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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北区有 4 座小(1)型水库以及 1 座小(2)型水

库，各类山塘 26 座，小流域 2 处。随着江北区社会经济

的发展，部分屋顶山塘已进行除险加固，防汛标准进一

步提高。水库及山塘下游主要溪流和河道也进行了标准

化建设，大部分防洪堤能满足 10 年一遇或更高的防洪

标准。为进一步完善非工程措施建设，同时也为全区防

汛工作需要，江北区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扩

展为三部分实施，一是全境范围内防汛软件平台搭建，

二是重要水利设施点视频监控设施建设，三是基层体系

与群防群测等内容的实施。

2.1 主要工作内容

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主要包括山洪灾害

普查、危险区的划定、临界雨量和水位等预警指标的确

定、监测预警系统建设、责任制组织体系建立、防御预

案编制和完善以及宣传培训演练等。总工期为120 d。

2.2 项目程序落实情况

江北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通过宁波市水利局审核，获得批

复，同意开工建设。经过与江北区招投标中心协商，将

所有项目分成三部分进行实施。

2011年 4月 27日，在江北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

招标公告。6月 1日，开始施工建设。7月 29日，提交试运

行版预警平台软件。8月 20日，完成水位遥测站点建设。

9月初，两个招标项目初步建设完成，投入经费完成群

防群测体系建设，预案编制，宣传栏安装，明白卡和宣

传册的发放等。9 月 30 日，完成全部工程，满足验收条

件，共计费用约118.8万元，附合当初审批经费额度。10

月份完成初步验收工作，验收内容基本附合招标要求。

11月完成对此项目进行审计。

江北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完成招

投标之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项目初期的计划编报，并

按照招标要求，进行施工组织安排，将工程有序推进。

3.1 山洪灾害基层防御体系建设

为全面提高山洪灾害基层防御工作水平，按照浙江

省、宁波市和江北区委区政府及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

署，形成以乡镇（街道）为单位，以行政村、社区为单元，

以自然村、居民区、山塘和避灾场所等责任区为网格的

山洪灾害基层防御体系建设体系。通过基层体系建设，

全区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类山洪灾害防治责

任制进一步得到规范和落实。全面落实小流域安全责任

人、巡查管理责任人、安全临管责任人、山洪信息监测

预警责任人和人员转移责任人。

3.2 水雨情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建设

江北区已有雨量站点 5处、水位站 6处，实现雨量、

水位的自动固态贮储和传输。在此基础上，又新建了毛

岙小流域与金沙小流域两处水位站。建设过程中，与宁

波市水文站，浙江省水文局沟通协商后，采用最优的方

式进行设备安装，保证遥测水位站的建设顺利。此外，

江北区又新建了8处重要水利设施监控点，通过外网可

以直接实地点击浏览。之后相继建成并完善水雨情自动

测报系统、防汛远程会商系统、重要水利工程实时监控

系统、防汛短信、信息化系统，为防汛部（下转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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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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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波市江北区只有 208 km2，面积小，小流域也只有 2 处，但开展的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包括山

洪灾害普查、危险区的划定、临界雨量和水位等预警指标的确定、监测预警系统建设、责任制组织体系建立、防御

预案编制和完善以及宣传培训演练等内容。介绍了江北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情况及实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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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4 页）门及时了解汛情、作出决策提供依据。

3.3 防汛决策支持平台系统建设

为更好的开展江北区山洪灾害的防治工作，搭建了

防汛软件支持平台。及时组织人员与施工单位进行深入

沟通、调研和审核。保证每项水利水文数据的准确性和

实时性。对有误的数据及时找到数据来源进行整改。根

据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的特点以及江北区水利信息化的

现状，收集江水库、河道、山塘、水闸等水利信息，供施

工单位编写相关软件。在此基础上由施工单位在系统构

建上新建成了水利工程信息数据库、山洪灾害预警数据

库、山洪灾害预报数据库、防汛责任人数据库、预案数

据库、江北区水利电子地图等。整个项目系统全面的构

建了江北区境内的水利设施、防汛条件等，为山洪灾害

的防治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3.4 群防群测预案体系建设

江北区高度重视小流域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印制江北区山洪灾害

的区级预案、镇级预案已经村级预案，规划避险路线

图，并在现场沿路设立避险方向指示箭头，在村所在地

醒目处设置山洪灾害的宣传栏，并向各村民发放防灾避

险避灾明白卡和山洪灾害教育资料。形成了较为科学、

完善的基层防汛预案体系。

3.5 培训与演练

江北区在项目实施后，组织并召开了金沙与毛岙小

流域所涉及的相关责任人会议，同时，由江北区防指对

他们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工作，并且发放了宣传资料。于

2011年 8月底，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山洪灾害防治预案演

练，通过演练检验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应急抢险能力

和防灾自救能力，增强基层的防汛意识。

江北区小流域少，但是不能因为小流域少而放弃全

区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哪怕只有一处山洪灾害

隐患，也需要投入全力来运行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建设。

4 结 语

文资料的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计算的模型方法。该模型方

法能够在有限的水文资料条件下，通过建立回归计算

模型，可以计算任意汇水区不同频率的洪水峰值流量，

结合水动力学模型和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实现了不同

洪水频率下的洪水风险淹没范围和水深分布的快速计

算，实例应用验证了本模型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限

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模型方法的完善和更大范围的推

广应用有待于今后研究和应用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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