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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阶段水利工程河道防洪治涝设计
左志华

宁波楷顺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随着气候变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河道防洪治涝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和任务。在水利

工程规划阶段，对于河道防洪治涝设计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尤为重要。准确地评估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合理地规划

和设计防洪工程，既能有效避免因洪水和涝灾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又能推动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

将对水利工程规划阶段河道防洪治涝设计中的关键技术和要点进行详细介绍，旨在为规划者提供一份科学可靠的实

战指南，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河道防洪治涝形势，为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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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是水利规划中非常重要

的环节。在河道防洪治涝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洪水和涝

灾的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以便更好地制定防洪设计方

案和治涝设计方案。本部分将从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

模型预测方法、防洪工程规划和设计、治涝工程规划和

设计等方面介绍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的关键技术

和要点。

1.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

1.1.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

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是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

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可

以评估当前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常用的历史数据包括

气象、水文、地形、土壤等多种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

分析，可以计算出洪水和涝灾的静态水位和流量，从而

得出洪水和涝灾在不同概率下的发生可能性。统计方法

包括概率论、数理统计、回归分析、时空关联等方法。

其中，回归分析和时空关联方法较为常用。在使用时空

关联方法进行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时，需要对一些

关键参数进行确定，如洪水峰流量、洪水过程演变、地

下水位、地表径流等等。综合应用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

进行洪水和涝灾的可能性评估，可以得出预测结果的可

信性和准确性。但是，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可能无法考

虑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非自然因素对洪涝情况的影响，

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方法进行评估。

1.2.模型预测方法

模型预测方法是近年来用于洪水和涝灾可能性评

估的一种发展比较快的方法，它通过建立洪水和涝灾的

物理数学模型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当前，洪

水和涝灾数值模型主要有水动力模型、降雨径流模型、

地下水模型等。在模型建立过程中，需要确定模型输入

参数，包括降雨数据、水文数据、地貌数据、土地利用

等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可以是实测数据，也可以是模拟

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构建出洪

水和涝灾的数值模型，再进行模拟和预测。随着计算机

处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洪水和涝灾的模型预测方法已经

成为水利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洪水和涝灾模型预测的结果也不是完全准确的，仍

需结合其他方法进行评估。

2.防洪工程规划和设计

2.1.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是河道防洪治涝的一个重要环节，包括政

策、制度、法规等方面的安排和管理。要制定一套完整

的管理措施，需要考虑成本、效益等因素。与其他两类

措施相比，管理措施在对防洪治涝的影响较大。管理措

施中的政策、制度、法规等方面是调节社会行为的重要

手段，执行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防洪治涝效果。

例如，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在洪水红线以内建设

沿江楼房、酒楼等等，而政策措施中也规定了对于洪灾

面积较大、流量较大的地方要加强政府应急响应和抢险

救灾等方面的工作，能够有效地保障河道防洪治涝工作

的顺利实施。

2.2.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是河道防洪治涝的主要措施之一。它们是

对河道水系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的一系列技术措施，

包括建设堤防、拦河堰、水库、护坡等工程。通过对河

道防洪治涝工程规划和设计的分析，可以优化工程结构，

提高工程效益，达到减轻洪水和涝灾的目的。在制定工

程措施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工程的投资、维护费

用、建设时间、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在实现工程

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减少工程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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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是工程措施的重要一环，它主要针对

投资、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工程规划和设计中，经

济效益分析是工程实施的前提和保障，从投资效益角度

出发，分析工程的可行性和效益，以便保证河道防洪治

涝工程的顺利实施和运行。经济效益分析包括投资收益

分析、经济评价、资金评估等方面。通过这些方面的分

析，可以对前期投资、工程建设以及后期维护的投入和

产出进行合理的评价和计算，保障工程建设的成功和运

营的顺利。

3.治涝工程规划和设计

3.1.涝情分析

涝情分析是治涝工程规划和设计的第一步。治涝工

程需要详细分析涝情，包括涝区、涝情、涝点等方面。

涝情分析包括对地形、水系、降雨等因素的分析，了解

涝情形势的全面情况，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治涝方案。对

涝情的分析，可以运用历史数据、航空遥感技术、地形

数据等多种方法进行。

3.2.设计洪水标准

设计洪水标准是制定治涝方案的基础。根据流域特

征、历史洪水情况、下游防洪能力等方面的分析，制定

出适合本流域的设计洪水标准。设计洪水标准需要综合

考虑到地质、水文、气象、工程等方面的因素，有利于

明确治涝工程的实施方向。

3.3.洪水转移方式选择

洪水转移方式的选择是治涝工程的重要环节。对于

不同的涝情和治涝工程情况，可以选用不同的洪水转移

方式。当前，主要的洪水转移方式有人工引洪、自然引

洪、泵引洪等。在选择洪水转移方式时，需要综合考虑

工程费用、维护成本、施工难度、操作难度等多方面因

素。在治涝工程的规划和设计中，需要考虑到人为因素

和自然因素相结合，综合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和资源，科

学合理地规划、设计河道防洪治涝工程。这样才能够更

好地保障沿河区域的生产和生活，减轻洪水、涝灾对社

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规划阶段积极考虑和设计河道防洪和

治涝方案，能够有效提高水利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未来，我们将持续不断地改进和优化设计方案，确保水

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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