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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气象灾害是我县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每年发生的气象灾害约占全

部自然灾害总数的 90%，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

的 1% ～ 3%。近年来，在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大背景下，各类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更加频繁，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人工影

响天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磁县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11—

2020）》（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期为 2011 ～ 2020 年。《规划》

中所指的气象灾害主要包括台风、暴雨（雪）、寒潮、大风（沙尘暴）、

低温、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和大雾等所造成的灾害，以及由

气象因素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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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规划的目的和意义

　　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是气象灾害防御工程性和非工程性设施建设及城乡规划、

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全社会防灾减灾的科学指南。为了进一步强化防

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推进我县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加强气象灾害的

科学预测和预防，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根据《国家气象灾

害防御规划》指导意见，编制《磁县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具有深远意义。

　1.2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

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失，保障社会稳定为主要目的；以防御突发性气象灾害为重点，

着力加强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减灾、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气象

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全社会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以促进

磁县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充分发挥政府各部门、基层组织、

各企事业单位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1.3  基本原则

　　1.3.1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气象灾害防御中，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完善紧急救助机制，

最大限度地降低气象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加强

气象灾害防御知识普及教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3.2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气象灾害防御立足于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非工程性措施与工程性

措施相结合。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工作，集中有限资金，加强重点防灾减灾工程建设，

着重减轻影响较大的气象灾害，并探索减轻气象次生灾害的有效途径，从而实行

配套综合治理，发挥各种防灾减灾工程的整体效益。

　　1.3.3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

　　气象灾害的防御要实行“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原

则。采取因地制宜的防御措施，按照轻重缓急要求，推进区域防御，逐步完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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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减灾体系。集中资金，合理配置各种减灾资源，减灾与兴利并举，优先安排气

象灾害防御的基础工作和重大气象灾害易发区的综合治理，做到近期与长期结合，

局部与整体兼顾。

　　1.3.4  坚持依法科学防灾的原则

　　气象灾害的防御要遵循国家和河北省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划，并依托科技进

步与创新，加强防灾减灾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提高科技减灾水平。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以及工程建设应当科学合理避灾，气象灾害防御工程的标准应当进行科

学的论证，防灾救灾方案和措施应当科学有效。

　1.4  目标与任务

　　1.4.1  目标

　　总体目标　加强气象灾害防御检测预警体系建设，建成结构完善、功能先进、

软硬结合、以防为主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有力、保障到位的气象防灾减

灾体系，提高全社会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到 2020 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占 GDP 的比例减少 20%，人员伤亡减少 50%；工农业经济开发以及人类活动控制在

气象资源的承载力之内，城乡人居气象环境总体优良；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

证达标单位应占申报单位的 80% 以上。

　　近期目标（2011—2013）　初步建成气象灾害重点防御区非工程性措施与工

程性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加强气象灾害综合检测预警网络建设；

加强全县气象信息接收设施建设，信息覆盖率达 90%；完成 12 个气象灾害防御示

范村标准化建设；建设 20 个农村防雷示范工程推广项目；建立山洪、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网络；加强气象条件所引发的交通安全、疾病流行、森林火灾等公共安全

工作。

　　远期目标（2013—2020）　按照磁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任务和要求，

加速气象防灾减灾工程和非工程体系的建设。建成气象多灾种预报预警系统，加

大气象灾害易发区域的工程治理力度，实施重点水利工程；按照城市规划要求，

中心城市防洪工程按 50 年一遇标准建设；提升主要中心城镇和重点农业园区防洪

除涝建设能力，按 20 年一遇防洪，10 年一遇除涝的标准完善配套；加强山区小

流域治理，达到 1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各类防汛抗旱、城市防洪、交通防灾等工

程性建设基本适应磁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磁县气象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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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

　　1.4.2  主要任务

　　推进气象灾害防御应急体系建设　以建立社会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为目标，逐

步形成防御气象灾害的分级响应、属地管理的纵向组织指挥体系和信息共享、分

工协作的横向部门协作体系。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防洪抗旱应急

预案》《小流域山洪防洪专项预案》《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冰雪灾害应急预案》

《雷电灾害应急预案》等专项预案。进一步细化各部门和乡镇各灾种专项气象灾

害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经常性的预案演练。

　　完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按照气象防灾减灾的要求，建立“统一业务、

统一服务、统一管理”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形成综合观测、数据传输和处理、

预报预警、信息发布为一体的气象业务系统，不断提高气象灾害精细化预报预警

能力，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服务受众面达 90% 以上。

　　提高暴雨洪涝防御能力建设　针对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涝灾害，制定防御方案，

为各级防汛机构实施指挥决策、防洪调度和抢险救灾提供依据。建立各部门协同

作战机制，做到防御标准内暴雨洪涝不出险不失事，确保 107 国道、京珠高速等

重要交通干线的安全；遇超标准洪水，通过科学调度和全力抢修，确保南水北调

等水利工程的安全，避免人员伤亡，减少经济损失。

　　完善城镇和区域防洪排涝设施　与现有城市规划相配套，进一步加强重点城

镇防洪工程建设，不断完善中心城市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城镇新区建设地面标高

达到有关防洪排涝要求，避免镇区内涝成灾。

　　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加强对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实地勘察、治理或落实避让措施；开展旅游景区山洪和地质灾害调查，

对景区开发中形成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进行跟踪管理，对景区内的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进行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以强化监管和动态监测为重点，巩固前期工

程成果，预防和有效遏制因气象灾害引发的突发性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人为引发

地质灾害隐患的形成，完成其他一般防治点的防治工作。

2  气象灾害防御现状

　2.1  气象灾害概述

　　磁县位于北亚热带，季风盛行，大陆气候十分显著，四季分明，冬冷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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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温差大，气温变化急剧。由于温度、雨量等气象要素年际差异大，时空分布

不均，暴雨、大雪、雷电、干旱、大风、冰雹、大雾、高温热浪、低温冻害等气

象灾害时有发生，由气象条件引发的洪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农业气

象灾害、森林火灾等也较为严重，对经济社会发展、工农业生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以及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各类极端天气事件

更加频繁，气象灾害的强度和影响程度不断加重，尤其是近年来，因气象灾害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2.2  防御工程现状

　　2.2.1  工程设施现状

　　磁县地处于子牙河和漳卫河水系，漳河、滏阳河及牤牛河贯穿县境。

　　磁县防洪工程主要有漳河堤、滏阳河堤与牤牛河堤；岳城水库（大型、国家管）

和东武士水库（中型、市管）。

　　2.2.2  重点防洪工程现状

　　岳城水库　岳城水库位于磁县与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是海河流域南运河水

系漳河上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控制流域面积 18 100 平方千米，占漳河流域面积

的 99.4%，总库容 10.9 亿立方米。1959 年动工兴建，1960 年开始拦洪，至 1970 年

建成。1987 年冬开始扩建，1991 年完工，现库容已达到 12.2 亿立方米。

水库由主坝、3 个副坝、泄洪洞、溢洪道、电站及渠首工程组成。主坝和副坝系

均质土坝，主坝河床段为第四纪沙卵石，两岸为第四纪黄土台地，副坝基础表面

为黏土、亚黏土，以下为第三纪细沙；溢洪道基础以第三纪砂层为主，局部为黏

土或石头。主坝长 3570 米，最大坝高 53 米，副坝总长 2300 米，最大坝高 30 米，

坝顶设计高程 155.5 米，实际高程 157 米。

　　东武士水库　东武士水库位于滏阳河上游，磁县东武士村，距京广铁路及磁

县城约 7 千米，是防汛、城市工业用水、灌溉、发电、养鱼综合利用工程。水库

始建于 1958 年元月，1959 年 9 月建成中型水库。1970 年 4 月开始扩建，1974 年

4 月建成大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340 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4.2 亿立方米，

河道安全泄量 200 立方米 / 秒，保护京广铁路 7 千米，公路 45 千米，影响耕地

219 万亩，人口 150 万人。

　　大坝为碾压均质土坝，坝顶高程为 111.2 米，防浪墙顶高程 112.4 米，最大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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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3.3 米，大坝顶长 2646 米，顶宽 5.75 米，河床最低高程 77.9 米，最低坝底高

程 77.9 米。

　　漳河　漳河发源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腹地，由清漳、浊漳及漳河干流三部

分组成。清漳河的上游分东、西两源，浊漳河上游分北、西、南三源。漳河全长

459 千米，流域面积 19 050 平方千米。漳河从河北涉县与磁县交界的马鞍绝境处

流入磁县境内，横穿县西南部，流经原五合、观台、都党、黄沙、岳城、时村营、

讲武城七个乡镇，在磁县境内段长 55 千米，流域面积 491.15 平方千米。

　　滏阳河　滏阳河发源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和村镇西白龙池，系由元宝泉、晋祠泉、

广胜泉等72泉汇合而成的河流。滏阳河是磁县第二大河，境内流经长度54.65千米，

流域面积 511 平方千米。

　　牤牛河　牤牛河发源于太行山南段东侧的峰峰矿区一带 , 由西向东，全长

33.8 千米，总流域面积 275 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 19.2%，丘陵占 49.4%，平原占

31.4%，县境内长 18 千米。

　2.3  非工程减灾能力现状

　　近年来，磁县气象现代化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现有区域自动雨量加密观测站

8个，启动了“气象科普进农村、进学校”和磁县新农村现代气象服务示范县建设，

基本建成了乡镇信息终端、农村气象服务工作站、气象短信预警平台等，建立了

40 多个气象预警电子显示屏，183 个农村大喇叭自动广播系统，基本实现了气象

预报预警信息的迅速发布，提高了预警信息的覆盖率。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和人员损失，建立健全气象防灾减

灾体系，县政府印发了《磁县重大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磁县乡镇气象工作

站建设实施方案》和《磁县气象灾害防御规划编制工作方案》。使磁县气象灾害

社会化管理水平和全社会主动防灾意识得到明显提升。

　　组建了由县、乡政府、村两委、安监、教育、卫生系统和防汛、防火、地质

灾害办公室等组成的 600 余人的信息员队伍，并且每个乡镇明确了气象工作分管

领导，落实了责任制，所有乡镇都建立了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依托磁县新农

村现代化气象服务平台系统，初步建立了重要天气、灾害性天气预警接收与发布、

灾情收集；重大自然灾害气象应急指挥、工作安排；多端点农业专家会商系统；

农业技术在线指导；气象农业科普读物数字图书馆；信件接收短信提醒；实时气

象资料共享；历史气象资料数据库等多功能平台，实现了统一业务、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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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

　2.4  存在问题

　　现有的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还不够完善，大雾、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性

气象灾害的监测能力仍然不足。各部门信息尚未做到实时共享，突发气象灾害和

次生灾害预警能力较低。预警信息发布尚未做到全天候、无缝隙和全覆盖。

　　对照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防灾减灾工作体系标准不高，对重大气象灾害的防

御能力仍显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建筑活动对防灾减灾工程或防灾体

系造成了影响和破坏，致使防灾减灾工程难以发挥全效。

　　基层和公众气象灾害主动防御能力不足，应急能力弱，社会减灾意识不强，

防灾减灾法规不健全，缺乏科学的气象灾害防御指南，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培训不

够普及，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薄弱，全社会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3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背景
　　气象灾害的形成及其成灾强度，既决定于自然环境变异而形成的灾害频度和

强度，也受制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还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孕灾环境是孕

育灾害的“温床”，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物质文化圈等组成的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地球表面环境，即是由下垫面地理因子、气候系统、社

会经济等三部分组成。

　3.1　地理位置

　　磁县 19 个乡镇，376 个行政村，地域面积 1015 平方千米，总人口 62.7 万。

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属太行山东麓，东部为山前冲积平原，山区、丘陵、平原各

占三分之一。区位交通优势明显。磁县是河北省的南大门，西依太行，北靠古赵，

东临邺城，南接殷墟，“控燕遮魏、跨晋摄鲁”，雄踞中原经济协作区中心地带，

为晋、冀、鲁、豫四省通衢，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107 国道、京珠高速公路、青

兰高速公路、京广铁路、邯济铁路在此交汇，邯郸机场座落境内，位于县城北 15

千米处，现已开通上海、重庆、海口等多条航线，是四省临界区唯一具有国道交汇、

高速过境、铁路交叉、机场通航“四位一体”交通优势的县份。与石家庄、太原、

济南、郑州四个省会城市的距离为 200 千米左右，与北京、天津大都市的距离均

在 500 千米以内，与黄骅、青岛港口距离在 600 千米以内，具有 20 分钟上飞机、　　

2 小时入省会、3 小时进京城、5 小时到海港的便捷交通（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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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磁县地理位置 

　3.2　地形特征

　　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属太行山东麓，东部为山前冲积平原，山区、丘陵、平

原各占三分之一。漳河、滏阳河、牤牛河三条河流穿境而过；岳城、东武士两大

水库常年蓄水 15 亿立方米左右，拥有水面 5 万余亩，占邯郸市水面的 90%，是邯

郸市生态水网工程的水源地，其中，岳城水库是国家大型水库，常年水质保持在

二级以上，为邯郸市饮用水源地，承担了引岳济淀（白洋淀）和引岳济衡（衡水湖）

等重点跨区调水任务；正在建设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县城西 2 千米处穿过，

境内设有两个分水口，届时，滚滚的长江之水将为美丽的磁州增添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图 3-2）。

 　　　　

图 3-2　磁县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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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气候概况

　　磁县气侯属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由于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年平均气温

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图 3-3），年平均气温在 13.0 ～ 15.0℃ 。全县年平均降

水最大 550 毫米，其中雨量空间分布不均（图 3-4）。7 ～ 8 月为降水集中时间，

常有午后强对流天气出现。10 月秋高气爽，雨量稀少。11 月至次年 2 月，盛行西

北风，气候寒冷降水少。风向季节变化明显，冬半年盛行西北风，夏半年多偏东风，

年平均风速 2.5 米／秒，全年无霜期 179 ～ 246 天，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年平均

降雪日数（不含雨夹雪）7.8天。年蒸发量1214.1毫米；全年日照时数1749.6小时，

日照率 39%。

图 3-3　磁县年平均温度分布图

图 3-4　磁县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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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特征研究成果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磁县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

度也在逐渐增加，其中主要气象灾害类型有暴雨洪涝、冰雹、大风、雷电、干旱、

干热风、高温、寒潮、低温冰冻、大雾等。另外，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及农

业气象灾害等气象次生和衍生灾害也有发生，本章根据磁县气象灾害形成的机理

和成灾环境的区域特点，建立评估模型，对各气象灾害致灾因子的强度进行了综

合评价，并结合磁县实际情况，将各致灾因子的危险性等级划分为三级。

　4.1  暴雨洪涝

　　暴雨洪涝灾害是指一段时间内的强降雨或持续较长时间的降雨引起的河水泛

滥、河道决口及水库垮坝造成的淹没农田、平地积水，对国民经济和人民财产破

坏性较重的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灾害的发生，其主要原因是暴雨量集中，由于降

水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雨水无法及时渗透到地下，从而滞留在地表形成径流，

最后发展为洪涝。

　　暴雨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标准：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

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标准： 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 毫

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标准：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图 4-1　磁县暴雨次数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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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夏季风活动的影响，磁县的暴雨主要发生在 6 ～ 9 月，其中以 7 ～ 8 月最

为频繁。据磁县 1959 ～ 2009 年气象资料统计（图 4-1），日降水量大于等于 50

毫米的暴雨基本每年都会出现，平均每年出现 2 次，最多年份出现 6 次，无论是

来势猛、时间短、强度大的强对流性暴雨还是持续降水导致的暴雨，雨量均过

于集中，往往容易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图 4-2）。1963 年 8 月磁县的降水量达

745.8 毫米。

图 4-2　磁县暴雨洪涝危险性等级分布图

　4.2  冰雹

　　冰雹是积雨云强烈发展形成的冰雹，云中的一种固体降水物。

　　冰雹预警信号分二级，分别以橙色、红色表示。

　　冰雹橙色预警信号：6 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伴随雷电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

　　冰雹红色预警信号：2 小时内出现冰雹可能性极大，并可能造成重雹灾。

　　根据磁县气象站观测资料分析，磁县 59 年来共出现了 41 次冰雹天气，降雹

次数最多的年份是 1967 年和 1980 年，分别有 2 次。从磁县降雹次数的年际变化

趋势上看（图 4-3），进入 21 世纪，年降雹次数呈减少的趋势，年均不足一次。

降雹次数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图 4-4），3 ～ 9 月都有冰雹天气出现，冰雹天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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