的县区有 140mm。此轮强降雨使部分
水利以及河流都处于高水位状态，土地含水量达到饱

和。不久发生的二轮强降雨对防灾工作带来不小的考

验，个别县区的叠加降水量超过 392mm，在不足 10d
内，降水量就几乎是全年的半数，其余县区也达到各自

全年的 1/3左右。
2.2 防御动态举措
2.2.1 工程方案

首先，水库项目。为应对洪涝灾害，在汛期来临以

前，此地区相关部门对辖区内所有规模的水库均进行

安全检查，加强工程防御能力。并尽可能提高水库工程

除险加固施工速度，在面临工期短、任务重、石料短缺、

环保压力大等客观问题，经过全方位的研究部署，优化

工期安排，提高各道工序的衔接效率，主动消除建材运

输交通压力与数量不足、环保标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最大限度上保障水库工程的作用[3-5]。在防御干旱中，当
地水利局积极调度分配有限水源，以居民生活用水为

先，调度区域内水库水量达到 2900万 m3，满足稻田与
果园等生产用水。除了常规水利工程外，还有一些其他

的水利项目。①该地区全面清淤，提高蓄水容量，不仅
可以应对居民饮水问题，还能达到清淤整治的目的。

②施工建设应急水源，包括 560多个水池与水窖，以及
140多水井。③对五小水利项目实施全面检查与修理加
固，实现水体“零存整取”，进一步优化地区抗旱水平。

其次，河道项目。该地区在汛期前，全面严厉打击

占用河道、违法采砂与围垦湖泊等行为，及时清理河道

中的各类垃圾，并拆除非法建设以及不利于行洪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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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植物等。同时，还修理原有的行洪工程，疏通河流，打

通河道，确保既有行洪通道都能发挥作用。

最后，拦河闸坝。修理该类工程，保障其正常工作。

在汛期前，此地区在检修拦河闸坝中，重点查看控制闸

坝开关等装置，并进一步加快相关施工项目的推进速

度，保证在汛期来临前所有主体部分完工。而不得不跨

汛作业的项目，配以必要的安全防护，保证该类工程基

本的拦洪与滞洪、调洪效果。

2.2.2 非工程举措
（1）制定防御预案。本地修订及完善原有的水库防

汛抗旱、防御洪水与汛期调度的方案计划，同时，还针

对 8条河道制定预案，包括超标准的洪水防御。基于地
区与流域严重洪水与处置问题，确定应对举措。在建水

利项目方面，也修订有关活动的安全度汛计划等。

（2）防御宣传。地区水旱灾害关系到群众安全，特
别是沿河与山区居民。在开展灾害应急处置期间，把当

下灾情与防御方案通过媒体渠道通知广大居民，以免

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社会恐慌，确保有价值信息可以

及时被居民知晓。这样做不仅维护人们知情权，还便于

居民调整出行计划，防止暴发严重的负面舆情事件。

（3）加强物资队伍建设。由于该地区特殊的灾害情
况，建立并投入应用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中心，同时

多年来为强化管理，每年都会继续投资，设置一些新的

物资类型。目前，当地该类物资大体上有三大类，分别

针对洪涝灾害与干旱灾害、水旱灾害。

（4）现代数字化建设。此地区构建智慧防御平台，
借助大数据及云计算，把大量异构信息汇集起来，比如

水位数据、应急预案、水情等，由数个部门参与，协同构

成综合性的管理平台。基于此，不断完善原有针对山洪

事件的监测预警平台，并尝试把其与智慧防御平台连

接起来。通过打造综合性的平台，改变原本每个部门均

设有自己的平台，但数据信息很难共享的情况，让灾害

防御体系内的所有部门无须应用数个平台及操作端，

便于调用与处理有关数据。并且因为对数据资料实施

统一化的处理，进一步提高信息处理的速度，并避免在

信息使用期间的出错率。如今，本地的智慧防御平台

中，除了涵盖本身的防御系统外，还有各级水利、气象与

水文、防汛指挥等若干部门、机构，依托于防御平台，能

够统一输入与计算、反馈、应用各类灾情、雨情等数据。

2.2.3 运行体制
一方面，立足于协同运行，针对水旱灾害防御处理

需全面联合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群众，通过相互间的

配合，保障各项防御举措都能有序落实。其中，政府部

门方面，保障自身牵头组织的价值，全面落实协调管理

与监督指导，安排专业演练，提升防御以及抢险救灾的

能力。对于水旱灾害防御，其关键的环节就是监测，其

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在灾害降临前，迅速召开专业会

议，结合预报降水量，决定参会人员范围，并根据手中

掌握的信息，迅速制定有效的应急方案。在灾害暴发以

后，该地迅速结合标准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调度相关单

位工作，保证险情可以尽快得到控制，避免形成次生灾

害。同时，指挥中心还注重灾害波及区域内与周边居民

的情况，及时做好安抚工作。

另一方面，强降雨期间，该地指挥中心迅速反应，

并由市级水利局安排多个小组深入灾区，对当地抗灾

工作提供指导。抗台抢险过程中，结合各区域灾情，迅

速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对于无完全安全防护把握的地

区，提前将居民转移。在该期间，本地建设 230多个安
置点，容纳接近 4万受灾人口。在干旱灾害发生期间，
通过全面调水、逐户分发等方式，确保满足居民基本饮

水需要。基于一系列的运行体制，确保各项防御、抗灾

工作有序进行。

3 结语
各地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均应积极采取行动，

根据多年来的灾害情况，持续加强地区防御工程建设。

并在灾害发生期间，统一部署协调，及时控制住灾情，

预防次生灾害，降低伤害程度，缩小波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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