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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气候变化、流域下垫面变化、山区人员聚集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山洪灾

害风险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近年来极端山洪灾害事件呈现趋多、趋频、趋强和趋

广态势，山洪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反常性越来越明显。典型暴雨山洪灾害事

件表明，由于跨沟道路（桥涵）阻水壅水或溃决、沟滩占地、洪水遭遇、干流顶

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等风险隐患，灾害放大效应、突变效应、复

合效应明显，均可显著增加山洪灾害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2013 年以来，各地系统开展了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采用各地设计暴雨洪水

计算方法和水文模型等分析计算方法，综合分析评价防治区沿河村落、集镇和城

镇的防洪现状，划分山洪灾害危险区，分析确定预警指标，绘制危险区图。本技

术要求是在前期开展的全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基础上，针对上述潜在风险隐

患因素，提出补充调查评价技术方法，用于确定这些山洪灾害风险隐患的可能影

响、影响范围或防治对象。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用于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补充危

险区清单，修订预警指标，为山洪灾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提供支

撑，指导强降雨期间风险隐患点巡查监视、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 

技术要求主要内容包括：  

——适用范围； 

——跨沟道路与桥涵调查；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其他隐患类型调查（束窄、急弯等）； 

——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成果整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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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是在《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基础上，

提出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和影响分析技术与方法的基本要求，用于指导和规

范受山洪威胁的城镇、集镇、沿河村落、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防治对象（以

下统称“防治对象”）的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和影响分析工作；流域集水面积

一般不大于 200km2，其它情况可参考使用。 

1.2 工作目标 

在前期开展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及成果基础上，补充调查山洪灾害风险

隐患要素并分析其影响，用于提高山洪灾害防御精细化水平。以流域内防治对象

为核心，调查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

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临河滑坡体、泥

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及时将调查分析成果应用于补充、修改和

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修订预警指标，并更新至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山洪灾

害防御预案，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案编制、人员避险、临时安置、知识普及、

群测群防等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1.3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如下 7 个方面： 

1、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排查。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排查防治对象的山洪

灾害风险隐患要素，包括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

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以及阻

水壅水、溃决洪水、水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等风险隐患影响

分析，确定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的隐患要素和防治对象，结合以下第 2-6项工作，

 
* 说明：本技术要求中，“风险隐患”指在山洪发生过程中，导致沟道地形变化并短时间内强烈改变山洪水

流的运动状态和范围，加剧城镇、集镇、沿河村落、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防治对象受灾程度的因素及

其潜在影响。如果风险隐患导致的不利工况可能造成水流改道或漫溢等，或可能造成河/沟道水位明显增高

（如大于 0.5-1 米），进而影响防治对象，应当开展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修订预警指标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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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跨沟道路或桥涵调查。根据防治对象的地理位置，调查其上下游的跨沟

道路或桥涵，填写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补充附

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调查山洪沟道、滩地的建筑物阻水情况，以及城集

镇、村落等挤占行洪通道情况，填写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补充

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根据防治对象在流域中的地理位置，选择可

能对防治对象造成洪水影响的干支流沟道，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托

情况进行调查，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附

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5、其他隐患类型调查。根据防治对象与沟道的位置关系、局地地形以及河

势等因素对洪水运动的影响，分析确定受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

坡体、泥石流等影响的防治对象，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

条目的信息。 

6、风险隐患影响分析。以流域为单元，根据跨沟道路、桥涵、沟道内塘（堰）

坝等调查成果，针对防治对象开展典型暴雨情景下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为补充、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等提供依据；针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

干流顶托，分析其对预警指标和危险区的影响。根据风险隐患影响分析成果，补

充完善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调查成果表”相应条目的信息。 

7、成果整理。按照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的相关要求，整理成果，

补充、更新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应用于山洪灾害防御实际工作。 

1.4 成果要求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整编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包括电

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共 3 项内容，具体要求参见第 8 章“成果整理与应

用要求”；成果应用于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修订临界雨量和预警指标、提升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指导山洪灾害日常防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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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标准 

为保证成果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并与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既有成果衔接，确保

成果能纳入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调查分析、表格填写、图件绘制和成果

整理等均需要遵守以下技术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 

1、 《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代码》（GB/T 2260-2007）； 

3、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10114-2003) ； 

4、 《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 

5、 《水力计算手册》（第 2 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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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路线 

2.1 工作环节 

本次补充调查评价主要针对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及影响分析，是已开

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的补充和深化，需基于并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

有基础和成果。此项工作可以概要划分为前期准备、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

整理 4 个环节，各环节工作流程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参见图 2-1。 

2.2 技术要点 

1、基础数据准备 

以小流域为单元，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已有数据*，结合最新时

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等资料，确定各种防治对象以及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等的地理位置，套绘流域边界、沟道水系，形成工作底图。 

2、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内业初步排查 

以内业为主，沿沟道排查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

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流域为调查单元，以沟道水系为纲线，梳理防治对象，

排查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

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要素，充分运用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已有测量成果，与县（区、市）、乡（镇）、村等对接，初步获得防

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清单，并据此确定需要补充测量的地点**。 

3、跨沟道路与桥涵外业调查分析 

基于已有调查成果，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查；

现场调查其位置、类型、结构和特征，并拍摄照片，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

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等可能最大阻水程度。根据跨

 
* 主要包括：（1）小流域划分及水系提取数据，（2）桥梁、路涵、塘（堰）坝等调查成果，

（3）城集镇、沿河村落、企事业单位等保护对象调查及其测量数据、照片等。 
** 有关测量要求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相关规定进行，具

体参见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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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所在沟道特点，确定断面概化类型，并根据其自身结

构特征，概化计算结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采用锥体

法或断面法等计算阻水库容。 

4、沟滩占地情况外业调查分析 

现场调查沟道及两侧施工、厂房、建筑、道路等占地情况，获取占地阻水面

积等信息。对于沟道及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

象，可适当概化后计算阻水面积。 

5、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小流域划分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针对防治对象，调查小流域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基于成灾水

位，分析其对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影响。 

6、其他风险隐患类型外业调查分析 

内业和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流域划分、水系提

取、历史山洪灾害调查等成果，根据流域特征和沟道特征，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获取处于沟道束窄或急弯处、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的防治

对象信息。  

7、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采用水位-面积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堵塞情况下上游的淹没范围；采

用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溃决洪水在下游防治对象处的洪峰

流量，并结合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获取其他洪水信息（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

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典型大洪水），按照水位-流量关系推算对应的洪水位

和淹没范围；针对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改道等情形，分析确定可

能受影响的范围及防治对象。 

8、成果整理 

严格按照 1.5“技术标准”以及本技术要求对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表

格的相关规定，制作各类空间数据，填写对应表格，编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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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及影响分析工作流程与关键技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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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沟道路、桥涵和塘（堰）坝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

更新调查，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结合流域孕灾环境，分析、判断

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的可能最大阻

水程度。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

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泄洪建筑物概化为矩形、拱形和圆形等形状，

计算断面面积、阻水面积比；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调查阻水库容。 

3.1 成果复核与补充 

1、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中已有的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

等成果数据进行复核，有变化的划分为新建、改建、拆除等类型。 

2、根据调查评价相关要求，对调查成果进行添加、删除或更新，对应的成

果表为《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中“表 B.7 塘（堰）坝

工程调查表”、“表 B.8 路涵工程调查表”、“表 B.9 桥梁工程调查表”。新建的应

添加记录数据，改建的应根据改建后的尺寸更新记录数据；拆除的应删除原记录。 

3、复核与补充成果需在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

中进行备注说明*。 

3.2 阻水情况调查 

1、调查对象。对于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

力，或高度 2 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等，应调

查其阻水情况。暂不调查低矮的漫水路、漫水桥以及明显没有阻水壅水风险的桥

梁等。 

2、断面测量与特征参数获取。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中心线测量

河道断面，获取跨沟道路或桥涵结构、几何特征和泄洪建筑物几何参数；沿跨沟

道路、桥涵、塘（堰）坝的上游和下游测量两个断面，两个断面面积平均值作为

 
*
 为满足本次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需求，本技术要求对《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

规范》（SL 767-2018）中“表 B.8”和“表 B.9”进行了补充整合，即“附表 2 跨沟道路、

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表 B.7仍采用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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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涵所在断面面积。 

3、结构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或堤岸顶部以

下河道横断面面积𝑆断面和泄洪建筑物过水断面面积（𝑆流），计算跨沟道路、桥涵

的阻水面积（𝑆阻 = S断面 − S流），在此基础上，计算阻水面积比： 

R1 = 𝑆阻/𝑆断面 ∗ 100%。 

4、概化处理。测量和计算时可以河道断面和结构物实际情况，将沟道断面

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断面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泄

洪建筑物概化为矩形、圆形和拱形等形状。 

参见图 3-1，图中， R1 =
𝑆
断面

−∑ 𝑆
流𝑖

𝑆
断面

∗ 100%。 

 

（a）横断面及其概化（矩形结构物） 

 

（b）横断面及其概化（圆形结构物） 

 

（c）横断面及其概化（拱形结构物） 

图 3-1 阻水面积比R1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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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来物阻水调查分析。利用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现场

调查，调查所在流域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堆积物分布情况等信息，

分析流域内的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漂浮物）的来源、丰富程

度与空间分布等信息，结合跨沟道路或桥涵泄洪建筑物泄洪孔形状和大小、所处

地点河势等，分析可能的外来物阻水情况。  

3.3 阻水库容调查*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顶高程作为水面线高程，

计算上游蓄水空间容积，即为阻水库容，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计算。 

（1）锥体法：如果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沟道较为狭窄、比降较大、形态单

一，可以采用锥体体积法计算阻水库容，即根据桥涵所在位置和测量数据，计算

全断面面积（𝑆断面），以跨沟桥涵路面高程为参考，沿河道深泓线向上游河道推

进，直至深泓线高程与桥涵路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

获取桥面与该点深泓线长度（𝐿泓线），按公式𝑉 ≈
1

3
𝑆断面𝐿泓线估算阻水库容，参见

图 3-2。 

（2）断面法。如果桥涵以上沟道形态较为复杂、宽窄变化明显或者发生较

大弯曲，需采用断面法。从桥涵向上游测绘断面，直至断面最低点高程与桥涵路

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布设断面时，断面间距原则上不

大于 20 米，两断面间沟道形态相对一致，在沟道形态、过流面积发生明显变化

或者发生较大弯曲的地方，应增设断面**。采用棱柱体体积计算方法（𝑉 = 𝑆𝐻）

逐断面计算体积𝑉1、𝑉2、……𝑉𝑛−1，所有体积之和为阻水库容𝑉，参见图 3-3。计

算断面之间体积𝑉𝑖时，断面可按前述方法概化，棱柱体底面积(𝑆𝑖)取两个断面面积

平均值𝑆�̅�,𝑖+1 =
1

2
(𝑆断面𝑖 + 𝑆断面𝑖+1)，棱柱高(𝐻𝑖)取断面之间的沟道长度𝐿沟道𝑖。 

 
*河道短距离内出现多个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等阻水建筑物时，建议选择最大阻水库容。 
** 断面测量要求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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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锥体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图 3-3 断面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3.4 现场拍照 

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 2 张反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全貌的照片。 

3.5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照片：每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式。 

3、测量数据：（1）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上游和下游断面；（2）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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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断面法时，沿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断面测量数据。 

4、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4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内业外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调查沟道和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设物占地

情况，获得其所占沟道和滩地的断面面积占比；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在工作底图上标注其位置和范围，填写占地类型、占用时间、占地范围内居民人

数等信息。 

4.1 占地阻水面积调查分析* 

1、断面设置与参数测量。针对沟道及两侧滩地施工、厂房、建筑，选择阻

水面积最大的地方设置断面，以较低岸顶高程为准，测量断面和构筑物几何参数。 

2、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所挤占的无效过水面积

（𝑆阻）；计算出全断面面积（𝑆断面）；按下式估算阻水面积比： 

R2 = 𝑆阻/𝑆断面 ∗ 100%。 

参见图 4-1，图中，𝑅2 =
𝑆

𝐴阻
+𝑆

𝐵阻

𝑆
断面

∗ 100%。 

 

图 4-1 沟滩占地阻水面积比示意图 

（图中，A、B 为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在断面上的面积为𝑆𝐴阻，𝑆𝐵阻，𝑆断面为断面面

积，𝑆𝑐为两侧平齐岸顶高程以上面积，不计算在内） 

 
*本规定中“占地阻水面积”是指在沟滩占地情况下，被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所挤占的“过水面积”，

一般情况下为断面两岸较低岸顶高程以下被挤占的部分；如果为高山峡谷区，指该断面 100 年一遇洪水位

以下被挤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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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化处理。根据断面主要形态和占地阻水对象的结构和形态，可适当概

化后计算。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

型等，进而计算断面面积；滩地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

对象，对断面形态适当概化后计算断面面积。 

4.2 占地类型调查 

分为工程施工临时占地、企业厂房、居民建筑等类型，根据工作底图和高分

辨率影像标注位置、勾绘边界，调查其占地范围、居民人数等信息。 

4.3 现场拍照 

针对每个沟滩占地断面，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摄 2 张反映

断面全貌的照片。 

4.4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

象名录”； 

2、照片：每个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式。 

3、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5 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防治对象受多条支流洪水遭遇影响，或者支流受下游河道高水位（外洪）顶

托时，若仅依据某条支流暴雨洪水情况进行预警，将会低估洪水量级及其影响，

导致预警指标分析和危险区划定结果不尽合理。此种情况下，需要在调查基础上

进行区域暴雨和多支流洪水关联分析。调查以内业为主，内外业相结合，充分运

用小流域、水系拓扑关系及沿河村落调查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调查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分析对山洪预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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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多支齐汇调查 

1、调查内容。以防治对象为参照点，分析上游或附近的流域水系情况，调

查主要沟道数量、分布、汇流关系和跨行政区情况。沟道数量为穿越或汇入防治

对象区域的沟道数量。参见图 5-1。 

2、统计对集镇和村落等防治对象有直接快速汇流影响的支流数量，并确认

是否跨行政区，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5.2 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1、位于较大江河（中小河流、主要支流、大江大河等，或统称为干流）两

岸的山丘区集镇和村落*，如果江河洪水持续时间较长，水位较高，对两岸支流形

成顶托，防治对象沟道过水能力会因洪水顶托降低，进而影响到上游临界雨量的

确定。 

2、根据较大江河发生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

上最大洪水的顶托情况，调查和分析并获得防治对象控制断面（确定成灾水位的

断面）处无上游来水情况下对应的水位，根据该水位下的过流面积（A）的变化

情况，推算相应的临界流量，进而反推临界雨量并进行预警指标调整。参见图 5-

1 和图 5-2。 

3、在此基础上，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相关

规定，基于控制断面过流面积变化情况，对上游临界雨量进行修正，填写附表 1-

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

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若基础资料和技术条件较好，也可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

等方法，结合设计暴雨雨型，进行流域水系洪水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临界雨

量（水位）和预警指标。 

 
*
大型水库周边受库水位影响、海边受海水或潮位影响明显的山丘区集镇和村落，顶托对临界雨量的影响

可参照此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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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多支齐汇与干流顶托示意图 

 

图 5-2 干流顶托调查示意图 

5.3 成果要求 

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

害防治对象名录”。 

6 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若防治对象附近存在沟道束窄（俗称“卡口”）、沟道急弯或者地处低洼地带

等天然存在的情况，也可能因洪水陡涨遭受山洪灾害影响；此外，还有可能因临

河滑坡体滑落堵塞河道、泥石流等情况，调查宜内外业相结合，根据防治对象与

水系的位置关系，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现场查勘，对防治对象附近

的沟道局地地貌、沟道河势以及流域物源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辅以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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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沟道束窄 

1、以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宽

窄变化情况，以及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上游或下游附近沟道束窄较大时，因水流“小

水阻于滩，大水阻于峡”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

象名录。参见图 6-1。 

 

图 6-1 下游沟道束窄大水致灾示意图 

6.2 沟道急弯 

1、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弯

曲变化和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附近河道呈蜿蜒型态，因水流“小水走弯，大

水趋直”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参见图

6-2。 

 

图 6-2沟道急弯处大水致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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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低洼地 

利用工作底图、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 DEM 数据，确定低洼地区

及其范围内的防治对象，根据沟道水系查找周围可能的洪水来源，将其列入风险

隐患防治对象名录，注明“低洼地”。 

6.4 临河滑坡体 

如果河道两侧山坡有潜在临河滑坡体，滑坡可能下滑堵塞河道导致灾害，需

要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6.5 泥石流 

调查危险区上游小流域内溪沟、河谷与两岸山坡可能被暴雨山洪等水源激

发的固体堆积物含量及分布情况，分析发生泥石流灾害可能性，如果可能发生，

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6.6 成果要求 

补充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的相应条目信息。 

7 主要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在补充调查基础上进行以下风险隐患影响分析：（1）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

全阻水情况下上游洪水淹没范围，以及可能因洪水改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2）

分析跨沟道路、桥涵以及塘（堰）坝溃决洪水在下游的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量，

并结合其他支沟洪水信息，分析确定洪水位和淹没范围；（3）针对阻水壅水点以

 
*（1）影响分析部分工作需要资料较多，方法较复杂，技术难度不一，相差较大；为保证工作顺利开展，本

技术要求只给出了影响分析的基本要求；有资料和技术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一维或二维水动力学方法，

进行更细致和准确的分析；（2）保护对象所在河段应当进行典型断面测量，测量要求按《山洪灾害调查与

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的相关规定执行；（3）关于设计暴雨洪水，按最不利原则，采用最大可能

洪水(PMF)、或 100 年一遇设计洪水，或者历史最大洪水进行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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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或者堤岸漫溢溃决洪水，分析可能受影响的防治对象。 

7.1 壅水影响分析 

1、对于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如其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

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力，或高度 3 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路堤、桥涵、

塘（堰）坝等，若上下游两岸附近有防治对象，需要进行壅水影响分析。各地可

根据其相对沿河村落的位置、结构型式、上游物源条件及其影响，对上述要求进

行适当调整。 

2、在暴雨情形下，对于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阻水，或者因滑坡堵塞

沟道，进而上游快速壅水，可采用水位-面积法，按最不利情况分析完全阻水时下

上游洪水位和淹没范围。步骤如下：  

（1）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按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过流建筑物

全部被堵塞情形确定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即跨沟道路的路面高程、桥梁桥面或

其护拦顶高程。 

（2）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以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水面比降，从阻水壅

水点顶部高程位置沿河道纵剖面等高线向上游倒推，确定洪水淹没范围和受影响

的防治对象，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图 7-1 沿河村落壅水淹没简化分析示意图 

7.2 溃决洪水影响分析 

1、本技术要求调查范围内的跨沟路堤、桥涵以及塘（堰）坝，若高度在 3 米

以上、且阻水库容在 2 万立方米以上，需要开展溃决影响分析*。 

 
*溃决产生较大影响的对象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为服务于防灾目的且减小不必要的工作，需要将主要精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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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最不利情况，采用近似瞬间全溃模式和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方法，分

析溃决洪水的影响。若溃决位置下游、防治对象上游有其他支沟洪水汇入，则应

考虑该支沟洪水组合影响。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根据水位-流量关

系确定典型断面处洪水位、淹没范围和受影响防治对象。 

3、主要方法和步骤如下：  

（1）溃口最大流量估算： 

𝑄𝑚 = λ√𝑔𝐵𝐻3/2 

𝑄𝑚-溃口处最大流量，m3/s； 

λ-流量系数，由河槽形状指数m确定，λ = 𝑚𝑚−1 [
2√𝑚

1+2𝑚
]

2𝑚+1

， 通常，矩形

河道𝑚 = 1，U 型河道𝑚 = 1.5，三角形河道𝑚 = 2； 

g-重力加速度，9.81m/s2； 

B-溃口平均宽度，m； 

H-溃决时口的水深，m； 

参数意义见图 7-2。 

 

图 7-2 溃口最大流量估算参数确定示意图 

 

（2）溃口以下沿程最大流量估算： 

𝑄𝐿𝑀 =
𝑊

𝑊
𝑄𝑀

+
𝐿

𝑣𝐾

 

𝑄𝐿𝑀-当溃决最大流量演进至距坝址为 L 处时，在该处出现的最大流量，m3/s； 

 
在关键、危险性较大的对象上；对于具体对象，如果粗略分析后觉得虽然阻水库容规模不够，但综合考虑

地理位置、构建物型式、上游固体物源或草木杂物等因素，如危险性大，也可以开展详细的影响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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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溃决时的蓄水量，可以采用阻水库容代替，m3； 

𝑄𝑀-坝址处的溃决最大流量，m3/s； 

𝐿-距坝址的距离，m； 

𝑣-河道断面洪水期最大平均流速，m/s。在有资料地区，可以采用历史上的最

大值，如无资料，一般地，山区 3.0~5.0m/s，半山区 2.0~3.0m/s，较平地区 1.0~2.0m/s； 

𝐾-经验系数，一般地，山区 K=1.1~1.5, 半山区 K=1.0，较平地区 K=0.8~0.9； 

以上方法计算得到的流量为与溃口处距离为 L 的沿河集镇和村落位置因溃

决影响而产生的最大流量。 

（3）其他洪水考虑 

如果溃决洪水仅是沿河集镇与村落洪水来源之一，还受其他支沟影响，溃决

仅在一条或几条支流上发生，需要补充考虑其他支流暴雨洪水来源，即洪水遭遇

问题。至少需要考虑大洪水（50 年一遇）和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洪峰流量遭

遇两种情况，相关计算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中暴雨洪水计算相关

内容。 

（4）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 

应用上述洪水计算结果，根据集镇或村落处沟道控制断面，采用曼宁公式反

算洪水位。根据洪水位，确定受影响的房屋数和人口数，填写在附表 1-1 的备注

中，并勾选相应选项。 

采用以上方法反推洪水位时，可采用均匀流计算公式，即 

𝑄 = 𝐴𝑣 

Q-流量，m3/s； 

𝑣-断面洪水平均流速，m/s； 

𝐴-过流面积，m2。 

采用曼宁公式计算断面洪水平均流速𝑣，  

𝑣 =
1

𝑛
𝑅2/3𝐽1/2 

𝑣-村落河道断面洪水流速，m/s; 

𝑛-糙率，参照附件取值； 

𝑅-水力半径，m，可以用断面平均水深近似代替； 

𝐽-水面比降，可以用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沟道比降可以从调查评价成果中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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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村落有关测量成果或者补测数据获得。 

7.3 洪水改道及漫溢影响分析 

1、针对跨沟道路、桥涵阻水壅水、直接坐落于溪沟上的房屋建筑等情形，

还应注意壅水地点当地、上游两岸较低地点或者豁口处溢流，或者薄弱地点堤岸

溃决，造成洪水改道或漫溢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需要根据地势排查可能受影响

的防治对象，并在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如果在跨沟道路、桥涵等旁侧存在防治对象，在暴雨洪水时由于道路、

桥涵阻水壅水，明显抬高水位，致使洪水从沟道向旁侧直接快速漫溢，将加重灾

害程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名录备注中说明，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

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7.4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8 成果整理与应用 

8.1 成果整理 

以省级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成果进行整（汇）编，含电子数据、文字报告、

成果报表。 

1、 电子数据 

（1）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数据 

针对调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

象等）和防治对象（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应当基于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绘制成空间面状数据，空间面状数据边沿应当与遥感影像中该

对象的轮廓重合。 

风险隐患要素中，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的属性数据

应当包含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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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对象属性数据应当包括名称、代码（行政代码、企事业单位代码等）、

人口、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息。 

（2）断面数据 

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等）

以及每个防治对象所布设和测量的断面，需要提供断面平面位置数据，在地理信

息系统中以空间线状数据绘制，其属性数据应当包含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

流代码信息。断面测量数据和存储要求参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规定。 

（3）空间数据相关要求 

空间数据的格式采用 shp，坐标与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系 CGCS2000，

6 度带，涉及高程的，采用 85 高程系。 

（4）照片 

提供每一个跨沟道路和桥涵、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反映全貌，从上游

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 2 张（像素不低于 1024*768，jpg 或 png 格式），

以附表 2 中的编号“上/下”2 位序号命名（上下代表上游或下游），对跨沟道路和

桥涵，如“A0001 上 01.jpg”、“A0001 上 02.jpg” “A0001 下 01.jpg”、“A0001 下

02.jpg”；对沟滩占地对象，“B0001 上 01.jpg”、“B0001 上 02.jpg”、“B0001 下

01.jpg”、“B0001 下 02.jpg”。 

2、 文字报告 

以省为单位编写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报告，报告以“政区

代码+年份”进行编号，形成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 

报告主体内容如下： 

1） 目标任务。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目标任务、

工作量等情况。 

2）小流域概况。介绍本省山丘区小流域降雨特性、地形地貌、地质特点，

以及水利工程、村镇及人口等基本情况。 

3）组织实施。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组织实施

情况，如组织方式、承担单位、工作阶段、工作方式、阶段成果等内容。 

4）技术方法。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中采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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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资料、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内容。 

5）工作成果。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结论性成果。 

6）防御对策建议。基于风险隐患调查分析成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山洪

灾害防御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3、 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包括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

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4“干

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4 个表格，电子附表采用 Excel 形式。各

表格结构参见“附录 1 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4、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参见图 8-1。 

 

图 8-1 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8.2 成果应用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以受山洪威胁的城镇、集镇、沿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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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对象，调查分析流域内可能增加山洪灾害严重程度

的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

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因

素和其灾害性影响。由于洪水在流域的上下游、干支流内运动变化，一个防治对

象可能受到多个风险隐患要素影响，而同一个风险隐患要素也可能影响到多个防

治对象。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需应用到以下几方面山洪灾害防

御工作。 

1、完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以乡镇、行政村为管理单元，将本次调查受山

洪风险隐患影响的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防治对象补充到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作为防御预案的附件，建立山洪灾害风险隐患清单，针对每

个防治对象说明存在的具体风险隐患。预案和清单均应分发至各级防汛责任人，

用于避险转移决策。 

2、修订临界雨量和预警指标。利用多支齐汇、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

分析成果，结合山洪灾害预警指标检验复核等，考虑防治对象存在的山洪灾害风

险隐患因素和其影响严重程度，修订山洪灾害危险区临界雨量和预警指标。 

3、指导山洪灾害日常防御工作 

在山洪灾害日常防御工作中，指导汛前（雨前）检查排查，根据风险隐患类

别与影响严重程度等情况，明确山洪灾害巡查和排查任务和重点关注的潜在风险，

指导相关责任人工作。对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的风险隐患因素，提出

整改措施建议，供当地政府决策。 

4、完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通过本次风险隐患调查和影响分析的结论性成果，包括防治对象、危险区、

不同情景淹没范围等，均应纳入各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数据库，用于山洪灾

害预警和避险转移决策，支撑山洪灾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能力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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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1. 县（区、市、旗）名称  2.县（区、市、旗）代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名称 6.代码 7.类型 8.人口 
9.河流 

名称 

10.河流 

代码 

风险隐患要素类别 风险隐患影响类型 

28. 

备注 

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 多支齐汇 局地河势与微地形 
22.沟滩 

占地 

23. 

溃决  

24. 

壅水  

25. 

顶托 

26. 

改道 

27. 

漫流 
11. 

名称 

12. 

编码 

13. 

名称 

14. 

编码 

15.河流 

名称 

16.河流 

代码 

17. 

束窄 

18. 

急弯 

19. 

低洼地 

20.临河 

滑坡 

21. 

泥石流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说明： 

1. 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 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参见第 6 条； 

3. 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 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参见第 6 条； 

5. 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 代码：与《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基本一致，略有扩展，填写与所

调查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行政村、行政村（居民委员会）、自然村（民小组）名称对应的行政区

划代码，字符型（15）。本次调查以国家统计局 2011 年统计用行政区划代码为基础，行政区划代码扩

展到自然村一级，采用 15 位代码，编码方法为： 

省（市、区）+ 市+县 + 乡镇 + 行政村 + 其他（自然村、经济区、景区，等） 

6 位            3 位    3 位                 3 位                                  

7. 类型：填写集镇、村落、景区、事业、企业、厂矿、其他，6 类，字符（6）； 

8. 人口：填写防治对象内的人口数量，长整型； 

9. 河流名称：填写河流/沟道名称，字符型（20）； 

10. 河流代码：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填写主要河流代码，后续补充地方编码，

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工作中，根据河段所在流域面积确定是否细化分级，如果部分河流需

细化，具体编码按如下方法进行：在河段编码（RVCD, 16 位编码）基础上，若流域面积＞5km2，且

上游有分支，则按支流进行细分，支流编码方法为：在现有河段编码后面新增 1 位编码（0-9 之间），

直至支流流域面积≤5km2； 

11. 名称：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 

12. 编码：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跨沟道路、桥涵编码，“编号”为 A0001，A0002，……，

从下游向上游记数，系统自动生成； 

13. 塘（堰）坝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具体塘（堰）坝名称； 

14. 塘（堰）坝代码：填写与塘坝名称相对应的塘坝代码，如果是本次新增，则按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

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的规则统一生成； 

15. 河流名称：参照 9 填写，应为 9 的上游支流； 

16. 河流代码：参照 10 填写，应为 9 的上游支流； 

17. 束窄：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18. 急弯：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19. 低洼地：有此类风险要素的，在方框中打“✓”；  

20. 沟滩占地：属于此类风险隐患要素类别的，在方框中打“✓”；  

21. 临河滑坡：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2. 泥石流：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3. 溃决：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4. 壅水：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5. 顶托：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6. 改道：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7. 漫流：受此类风险隐患影响的，在方框中打“✓”； 

28. 备注：填写跨沟道路、桥涵等的复核情况，因壅水、溃决和改道等受影响人数等，字符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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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称  
2.县（区、市、

旗）代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

码 
 

序号 5.名称 6.编码 
7. 

经度 

8. 

纬度 

9. 

类型 

10. 

沟宽 

/m 

11. 

沟深 

/m 

12.断

面形

态 

13.阻

水面

积比

R1 /% 

14. 阻

水库容

V 

/万 m3 

 

15.  

河流 

代码 

 

16. 壅水

影响对象

名称 

17.壅水影

响对象编

码 

18.溃决影

响对象名

称 

19.溃决

影响对

象编码 

20. 

备注 

1            
    

 
......    

2                 

3                 

……                 

 

 

填表说明：  

1. 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 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 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 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 名称：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名称，按《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要求填写； 

6. 编号：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编号”为 A0001，A0002，……，从下游向上游记数，系统自动生成； 

7. 经度：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经度，小数点后保留 6 位小数，双精度（6）； 

8. 纬度：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纬度，小数点后保留 6 位小数，双精度（6）； 

9. 类型：填写 A、B、C（A-跨沟道路，B-跨沟桥涵，C-其他，其他类型的跨沟建筑），字符型（2）； 

10. 沟宽：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跨沟道路、桥涵沟道断面长度，单位：m，双精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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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沟深：跨沟道路、桥涵沟道断面，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该高程至沟底的竖直距离，单位：m，双精度（2）； 

12. 断面形态：选填 A、B、C、D、E，（A-梯形、B-三角形、C-矩形、D-U 型，E-复合型），字符型（2）； 

13. 阻水面积比（R1）：跨沟道路、桥涵断面所在处，无效过水面积占断面总面积的百分比，单位：%，长整型； 

14. 阻水库容：将桥涵和跨沟道路视为全部堵塞形成临时阻水坝，该坝顶高程（如果桥涵和跨沟道路上有护拦，应以护拦高程为坝顶高程）以下的库

容；单位：万 m3，长整型； 

15. 河流代码：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填写主要河流代码，后续补充地方编码，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 

16. 壅水影响对象名称：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壅水影响（含改道、漫溢）上游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17. 壅水影响对象编码：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壅水影响（含改道、漫溢）上游防治对象的编码，字符型（15），参见“附表 1 山洪灾害

防治对象名录”填表说明第 6 条； 

18. 溃决影响对象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19. 溃决影响对象编码：填写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溃决影响下游防治对象的编码，字符型（15），参见“附表 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填

表说明第 6 条； 

20. 备注：填写前面未列出的其他特性，如跨沟道路、桥涵的建筑材料、类型、坚实程度，断面概化形态描述，上下游附近河道收缩展宽情况，是否

为古桥，等，字符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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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称  2. 县(区、市、旗)代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名称  6.编号 7.经度 8.纬度 9.类型 10.沟宽/m 
11.沟深

/m 

12.断面

形态 

13.阻水面积比

R2/%  

14. 河流

名称 

15. 河流代

码 
16.备注 

1             

……             

 

填表说明：  

1. 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 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 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 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 名称：填写沟滩占地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 编号：按“县级行政代码+河流代码+编号”填写，“编号”为 B0001，B0002，……，从下游向上游记数，系统自动生成； 

7. 经度：填写沟滩占地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经度，小数点后保留 6 位小数，双精度（6）； 

8. 纬度：填写沟滩占地所在断面沟道中心点位置纬度，小数点后保留 6 位小数，双精度（6）； 

9. 类型：填写 A、B、C、D（A-施工临时占地，B-企业厂房，C-居民建筑，D-其他类型），字符型（2）； 

10. 沟宽：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沟道断面长度，单位：m，双精度（2）； 

11. 沟深：沟滩占地断面，以较低的岸顶高程为准，该高程至沟底的竖直距离，单位：m，双精度（2）； 

12. 断面形态：选填 A、B、C、D、E，（A-梯形、B-三角形、C-矩形、D-U 型，E-复合型），字符型（2）； 

13. 阻水面积比（R2）：沟滩占地断面所在处，无效过水面积占断面总断积的百分比，%，长整型； 

14. 河流名称：填写河流/沟道名称； 

15. 河流代码：按照《中国河流代码》（SL249-2012）为基础，填写主要河流代码，后续补充地方编码，形成河流代码，字符型（20）； 

16. 备注：填写占用时间、受影响人数等补充信息，字符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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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 

1. 县(区、市、旗)名称  2. 县(区、市、旗)代码  3.乡镇名称  4.乡镇代码  

序号 
5、防治对象名

称 

6、防治对象

代码 

临界雨量修正 

11.备注 3.1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 3.2 100 年一遇洪水顶托 

时段 7.原临界雨量 8.修正后临界雨量 时段 9.原临界雨量 10.修正后临界雨量 

1 

 

 

0.5 小时   0.5 小时    

1 小时   1 小时    

3 小时   3 小时    

6 小时   6 小时    

12 小时   12 小时    

......   ......    

……          

填表说明： 

1. 县（区、市、旗）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名称，字符型（20）； 

2. 县（区、市、旗）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县（区、市、旗）的代码，字符型（6）； 

3. 乡镇名称：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名称，字符型（20）； 

4. 乡镇代码：填写防治对象所在乡镇的代码，字符型（9）； 

5. 防治对象名称：填写防治对象的名称，字符型（20）； 

6. 防治对象名称代码：参见“附表 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填表说明第 6 条； 

7. 原临界雨量：对应干流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已确定的不同时段临界雨量； 

8. 修正后临界雨量：干流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修正后的临界雨量； 

9. 原临界雨量：干流 10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原临界雨量； 

10. 修正后临界雨量：干流 50 年一遇洪水顶托防治对象所在山洪沟情况下，不同时段修正后的临界雨量； 

11. 备注：填写因干流顶托防治对象成灾水位断面过水面积变化情况等，字符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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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糙率参考表 

附表 2-1 天然河道糙率表 

类型 

河段特征 

糙率 n 河床组成及床

面特性 
平面形态及水流形态 岸壁特性 

Ⅰ 
河床为沙质，床

面平整 

河段顺直，断面规整，水流

畅通 

两侧岸壁为土质

或土砂质，形状较

整齐 

0.020-0.024 

Ⅱ 
河床由岩板，砂

砾或卵石组成 

河段顺直，断面规整，水流

畅通 

两侧岸壁为土质

或石质，形状较整

齐 

0.022-0.026 

Ⅲ 

1 
河床为沙质，河

底不太平顺 

上游顺直，下游接缓弯，水

流不够畅通，有局部回流 

两侧岸壁为黄土，

长有杂草 
0.025-0.029 

2 

河底由砂砾或

卵石组成，底坡

较均匀，床面尚

平整 

河道顺直段较长，断面较规 

整，水流较畅通，基本上无 

死水，斜流或回流 

两侧岸壁为土砂，

岩石，略有杂草，

小树，形状较整齐 

0.025-0.029 

Ⅳ 

1 

细沙，河底中有

稀疏的水草或

水生植物 

河段不够顺直，上下游附近

弯曲，有挑水坝，水流不畅

通 

土质岸壁，一岸坍

塌严重，为锯齿

状，长有稀疏杂草

及灌木，一岸坍

塌，长有稠密杂草

或芦苇 

0.030-0.034 

2 

河床由砾石或

卵石组成，底坡

尚均匀，床面不

平整 

顺直段距上弯道不远，断面

尚且规整，水流尚且畅通，

斜流或回流不明显 

一侧岸壁为石质，

陡坡，形状尚且整

齐，另一侧岸壁为

沙土，略有杂草，

小树，形状较整齐 

0.030-0.034 

Ⅴ 

河底由卵石，块

石组成，间有大

漂石，底坡上均 

匀，床面不平整 

顺直段夹于两弯道之间，距

离不远断面尚且规整，水流

显出斜流，回流或死水现象 

两侧岸壁均为石

质，陡坡，长有杂

草，树木，形状尚

且整齐 

0.040-0.065 

Ⅵ 

河床由卵石，块

石，乱石或大块

石，大乱石及大

孤 石组成，床

面不平整，底颇

有凸凹状 

河段不顺直，上下游有急

弯，或下游有急滩，深坑等；

河段处于 S 形顺直段，不 

整齐，有阻塞或岩溶情况发

育；水流不通畅，有斜流，

回流，漩涡，死水现象；河

段上游有弯道或为两河汇

口，落差大，水流急，河道

两侧岸壁为岩石

及砂土，长有杂

草，树木，形状尚

且整齐；两侧岸壁

为石砂质夹乱石，

风化页岩，崎岖不

平正，上面生长杂

草，树木 

0.04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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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河段特征 

糙率 n 河床组成及床

面特性 
平面形态及水流形态 岸壁特性 

有严重堵塞，或两侧有深入

河中的岩石，伴有深潭或回

流等；上游为弯道，河段不

顺直，水行于深槽峡谷间，

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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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天然滩地糙率表 

类

型 

滩地特征描述 糙率 n（曼宁公式) 

平纵横形态 床质 植被 取值范围 均值 

1 
平面顺直，纵断平顺，

横断整齐 

土，沙质，淤

泥 

基本上无植物或为

已收割的麦地 
0.026-0.038 0.03 

2 
平面，纵面，横面顺直

整齐 
土，沙质 

稀疏杂草，杂树或矮

小农作物 
0.030-0.050 0.04 

3 
平面，纵面，横面尚且 

顺直整齐 

砂砾，卵石滩

或为土，沙质 

稀疏杂草，小杂树，

或高秆作物 
0.040-0.060 0.05 

4 

上下游有缓弯，纵面

横面尚且平坦，但有

束水 作用，水流不通

畅 

土，沙质 
种有农作物，或有稀

疏树林 
0.050-0.070 0.06 

5 
平面不通畅，纵面横

面起伏不平 
土，沙质 

杂草，杂树，或为水

稻田 
0.060-0.090 0.075 

6 

平面尚且顺直，纵面

横面起伏不平，有洼

地，土埂等 

土，沙质 
长满中密的杂草及

农作物 
0.080-0.120 0.1 

7 

平面不通畅，纵面横

面起伏不平，有洼地，

土埂等 

土，沙质 3/4 茂密的杂草，灌木 0.100-0.160 0.13 

8 

平面不通畅，纵面横

面起伏不平，有洼地，

土埂阻塞物 

土，沙质 

全断面有稠密的植

被， 芦柴或其他植

物 

0.160-0.200 0.18 

注： 

1、表中均列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河道糙率是三个方面因素和综合作用结果。如实际情

况与本表组合有变化时，糙率值应适当变化。   

2、本表只适用于稳定河道。对于含沙量大的且冲淤变化较严重的沙质河床，由于糙率值具

有特殊性，而本表位能包括其特殊性，因此不宜使用本表。   

3、表（1）中第Ⅵ类糙率值很大，已超出了一般河道的糙率值，这种河段的水流实质上已为

非均匀流，所列的糙率值已包含了局部损失在内。由于所依据的糙率资料较少，在次使用此表时

应予以注意。 

4、影响滩地糙率很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植物，植物对水流的影响随水深与植物高度比有

着密切的关系，表中没有反映此种关系，在应用时应注意。    



32 
 

 

附录 3 背景资料与说明 

 

附录 3-1 关于本次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下称“原规范”）的相关

规定主要针对河/沟道为定床条件下的涉水工程和社会经济调查、沿河村落现状

防洪能力评价以及预警指标确定等内容。基于近年典型暴雨山洪灾害事件复盘与

调查分析的实际经验，面向山洪灾害中非常规性、隐蔽性较强的部分，编制了本

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术要求，针对河/沟道变床条件的影响因素调查及其产

生影响分析等补充调查评价工作，提出基本的技术方法和成果要求。 

本技术要求基于“原规范”，但又对“原规范”进行了补充、扩展和深化。

技术工作分调查和影响分析两个层面，以流域为单元开展，注重在流域尺度识别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及其影响。 

本技术要求对“原规范”的部分要求进行了扩展，包括跨河道路与桥涵等涉

水工程，原规范仅调查了其自身尺寸（表 B.9、B.10），本次调查重点在于补充其

与断面占比及其影响对象，并且新增了不少内容，主要包括隐患类型的调查及影

响分析，前者如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

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涉水工程、河流水系的补充调查，后者如壅水、溃

决、水流顶托、洪水改道或者漫溢等隐患的影响分析等。 

为保证技术工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本技术要求对部分涉水工程调查直接

引用“原规范”的内容，如塘（堰）坝，直接采用“表 B.7 塘（堰）坝工程调查

表”，防治对象“三横一纵”等测量成果，直接采用“表 B.14 沟道横断面测量成

果表”和“表 B.15 沟道纵断面测量成果表”。 

 

附录 3-2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资料 

1、小流域划分及水系资料 

在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中，按 10-50km2 集水面积，已经对全国山丘

区划分了小流域，提取了水系，形成了全国山丘区小流域划分的系统成果。这些

成果在 2013-2015 年期间，已经下发到各省。确定本次调查的流域范围时，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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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小流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整合或细化。 

2、河道断面资料 

针对分析评价的每一个沿河村落，测量了至少 3 个横断面，每个河道横断

面应不少于 8 个能反映河道特征的点。测量特征点主要有：基点，堤（坡）顶， 

堤（坡）脚，水边点，历史最高洪水位点，深泓线（或河底）。此次工作可以直接

应用该成果，并根据本次调查分析需求适当补充测量。 

 

附录 3-3 影像数据 

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或机载遥感影像数据。在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中，已

经给各省下发了 2013 年分辨率为 2.5 米的遥感影像数据。在近年的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工作或生产建设项目监管工作中，水利部给各省也提供了分辨率更高、现

势性更强的遥感影像数据。这些数据都可用于本次工作。此外，还可以采用地理

信息系统地图服务等方式获取影像信息。 

 

附录 3-4 地形数据 

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网（http://www.gscloud.cn/、https://www.webmap.cn/）

等，可以下载 30 米分辨率 DEM 数据，用于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

有条件的地方，可收集补充局地（小流域）更精细的大比尺地理空间数据，为山

洪灾害数值分析反演检验奠定基础。 

 

附录 3-5 相关表格 

沟道中的塘（堰）坝，直接采用《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

2018）中“表 B.7 塘（堰）坝工程调查表”；对于防治对象“三横一纵”断面测

量等内容，直接采用表格 B.14 和 B.15。 

http://www.gscloud.cn/、https:/www.webmap.cn/）等，可以下载分辨率为30
http://www.gscloud.cn/、https:/www.webmap.cn/）等，可以下载分辨率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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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塘(堰)坝工程调查表 

填报单位名称  填报单位代码  

序号 所在行政区名称 
塘(堰)坝 

名称 

塘(堰)坝 

代码 

容积 

/m3 

坝高 

/m 

坝长 

/m 
挡水主坝类型 

1       
□混凝土坝□土坝 

□堆石坝□其他 

2       
□混凝土坝□土坝 

□堆石坝□其他 

┆       
□混凝土坝□土坝 

□堆石坝□其他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复核人：         审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表 B.14 沟道横断面测量成果表 

所在位置  行政区代码  

所在沟道  断面标识(是否控制断面) 1 是；0 否 

断面形态  是否跨县 1 是；0 否 

河道底质  测量方法  

基点经度/(°)  基点纬度/(°)  

基点高程/m  断面方位角/(°)  

历史最高水位/m  成灾水位/m  

序号 断面特征点描述 起点距/m 高程/m 经度/(°) 纬度/(°) 糙率 

1 起点      

2 测量      

3 测量      

┆ ┆      

n 右基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复核人：         审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表 B.15 沟道纵断面测量成果表 

所在位置  

所在沟道  行政区代码  

是否跨县 1 是；0 否 控制点经度/(°)  

控制点纬度/(°)  控制点高程/m  

高程系  测量方法  

序号 断面特征点描述 起点距/m 高程/m 经度/(°) 纬度/(°) 糙率 

1 起点      

2 测量      

3 测量      

┆ ┆      

n 右基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复核人：         审查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