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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长江洪水位特点及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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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8年长江干流洪水位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是 ：长江流域的强降雨时间长、范围广；洪峰 来 

势猛、间隔短；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差、吸纳雨水能力弱；行蓄洪区域大幅度减少；长江中下游退水缓 

慢 ．从四个不同角度探讨 1998年武汉关水位耒超过 1954年 ，而其上下游最高洪水位却比 l954年 高 

得多的原因．提出降低长江干流洪水位的对策建议：增加上游土壤植被涵养雨水的能力；增加中下 

游湖泊及分蓄洪区蓄滞洪水的能力；增加河道的槽蓄能力和泄洪能力；增加水库调蓄洪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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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长江洪水位特点 

1998年长江流域的洪水是 自 1954年以来的全 

流域的综台性大洪水，其长江干流的洪水水位具有 

两个 明显特点：干流洪水位一直居高不下 ；武汉关水 

位未超过 1954年最高水位而其上下游却超过较多． 

1．1 干流洪水位一直居高不下 

1998年汛期 ，长江石首以下干流河道水位超警 

戒 水位 的 时间持 续 两个 多 月．沙市水 位 最 高达 

45．22m(超过 1954年的 44．67m)．监利至洪湖 ，武穴 

至九江超 1954年最高水位 的时间达 20多天．荆江 

江面的水位高出江汉平原 10～14m，武汉关水位也 

高出武汉市地面平均达 5m多．一些民垸民堤溃口， 

或主动破堤蓄洪 ，九江市长江干堤也一度溃口．长江 

沿线投入抗洪抢险的兵力达 17．8万之多 ．长江干流 

持续高水位长时间地浸泡着长江干堤，给防洪带来 

了巨大压力，长江干堤险情叠出，险象环生 ．1998年 

长江干流洪水水位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有以下原因： 

a．长江流域的强降雨时间长、范围广．1998年 

6月底，地处长江中游的洞庭 湖地区和鄱阳湖地区 

接连出现强降雨 ，加上不断接纳支流来水，致使长江 

800多 km的江段超过警戒水位．而此时第 一次洪峰 

尚未出现．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问里，地处长江上游的 

四川东部和三峡地区，又连续出现强降雨．同时长江 

全流域也出现了数次强降雨 ，一时 间大量的雨水急 

剧汇集流人长江． 

b．洪峰来势猛，洪峰间隔短 ．第 1次洪峰通过 

宜昌是 1998年 7月 2日，7月 18日第 2次洪峰出 

现，紧接着 ，7月 24日第 3次洪峰宜昌报峰，8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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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4次洪峰出现，5天后第 5次洪峰出现，8月 16 

日和 8月 24日又出现了第 6次和第 7次洪峰 ．然后 

又是第 8次 洪峰 ．上游来 水源源不断，下 游遇水缓 

慢 ．“上压下顶”，水位急剧上涨 ，久涨不落． 

c．长江上游水土保 持差 ，吸纳雨水能力减弱 ． 

由于长江上游的岷江、嘉陵江流域植被破坏严重，雨 

水汇入河流的比重增加 ．水土流失使进人 中下游的 

泥沙增多．江河湖泊的淤积也促使水位增高． 

d．行蓄洪区域大幅度减少 ．长江流域承担蓄洪 

重任的八大湖泊的面积比50年代初减少33％．大堤 

之间的一些用于行洪蓄洪的民垸、民堤，由于人口的 

增多，财富的积 累，其民堤也在加固加高 ，一旦大洪 

水来临，难以主动破堤蓄洪行洪． 

e．中下游退水缓慢．宜昌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 

界点，距长江人海口1800多 km，而其水落差仅50多m， 

其水面坡降不到 0．00t3％，加之大潮又使下游江水受到 

顶托；因而长江中下游积蓄的江水退水缓慢． 

1．2 武汉关水位未超过 1954年最高水位而其上下 

游却超过较多 

1998年长江监利至螵山段 ，武穴至九江段的洪 

水位均超过 1954年的最高水位并持续近 1个月，其 

中螺山站最高洪水位比 1954年高出 1．78m．洪湖长 

江干堤堤顶已低于长江水面 1 m多，不得不在 大堤 

上抢筑 子堤 ．然而武汉关 最高水位为 29．43 m，比 

1954年的 29．73m低 0．3Ill，其主要原因是： 

a'o 1954年由于荆江分洪区三次被运用 ，不少堤 

垸溃口，分蓄了一定数量的洪水，从而降低了长江干 

流的水位．而 1998年的洪水分蓄量相当有 限．那么， 

如果宜昌来流量相同的话 ，则 1998年的洪水水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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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高于 1954年的洪水位． 

b．1998年长江干流讯前水位一直保持在较高 

水平 ．鄱 阳湖地 区于 6月底 7月初出现了强降雨．加 

上昌江、东安江等支流洪水的汇人，使鄱阳湖的水位 

超历史最高水位 ．汇人长江后 ，与接连不断的长江洪 

峰相遇，使湖 口以上的长江武穴至九江段水位超历 

史最高水位． 

c．1998年 6月底 7月初，洞庭湖地区也发生了 

强降雨 ，其中澧水流域发生超历史最大洪水 ．大量的 

超额洪水从城凌矶汇人长江 ，叠加在接连不断的从 

沙市方向过来的长江洪峰上 ，致使监利至螺 山全线 

超 1954年最高水位． 

d．1954年武汉上游的蒋洲湾河段洪水漫溢顺直 

过流．1954年之后 ，河道主批逐渐走弯，为了减轻武汉 

市的防洪压力，人们让其顺势发展，修筑加 固觯洲湾 

堤防，以至变成 了现在的圆弧形大弯．相对于它的上 

游(洪湖段)而言，该弯道起到了一个超长丁坝的壅水 

作用；相对于它的下游(武汉段)来说，则有一较弱的 

跌水作用．1998年蒋洲湾溃 口后，堤内外水 位差达 

1．18m．荆江三处裁弯后，通过荆江三口进入洞庭湖的 

水沙减少，则输往监利以下干流的沙量相对增多 ，加 

之裁弯上游冲刷的泥沙将会在下游(监利以下)缓淤。 

这些因素再同薜洲湾壅水作用综合，造成了洪湖段长 

江河床有明显的淤积，据初步分析，河床平均淤高 了 

1“ ．河床的淤高必将引起水位的升高． 

综合上述各点，监利至螺山河段的最高洪水位 

超过 1954年，最大超过值达 1．78let就不足为奇 了． 

至于武汉河段 ，由于丹江口水库的调蓄作用，使 

汉江下泄流量小于 1954年的下泄流量，并且尽可能 

与长江洪峰错峰；再加上觯洲湾的上游壅水和下游跌 

水作用，最后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武汉关水位一直未超 

过 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说 

明，长江簿i}Il湾目前的河势确实减轻了武汉市的防洪 

压力 ，但也相应增加了上游洪湖段的防洪压力． 

2 降低长江水位的对策 

为灾后重建及防御今后特大洪水 ，中央提出了 

“32字方针”．围绕这“32字方针”。针对 1998年长江 

洪水的特点 ，笔者提出如下的防御对策，将有利于长 

江干流洪水水位的降低． 

2．1 增加上游土壤植被涵养雨水的能力 

对森林砍伐严重的地区，要实行一定期限的封 

山育林；对农业开发比例高的丘陵山区，要有计划地 

使部分农田还林．使这些林地发挥对雨水的拦蓄涵 

养能力．同时要注意发展经济林 、生态林 ． 

在丘陵山区，要鼓励农民兴办小水塘、小水库等 

蓄水设施 ，实行谁投资，谁所有 ，谁受益．对现有的一 

些小水利工程，能拍卖的就拍卖 ，这样既能收回部分 

投资，又可使农民有责任去管好用好这些设施．我国 

农村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和很多的“四荒”地，要健全 

利益机制，引导集体、企业 和农户搞好生态环境建 

设 ，可尽快组织拍卖“四荒”地的使用权，其使用期限 

宜大于 50年，以鼓励种树种草 ． 

2．2 增加中下游湖泊及分蓄洪区蓄滞洪水的能力 

对一些围垦较多的湖泊，在当地社会、经济基本 

能承受的前提下，要有计划地做到部分退田还湖，其 

中一些规定为蓄洪民垸 的垸子，当洪水位超过一定 

标准后要真正能做到破 堤蓄洪．在城市及近郊区严 

禁填湖造地．要在分洪区、蓄洪区、行洪区等实行洪 

水保险制度 ： 

a．保险缴费由国家、地方、个人分摊，其比例视 

其性质而定，其中对国家设立的分蓄洪区，国家(含 

受益地区)所占比例应 大些，个人所 占比例可小些； 

而在大堤之问的行洪区，则个人 比例应大些，国家比 

例应小一些． 

b．保险缴费的比例高低 ，应根据受灾频率大小 

而定，受灾概率越大 ，缴费比例越高． 

c．保险赌付方法需由保险公司和防汛指挥部 

门协商具体的技术办法和技术标准 ，经上级政府批 

准后 ，应严格按技术标准执行 ． 

d．实行防洪保险后 ，可大大减轻各级防讯指挥 

首长的决策压力．按照调度方案，该分洪时就分洪； 

特别是对一些明知保不住的民堤民垸 ，尤其是影响 

行洪的民垸 ，就应按照调度方案分洪，并事先做好疏 

散转移工作 ．目前各级行政首长 由于害怕灾后群众 

的经济赔偿要求 ，宁可“天灾 ，不愿“人祸”，但一旦 

自然溃 口后 ，群众的重要财产来不及转移 ，甚至会增 

加人员伤亡 ． 

2．3 增加河道的槽蓄能力和泄洪能力 

对两岸大堤问的民堤民垸 ，应该“平垸行洪，移 

民建镇 ，这样既增加了行洪断面，也增加了河道的 

槽蓄量 ．对行洪 区和蓄洪区农田，应开发推广早熟品 

种，使其在大汛之前即可收获；同时培育耐淹品种， 

调整作物结构 ，提高作物的抗洪能力 ． 

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应对防洪规划重新修 

订．对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某些防洪标准偏低的地区， 

应提高其防洪标准．例如，长江监利至蒋洲段，不能因 

为地区、部门利益而迟迟不改．应根据新的防洪规划 

及防洪标准对大堤进行加固加高，以减少险情的发 

生．对某些行洪断面较窄的河段，应适当加大堤距． 

2．4 增加水库的调蓄洪水的能力 

在 1998年的防汛中，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的 
一 些太中型水库(枢纽)起到了很大的调节洪水的作 

用．随着三峡、水布垭以及上游地区的一些水利枢纽 

工程的建设，其调蓄洪水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收稿 日期 1998-11—03 编辑 ：马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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