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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 6月来,我国南方经历多轮强降雨,

导致我国南方多地(特别是长江流域)暴雨型洪涝突

发。2020年 7月,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中英文)编

辑部就洪涝的诱因、未来长江中下游调度工作重点、

黄河和长江流域防洪压力的区别、三峡大坝汛期泄

洪、今年暴雨洪水的特点和防御难点以及未来汛情

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进行了专

访,孟现勇副教授整理,现摘登如下。

1  综合因素引发 2020年南方区域性洪水

此次汛期洪涝, 特别是长江流域持续性强降水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其原因:第一是大气环流

方面。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太副高)强度较常

年异常偏强,西伸脊点位置异常偏西;东亚大槽强度

异常偏强, 位置异常偏西。2020 年 1 月以来,东亚

大槽强度和西太副高强度明显偏强, 西太副高脊线

位置在 2020 年 5月后持续稳定在 20bN~ 23bN, 副

高外围通常对应着我国主雨带的位置。东亚大槽强

度偏强导致西风带环流向经向型调整, 东亚中高纬

多槽脊活动,高原槽、西南涡活跃。6月以来副高外

围低空急流携带的暖湿空气不断向副高主体北侧输

送中,与高原槽和西南涡结合后沿副高外围的长江

一线(北纬 30bN)移动, 造成了长江流域多次强降水

过程。第二是青藏高原冬季积雪异常。青藏高原作

为亚洲和北半球大气系统的/ 调节器0, 是对全球气

候变化反馈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 2019 ) 2020年青

藏高原冬季积雪覆盖面积较常年偏多明显, 高原冬

季积雪偏多会通过改变春夏高原的热力状况, 间接

导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流活动加强,降水偏多。

第三是今年南海夏季风发生较早。6月上旬副高脊

线位置偏北,导致长江中下游入梅偏早。此外,就前

面所述, 由于 2020年 2月以来西太副高显著偏强和

稳定维持,亚洲中高纬度经向环流发展、西风带短波

槽活动频繁, 冷空气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移动过程

中偏强, 导致长江中下游梅雨期降水异常偏多。第

四是太阳黑子相对数的谷值年。这样易使得地球上

接收到的太阳磁力、引力和热量发生突变, 且 2020

年与 1998年相隔 2 个太阳黑子相对数 11 年的周

期, 基于韵律的规律也可判断易发生洪涝灾害。

从总体来讲, 2020 年南方区域性洪水(特别是

长江中下游洪水)是西太副高、西风带、高原积雪及

全球气候异常等综合作用引发的结果。

2  精细化实施水库群联合调度

长江水利委员会在 7月 6日调减出库流量的基

础上,从 7月 9日开始连续下发 5道调度令,逐步减

小三峡出库流量。出库流量从 7月7日开始连续下降,

从315万 m3 / s一直减少到7月 12日的119万 m3/ s,将

更多的洪水拦在了库区。截止 7月 12日晚,三峡水

库共拦蓄接近 30亿 m
3
洪水, 相当于减少 210多个

西湖下泄水量,降低城陵矶水位近 01 2 m ,对减轻下

游防洪压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为抗击 7月 2日 10时长江

2020年第 1号洪水( 5万 m
3
/ s) ,长江水利委员会将

三峡水库下泄量控制在 31 5万 m3 / s, 并同时加大了

向家坝水库、溪洛渡和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的拦蓄能

力,上游梯级水库群均不同程度拦蓄了一定量的洪水

(三峡工程有效拦蓄削减洪峰,削峰率达到了 34% ),

极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然而,由于水位普

遍上涨,部分水库甚至处于超汛限运行状态, 7月 17

日 10时长江 2020年第 2 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 5万 m3 / s) , 7月 18日 6时, 长江三峡上游来水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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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大,最大入库洪峰达 6万 m3 / s, 7 月 22日前

可能还有更大洪峰过程,我认为这对长江流域后期防

汛形势将造成极大压力。科学、精细化实施水库群联

合调度,是汛期防洪最为关键的有效措施。今年, 包

括三峡水库在内,长江流域 101座水工程被纳入联合

调度体系范围,这将有效守住长江流域风险点,充分

发挥拦蓄及削、错峰的作用。

就目前情势,一方面要加强长江流域雨、水情滚

动预报次数,为调度决策提供前期保障; 另一方面,

需统筹长江上下游防洪情势, 加强长江中下游堤防

防守和长江上游水库群科学优化调度, 做好长江上

游雅砻江、金沙江、乌江、嘉陵江等水库群及三峡水

库联合调度拦蓄工作, 充分发挥洞庭湖水库群拦洪

作用,均衡统筹三峡拦蓄能力、上游来水情况及对中

下游防洪的影响,抓紧科学确定干支流水库及三峡

大坝科学调度原则, 做好科学精准调度工作, 为长江

中下游防洪减灾提供重要安全保障。

3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防洪压力不同

汛期防洪压力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水库的蓄水

能力。比如,表示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川径

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欧洲国家通常是 01 9以上, 美

国是 01 66,而我们中国目前还不足 01 3。水库蓄水

能力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要在主汛期不断的抗

洪抢险,而在非汛期伏旱天则面临供水不足的困境。

我国近年来在西南地区还是修建了不少世界级大

坝,然而,由于这些水库大坝大部分修建于峡谷地

带,虽然具有较强的发电能力,但水库库容并不大。

比如,虽然三峡水库在水电站领域位于世界前列, 但

其有效防洪库容( 2211 5亿 m3 )的全球排名却在 20

开外。长江流域年径流量为 9513 亿 m 3 , 远远大于

三峡水库的有效防洪库容,因此,三峡水库在主汛期

应对洪水的方法是削峰填谷, 却没有拦截全部洪水

的能力,在汛期仍然需要泄洪。

就自然角度来讲, 黄河流域年径流量约为 580

亿 m
3
, 与长江流域( 9513 亿 m

3
)相比规模相差甚

远。就水利工程库容来看, 黄河中上游从龙羊峡到

小浪底, 目前已基本建成的水利工程有效库容达

450亿 m3 , 黄河流域有效库容与黄河年径流总量的

比值为 01 775, 因而能够很好地防御黄河洪水,但长

江三峡有效库容与长江年径流总量的比值仅为

01023,从数据上则不难看出三峡水库的防洪拦蓄压力。

4  长江流域发生的暴雨洪水的防御难点

2020年汛期,长江中下游流域降雨量 4981 5 mm,

较常年同期偏多 64. 3% ,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大;从降水范围看, 1998年长江流域为全流域暴

雨,而今年强降雨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及沿江区域,

与 2016年相比降水范围更广, 但较 1998 年降水

范围小。今年长江流域强降雨覆盖范围广、暴雨强

度大。受强上游多轮强降雨过程影响,长江流域洪

水呈现洪峰高、洪量大、河流涨势迅猛、灾害性点多、

破坏性大等特点。

目前,长江流域堤防工程、河道疏浚和蓄滞洪区

建设等已得到加强,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形成。

但是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不少重要支流和湖泊的

堤防还没有加固, 大多数中小河流堤防标准低、防洪

能力偏弱,难以抵挡超强暴雨洪水;加之前期降雨影

响, 部分河湖、水库已经蓄积了大量的水,当前长江

流域上游强降水依然密集,很容易形成超标准洪水;

蓄滞洪区建设相对滞后、运用难度大; 长江中下游干

流河道崩岸问题依然严重; 除险加固的病险水库未

经大洪水考验,不少中小型水库存在安全度汛风险,

需要除险加固。这都是长江流域抗洪防御的难点。

5  长江流域防洪情势依然严峻

长江游流域防洪情势依然严峻。近期, 西南地

区至长江中下游等地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区域叠加,

防汛工作形势更加严峻。要加强水文监测、预报和

预警工作,增强防洪救灾的灵活性;加强重点水库、

堤防的巡查巡视, 不留死角; 提前做好各类调度方案

和应急预案, 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结合多家预测结论, 7月下旬主雨带整体北抬

的可能性较大,届时长江流域汛情有望得到缓解,黄

淮地区将迎来/七下八上0的防汛关键时期。但天气

系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目前季风强度偏弱,雨

带北抬的进程还有待观察, 因此长江流域防汛工作

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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