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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南地区1991年梅雨期暴雨洪涝灾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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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皖东南地区 1991年梅雨期降水、水位和灾情资料进行 分析。梅雨期的降雨特点为雨期 

长 ，雨量大，暴雨强而集中。因此，受灾严重，连续集中的大暴雨是致灾的决定因索。 日雨量与 循 

时水位谱分析结果表明，水位高低随日雨量大小而变化，但时间上要滞后 1 d，且两者均存在准 20d 

周期 的变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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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梅雨期 ，皖东南地 区发生 了本世 

纪以来少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区受灾面积 

l2．72万 h ，成灾面积 lO．19万 hm2，受灾人 

口 154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5．3亿元。各县 

之间的梅雨量相差不大，但灾情却相差悬殊。 

分析雨情 、水情和灾情 ，找 出致灾 因素，为兴 

建各类水利 工程、洪水预报以及治水方案 的 

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l 资料来源与交叉谱计算公式 

本文所用的基本资料分为三部分，气象部 

门提供的各县逐 日降水资料和灾害性天气预 

报服务工作报告表，水文部门提供的主要水文 

站逐日水位资料。设日降水量为 (I)，08时 

水位为 2(I)，且 X1( )和 (I)是两个经过 

标准化了的随机过程，称 X2(f)落后于 X．(f) 

r时刻的交叉相关函数为_l 
r ∞ 

r12(r)=I XI(I)X2( +r)dt (1) 
一 ∞  

它的大小表征 X2(f)落后 r(r>0)时刻的相 

关关系密切程度。反过来 XI(f)落后 X2(f) 

r时刻的交叉相关 函数为 
*  

r2I(r)=I X2(f)X1(t+r)dt (2) 
J 一 ∞ 

协谱 
*  

Pt2(∞)=I[1"12(r)+r2I(r)]eo6(~r)dr(3) 
0 

正交谱 
， * 

口n(∞)：I[r12(r)一I"21(r)]sin(~r)dr(4) 
D 

其中 =2 。用以上算得的值可直接求 

得凝聚谱 尺12(2)、周期 (f)和落后时间长度 

L(z)；只要式(1)中被积函数换成两个相同 

的随机过程，通过式(3)的计算得 X．( )的功 

率谱 P1I(z)或 X2( )的功率谱 P22(2)，z为 

渡数。 

2 降水特点 

表 1中，除靠 近黄 山的绩溪县、旌德县和 

泾县梅雨量略多外(黄山为 1 543illrn)，其它 

各县梅雨量在 635—712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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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1991年梅雨期i5月 J8日至7月 13日J 

雨情与灾情 

蝴 詈 簧 导 
宜州市 684 7．73 5．53 5．o6 

鄄攫县 712 3 35 t 4 1．O 

广德县 635 6 0 1．6 I．0 

宁目县 638 2 26 1．26 0 93 

径 县 791 3．2 I 53 J l3 

绩溪县 856 0．舶 0 53 0 53 

旌蔼县 740 l 73 0 8 O．53 

梅 雨期分 为 3个暴雨和大暴 雨集 中时 

段 ：5月 19～23日；6月 l3—19日；7月 1—8 

日。第一时段总雨量在 103～204mm之 间， 

除宣州、郎溪、广德外都出现暴雨；第二时段 

总雨量 在137～246mm之 问，脒绩溪 外，其余 

县都降暴雨或 大暴 雨 ；第三时段雨量在 196 

～ 396mm之间 ，除郎溪外各县都 出现大暴雨 

(见表 2)。 

表 2 逐 日暴雨和大幂雨落区 

可见，皖东南地区 1991年梅雨期的降水 

特点是梅雨期长、雨量大、暴雨强而集中以及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3 水情分析 

3．1 梅雨期日雨量与08时水位的谱分析 

表3给 出了宣城和弪县 两站 日雨 量与 

og时水位交叉谱平均值。r， (f)，L(f)的 

单位均为 d。当 r=1 d时，r 2(1)为极大值 

(O．593)，表明了本地产水对该两站江水水位 

的影响 已占相当重要的地位，O8封水位随 日 

雨量的大小而涨落，但时间上要滞后 1 d，在 

周期为 20d附近，日雨量和 O8时水位分别有 

一 超过 95％置信度的极大值 ，表明这两要素 

存在准 20d周期的变化现象；刘家铭L2 等根 

据 1961—1970年逐旬降水量资料分析指出， 

我国夏季降水量存在着 20d和 40d的准周期 

变化 ，这与本文 的结果 基本一致。协谱在周 

期6—7d以上为正值，周期在 2．0—5．0频段 

上是负值；前者表明两要素同位相波动正相 

关 ，后者为负相关。正交谱均为正值 ，表明两 

要素位相差 90~的两波动正相关。当给定信 

度 n=0．05，查表 得凝 聚 临 界值 的平 方 为 

0．274，有6个频段上 丑}2(f)大于此值，在这 

些频段上两要素有十分密切关系，但滞后时 

间长度互不相等。 

3．2 08时水位时间演变特征 

从图 1中宣城 、新河庄和泾县的 08时水 

位过程眭线可见 ，山区河水暴涨暴落．河水的 

补给主要是当地雨水，径流量变化与降水一 

寰 3 日雨量与 时水位交叉谱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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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主要永 文站 1991年梅雨期逐 日08时水 位 

致。当涂水位随上游芜湖站涨落而变化，水 

位要低 0．41 m。受三段强降水影响，南清湖 

水位过程曲线上也有 三峰医与之对应。7月 

上旬的最高水位都超过了警戒水位 l1．84m。 

7月 2日宁国胡乐司和港 口湾 出现了有 

记录以来最高水位 (145 O1 m，12．17m)；7月 

8日新河庄和水阳出现第二高水位(13．13m， 

l2．68 m)。7月 5 日宣 城 站 洪 峰 流 量 为 

5200 ／s，大大超过安全泄量 。 

4 灾情分析 

第一十暴雨和大暴雨集中时段，南部山 

区出现洪灾 ，农 田受淹 ，建筑 设施 被毁，旌德 

农田受淹面积达 134 hm2，为最大 。第 二个暴 

雨和大暴雨集 中时段 ，腙绩溪外都受到不 同 

程度的洪涝灾害，郎溪破一圩 ，塌一 圩，农 田 

受灾面积达 0．67万 hm2，为最大 。7月上旬 

降水强，水位高，受灾严重，主要灾情都发生 

在这一时段 ：7月 2日08时到 3日08时绩溪 

黄土坎雨量225mm，受其影响 38号桥附近出 

一 34 - 

现 了山崩 ，塌方量选 4o余万 m3，产生山洪和 

泥石流。 

绩溪、旌德和广德主要是本地产水致灾； 

其余各县(市)还受上游的洪水影响，使沿河 

和地势低处受灾，北部地势低 ，出现大面积涝 

灾 ，郎溪、宣 城涝灾 面积分 别 占 60％ ，30％ ， 

其余各县均为洪灾。绩溪雨势猛、地势陡，山 

洪和混石流危害大，成灾率高，灾情主要出现 

在沿河谷地带 ；宣州市处水阳江中下游 ，汇集 

客水多和长江高水位长期 顶托作用 ，受 灾面 

积大，成灾率也高。整个灾情具有山区洪灾 

一 条线 ，平原涝灾一大 片特征。 

5 致灾因素 

5．1 气象条件 

a．汛前雨水 多．底 水高。人 春 后，由于 

西太平洋副高势偏强，西风带南支槽偏西 ，槽 

前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受频颓 南下的 

冷空气影响而致雨 。3，4月全区平均总阵雨 

量达 361．7 rIlⅡI，比常年多 36％ ；3月 21日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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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出现 暴雨 ，4月 11日旌 德 出现降 雨量 为 

1 01 8mm的大暴雨 。长江芜湖站 5月 1日水 

位达 7．021"11。比常年高 0．54 m；南漪湖汛前 

水位 比 1983年大水年高出 0．10I11。 

b．梅 雨季 节提 前 ，雨 季 长 ，雨 量大。5 

月 1 8日人梅(正常年份 6月 中旬人梅)，比 

1954年大水年提前 17 d，是 1949年以来人 梅 

最早的年 份。梅雨 季节 长达 5'7 d，比正常年 

份长 1个月 左右 ，与本 世 纪梅 雨期 最 长 的 

1954年相同。全区平均梅雨量 722．3 mm，较 

常年多 130．2％ 。 

c．暴雨落 区少 动。梅雨期 三段 辟水集 

中时段都有大暴雨 出现 。7月 2—7日，绩溪 

出现 2次大暴雨，1次暴雨到大暴雨(包括黄 

土城大暴雨)；黄山出现 4次大暴雨 ，6d总雨 

量迭 817mm。 

d．反复受涝。梅雨期三段降水集中时 

段，都 给 全 区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洪 涝 灾 害。 

7月上旬暴 雨落 区重叠少 动，7月 2日、5日 

和 7日南部受洪水 泥石流袭 击 ；北部圩 区反 

复受涝 

5．2 自然地理条件 

皖东南地区河流大多源于黄山、天目山。 

支流多 ，地 面坡度大 ，河道 比降陡，汇流迅速 ； 

南部 山区土层又薄 ，涵养水分能力差 ，遇强降 

水容易产生洪水与泥石流。北部河道断面 

小 ，泄流不 畅，行洪能力不强 ，如水 阳江宣城 

段 ，河道安 全泄量仅 3 100 m3／s，而洪 峰流 量 

大大超过此值 ，至 下游平原 河段安全泄 量逐 

渐减小到 700—1 000 m3／s，使上游洪水不能 

及时下泄 ，迫使水位上升 ，破圩成灾 。 

5．3 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a．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森林覆盖率 已由 1949年 前的 60％ 一65％下 

降到 4o％；低 山丘 陵垦荒种 地，岩石 黄土裸 

露 ，使地表岩层 易于 风化，遇强降水 ，局部 山 

体发生滑坡、崩塌现象 ，为泥石流提供了丰富 

的物质资源 河流输沙量随年代 递增，河 床 

淤高，过水断面减小 ；湖拍塘 库淤浅 ，蓄洪能 

力下降。1949年 以来 宣州市 城关 河段平 均 

每年 淤 高 7 cm；南漪 湖 已 普遍 淤 高 0．8～ 

1．0m，宁国河沥溪跗近河 床已淤高 1．5m；70 

年代初 兴 建 的广 德芦 村 水库 ，库底 已 淤高 

1．5mj1984年．旌德乔亭大溪河床一夜之间 

被洪水泥石流抬高 12 cm。 

b．水利工程 因素。境内除青弋 江上游 

陈村 水库 可控l制 2 8OO km2面 积 的客水 外 ， 

12000余 k 的土地无 骨干工程控 制。水 阳 

江是长江一级支流 中至今唯一未经系统治理 

的河流，其下游排水出路一直未能打通。青 

弋江、水阳江流人长江人口处无闸门控制，不 

能与长江干流调节错峰 ，使长江水倒灌。 

c．围湖造 田，堵 叉联圩 ，使下游 河段蓄 

洪行洪能力下降。水阳江中游南漪湖面积原 

为 229 km2，围垦 占去面积 25 km2，固城 湖、丹 

阳湖和石日湖原有水面共 51．0km2，围垦面积 

占去 263 km2，使调蓄能力严重下降。水 阳江 

干流原有 牛耳港 、砖桥河 、狮 桥河、水碧 桥河 

通往固城湖。可削减于 流洪峰 500m3／s，由于 

联圩 ，目前仅有水碧桥河和新开小 断面 牛耳 

港 ，分洪能力不足 1．(1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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