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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我国一些主要江河同时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长江流域遭遇了20世纪仅次于1954年的流域性特大洪水，松花江、闽江和西江等遭遇了空前的洪灾，
打破了人们关于中国水旱灾害具有“南旱北涝”或“南涝北旱”地区性发生规律的概念。
全国南北大范围同时出现大洪水，造成大范围的洪水灾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水利部对我国主要江河抗御洪水的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对防洪减灾面临的形势作了深入思考，认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江河抗御大洪水的能力依然普遍偏低，与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防洪建设和管理，提高主要江河的防洪标准，降低
洪水风险，以适应21世纪水利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需要。
新一轮水利建设，要求规划先行，水利部决定启动全国防洪规划编制工作。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作为全国防洪规划编制的技术负责单位，在水利部的领导下，在编制规
划过程中根据规划技术工作的需要，相继组织开展了事关防洪减灾重大问题的若干专题研究工作，组
织有关科研单位协同攻关，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做好流域和全国防洪规划编制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与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水战略研究部密切合作，开展
和承担了多项专题研究，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不少研究内容已被流域和全国防洪规划、全国蓄滞
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所吸收。
现将与全国防洪规划关系比较密切的几项研究成果集中整理付梓，以飨读者。
成果中的基本数据一般维持原状，有些观点也不加以更新，以反映专题研究过程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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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防洪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汇集了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多年来的
研究成果，对防洪减灾重大问题的若干专题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对进一步加强防洪减灾和管理，提
高主要江河的防洪标准，降低洪水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内容包括：防洪区范围界定与划分方法、洪水风险与洪水风险图、土地利用的洪水风险管理、城市化
进程与城市防洪减灾对策、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模式的研究、区域防洪减灾对策。
《防洪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适合水利规划、设计、研究人员，各级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大中专院
校水利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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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4.1 一维模型除通常所谓的一维圣维南方程组非恒定流模型外，还有几种简化的模型。
例如忽略圣维南动力方程中的加速项与惯性项后得到非均匀流模型。
该模型将洪水淹没区内的滩、槽处理成集中断面，估算出集中断面的水位及相应的淹没范围。
显然，这是将洪水淹没区视作一种宽浅河道，不分河槽与滩区。
本模型适用于流量恒定的峡谷型泛区。
又如忽略圣维南方程中的加速项与惯性项且令水面坡度等于河底坡度后得到蓄泄关系模型。
该模型将洪水淹没区视作一个蓄水单元，适用于定向流动的行洪水流。
相对于上述属于恒定流的非均匀流模型，本模型可以沿河划分成若干不同的单元，类似串联水库，从
而对沿程流量变化的泛区进行模拟，是一种利用恒定流方法处理非恒定流的水力学模型。
由于本模型假定水位流量存在单值关系，因此不适用于河口及干支流交汇的地区。
再如简化的一维非恒定流模型。
该模型仅忽略圣维南动力方程中的惯性项，而保留加速项。
由于该模型可将泛区沿横向划分成左、右泛区及河道三片，并分片向下游演算，因此，也将该模型称
为准二维模型。
事实上，按水力学定义，前两类属运动波模型，后一类属扩散波模型，这两类模型都有成熟的求解方
法，只要具备资料条件，都能在一定的场合取得满意的结果。
有时亦将运动波模型划归水文学方法类。
1.4.4.2 二维模型本模型基于圣维南完全动力方程并在平面x、y两个方向上建立动力方程。
二维模型将洪水淹没区划分成网格，用以估计特殊地形变化对行洪特征的影响。
计算时首先进行河道洪水演算，得到进入泛区的人流洪水过程线，然后进行水流在泛区内的模拟。
在下垫面资料比较详细且模型糙率确定恰当时，本模型常可获得比较精确的模拟成果，包括淹没范围
、淹没水深、淹没历时等。
在我国，应用水力学方法估算洪水淹没范围已有不少实例，例如将二维非恒定流模型和非线性蓄泄关
系模型用于永定河泛区；将二维非恒定流模型用于黄河北金堤滞洪区与东平湖滞洪区，以模拟黄河下
游南北岸不同地段决口可能淹及的范围；还有将一维、二维非恒定流模型用于模拟在长江中游现状防
洪工程条件下1954年洪水的超额洪水处理情况及淹没地区分布等。
1.4.5 划分方法评价前面介绍了国内外用于划定防洪保护区的几种途径以及一些应用实例。
黄河、淮河、海河与长江等流域机构目前基本上都以历史上某次（或某几次）大洪水造成堤防溃决后
的淹没范围为基础，并根据下垫面情况作一些调整、修正，以此作为防洪保护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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