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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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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山区中小河流来说，洪水预报非常必要，这也是确保社会稳定，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当中小河流发生

洪水灾害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整治，就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小河流洪水预报准确率，必须采取有效

的技术措施。本文就对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的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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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对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时，由于地形复杂，

下垫面变化大预报工作难度较高，准确性较低。同时，因为
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小河流洪水预报工作难以高效
进行。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展开预报工
作，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1.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的难点 
1.1 资源缺乏 
在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工作上，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

缺乏资料支撑，这使得在建立相关模型时缺乏有效依据。山
区地段的中小河流一般没有实现全流域实测，在无实测资料
的河段建立模型，需要换算使用临近测站的数据资料。而山
区地段，即便是临近区域，气象水文资料实际差异也会比较
大。在这样的数据基础上建模，误差难以避免。这是洪水预
报的阻碍因素之一[1]。 

1.2 洪水的突发性较强 
山区中小河流的洪水有着突发性强的特征，陡涨陡落，

很多时候没有任何征兆就发生了。在相关方法政策当中就有
和流域面积以及汇流时间关系有关的分析。如果中小河流的
面积是 50 平方千米，那么汇集所需的时间只需 30 分钟；如
果中小河流的面积是 50 至 100 平方千米，汇集时间需要一
小时；如果中小河流的面积是 100 至 200 平方千米，汇集时
间需要一小时至两小时；如果中小河流的面积是 200 至 500
平方千米，汇集时间需要两小时至三小时[2]。在以往的洪水
预报方法当中只针对两小时至六小时范畴内预报的，这种方
法针对山区中小河流并不完全适用，需要把时间缩短到三十
分钟、一小时小范围内。 

1.3 缺乏规范指引 
在山区中小河流的洪水预报工作开展上，强调保证预报

过程的准确度和完善性。但由于山区中小河流洪水的诸多特
征，根据相关的预报规范可以看出，对于山区中小河流中突
发性的洪水，在预报的时候可以不列入精准度评估当中。但
是，结合山区城乡发展实际，中小河流水文预报工作很有开
展必要，且还必须要有规范化的指引，将山区中小河流的洪
水预报方案和实践举措确定下来，再进一步完善预报精度。 

1.4 水文工作水平不一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区内江河纵横，溪沟密布，高低

悬殊，呈枝状分布，境内有 31 条较大溪沟溪河由南北直接
汇入长江。但区内中小河流水文监测工作起步较晚，2016
年建成投运 5 处水文站，目前未形成连续可靠的水文整编资
料。且专业的水文技术人员紧缺，无法满足水文预报工作开
展条件。所以，还必须注重水文人才，完善设施设备，才能
有序开展该项预报工作。 

2.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的有效对策 
2.1 收集和整理基础资料 
对于洪水预报工作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整理基

础资料，基础资料包含了土地的使用、类型、地理环境面积、

坡度等。这是洪水预报开展的前提，在得到数据支持后，可
以确保洪水预报工作的实效性。并且，工作人员还应收集和
雨水量、水位、流量以及蒸发量有关的数据。在对断面的调
查上，包含了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断面基本情况，如抗洪
能力和防洪标准等等[3]。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应将其进
行按顺序整理，根据资料收集和调查的实际情况，对山区中
小河流的降雨资料、蒸发资料等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和河流
洪水有关的一系列参数。 

2.2 确定河流汇集时间 
山区中小河流洪水的汇集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河

流的汇集时间在对于洪水预报工作质量而言极为关键。因为
在对山区中小河流进行监测的前期，很多监测点都还没有历
史性数据提供决策，这个时候，就必须针对河流的面积和坡
度等信息来确定汇集时间。 

2.3 建立洪水预报模型 
对于山区中小河流来说，为了提高洪水预报实时性，还

需依靠模型作用。在建立模型和选择预报方法时，并不是胡
乱选择的。如果山区中小河流的汇集时间在一小时之内，那
么就可以使用临界雨量预警的方法。设计人员要先构建一个
临界的雨量预警模型，把中小河流的临界雨量等信息输入进
去，若临界雨量在 8 至 10 之间，那么时段尺度就应当是三
十分钟、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或六小时；如果中小河流
的汇集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也有五年内的历史性资料，那
么就可以选择分布式水文模型；如果中小河流的汇集在一小
时以上，虽然有五年内的历史性资料，但是，却不能直接构
建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图，那么就可以选择神经网络模型[4]；
如果要想在山区中小河流当中建立一个小型水库，设计人员
就需关注调蓄影响，在中小河流当中添加入库量和出库量预
报点，每次有水量出库或入库时都会发出预报。 

结束语：山区中小河流极其容易发生洪水灾害，洪水预
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对山区河流进行洪水预报时，还
存在资源缺乏、洪水突发性较强、洪水灾害发生时间在晚上、
缺乏规范指引等难点。部门可以通过收集和整理基础资料、
确定河流汇集时间以及建立洪水预报模型等策略，提高中小
河流洪水预报实时性，达到山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要求，并
给当地居民生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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