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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40年来PMP/PMF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介绍了80年代以来国外在此
领域的进展。
全书分绪论、上篇、中篇、下篇4部分，共28章约90万字。
上篇、中篇分别介绍论，并对世界暴雨和洪水记录的地区规律，作了一些探讨。
下篇介绍作者和中国学者对与PMP/PMF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特点：1 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2 思路清晰、理论系统、层次分明，易于理解；3 理论联系实
际，可操作性强，具有手册的功能；4 对许多问题，论点新颖，富有启迪性；5 附有国内外巨量的非常
暴雨资料，对生产，科研和教学都具有极珍贵的价值。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和气象部门从事PMP/PMF工作的人员阅读，也可供水文、气象预报和水库调度管
理人员以及有关规划、设计、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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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安，男，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30年8月10日生，重庆市涪陵人。
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水利系，1957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研究生班。
从事江河规划和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中的水文工作40余年。
曾主持黄河小浪底和陆浑等大型工程的设计洪水报告的编制，参与中国三代设计洪水规范和国家标准
《防洪标准》等10来项规程规范的编制，和审定讨论，以及三峡，二滩等十余座大型不利水电工程的
设计洪水审查；担任《黄河水利科学技术丛书·黄河水文》的副主编，并参与《中国江河防洪丛书·
黄河卷》、《黄河水文志》和《黄河科学究志》等的编写。
先后撰写和翻译文章60余篇，主要有《中国设计洪水及标准》、《黄河洪水》等。
对可能最大暴雨和可能最大洪水、频率洪水与防洪标准进行过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
独到见解，前者促进了PMP/PMF在中国的发展，后者促进了中国设计洪水规范的修订与防洪标准的降
低，获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其中一项被列为国家科技成果。
现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中国气象学会水文气象学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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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篇是南非学者亚历山大（W.J.R.Alexander）等人的《南非特大洪水的启示》，他们在总结了
南非在1981年和1984年发生的特大洪水对以往设计洪水成果和已建大坝工程的影响之后，得到的最重
要的结论是：水文分析需要改进，尤其是在传统的假定认为年最大洪峰来自一个单一总体的水文分析
（即频率分析）更需改进。
这种假定对于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暴雨天气条件均可发生的地方是不适用的，特别是一种产生大暴雨
的条件是很稀有的地方是明显不适用的。
　　但是，在生产实践上，由于现有洪水资料系列太短，一般多不问洪水成因，而采用混合抽样统计
法。
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稀遇洪水，特别是高风险工程设计所要求的5000～10000年一遇洪水，严重偏
大。
有的地方，万年洪水大得出奇！
例如淮河中渡站年最大30天洪量的万年一遇数值，比中国四场著名的特大暴雨所形成的洪量还大出很
多（详见26.1.2节或文献）。
　　在特大洪水与一般洪水的气象成因有明显区别的地方，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来推算设计洪水呢？
上述那位加拿大学者格里兰德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应当采用水文气象法。
因为水文气象法在资料丰富，一致和可靠的情况下可以应用；在气候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也可以应
用。
我们认为，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也是世界水文界许多人的共识。
　　我们认为，在世界上，一切干旱气候和半干旱气候地区，推求高风险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的最
好办法，应是水文气象法。
　　4）美国使用PMP/PMF方法已60多年，美国大坝安全规程委员会认为，对于高风险的坝工设计来
说，PMF仍是目前最好的规程。
多年来，一些世界性的权威机构都把PMP/PMF看作是确定高风险工程防洪标准的最好方法。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于1973年和1986年两次出版PMP估算手册。
　　世界银行提供贷款修建的重要水库工程，一般都要求以PMF作为防洪标准。
否则，工程设计的审查就难以通过。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使用PMP/PMF方法（见表21.2.3）。
　　显然，当今一个国家修建水利水电工程，要想引进外资，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或者该国的水利
水电工程方面的设计和建筑公司要想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打人国际市场，都必须熟悉并善于运
用PMP/PMF方法。
　　5）现在，世界上核电站的建设日益增多，为了保障它的绝对安全，对其防洪工程，一般都要求
按PMF来设计。
　　6）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PMP/PMF方法将日趋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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