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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洪涝灾害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宁夏回族自

治区地貌类型复杂，降雨时空不均，汛期局地暴雨频繁，山洪、泥

石流灾害频发，城市内涝反复出现，不但对交通、通信、水利工程

等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

且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如何有效应对洪涝

灾害，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应对洪涝灾害重在“防御”，关键是增强社会大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区广大群众在长期防御洪涝灾害的

实践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有效

应对洪涝灾害的成功做法。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将这

些常识、经验、做法进行整理、汇总，组织编写了《宁夏洪涝灾害

防御知识读本》，介绍了暴雨洪水灾害、山洪灾害、黄河洪凌灾



害、城市内涝灾害等相关知识和防范技能，旨在向广大群众普及

洪涝灾害基本常识，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知识

和方法；也可供各级防汛抗旱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工程技术管理

人员作参考用书。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宁夏洪涝灾害防御知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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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夏洪涝灾害基本情况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黄河上游下段，三面为沙漠包围，地跨干

旱、半干旱、半湿润 3 个气候带，区域面积 6.64 万平方千米，辖 5

个地级市，22 个县（市、区），2012年年末总人口 647 万人，其中

回族人口占 34%，地区生产总值 2326.64 亿元，粮食总产量 33

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5380元。宁夏地势为南高北低，北部银

川平原面积最大。不同地貌所占面积的比重为：丘陵占 38%，平原

或盆地占 26.8%，台地占 17.6%，山地占 15.8%，沙漠占 1.8%。按

自然地理条件划分为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分

别占全区面积的 25.3％、45.9％和 28.8％。

宁夏气候特点是：南寒北暖，南湿北干，干旱少雨，风大沙

多，日照充分，蒸发强烈，全区年平均降水量 167 毫米～647 毫

米，由南向北递减，区域降水年际年内分布极不均匀，降水主要



宁夏洪涝灾害防御知识读本

集中在 6～9 月，占全年的 70%左右，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暴雨洪

水具有突发性强、起洪快的特征，极易造成局地洪涝灾害。

同时，受特殊自然地理位置的影响，干旱、风沙、冰雹、洪涝

等自然灾害频繁，其中干旱、洪涝是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且洪涝

灾害以暴雨形成的山洪居多，发生的频率高。严重的洪涝灾害不

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而且制约全区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宁夏洪水主要有黄河河洪（凌汛）、贺兰山东麓及南部黄土丘

陵区山洪，防御重点主要是：黄河两岸、贺兰山沿线、南部山区山

洪沟及病险水库、银川市及石嘴山市等大中城市。改革开放以来，

严重资源性干旱缺水和水环境污染，是全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

制约因素；同时，突发性暴雨洪水灾害仍是全区人民的心腹之患。

哪里思想麻痹，准备不足，哪里就要吃大亏，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化进

程加快，山洪和城市内涝灾害不断出现，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成

倍增加，现在是既“淹不得”，又“淹不起”，防御洪涝灾害面临的

形势更加严峻，防洪保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宁夏防汛工作，既

要防止洪水泛滥，又要防止沥涝成灾，尽量减少由于暴雨洪水造

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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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河洪水和凌汛

黄河自中卫市南长滩翠柳沟入境，穿越 10 个市、县（区），由

石嘴山市麻黄沟出境，区内流程 397 千米，主要由峡谷段、库区

段和平原段三部分组成。峡谷段有黑山峡、青铜峡和石嘴山 3

段，库区段有沙坡头、青铜峡，其余为平原段，长度 267 千米。黄

河宁夏段自古以来洪水灾害频繁，洪水主要来源于上游兰州以

上，据统计，每十年就发生一次大洪水，当洪峰流量超过 4000立

方米 /秒时，就会漫淹两岸滩地，顶托排水，危及农田、村庄和渠

道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洪峰流量 4000～6000立方米 /秒

的大洪水 14次，其中 3次洪峰流量超过 5000立方米 /秒，接近

或达到 50年一遇。

黄河宁夏河段心滩发育，河势游荡、摆动频繁，自古就有“三

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加之防洪工程体系不完善，河势未

能得到有效控制，塌岸毁地现象十分频繁，塌毁堤防、农舍、沟

渠、道路、泵站引水口及水文测站等设施，严重威胁沿岸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64年、1981年、2012年黄河干流均发生大

洪水，灾害损失严重。同时，黄河宁夏河段又是冰凌灾害易发河

段之一，具有预测难、预报难、抢险难的特征。一般每年 12月下

第一章 宁夏洪涝灾害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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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封河，次年 3月上旬开河。由于封河先下后上，开河先上后下，

这种时序相反的特性，导致封、开河时极易形成冰坝、冰塞，造成

水位上涨，农田受淹，人员受困，水利设施严重受损，易形成凌汛

灾害。

面对严重的洪凌灾害和塌岸破坏，宁夏人民进行了长期不

懈的河道整治和堤防工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河段防洪工程体系，

有力地保障了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但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宁夏沿黄城市区建设快速推进，如何持续发

挥河岸沿线的防洪保障功能、供水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等

综合功能显得尤为紧要，黄河防洪、防凌保安责任更加重大，重

要性更加突出。

二、贺兰山东麓山洪

贺兰山既是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又是暴雨高值区和洪涝

灾害重发区，南北长约 200 千米，有较大山洪沟 67条，集水面积

大于 50 平方千米的沟道有 13条。贺兰山相对高差大，山势陡

峭，植被稀疏，沟短坡陡，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80 毫米～400 毫

米，局地暴雨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大部分在 12 小时以内，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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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 小时。受暴雨影响形成的山洪，起洪快，洪峰高，历时短，

突发性强，严重威胁着首府银川和石嘴山、青铜峡等 7 个市、县

（区）的 72 个乡镇、672 个行政村及 9个国有农场，约 250 万城乡

人民生命财产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贺兰山东麓历史上多次

发生暴雨山洪，造成干渠决口，城市、村庄、农田受淹，公路、铁路

中断等严重灾害。近年来，先后发生“19980520”“20060714”

“20090707”等暴雨洪水，造成严重损失，一直是全区防汛工作的

重中之重。

三、中南部黄土丘陵区山洪

中南部黄土丘陵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聚居区，该区

域主要支流有清水河、苦水河、葫芦河、泾河等。由于地势起伏

大，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区域降雨时空分布

不均，汛期（6～9 月）降雨量占年降水量的 70％左右，多以暴雨

为主，极易形成山洪，洪峰陡涨陡落，并携带大量泥沙，造成局地

洪水泛滥，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冲毁交通、通信和水利工

程等基础设施，严重威胁着区域 13 个县级以上城市、110 个乡

镇，约 270 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据统计，全区近 70%的洪涝灾

害由山洪造成。由于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建设标准低，多处于无设

第一章 宁夏洪涝灾害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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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状态；加之人们的避灾意识不强，开发建设项目无序侵占河

道，造成山洪灾害日益频繁，山洪灾害已经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四、城市防洪

宁夏有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固原 5 个地级市及 22 个

县（市、区），银川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自治区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石嘴山市是宁夏重要的工业基地，两市在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两市又长期处于贺兰山暴

雨山洪的威胁之中，是全区城市防洪重点对象。其余各城市主要

防御突发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及排水。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

大，造成城市盲目扩展，加之城市综合规划不合理，城市防洪排

涝设施的建设赶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致使许多城市防洪“不

设防区”。同时，我国城市建设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原有的城市

防洪标准较低，对防洪、排涝设施投入不足，人为侵占、毁坏排

水设施的行为较多，这些都导致城市防洪标准与城市社会经济

地位不相称，在遭遇洪水内涝时，同样灾害造成的损失是过去的

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加之城市居民防灾减灾意识淡薄，防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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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减灾常识贫乏，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时常常束手无策，可

见城市防洪问题非常突出。

五、湖泊湿地和水库等水工程水上安全管理

宁夏湿地资源丰富，已有各类湿地面积 25.6 万公顷，较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 1.2%。其中，湖泊湿地总面积达 15.15 万公顷，河

流和主要支干渠水面面积 10.42 万公顷，323座大中小型水库水

面面积0.324 万公顷。湖泊湿地作为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一种自

然资源，具有调节大气生态环境、涵养水源、调节洪水、提供生物

栖息地、降解纳污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湖泊湿地、水库在改善

生态环境，提高周围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对日常安全管理提出

了严格要求。由于宁夏湖泊水深相对较小，水下淤泥层较深，多

处在灌区，人口密集，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捕鱼、滑冰、游玩、行船

等各类水上活动较多，一旦措施不到位，控制不当，极易造成落

水、溺水、翻船等，每年都有人员伤亡事故。湖泊湿地、水库、大干

渠等水工程水上安全管理形势严峻。

第一章 宁夏洪涝灾害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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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暴雨洪水灾害防御

一、汛与汛期

“汛者，水盛也。”汛，就是和季节有密切关系的江河定期涨水。

防汛，就是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大水泛滥成灾。大水一般分为两类：

在丘陵山区降雨，沿沟道和坡面流下来的大水叫洪水，发生的灾害

叫洪灾；在平原地区降雨，从平地和沟渠漫流而来的大水叫沥水，

发生的灾害叫涝灾（也称沥涝）。大水主要是由暴雨造成的，也有由

于大量融冰、融雪或地下水出流等因素引发的。按季节而来的洪水

叫汛水，发生汛水的季节叫汛期。我国各地雨季不同，汛期发生的

时间也有差异，有春汛、伏汛、凌汛、潮汛之分。宁夏的汛期是 5～9

月，容易发生暴雨洪水的季节是 7、8两个月，称为“主汛期”；最易

发生洪涝灾害的时间是“七下八上”（即 7月下旬和 8月上旬），称

为“大汛时期”。宁夏 7月下旬、8月上旬发生大水的机遇较多，最



早是 5月中旬（1998年 5月 20日贺兰山东麓银川以北地区遭受

特大暴雨洪水袭击），最晚是 9 月中旬（1981年 9 月 17日黄河发

生一次较大洪峰），因此全区把上汛时间定为 5月 20日至 9 月 30

日。老百姓常讲，“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按农历算），

也就是说 9 月下旬以后发生大水的机遇就很少了。

二、暴雨及暴雨特性

（一）暴雨

在一定时间内，超过一定数量标准的降水量称为暴雨。降水

量是在防汛中首先要关注的重要技术数据。在日常的电视天气

预报节目中，或电台广播的气象节目中每天都可以听到“降水

量”这个专业术语，那么降水量的含义是什么呢？从空中降下的

雨、雪、冰雹等，统称为“降水现象”。一定时间内，降落到水平面

上，假定无渗漏，不流失，也不蒸发，累积起来的水的深度，称为

降水量（以毫米为计算单位）。降水量的大小与暴雨形成有很大

关系，气象学中常有 3 小时降雨量、6 小时降雨量、24 小时降雨

量（日降雨量）、旬降雨量、月降雨量、年降雨量等说法。

按照一段时间内降雨量的不同，我们常把降雨划分为小雨、

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以及特大暴雨（见表 2-1）。

第二章 暴雨洪水灾害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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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雨特性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水汽输入量有限，相对全国来讲，暴雨

次数较少，降水量也少。暴雨的主要特性为雨强大、历时短、笼罩

面积小。全区每年平均发生暴雨 8～10次，最多可达 20次。日降

雨量超过 100毫米的暴雨平均每年发生 1.2～1.5次。全区观测

到的最大日降雨量为 255毫米，即1977年 7月 5日至 6日的隆德

县李士大暴雨。

从暴雨分布来看，六盘山区和贺兰山区暴雨发生次数相当，

是全区暴雨频发的主要区域。

从暴雨发生时间来看，全区暴雨一般发生在 6～9 月，以

7～8月为最多。全区暴雨历时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南部及六盘

降雨等级 现象描述
降雨范围（毫米）

一天内总量 半天内总量

小雨 雨能使地面潮湿，不泥泞 0.1～9.9 0.1～4.9

中雨 雨降到屋顶上有淅淅声，凹地积水 10.0～24.9 5.0～14.9

大雨 降雨如倾盆，落地四溅，平地积水 25.0～49.9 15.0～29.9

暴雨 降雨比大雨还猛，能造成山洪暴发 50.0～99.9 30.0～69.9

大暴雨 降雨比暴雨还大，或持续时间长，
可能造成洪涝灾害 100.0～250.0 70.0～139.9

特大暴雨 降雨更大，可能造成严重的洪涝
灾害 ＞250.0 ＞140.0

表 2-1 降雨量等级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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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等级 标 准
小洪水 重现期小于 5年
中等洪水 重现期 5～20 年
大洪水 重现期 20～50年
特大洪水 重现期超过 50年

表 2-2 洪水等级划分

山区一般不超过 12 小时，最短为 2～4 小时；北部及贺兰山区一

般不超过 6 小时，最短为 1～2 小时。

从暴雨笼罩面积来看，全区局地暴雨多，大面积暴雨相对较

少，笼罩面积一般都不大。据统计，大于 50毫米的笼罩面积可达 1

万平方千米以上，大于 100毫米的笼罩面积在 500 平方千米以上。

三、洪水及洪水特性

（一）洪水

洪水是指暴雨或融雪等因素引发的河流水位上涨、流量增

加的现象。洪水大小及多少与暴雨次数、强度、历时、笼罩面积

和下垫面等因素有关。宁夏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区，洪水主要由暴

雨引起，洪水发生的次数和总量是全国较少、较小的地区之一。

衡量一次暴雨洪水的大小，有洪峰流量、洪水总量、洪水位三个

指标。根据洪水出现的概率，将洪水分为小洪水、中等洪水、大洪

水和特大洪水（见表 2-2）。

第二章 暴雨洪水灾害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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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洪涝灾害防御知识读本

（二）洪水特性

洪水主要由暴雨产生，宁夏是全国发生洪水较少、量小的

地区之一，全区平均每年发生 4.2次，洪水次数南多北少，贺兰

山区与六盘山区发生洪水次数相当，是全区洪水出现较多的地

区，洪水一般发生在 6～9 月，但以 7～8月为最多。洪水具有暴

涨暴落、含沙量大、洪峰不高、洪量小、洪水历时短的特性。不同

区域洪水特性不同：

贺兰山区：近似于黄土丘陵区，但产生洪峰流量为全区最大，

含沙量小，一般洪水历时 6 小时左右，流域面积较大，沟道洪水历

时可达 10 小时左右。

六盘山区：汇流慢，涨落平缓，历时较长，洪水含沙量较小。

黄土丘陵区：汇流快，造峰历时短，洪水陡涨落，洪水过程较

短，洪峰形成快，含沙量大。

四、洪涝灾害

洪水往往来势凶猛，尤其是山区洪水具有很大的自然破坏

力。当洪水足够大时，就会波及人类的居住范围，给人类生命及

正常生活和生产带来损失与祸患，形成洪灾；当洪水排泄不及，

或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便形成了涝灾。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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