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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摇 汛

防汛就是汛期防止洪水为害，保障防护区安全的工作。汛

前准备包括：培训防汛人员；检查防洪工程设施，消除隐患；制定

防汛方案；备足防汛物料；建立健全洪水预报警报系统。汛期工

作包括：及时了解气象水文状况，预报水情，必要时下达警报；巡

查和守护防洪工程，运用防洪系统各项措施，依据水情和工程状

况以及防汛调度计划，控制调度洪水，遇有险情立即抢护；当发

生超标准洪水时，请示上级同意后采取紧急措施（如分洪、撤离

分洪区居民等）以减小损失。汛后对防洪工程及防汛工作进行

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对抢险工程要加固；若采用分洪等紧急措

施，则应作好善后工作。中国在西汉时已设治河机构管理治河

和防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防汛指

挥部，统一指挥防汛工作。其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

重于抢，有备无患。”

旱摇 灾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

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旱灾是普遍性的自然灾

害，不仅农业受灾，严重的还影响到工业生产、城市供水和生态

环境。中国通常将农作物生长期内因缺水而影响正常生长称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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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旱，受旱减产 猿 成以上称为成灾。经常发生旱灾的地区称为

易旱地区。

易旱地区

旱灾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气候。通常将年降水量少于

圆缘园皂皂的地区称为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为 圆缘园 耀 缘园园皂皂 的地区

称为半干旱地区。世界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圆缘豫，

大部分集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边缘，中东和西亚，北美西部，澳

洲的大部和中国的西北部。这些地区常年降雨量稀少而且蒸发

量大，农业主要依靠山区融雪或者上游地区来水，如果融雪量或

来水量减少，就会造成干旱。世界上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

面积的 猿园豫，包括非洲北部一些地区，欧洲南部，西南亚；北美

中部以及中国北方等。这些地区降雨较少，而且分布不均，因而

极易造成季节性干旱，或者常年干旱甚至连续干旱。

中国大部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等

因素影响，在区域间、季节间和多年间分布很不均衡，因此旱灾

发生的时期和程度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春旱突出，有“十年九春旱”之说。黄淮海地区经常出现春夏连

旱，甚至春夏秋连旱，是全国受旱面积最大的区域。长江中下游

地区主要是伏旱和伏秋连旱，有的年份虽在梅雨季节，还会因梅

雨期缩短或少雨而形成干旱。西北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

常年受旱。西南地区春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四川东部则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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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出现伏秋旱。华南地区旱灾也时有发生。

旱灾概况

旱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

严重的—次旱灾，是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末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周

围—些国家发生的大旱，遍及 猿源 个国家，近一亿人口遭受饥饿

的威胁。

中国旱灾频繁，旱灾记载见于历代史书、地方志、宫廷档案、

碑文、刻记以及其他文物史料中。公元前 圆园远 年 耀 员怨源怨 年，中

国曾发生旱灾 员园缘远 次。员远 世纪至 员怨 世纪，受旱范围在 圆园园 个

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于 员远源园 年、员远苑员 年、员远苑怨 年、员苑圆员 年、员苑愿缘

年、员愿猿缘 年，员愿缘远 年及 员愿苑苑 年。员远源园 年（明崇祯十三年）在不

同地区先后持续受旱 源 耀 远 年，旱区“树皮食尽，人相食”；员苑愿缘

年（清乾隆五十年）有 员猿 个省受旱，据记载，“草根树皮，搜食殆

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员愿猿缘 年（清道光十五年）员缘

个省受旱，有“啮草嘬土，饿殍载道，民食观音粉，死徒甚多”的

记述。圆园 世纪以来，员怨圆园 年陕、豫、冀、鲁、晋 缘 省大旱，灾民

圆园园园 万人，死亡 缘园 万人；员怨圆愿 年华北、西北、西南等 员猿 个省 缘猿缘

个县遭旱灾；员怨源圆 耀 员怨源猿 年大旱，仅河南一省饿死、病死者即达

数百万人。

员怨缘园 年到 员怨愿远 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 猿 亿亩（园郾 园愿 亿

澡皂圆），成灾 员郾 员 亿亩。干旱严重的 员怨缘怨 年、员怨远园 年、员怨远员 年、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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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苑圆 午、员怨苑愿 年和 员怨愿远 年全国受旱面积都超过 源郾 缘 亿亩（园郾 猿园

亿 澡皂圆），且成灾面积超过 员郾 缘 亿亩（园郾 员 亿 澡皂圆）。员怨苑圆 年北方

大范围少雨，春夏连旱，灾情严重，南方部分地区伏旱严重，全国

受旱面积 源郾 远 亿亩（园郾 猿员 亿 澡皂圆），成灾 圆 亿亩（园郾 员源 亿 澡皂圆）。

员怨苑愿 年全国受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情严重，一些省份 员 月

耀 员园 月的降水量比常年少 猿园豫 耀 苑园豫，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伏旱

最为严重，全国受旱面积 远 亿亩（园郾 源园 亿 澡皂圆），成灾面积 圆郾 苑 亿

亩（园郾 员愿 亿 澡皂圆），是有统计资料以来的最高值。

防旱与抗旱

自然界的干旱是否造成灾害，受多种因素影响，对农业生产

的危害程度则取决于人为措施。世界范围各国防止干旱的主要

措施是：①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事业；②改进耕作制度，改变
作物构成，选育耐旱品种，充分利用有限的降雨；③植树造林，改
善区域气候，减少蒸发，降低干旱风的危害；④研究应用现代技
术和节水措施，例如人工降雨、喷滴灌、地膜覆盖、保墒，以及暂

时利用质量较差的水源，包括劣质地下水以至海水等。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地理信息系统（郧藻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陨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杂赠泽贼藻皂）简称 郧陨杂，是

国际上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科学，涉及计算机科学、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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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测量学、地图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

学和管理科学等多门学科。它研究计算机技术与空间地理分布

数据的结合，通过一系列空间操作和分析，为地球科学、环境科

学等专业领域提供对规划、管理和决策有用的信息。

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当前应用广泛的信息管理系统（酝陨杂）

能够将各种数据文本、图表、图象等录入计算机，建立各类数据

库进行有效管理，加快了信息检索、查询以及统计分析的速度，

提高了信息处理的便捷性和灵活性。但是，大多专业领域的信

息往往与具体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甚至有些信息必须与地理

空间位置信息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效用。所以，信息管理系统进

一步包含地理信息，将专业属性数据与空间地理位置信息结合

起来，建立属性 原地理信息数据库，表达更加综合有效的信息，

才能满足专业领域的要求。地理信息系统正是利用现代计算机

图形和数据库技术来输入、存储、编辑、查询、分析、显示和输出

地理图形和属性数据的计算机系统，在相应的软件工具下，它能

对数值和图形作各种分析处理，除了使信息本身及内在联系的

表现方式更加直观外，通过各种空间操作及不同种类信息的互

操作，能够输出高层次的综合表达信息，提供信息管理和辅助决

策服务。

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由四部分组成，即：

（员）用户。专业领域中应用 郧陨杂 进行信息管理和分析决策

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

（圆）硬件。包括计算机硬件系统及专业信息的采集、传输、

转换等辅助设备；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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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软件。包括计算机系统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具、

专业模型及其他相关的支撑软件；

（源）数据。专业领域各种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图形和

属性数据。包括专业学科的应用需求、应用模型表达及数据收

集与管理，是构成 郧陨杂的核心内容，也是进行信息服务、综合决

策的前提。

综上所述，郧陨杂 是在计算机软、硬件基础上，通过计算机把

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组织成空间信息模型，并对空间系统和过

程从度量、逻辑和功能上进行模拟和仿真，结合各种空间操作，

实现对各类信息的直观表达和综合管理。

防汛抗旱信息管理及指挥决策

防汛抗旱工作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求最及时、最

准确、最有效地获取天气、雨情、水情、险情、灾情和工情等各类

信息，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在有限的时间单元内所需要

的信息量大，信息的分析处理要求高，是防汛抗旱工作面临的关

键问题之一。因此，实现防汛抗旱信息采集的自动化和指挥决

策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是提升防汛抗旱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

防汛抗旱工作的主要特点

防汛抗旱工作在信息的表达、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具有实时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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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间性、动态性、定量性和综合性等特点。

（员）实时性。水旱灾害的发生一般具有明显的历时过程，

从初始状态逐渐发展形成险情和灾情，需要对相关信息的实时

监控。特别对于暴雨洪水引发的灾害，从发布预警到应急响应，

进行指挥、调度、抢险、救灾等都需要对各类防汛信息的实时监

测，以确保指挥决策的科学有效。

（圆）空间性。水旱灾害的发生、发展、影响都是在空间上分布

的，快速响应如指挥、调度、抢险、救灾也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

行。因此空间特征是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方面，当应用 郧陨杂参与防

汛抗旱的信息定位、队伍调集、物资调运和转移避险等辅助决策时，

应急指挥调度水平将会有很大改善。

（猿）动态性。防汛抗旱工作的快速发展要求各种信息、规

划、预案、措施和对策等不断地变化和趋于完善。在我国，目前

大多数省市还没有建立所辖区域的防汛抗旱基本信息库，数据、

图表、图象等信息往往以文档、报告和报表形式给出，不能实现

信息数据的动态管理，一方面使用不便，另一方面不能有效发挥

作用。郧陨杂的应用，可以建立数据库系统，实现数据的及时更

新、存储和预测。

（源）定量性。在防汛抗旱指挥决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定量

数据（如水位、流量、流速、产流系数等），需要对突发暴雨洪水

的空间区域进行仿真演算，由于区域面积及属性的变化，以往大

多通过人工估算，而应用 郧陨杂 建立每个空间网格的空间和属性

信息数据库，划定不同的区域就可以进行相关分析和预测，大大

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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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综合性。防汛抗旱与空间地域、人文景观密切相关，涉

及到城乡建设的许多方面，灾害发生往往波及的范围广、影响面

大，并经常伴有各种次生灾害，给水旱灾害的防护抢救工作带来

更大的困难。应用 郧陨杂中的一些空间拓扑分析等，可以很好的

得到解决。

地理信息系统在防汛抗旱指挥
决策中的应用

摇 摇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防汛抗旱信息管理与指挥决策服务，

主要概括如下：

（员）量算和统计。通过 郧陨杂 应用软件，可分别在一维、二

维、三维空间里实现对各种研究对象的长度、面积、体积进行快

速量算，然后将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系统的统计和分析，

获得一定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实现对台风当前路径、预报路径、影响范围等信息的生

成和动态演示，结合有关历史数据和技术参数，提供防台风、抗

台风的决策支持。

（圆）监测和预测。通过 郧陨杂 的查询和检索功能，可为决策

者快速而准确提供系统的监测，为科学的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应用数学模型、模拟算法可以实现对事物发展的预测。

如：结合常规的洪水预报模型，研究给定降水区域的产汇流

机制、汇流过程和洪水的时空分布，真实模拟洪水演进和淹没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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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猿）规划和管理。郧陨杂能够进行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管理，

提供专题空间信息。

如：对区域地下水位、河道水位及雨情和水情等系统的实时

数据与预测预报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及时生成防汛抗旱

调度方案，可以实现水资源的有效统筹与管理。

（源）辅助决策。郧陨杂在其空间数据库支持下，通过构建一系

列决策模型，并对这些决策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为管理者提供科

学的决策支持。

如：可以利用洪水风险分析模型结合 郧陨杂进行灾前分析，提

供最优、最科学和最实用的防灾减灾方案，也可以利用 郧陨杂 的网

络分析功能确定救灾物资调配的最佳路径，为受灾人员和财产

的安全有效转移提供决策依据，为防汛抢险提供快捷服务。

（缘）向空间拓展。郧陨杂的拓扑关系和空间分析功能也是其

主要的应用之一。

如：对快速采集来的洪涝灾害和洪水淹没情况进行空间分

析与综合评价，进行灾害统计和处置规划。

滩区安全建设问题

黄河下游的宽河段，两岸堤距 缘 耀 员缘噪皂，最宽处达 圆园噪皂，下

游滩地总面积达四千多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达 圆源 万 澡皂圆、居住

着一百多万人口。滩区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与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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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防汛安全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很值得研究。

首先，黄河的安危事关大局、头等重要；同时广大滩区老百

姓的生产与生活同样不容忽视。为此国家及地方政府从 怨园 年

代以来也曾投入了一定的资金进行黄河滩区安全建设，修筑了

大量的避水台，使得滩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但

是由于滩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交通道路落后等因素，滩区所

存在的问题还没得到根本解决。前些年曾有人提出：拟将滩区

群众全部迁出重新安置的方案，认为如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但

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人口最为稠密、人多地少的黄

河下游，将众多的人口如何迁出安置十分困难，即使是国家投巨

资将人全部迁出后，滩区空闲的广大土地国家若不能很好的管

理和利用的话，立即就会有大批的移民大量的涌入重新耕种和

居住，如此岂不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既然滩区群众全部外

迁不现实，滩区群众还要祖祖辈辈生活于此地，就不得不考虑其

实际利益。滩区的问题较为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例如全

部破除生产堤，滩区将会年年受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会造成极

大的不便；如果大修生产堤，河槽不断缩窄，主河槽将会快速淤

积，当遭遇大洪水时，生产堤一旦失守则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

亡，也会对黄河大堤造成巨大的威胁。另外对黄河滩区的复杂

性与特殊性大家也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作为河道滩地洪水漫

滩本属常见，但近几年黄河局部漫滩往往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

的影响和震动。由于小浪底水库淤沙库容有限，且下游河道淤

积也绝对不能仅限于主河槽，故小浪底水库每隔几年都要进行

大流量的排水排沙泄洪运用。因此，滩区漫滩后，政府应做好迁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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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救护工作，国家还应该在政策上给予补偿。从另一个角度看

漫滩不一定全是害处，有时还会产生淤高低洼地，改善防洪形势

及再次漫滩时原来的深水滩变成浅水滩或不上水的意想不到的

效果。黄河上有句老话：“大水出好河”，即每当大洪水过后就

会淤滩刷槽，河势走顺。当然消极的防守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应该在合理有效的工程措施以及国家的政策等方面找解决的

办法。

黄河滩区作为水害频繁的特殊地区，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以

特殊的对待。应在税费等方面给以政策性优惠；应建立洪水漫

滩淹没补偿机制；要鼓励兴建有利于滩区安全及防洪安全的工

程，如以避水楼来建学校、医院、仓库等公共设施，大力发展避水

村台、撤迁道路等，国家应给以合理补贴。

生产堤的作用与影响

为了减少洪水淹没滩地的几率，在相对长时段内保证生产

及生活的稳定，滩地居住的群众在黄河滩内顺着河槽修筑了大

量的生产堤。生产堤的存在为滩区群众在生产及生活方面带来

了一定的益处，使原本每年都要遭受淹没之苦，变为只有遇到多

年一遇的较大洪水时才能漫滩，使得生产和生活能得到一段时

间的稳定。但是生产堤的大量修筑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每

年的洪水运动限制在河槽的范围之内，河道的淤积也集中在河

槽之中，特别是进入 怨园 年代以来，黄河进入了严重的枯水期，黄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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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游最大洪峰流量没超过 愿园园园皂猿 辕 泽，使得漫滩的几率大为减

少。滩区的群众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将生产堤的修建不断地

往主河槽的方向推进，将大量原本属于河槽的地带变为耕地，使

河槽收缩至主河槽的范围。因而造成近十几年来河床的淤积基

本集中在了主河槽的范围之内，促使黄河下游河道二级悬河的

形态不断加剧及向上延伸。滩槽的反高差越大，洪水一旦漫滩

后所造成的危害将成倍的增大，不但对黄河防汛带来了非常不

利的影响，同时也对滩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生产

堤的兴建并非越大越多越好。

简单地废止生产堤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早些年，黄河上每

年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动员和组织破除生产堤，由于不合当地

老百姓的现实利益，因此阻力很大而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在小

浪底水库投入运用的近几年来，生产堤发展更甚。因此对于生

产堤修建问题防堵不如输导，要禁止在河槽内随意地修筑，同时

也应在河道控导治导线以外划出合理的范围允许修筑，但要控

制其标准。在中小洪水的情况下不漫滩，当遇较大洪水时应主

动撤离，不得防守。

堤防建设

人民治黄的近 远园 年以来，黄河下游大堤经过不断的加高加

固，取得了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巨大成绩。当然国内的政治

形势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也决不能允许黄河轻易的决口。黄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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