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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作为较常出现的自然灾害，其影响相当显

著，目前来看，我国许多城市都临水而建，若是降雨量

增长，则很有可能出现内涝等多方面的问题，部分城市

的居民因此而受到巨大的影响，正常生活难以有效地维

系 [1]。有鉴于城市洪涝灾害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冲击，自

然要求相关单位积极地增强对城市洪涝灾害形成机制的

研讨分析，确定具体的洪涝威胁，同时制定更加符合实

际需要的预防机制，这样才可以保障城市洪涝灾害得到

有效控制。

一、城市洪涝灾害的特征

1.1 暴雨多发且强度增加

近年来，气候变化相当显著，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

的持续加快，地区生态自然环境也受到相应的安全威胁，

热岛效应给城市带来的影响程度日渐增加。城市和周边

地区温度分布以及环流状况因此出现巨大变化，暴雨天

气越发频繁出现，同时与以前相比，暴雨强度已经有显

著增长，城市洪涝灾害的出现概率也因此而显著增长。

比如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河南省的暴雨灾害，日雨量突破

历史极值，所引发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非常高。

从出现时间来看，因为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极端降

雨多出现在每年的5~8月，城市洪涝灾害也会集中在此时

间范围以内，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长江流域出现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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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的概率较高 [2]。随着伴随气候变化问题影响规模的持

续扩大，近几年因为暴雨引发的城市洪涝灾害数量日渐增

加，已经显著区别于以往的洪涝灾害风险分布状态。

1.2 城市洪涝灾害突发性显著

城市化建设使得渗水地面和植被数量日渐减少，非

透水面积正在日渐增加，部分降雨已经由下渗滞蓄转化

为地表径流，地表径流增加，水流汇聚速度显著加快，

下渗也因此而逐渐减少，雨水开始迅速汇聚，这使得城

市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被动显著降低，非常有可能引发

内涝灾害等 [3]。除此以外，人口日渐增加使得城市地区

的居民用水需求随之增加，过多收集和应用地下水正在

无形中引发城市地面沉降的问题，埋设在地下的给排水

管道所受到的压力和荷载日渐增长，非常有可能引发较

为严重的事故，导致城市地区的防洪排涝能力显著降低，

出现自然灾害的几率也将会因此而飞速增长。

二、城市洪涝灾害的成因

2.1 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环境影响巨大

在最近的数十年以内，我国平均地表气温的上升至

少保持在 1℃以上，温度增高的速度相当显著，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部分城市降雨量开始显著增多，暴雨

天气的出现频次增多，并且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非常大。

以华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尤为显著，无论是暴雨频次亦或

是降雨强度都已经有相当显著的增长。结合目前来看，

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曾经遭受过各种各样程度的洪水灾

害，东部地区城市洪涝灾害主要是因为暴雨、台风等多

方面的问题的影响而出现，西部地区的城市洪涝灾害则

主要是因为融水、暴雨的影响，所以每个地区的城市洪

涝灾害情况都有差异，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会给居民的正

常生活体验带来相当显著的负面冲击 [4]。

2.2 生态环境受害，防洪能力显著减少

自然生态在内涝洪水的预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

无可忽略的。首先，耕地和林地的减少势必会导致洪水

灾害的出现问题显著增加，目前城市化建设进程日渐加

快，可用建设用地正在持续缩减，各种各样的森林草地

和耕地已经开始逐渐转化为经济地或者建设用地，我国

城市的植被覆盖率正在因此而日渐减少，导致植被的调

蓄能力受到威胁，自然生态所具备的防洪调蓄作用因此

而大打折扣，特别是对部分沿海、沿河城市的影响非常

显著 [5]。除此以外，植被覆盖率的减少使得水土流失问

题更加容易出现，湖泊水位和河床水位增加，对部分城

市来讲，若是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那么降水很有可

能汇聚到河流和湖泊当中，此时将会导致洪水带来的影

响更加显著。其次，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土地价值

就已经产生肉眼可见的增长，城市围湖造田、造地的情

况开始越发增多，在建国以来，包括湖南、江西、安徽

等地区的围湖造地的情况开始显著增多，因为围湖造田，

导致自然环境中相当重要的湿地退化，无论是湖泊面积

还是湿地面积都呈现出极为快速的下降趋势，调蓄能力

因此而越来越差，如果出现长时间暴雨，很有可能导致

湖泊和湿地水逐渐反灌到河流当中，甚至引发更为严峻

的洪水威胁。

2.3 规划设计缺乏，城市防洪考量不周

为了切实有效地促进防洪排涝工作的顺利开展，有

必要打造更为健全完善的工程体系，遵从更高的标准和

需要，但是部分城市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所关注的仅

仅只有地表开发，对防洪规划编制和地下配套工程建设

的重视力度显著缺乏，在规划意识方面的重视力度也并

不充足。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城市并未

有效地满足国家所提出的规范和标准，通常对地下排水

管网的建设缺乏重视，或者是存在着忽视主体设计而直

接进行施工的状况，导致城市防洪排涝系统根本难以发

挥出应有的防治作用。部分新城区在开发和建设的过程

中，存在过多占用河道、护坡的问题，因为建筑工程需

要广泛地应用混凝土等材料，导致地面硬化问题的出现

几率飞速增加，地面透水能力因此而显著变弱；许多市

政管网的设置使得传统的降雨汇流的情况受到改变，许

多城市在前期选择、设计方面都缺乏具体且完整的论证，

这势必会导致城市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显著降低。此外，

部分城市在防洪管理方面的能力明显缺乏，并未打造科

学优质的预警机制和预防机制，这势必会埋下严重的安

全隐患。

三、城市洪涝灾害的防治措施

3.1 强化城市综合治理，保障排涝系统安全

为更加有效地做好洪涝灾害的预防工作，减轻其对

城市内部生态、环境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相关管

理者应积极地强化在城市综合治理方面的投入，避免出

现占用河道、占用湖泊问题，一经发现，应对其相关负

责单位或者企业进行相应处罚，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目

前城市内部现有的排涝沟渠和河道应进行及时有效的清

淤处理，以此来保障其内部干净整洁，进而保证水流的

正常输送排除，解决暴雨天气下，城市雨水系统排水不

畅的问题。在城市内部还需选择合适区域，打造雨水池

等调蓄设施，保留原有的蓄水塘坝，以切实有效地削减

滞蓄未来降雨，做好对超标洪水排放的限制。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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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地增加在城市排涝系统管理与维护方面的投入，

在汛期来临以前，有必要对城区重点或易涝区域的排水

系统进行流动检查，及时清理堵塞管道，做好对必要的

排涝泵站的建设和打造，以此提高管道排水能力，保障

区域防洪排涝安全。

3.2 科学规划城市布局，评估分析灾害风险

在做好防洪排涝措施建设的同时，也需关注城市建

设发展，做好二者的相互协调均衡处理。要结合城市的

地理特征以及地形地貌情况，科学有效地做好对城市中

心城区的规模管理控制，城市规划布局以及选址都需要

有足够完整健全的风险评估机制的支持和辅助，为洪水

排放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此外，需要充分利用城市

自身的防洪能力和调蓄能力，为城市暴雨预留出充足的

调蓄空间。而在防洪排涝设施的建设和打造方面，需要

紧密地和城市建设相互联系对接，同步设计和执行，要

结合城市的差异化状况，做出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排水

标准和规范。针对新城区的开发以及旧城区的改造则需

要重点考量防洪能力补偿，做好配套设施的建设和打造，

若是在实际规划的时候，需要将地势抬升，此时便需要

针对性地做好对周边低地势区域的防洪排涝能力的分析

和研究，预留必要的出水口和排涝泵站，此举非常关键

且重要。

3.3 降低地面径流影响，提高雨水收集能力

城市内部的公园、绿地能够有效地滞蓄吸纳区域降

雨，可以全方位地促进目前城市内涝问题的解决或改善。

在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当中，若要解决城市地面硬化率

持续增大的问题，就必须制定相应管控措施，提高监督

和管控力度，在城市建设或更新改造中，严格执行绿地

率、绿色屋顶率、可渗透地面率、透水铺装率等海绵城

市建设约束性指标。例如在城市广场以及停车场等区域，

应该更多地建设碎石路，可避免全水泥地面所带来的硬

化问题，提高天然地面的蓄水下渗的能力。如果无法增

添透水地面或绿地，可针对性地打造雨水调蓄系统，以

控制城市化建设增加的雨水径流量。通过对城市内部的

公园和广场等的利用，打造占据空间较少的储留设施，

保证雨水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排出，避免其使用受到

影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目前极端天气背景下，城市内涝洪水

问题亦愈发严重频繁，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洪涝灾害造成

的损失和危害，有必要做好相应的预防管理工作，相关

单位需要从城市规划、地面设计等多方面同步着手，打

造更加具备完整性和健全性的新局面，这样才可以更好

地预防各种问题的影响和冲击，为城市洪涝灾害的防治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辅助，此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倩雯，曾坚，辛儒鸿，等 . 城市化进程对暴雨

洪涝灾害风险影响效应研究——以闽三角地区为例 [J]. 自

然灾害学报，2021，30（5）：72-84.

[2] 吴明宇，王忠，张云慧 . 城市扩张对洪涝灾害风

险的胁迫效应及情景模拟 [J]. 湖北农业科学，2021，60

（14）：51-56，89.

[3] 符洪恩，高艺桔，冯莹莹，等 . 基于 GA-SVR-C

的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危险性预测——以深圳市为例 [J]. 人

民长江，2021，52（8）：16-21.

[4] 唐俊龙.城市洪涝灾害与防治研究——评《城市洪

涝灾害防治规划》[J].人民黄河，2021，43（10）：126.

[5] 张珂 . 城市极端暴雨及洪涝灾害防控薄弱环节分

析与对策 [J]. 中国水利，2021（15）：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