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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南北气候交流带，极易遭受锋面雨的袭

击，境内山丘面积广大，占国土的一半以上，近6年来湖

北山洪危害呈加重趋势，分别占洪涝灾害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的83%、72.3%，山洪灾害已成为心腹大患和防洪

保安的突出薄弱环节。2006年国务院批复全国山洪灾害

防治规划，2009年开始试点建设，2010年下半年正式全

面启动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

其中湖北继先行完成5个试点县项目后，又有67个县项

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2012 年湖北气候异常，6 月 25 日入梅后，发生 8 场

次较强暴雨洪水，以及受强台风“苏拉”影响，103 个县

市全部遭受暴雨袭击，其中大暴雨或特大暴雨66县市，

50个已完建的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县中，有 34个发生严

重或较为严重的山洪灾害。黄冈红安县高桥镇 3 d雨量

643 mm，三天下了大半年的雨，达到 200 年一遇；十堰

房县24 h最大雨量达686 mm，约 500年一遇；宜昌远安

县12 h雨量 280 mm，为 100年一遇。强降雨引发了数十

条中小河流洪水、近千条河溪山洪，一时间水库暴泄、

山洪泛滥。但由于山洪防治预警项目的重要作用，有效

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1 预警流程

十堰茅箭区遭强降雨，两天多的雨量达316 mm。在

应对这场暴雨洪水中，2011年汛前建成的县级山洪防治

非工程措施项目，发挥了小区域范围内监测预警不可替

代的作用。8月 5日 8时 47分，茅箭区山洪预警项目的4

个测站发出红色预警信号：茅塔乡莫家沟村 12 h 雨量

107 mm，超警戒；大沟村12 h雨量 93.5 mm，超警戒；东

城开发区鸳鸯村 6 h雨量 80.5 mm，超警戒；岩屋村 3 h

雨量30 mm，超警戒。红色预警发出后，8时 48分值守人

员电话联系监测点确认降雨情况属实，迅速用电话报告

区防指成员单位和乡镇街办主要负责人。9时 10分，乡

镇街办主要负责人赶赴区防办会商，并观看山洪灾害防

治预警演示，迅速要求对莫家沟村受暴雨山洪威胁的群

众做好避险转移准备。区防办值班人员迅速将短信发给

莫家沟村山洪防御工作小组指导员、巡查信息队长、信

号发送及监测人员，传达做好转移准备的指令，随后区

防办值班人员用固定电话通知莫家沟、岩屋等村以及各

监测点临近的茅塔乡廖家、康家、坪子、东沟、大沟等村

3 622人做好转移准备。8月 5～6日，区防办以同样的流

程，将预警点超警的报警信息及时转发，分别转移东城

开发区1 827人、大川镇411人、赛管局黄家村443人。及

时有效地预警，使6 303人得以及时避险转移，保护了群

众生命安全。

2.2 群防群控

山洪防治项目带动了群防群控。各受灾地方党委、

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水库、河流安

全，保证群众安全；以预警避险，及时有效组织转移，保

证生命安全。面对险情危局，受灾县市区防汛责任人迅

速进岗到位、适时作出准确研判分析，积极组织群防群

控。襄阳谷城县潭口水库下游北河出现大洪水时，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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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防指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命令

沿河石花镇、开发区、城关镇946人必须迅速撤离；乡镇

所有干部全部上堤，实行包段查堤、防漫溃保安全的责

任制，3 000多名干部群众快速集结，严防死守，抢险物

料多方调集，未发生漫溃险情，保护了沿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工农业生产安全。在襄阳南漳县三道河水

库水位迅猛上涨超汛限的关头，襄阳市防汛责任人专赴

现场蹲守，组织调度泄洪，在蛮河堤岸发生崩塌险情

后，又迅速调集 7台机械，200 人实施应急处置，确保水

库泄洪调度方案实施，既保住了大坝安全，又保住了蛮

河堤岸安全，还保护了下游安全。在应对丹江口市官山

河、南漳市蛮河、谷城县北河、保康县南河历史少见大

洪峰，以及 102 座水库超汛限紧急泄洪，潭口、茅塔河、

官山、浪河 4座中型水库超百年一遇设计水位，三合堰

等 7座小型水库超设计水位的紧急汛情中，十堰、襄阳

两市大中小型水利工程设施无一失事，以工程安全，保

证了下游群众生命安全、工农业生产安全、交通干线安

全。房县沙河镇白沙河村的15户 53人，在房屋全部冲毁

前30 min接到预警转移，避免了房毁人亡惨剧。丹江口

浪河镇银梦湖村一组八里湾 8月 4日深夜 12时 30分接

到监测站预警，责任人连夜组织转移 32户 180 多人，由

于提前转移，在沿河 11栋房屋 8栋被摧毁，仅余 3栋的

危急情况下，仍实现零伤亡。襄阳谷城、南漳、保康3县，

在群众被洪水围困的紧要关头，组织党员干部，并调集公

安、消防、武警、民兵预备役组成搜救队，出动冲锋舟56艘

全面拉网式搜救，成功解救围困群众2 800人。

2.3 预警成效

湖北在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中，建成

简易雨量站 7 121 个、自动雨量站 958 个、简易水位站

551个、自动水位站304个、自动预警广播站5 054个，编

制县级应急转移预案 45个、乡镇预案 519个、村级预案

6 394 个，发放明白卡 206.5 万张，构筑起了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2012 年暴雨灾害过程中，实时监测雨情，

采集雨量信息共 18 万余条，为防御山洪灾害提供了重

要信息。由于各县级预警平台正常运行，实时监控显示

近千处山洪项目水位，雨量监测站、气象预报信息，在

测站信息超过预警临界值时，及时发出预警提示，防汛

部门立即启动预警应急响应，按照预警流程及时将降雨

情况和预警信息发给各县、乡镇领导，水库管理单位负

责人和所有防汛责任人，大大缩短动员时间，为及时转

移涉险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防御强降雨引发的山

洪灾害中，十堰、襄阳、宜昌、黄冈、恩施等市州 34个县

市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挥了很好作用。共启动乡

镇、村组预警广播 1 228 条次，发布预警短信 1.1 万余

条，无线预警广播不间断发布避险转移命令，有效避免

了群死群伤。按照以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原则，湖北各

山洪灾害防治县还健全了山洪灾害防治群测群防体系。

按照预案要求，制作发放光盘、明白卡等各类宣传材

料，在受威胁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立宣传栏、警示

牌，组织开展培训、避险转移演练等，增强了基层干部、

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提高了村民避险转移意

识。由于预警及时、组织避险转移及时、人力搜救及时，

通过山洪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预警有序转移11.84

万人，对转移出来的人员，全部进行了妥善安置，维护

了一方稳定，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1 以加密雨情水情监测为前提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恶劣影响，极端灾害性天气呈现

频发、多发、重发趋势，增加了暴雨灾害的突发性、不可

预见性，致使监测难、预报难、预防难。在这“三难”面

前，项目建设县，根据当地交通、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

状况，以小流域为单元，加密山洪灾害易发区监测站

点，建立自动遥测与人工简易观测相结合、基本覆盖受

威胁区所有自然村组的水雨情监测站网，基本达到自动

遥测站控制主要城镇、简易雨量站配备到村的要求，实

现对暴雨洪水的实时监测。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

做到加密水雨情的监测，为实施有效防御山洪灾害提供

基础依据，把握避险保安的主动权。

3.2 以监测预警平台为决策重点

已完成项目建设的县，基本构筑了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的平台，这个平台是整个系统的运行中枢，依托地理

信息系统、数据库信息和电子地图，实现水雨情等基础

信息的实时入库、自动分析、动态监控、在线查询、在线

监视、在线预警发布等功能，显著提高了基层山洪灾害

防御的自动化水平。有了决策依据平台，各级防汛抗旱

指挥部指定专人及时掌握各方信息，指挥人员依托平台

反馈的综合信息，实施科学决策指挥，以提升组织指挥

避险转移的时效性，有效避免人员伤亡。

3.3 以及时发布预警为防御关键

目前实施的山洪防治项目，主要是非工程措施方

面，以工程措施控制或避免山洪灾害的项目还未实施，

因此对山洪灾害，只能是主动防范、有序避让。要避让

山洪危害，其关键性的措施就在于及时有效地发布预警

信息。各山洪防御县，要十分重视通过监测预警获取的

灾害性天气信息，除通过人工敲锣、鸣哨、手摇报警器

等传统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外，还充分利用短信群发、有

线及无线预警广播、电视媒体和山洪预警专用设备等现

代化手段预警，做到多措预警并举、传统现代预警并用，

有效解决预警信息在小尺度范围内容易传播失效的问

题，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快速传送到“前线”，以有警必预、

有预必防、有防必胜的工作机制，保证一方民生安全。

3.4 以群测群防为避险保安基础

湖北省山洪危害点多面广，特别是（下转第 39 页）

3 工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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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 页）在工程防御项目建设尚未启动的情况

下，必须广泛动员危害区域的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山洪

灾害防御工作，形成群测群防的工作格局。充分利用非

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广泛开展防灾避灾宣传。要结合

实际，制作发放光盘、明白卡等各类宣传材料，开展

转移演练。要在危险区、安全区以及转移路线上设立

醒目、固定的标示牌和宣传牌。要在受威胁人口相对

集中的地方加密设立宣传栏，使山洪灾害的基本知

识、避灾常识深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形成群测群

防的防御机制，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

能力，为有效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奠定了基础。

3.5 以落实基层责任为根本保障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前沿在基层，防御工作的成

败，关键也在基层。有防御任务的县市，要建立县、乡

（镇）、村、组、户五级责任制体系，明确各类责任人的职

责，责任人必须掌握第一手汛情，第一时间赶到山洪灾

害易发区，第一时间现场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为有效应

对山洪灾害和抢险救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要建立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无缝覆盖”的防御预

案体系，明确预警形式和发布程序，落实人员转移方

案，细化人员责任，提供可靠的防御行动指南。在关键

时刻，一线的防汛指挥人员要提早进岗到位，实施避险

转移指挥，保证受威胁群众有序、安全转移。对临时转

移的人员，当地政府要依托民政部门，全力做好安置工

作，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

所、有病能医，维护一方稳定。

[1] 宋建桥，郭培盛 .湖北武穴市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

目建设做法及问题思考 [J].中国防汛抗旱，2012，22（6）：

31-33.

参考文献

技术的有机结合：（1）因地制宜，推广节水优化灌溉技

术；（2）普遍建立定量供水、按方收费、合理计价的管理

制度；（3）进一步推广先进的作物栽培技术；（4）进一步

改革农业种植结构；（5）积极与科研单位合作，试验、培

育新的节水耐旱物种和类型[10，12]。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配套的农耕措施，如：（1）抢墒

播种节约用水；（2）及时耙耱保墒；（3）加强冬灌；（4）破

冰引水，提早春灌；（5）人工挑水点播[11]。

3.5 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抗旱新技术

“旱地龙”、植物抗旱素、植物抗旱剂等具有保苗、

壮苗、增根、抗旱、早熟、防病和增产等作用，可改善种

子或植株根系附近的微环境，对土壤环境无毒副作用。

而稀土抗旱保水材料含有稀土超强高分子保水剂，具有

500倍以上的高吸水率和加压也不脱水的高保水性能。因

此应加快“旱地龙”的应用推广和植物抗旱素、植物抗旱

剂、稀土抗旱保水材料的试用工作，增强作物抗旱能力[10]。

3.6 生态减灾

良好的系统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开发方式，可以减少

并避免灾害的发生，缓和灾害的危害程度。因此，改善

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的恶化，促进生态平衡，有助于改善

区域小气候，这是增强新疆抗旱能力的根本措施和长期

措施。具体包括：（1）合理规划农、林、牧用地的比例；

（2）合理调剂区间水资源的不平衡；（3）合理开发自然

能源，取代采樵；（4）合理开发利用草场，处理好草场面

积与牲畜养殖量的关系，防止草源不足而枯竭、荒漠化

和戈壁化[12]。

[1] 《新疆减灾四十年》编辑委员会 .新疆减灾四十年[M].北京：

地震出版社，1993.

[2]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编委会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新疆卷

[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

[3] 邢楠，周海，尚可政，等 .青藏高原上空径向环流与新疆干

旱的关系[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0（12）：121-127.

[4] 郑昕，刘小兰 .新疆干旱灾害及抗旱减灾措施[J].新疆水利，

2004（3）：25-28.

[5] 姜逢清，杨跃辉 .新疆洪旱灾害与大尺度气候强迫因子的

联系[J].干旱区地理，2004（2）：148-153.

[6] 姜逢清，朱诚，穆桂金，胡汝骥 .当代新疆洪旱灾害扩大化：

人类活动的影响分析[J].地理学报，2002（1）：57-66.

[7] 程国栋，王根绪 .中国西北地区的干旱与旱灾——变化趋

势与对策[J].地学前缘，2006（1）：3-14.

[8] 江玲，王小燕 .塔城地区的干旱因素探讨[J].干旱环境监测，

2003（4）：230-232.

[9] 刘勇 .新疆奎屯地区干旱灾害成因及应急措施探讨[J].科技

信息，2007（24）：285.

[10]黄少军 .新时期垦区防旱减灾对策与措施浅析[J].新疆农垦

经济，2005（7）：89-91.

[11]马积虎 .新疆洪旱灾害与防灾减灾 [J].新疆水利，1995（5）：

36-39，42.

[12]《新疆自然灾害研究》编委会 .新疆自然灾害研究[M].北京：

地震出版社，1994：108-110.

参考文献

理论研讨/山洪灾害防治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