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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小河流防洪现状及减灾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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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北省境内中小河流众多, 洪水灾害是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主要自然灾

害之一。通过分析水汽来源、天气系统、地形等因素对暴雨形成的影响,以及河北省暴雨洪水特性,对境内中小河流

防洪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认为,与自然因素相比, 人类活动才是影响河道防洪的主要因素。基于上

述认识, 针对中小河流防洪减灾对策, 提出了应通过制定防洪规划和治导线规划等工作尽快划定河道行洪范围, 逐

步修建工程措施提高沿河保护区的防洪标准,同时采取多项非工程措施来加强管理、限制人类活动、规范水事秩序

等, 使各中小河流防洪体系逐步完善, 为保护河道沿岸经济发展的成果和人们稳步进入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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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urrent Flood Control Conditions and Disaster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Medium and Small Rivers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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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s of medium and small rivers ex ist in H ebei Pr ov ince, and f lood disaster is one of the main natur al disaster s restr ic2

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r eat ening people 's liv es and property secur 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ffects o f r the source of w ater , w eat her system, and topog raphy on the fo rmation of rainsto rm and flood char act er istics in H ebei

Pro vin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 f flo od contro l pr oblems in t he small and medium2 sized r iver s wer e discussed. The r esults

show ed that human activit ies are the main facto r affecting the f lood contr ol com pared w ith natur al factor s. On this basis, as for

the flood contr 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countermeasures in small and medium2sized rivers, the scope o f r iver flo od needs to be

defined through the flood contr ol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line planning , the engineer ing measures are improved gr adually and the

flood cont rol standard in the pro tect ion area along the r iver is incr eased, and a number o f non2engineer ing measur es ar e adopted

to streng then r iver management, restrict human activit ies, and regulate wat er order , w hich can improve the flo od contr ol sy st em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riv ers, and therefo re ensu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riv er and improve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t o ent ering into w ell2off society .

Key words: f lood contr ol planning ; flood contro l r egulat ion line planning; flo od cont rol and disaster mitig ation; flo od contro l and

disaster m itig ation system

1  研究背景

防洪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和防止洪水泛滥,建国后河北省组织了大规模的防洪

工程建设。通过几十年的不断治理和完善, 境内各主干行洪

河道上游有防洪水库、中下游沿岸建有堤防工程、部分河道

下游地区设有分蓄洪区,全省防洪体系已基本形成。

但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河北省防洪现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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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各主干行洪河道防洪体系需进一步完

善;二是防洪主要矛盾已逐渐由主干行洪河道转向中小河

流。虽然河北省为水资源短缺省份,但境内分布有几个全国

乃至世界著名的暴雨中心,分别为滏阳河流域武安至内丘一

带(太行山迎风坡)、滹沱河流域井陉和平山一带(太行山迎

风坡)、大清河流域南支顺平(太行山迎风坡)、大清河流域北

支紫荆关(太行山迎风坡)、滦河流域兴隆和遵化(燕山迎风

坡)等,使得河北省多数中小河流易泛滥成灾,大部分地区处

于洪水威胁范围之内。洪水具有利害两重性,既要认识和驾

驭洪水,也要适应洪水, 以减轻灾害损失[123]。从研究程度上

看,全省境内主干河道防洪及洪水调度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

熟,但中小河流防洪减灾问题的研究较少, 所以研究中小河

流河道防洪问题意义重大[425]。

河北省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海滦河流域, 从南到北分布有

8 大水系, 其中海河流域的 7 大水系呈/扇形0分布,发源于太

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穿过河北省腹地, 至天津市附近入海;滦

河水系呈不对称/羽状0分布,发源于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

区,穿过承德、秦皇岛和唐山等地后入海。目前, 河北省境内

许多中小河流多数时间处于干涸状态, 沿河居民防洪意识淡

薄,行洪河槽被人为挤占, 导致河道行洪范围模糊、过水断面

显著减小,一旦遭遇洪水将带来严重后果, 2012 年/ 7 # 210洪

水给海河流域的河北中部及北京地区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 628] ,显示了中小河流防洪问题的紧迫性。

本文根据河北省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 在分析

了全省暴雨洪水特性和中小河流防洪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提出河北省中小河流的防洪减灾对策。

2  暴雨洪水特性

2. 1  暴雨特性
河北省西靠太行山脉, 北依燕山山脉, 东部和南部为开

阔平原,接受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 为典型的季风气候

区。受东南季风和极锋位置的影响,河北省降雨主要集中在

夏季,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河北省暴雨的水汽来源与副热

带高压位置和热带辐合区或热带风暴移动有关: 当副热带高

压西伸,副高西侧盛行西南气流时, 则水汽输送来自南海或

孟加拉湾;当副高偏北, 且热带辐合区或热带风暴北上, 在二

者之间形成强劲的偏东或东南气流时, 水汽输送来自东海或

黄海。通过对省内 142 场实测暴雨资料统计分析可知,影响

河北省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基本情况为: 高空西来槽占

36% 、暖性切变线占 25%、西北冷锋占 17%、黄河气旋占

11% 、东蒙低涡占 6%、热带风暴及其倒槽占 5%。

根据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从南到北可以将河北省气候

带依次划分为半湿润易旱区、半干旱半湿润区和半干旱

区[ 9]。由分析河北省暴雨图集可知,空间大尺度天气系统造

成的长历时暴雨受地形影响明显:在太行山、燕山迎风坡,年

最大 3 d 暴雨多年平均值最高,是暴雨量大于 100 mm 的多

雨带,带中暴雨中心暴雨量达 140~ 170 mm; 而在此带的西

北和东南两侧,则降雨量骤减, 如北部背风坡 60~ 70 mm;坝

上地区小于 60 mm; 滨海平原110~ 120 mm,平原中部在 100

mm 以下。由河北省短历时暴雨图集可知, 年最大 6 h 以上

暴雨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与长历时暴雨相似,而年最大 6

h 以内的暴雨则基本不受地形影响。

2. 2  洪水特性
暴雨是形成洪水、酿成洪灾的直接原因, 也是洪灾损失

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在河北省,由空间大尺度天气系统影响发生的暴雨洪水

可分为太行山型和燕山型两种。

( 1)太行山型洪水。又分为滏阳河为主型洪水、滹沱河

为主型洪水和大清河为主型洪水。若暴雨中心位于滏阳河

流域,产生的洪水一般向南涉及到漳卫河, 往北扩展到滹沱

河和大清河 ,造成整个海河南系大洪水,将波及邯郸、邢台、

石家庄、保定、沧州、衡水等地, 如/ 63 # 80洪水和/ 96 # 80洪

水[ 10]。滹沱河为主型洪水出现几率较小, 但一旦发生, 则雨

区会深入上游山区和太行山背风山区, 如 1956 年洪水。大

清河为主型洪水的发生频次最多, 如 1954 年、1955 年、1964

年洪水。

( 2)燕山型洪水。可分为滦河、蓟运河为主型洪水( 1962

年洪水)和潮白河、永定河和大清河为主型洪水 ( 1801 年、

1939 年洪水)。燕山型洪水主要影响河北省中北部保定、廊

坊、承德、秦皇岛和唐山等地。

空间大尺度天气系统产生的暴雨洪水一般历时长( 3~

7 d)、强度大、洪水峰高量大、灾害性强。而中小尺度天气

系统产生的暴雨洪水一般暴雨历时短、强度大、降雨范围

小、发生地域广、雨量集中, 洪水迅猛、陡涨陡落、突发性强、

破坏力大。

3  河北省中小河流防洪现状分析

分析河北省内各地区近些年水文气象变化、暴雨洪水发

生频次、各干支流河道沿河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态

环境变化等,发现现今河北省内中小河流存在的突出问题主

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1)洪水造成的灾害损失有逐年增大趋势。随着社会经

济的迅猛发展,区域内水资源数量与社会需要的矛盾越来越

突出, 主要体现在水少, 但水少的同时, 洪水威胁并没有减

少,在同等量级洪水条件下, 洪水灾害损失在逐渐增大。

根据河北省 1950 年- 2000 年的 51 年间暴雨洪水资料,

以 10 年为时间段分析各主要河道洪水发生频次, 结果见图

1。由选取的 6 条河流可知, 洪水发生频次有明显减少趋势。

从各年洪水灾害损失的统计结果 (图 2)发现, 由于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增强了对河道行洪空间的占据, 使得

单位受灾面积经济损失有逐年增大趋势。

图 1 1950 年- 2000年 6 条河流洪水发生频次

Fig. 1  Flood f requencies of 6 rivers f rom 1950 to 2000

#36#

第 11 卷 总第 69 期#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2013年第 6期  



水文 水资源

图 2  单位受灾面积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趋势

Fig. 2  Direct economic los s and it s t rend per un it area f lood

( 2)目前, 各河道地形、地物及工程配置不清, 河道管理

范围不明确,滩地处于无序开发状态, 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

且原有的防洪体系已不适应地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

必须划定有效的行洪区域,规范水事秩序, 加强河道管理。

( 3)经济发展与区域防洪不协调。由于各种复杂的原

因,河道沿岸发展存在侵占河床等问题, 这一方面会影响洪

水畅泄,从而抬高洪水水位, 加剧了对沿河两岸防洪的威胁。

另一方面,河道两岸经济开发的成果, 又极易被洪水侵吞。

通过实地调研(表 1) , 河北省河道行洪范围内的卡口、采

砂场、阻水建筑物、高杆作物及树木等阻水障碍不断增多,造

成河道明显缩窄,部分河段现状河宽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

缩窄了 50%以上,造成河道宣泄洪水不畅, 遇洪水将造成不

可估计的灾害损失。

表 1 河北省部分河道河段阻水障碍统计

Table 1  Stat ist ics of w ater blockin g obs tacles

in s om e rivers of H eb ei Provin ce

河流
调研河段

长度/ km

阻水障碍

卡口数

/个

采砂场

数/个

阻水建

筑物/处

种树及高杆

作物面积/ hm 2

滦河 14. 83 7 3 7 1. 39

蚁蚂吐河 16. 46 10 4 11 5. 57

伊逊河 18. 06 12 2 7 8. 59

武烈河 12. 20 5 3 8 2. 48

拒马河 11. 26 6 2 15 5. 72

唐河 16. 51 2 3 6 2. 63

蒲阳河 7. 40 8 2 7 5. 21

滹沱河 12. 15 2 6 8 2. 93

  ( 4)中小河流普遍防洪能力低下。据统计, 平原区河道

内村庄 400多个,山区设计洪水位以下涉及村庄 200 多个。

河北省的粮食主产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也多数位于沿河两岸

或洪泛区内,而至今大多中小河流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规划

和治理。例如, 滦河上游、蚁蚂吐河、伊逊河、武烈河、蒲阳

河、顺水河、沙河等各河道多数河段的堤防年久失修、残缺不

全,险工没有进行过系统治理, 现状防洪能力不足 5 年或 10

年一遇,甚至部分河段低于 3 年一遇。

( 5)防洪工程建设不成体系。在同一河道上下游、左右

岸的现有工程不协调, 如青龙河、伊逊河、漕河、等一些河段

修建的丁坝工程长短不一、型式各异, 相邻丁坝长度相差 3~

5 倍, 在洪水来临时不但不能起到防洪作用, 反而可能会加速

河岸冲刷破坏。又如滦河支流漠河沟河入河口前 1. 5 km 长

河道两岸堤线仅相距 6 m, 为规划河宽的 1/ 9,遇洪水将会漫

溢、溃决, 造成更大损失。

4  防洪减灾对策分析

为有效保护各河道沿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

发展的成果,使区域内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提出以下中小河流防洪减灾对策。

( 1)开展中小河流防洪体系总体规划工作。近年来, 河

北省编制完成的5河北省防洪规划报告6为全省主干河道防

洪减灾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省内各中

小河流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规划和治理, 因此, 有必要针对

各中小河流进行防洪规划、治导线规划和防洪工程规划。其

中,防洪规划是流域或区域为了防治洪涝灾害, 根据各河道

现状防洪体系的防洪能力, 通过分析确定在河道中新建、修

复或改扩建防洪工程和制定其调度方案以达到防洪减灾的

目的而制定的总体部署;防洪工程规划是对河道中某一具体

河段所需修建的防洪工程的规划, 而这些工程修建的位置、

方位、尺寸等则需要通过治导线规划来确定。所以, 治导线

规划是防洪工程规划和防洪规划的基础。因此,中小河流防

洪规划中首先要做的是尽快开展以流域或区域为单位的治导

线规划,其中,山丘区河道相对比较稳定, 主要对其进行防洪

治导线规划;平原区河道演变剧烈,则应根据各河道河段的不

同演变特征,对其进行中水治导线和洪水治导线的规划。

加快对省境内中小河流的各河段进行治导线规划,然后

按照规划的治导线进行河道整治和修建控导护滩等工程, 可

保证在设计标准之内的洪水能正常行洪、泄洪,以保护沿河两

岸城镇、村庄、交通道路、农田及穿河建筑物等的防洪安全。

( 2)对河道现状地形、地物和防洪工程进行评估。由于

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道的影响, 河道防洪能力在不

断下降。因此, 各河道在规划治理前, 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对河道现状地形、地物和各项工程进行详细评估, 明确各河

道不同河段现状情况下与河道防洪的突出矛盾所在, 并绘制

大比例尺地形图,为河道防洪治导线等各项规划、划定行洪

范围、清除河障、滩地有序开发利用等提供基础资料。

( 3)加强河道管理, 规范水事秩序。在各河道防洪治导

线制定的基础上,根据划定的河道两岸行洪范围, 对影响行

洪的卡口、采砂场、建筑物、高杆作物及树木等阻水障碍强制

清除,规范河道两岸滩地的开发秩序, 通过立法手段禁止河

道沿岸各个国民经济部门对行洪空间的侵占,同时要协调好

这些国民经济部门对河道基本要求与防洪之间的矛盾。

( 4)提高沿河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河北省中小河流周

边地区人口较稠密、经济较发达、固定资产集中, 在全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山区的大多

城镇和粮食主产区位于河道两岸, 而且在沿河较宽阔、交通

便利的地方还规划有工业园区;平原区许多城镇或经济发达

地区位于河道沿岸或洪泛区内。因此需要根据被保护对象

的重要程度,依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地区发展规划, 确定

适宜的防洪标准,切实提高沿河粮食主产区、城镇和经济发

达地区等的防洪标准。

( 5)逐步完善各中小河流防洪减灾工作体系。依据各中

小河流防洪规划和防洪治导线规划成果,贯彻/ 上蓄、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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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排,适当地滞0的防洪治理方针,结合河道沿岸现有的工程

设施或天然节点,根据规划标准和地方经济发展要求, 研究

确定满足今后防洪要求的工程措施, 并分期分批进行实施。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 主要包括: 在主要防洪

控制河段建立监测站点;在各河系建立水情自动测报和洪水

预警预报系统;对各河道及河系制定详细的洪水调度方案;

对洪泛区实行洪水保险; 加强立法工作、做好河道及洪泛区

的管理工作等。只有通过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互配合,

才能使洪灾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5  结语

近些年,河北省内中小河流的防洪形势日益严峻, 防洪

问题与沿岸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有效

地保护各河道沿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成

果,使地区或区域内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根据河北省境内各中小河流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 ,首

先应加紧对各河道进行防洪规划、防洪治导线规划等有利于

防洪的各项规划,并对河道现状地形、地物和防洪工程进行

评估;然后根据防洪治导线划定的行洪范围对河道加强管

理,规范水事秩序; 最后在河道有关防洪的各项规划基础上,

通过修建工程措施提高沿河粮食主产区、城镇和经济发达地

区等的防洪标准,同时根据各河情况加强其非工程措施的建

设,使境内各中小河流防洪减灾工作体系得到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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