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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干旱灾害是影响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干旱灾害表现出频次增高、范围扩

大、持续时间延长和灾害损失加重等特点。据统计，１９５６～１９９０

年的３５年间，河北省有１１年发生了重大干旱，发生频次为

２６．８％，而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的１７年间，河北省就有７年发生了特

大或严重干旱，发生频次提高到４１．２％；干旱发生的范围也在

不断地扩大，过去旱灾发生区域主要在河北省的平原地区，近些

年来，河北省太行山区和燕山山区的旱情也在扩展和加重，目前

旱灾发生的范围已经遍及全省各地。全面提高抗旱工作管理水

平，有效增强旱灾应急处置能力，努力减轻旱灾影响和损失，是

抗旱减灾工作面临的长期而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在总结近年

来河北省抗旱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了 《河北省抗旱工作手

册》，供地方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领导和管理人员参阅。

本书主要包括总则、干旱灾害、河北省基本情况、干旱成因

及特点、抗旱组织体系及工作职责、抗旱信息管理、抗旱预案编

制、抗旱应急响应、抗旱服务组织、抗旱工程措施等内容，并收

录了部分抗旱常用术语、法律规章和技术标准等。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与不足之处，敬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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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总　　则

１．１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党中央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战略部署，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

求，坚持以人为本，综合运用行政、工程、经济、法律、科技等

手段，全面加强抗旱减灾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减轻干旱灾害损失

和影响，保障河北省粮食生产安全、城乡供水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

１．２　工作原则

抗旱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抗结合和因地制

宜、统筹兼顾、服从大局的原则，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合理安排农业、工业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

·· 1



１．３　目标任务

发生轻、中度干旱时，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工业生产正常用

水需求，农业和生态环境不遭受大的影响；发生严重干旱时，保

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和城镇重点工业企业基本用水需求，保

障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基本用水需求；发生特大干旱时，保障城乡

居民生活饮用水安全，工农业生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２·



第２章　干旱灾害

２．１　干　　旱

干旱是指由水分的收与支或供与需不平衡形成的水分短缺现

象。这是一种由气候变化等引起的随机性、临时性水分短缺现

象，可能发生在任何区域的任意一段时间，既可能出现在干旱或

半干旱区的任何季节，也可能发生在半湿润甚至湿润地区的任何

季节。

干旱可能发生在水分循环的各个不同环节。根据发生环节的

不同，可将干旱分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和社会经济干旱三个层

次。气象干旱，又称为大气干旱，是指因自然界降水和蒸散发收

支不平衡造成的异常水分短缺现象，常用降水量、气温、蒸散发

量等指标反映；水文干旱是指因气象干旱或地表、地下水不平衡

造成的江河、湖泊径流和水利工程蓄水量减少以及地下水位下降

的现象，常用径流量、蓄水量、河道水位、地下水位等指标反

映；社会经济干旱是指因气象干旱、水文干旱或人类活动引起社

会经济系统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异常水分短缺现象，包括对农

村、城市和生态的影响，常用作物受旱面积、作物受灾面积、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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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饮水困难、城市日缺水量等指标反映。研究分析旱情、评估旱

灾影响损失以及安排部署抗旱减灾工作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

干旱的范畴。

２．２　旱　　情

旱情是干旱的表现形式和发生、发展过程，包括干旱历时、

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和受旱程度等。旱情的概念通常是针对农业

而言，指作物生育期内，耕作层土壤水分得不到降水、地下水和

灌溉水的适量补给，土壤供水不断消耗，农作物从土壤中吸收的

水分不能满足正常生长要求，作物体内出现水分胁迫，生长受到

抑制的情势。近年来，随着干旱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涉及的范

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影响程度也在加重，对城市和生态环境的不

利影响日趋严重。水利部门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转变工作

思路，提出抗旱工作要实现由被动向主动、单一向全面的转变，

将抗旱工作关注和服务的领域向城市和生态延伸，旱情的概念也

相应地由农村、农业拓展至城市和生态。这种转变切合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求，也丰富和完善了干旱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

用体系。

根据受旱对象的不同，旱情可分为农村旱情、城市旱情和生

态旱情等，其中农村旱情又包括农业旱情、牧业旱情和因旱人畜

饮水困难。农业旱情是指作物受旱状况，即土壤水分供给不能满
·４·



第２章　干旱灾害

足作物发芽或正常生长要求，导致作物生长受到抑制甚至干枯的

现象，可选用土壤相对湿度、降水量距平百分率、连续无雨日

数、作物缺水率、断水天数等指标进行评估；牧业旱情是指牧草

受旱情况，即土壤水分供给不能满足牧草返青或正常生长要求，

导致牧草生长受到抑制甚至干枯的现象，可用降水量距平百分

率、连续无雨日数、干土层厚度等指标进行评估；因旱人畜饮水

困难是指由于干旱造成城乡居民以及农村大牲畜临时性的饮用水

困难，可根据取水地点的改变或人均基本生活用水量以及因旱饮

水困难持续时间来评判。城市旱情是指因旱造成城市供水不足，

导致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供水短缺的情况，包括供水短缺历时及

程度等，可用城市干旱缺水率进行评估。生态旱情是指因旱造成

江河径流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湖泊淀洼水面缩小或干涸、湿

地萎缩、草场退化、植被覆盖率下降等现象。

根据受旱季节的不同，一般针对农业旱情，又分为春旱、夏

旱、秋旱、冬旱和连季旱。春旱是指３～５月发生的旱情。春季

正是越冬作物返青、生长、发育和春播作物播种、出苗季节，特

别是北方地区，春季本来就是 “春雨贵如油”、“十年九春旱”的

季节，假如降水量比正常年份再偏少，发生严重干旱，不仅影响

夏粮产量，还造成春播基础不好，影响秋作物生长和收成。夏旱

是指６～８月发生的旱情，三伏期间发生的旱情也称伏旱。夏季

为晚秋作物播种和秋作物生长发育最旺盛季节，气温高、蒸发

大，夏旱可能影响秋作物生长甚至减产。秋旱是指９～１１月发生
·５·



的旱情。秋季为秋作物成熟和越冬作物播种、出苗季节，秋旱不

仅会影响当年秋粮产量，还影响下一年的夏粮生产。秋季是蓄水

的关键时期，长时间干旱少雨，径流减少，将导致水利工程蓄水

不足，给冬春用水造成困难。冬旱是指１２月至次年２月发生的

旱情。冬季雨雪少将影响来年春季的农业生产。连季旱是指两个

或两个以上季节连续受旱，如春夏连旱、夏秋连旱、秋冬连旱、

冬春连旱或春夏秋三季连旱。

２．２．１　旱情指标及等级

２．２．１．１　农业旱情指标与等级

１．农业旱情指标包括土壤相对湿度、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连续无雨日数、作物缺水率、断水天数。各种指标适用范围应符

合表２－１的规定。

表２－１　农业旱情指标适用表

农业类别 雨养农业区
灌溉农业区

水浇地 水田

适用指标

土壤相对湿度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连续无雨日数

土壤相对湿度

作物缺水率

作物缺水率

断水天数

２．采用土壤相对湿度评估农业旱情时，具体应按以下规定

执行：

（１）宜采用０～５０厘米深度的土壤相对湿度作为旱情评估指
·６·



第２章　干旱灾害

标。土壤相对湿度应按公式 （２－１）计算：

Ｗ＝θＦｃ×１００％ （２－１）

式中：

Ｗ———土壤相对湿度，％；

θ———土壤平均重量含水量，％；

Ｆｃ———土壤田间持水量，％。

（２）旱情等级划分应符合表２－２的规定。

表２－２　土壤相对湿度旱情等级划分表

旱情等级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土壤相对湿度Ｗ （％）５０＜Ｗ≤６０　４０＜Ｗ≤５０　３０＜Ｗ≤４０　 Ｗ≤３０

３．采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评估农业旱情时，具体应按以下

规定执行：

（１）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应按式 （２－２）计算：

Ｄｐ＝
Ｐ－Ｐ
Ｐ

×１００％ （２－２）

式中：

Ｄｐ———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Ｐ———计算时段内降水量，毫米；

Ｐ———多年同期平均降水量，毫米；宜采用近３０年的平

均值。

（２）旱情等级划分应符合表２－３的规定。

·７·



表２－３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旱情等级划分表

旱情等级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Ｄｐ （％）

月尺度 季尺度 年尺度

轻度干旱 －６０＜Ｄｐ≤－４０ －５０＜Ｄｐ≤－２５ －３０＜Ｄｐ≤－１５

中度干旱 －８０＜Ｄｐ≤－６０ －７０＜Ｄｐ≤－５０ －４０＜Ｄｐ≤－３０

严重干旱 －９５＜Ｄｐ≤－８０ －８０＜Ｄｐ≤－７０ －４５＜Ｄｐ≤－４０

特大干旱 Ｄｐ≤－９５　 Ｄｐ≤－８０　 Ｄｐ≤－４５

４．采用连续无雨日数评估农业旱情时，具体宜按以下规定

执行：

（１）连续无雨日数指标为连续无有效降水的天数。

（２）旱情等级划分宜符合表２－４的规定。

表２－４　连续无雨日数旱情等级划分表

季节
不同旱情等级的连续无雨日数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春季 （３～５月）

秋季 （９～１１月）
１５～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１～７５ ＞７５

夏季 （６～８月） １０～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０

冬季 （１２月至翌年２月） ２０～３０　 ３１～６０　 ６１～８０ ＞８０

５．采用作物缺水率评估农业旱情时，具体应按以下规定

执行：

（１）作物缺水率应按式 （２－３）计算：

　　　　　　　　　Ｄｗ＝
Ｗｒ－Ｗ
Ｗｒ

　　　　　　 （２－３）

·８·



第２章　干旱灾害

式中：

Ｄｗ———作物缺水率，％；

Ｗｒ———计算期内作物实际需水量，立方米；

Ｗ———同期可用或实际提供的灌溉水量，立方米。

（２）旱情等级划分应符合表２－５的规定。

表２－５　作物缺水率旱情等级划分表

旱情等级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作物缺水率Ｄｗ （％） ５＜Ｄｗ≤２０　２０＜Ｄｗ≤３５　３５＜Ｄｗ≤５０　Ｄｗ＞５０

６．采用断水天数评估农业旱情时，旱情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２－６的规定。

表２－６　断水天数旱情等级划分表

旱情等级 轻度干旱 中度干旱 严重干旱 特大干旱

断水天数 ７～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２５ ＞２５

２．２．１．２　牧业旱情指标与等级

１．牧业旱情评估指标宜采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连续无雨

日数。

２．按降雨量距平百分率评估牧业旱情时，具体应按以下规

定执行：

（１）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应按式 （２－２）计算。

（２）旱情等级划分应符合表２－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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