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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库防洪调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史玉芬 
哈密托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839000

【摘  要】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合理充分利用和管理调度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针对我国水资源
在地理和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导致的高洪水发生频率，提升水库防洪调度工作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十分必要的，本文

针对该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给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为现有水库防洪调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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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水资源却成为了制

约社会持续飞速发展脚步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了人口、

环境和资源这世界三大主题中的较为关键的因素。进入

21 世纪后，洪水灾害、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已成为

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容忽视的重要阻碍，

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分析我国

的地理位置可以得出，中国位于北半球欧亚大陆东南部，

在气候方面很大程度受到了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天的降

雨十分集中，短时间内的水量增加，而且加上我国地理

形貌中有大量的定向山脉，并且总体呈现西部的地理海

拔高度高于东部地区的趋势，导致了水资源难以在时间

和空间上实现均匀的分布，因此，与其他的国家相比，

我国的洪水发生频率更高，导致在我国与其他灾害相比，

洪灾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影响更为严重。从 1978

年到 2008年，中国经历了 14年左右的相对严重的洪水，

平均每两年一次。所以修建水利工程，设计水库调度防

洪方案，合理的科学地对水资源实现储存、调度和管理

对避免水资源浪费和实现水资源在时空中更为均匀的分

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水库防洪调度工作浅析
1.1 水库实时调度

对于水库的实时调度主要工作集中在洪水到来时通

过合理的调度实现更为合理的水库蓄水和泄水方案的实

施，在这个过程中所实施的方案可能不完全与相关部门

预先制定的水库管理计划相吻合，需要根据实际的降水

情况进行实时处理，由此可见，这个过程具有更大的操

作难度。由于在对水库防洪调度进行规划的过程中，主

要是对于水库历史数据的分析并且得出理论上的防洪调

度指导性策略，但是不可能全面考虑到在实时调度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实时的水库调度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可

逆性等问题，具体与设计阶段的情形相比，在理论分析

阶段的计算都是基于已有的确定的数据，但是实际洪水

的到来总是未知的，再加上水情预报的准确性还有待商

榷，进一步提升了实时水情调度管理措施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在水库的防洪调度设计阶段往往是对理想状

态下的洪水情况进行分析，对于洪水发生的频率和具体

的水量都进行了一定的假设，这势必会与实际的情况有

所出入，并不是所有的洪水都符合同样的发生规律和规

模，所以水库防洪调度的不可预测性被进一步提升，要

求在实时的水库防洪调度过程中的工作不仅要符合计划

的操作原则，还要符合实际的洪水状况，能够有效对未

能进行准确预测的洪水进行有效的防洪调度，根据需要

考虑防洪保利和防洪抢险过程，此外如果水库不能够实

现在洪水到来时对水资源的实时管理，则可以在设计阶

段调整和重新计算防洪和措施，并且对于水库防洪调度

是具有不可逆的特征的，每个操作阶段产生的操作后果

不管是不是符合理想的效果，都需要在下一个调度操作

中被作为起始的考虑因素，对于之前发生的操作性失误

只能在该期间和以后期间进行补救，降低操作失误带来

的损失，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在后期水库蓄水、泄洪过

程实现的难度，甚至产生不必要的水库调度失当带来的

经济损失。

1.2 水库防洪分期调度

我国的洪水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如果能够

针对不同时期的洪水发生情况分别制定专门的洪水调度

方案，实时更改水库的水位，将有效提升水库调度工作

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在这个调度方法实现之前需要对洪

水发生的时空规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终

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认知结果，在这种水库调度方式下

的水库调度能够实现水库库容防洪和兴利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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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当前被广泛应用于防洪设计和一些水库的实时调

度中，从历史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中能够发现，许多河流

都有大小和频率的分布都具有各自的一定规律，通过进

一步查找具体流域的水情数据能够得到统计和预测的结

果，对该流域的洪水大小和不同时段发生洪水的可能性

进行初步的预测和分析，基于分析所得的结果能够进而

确定水库库容，规定水库的水位，使得水库的水位能够

满足不同时期对于防洪蓄水工程的需求，不仅可以使各

时段预留必要的防洪能力，保证防洪要求，同时也改变

了整个汛期的水位，这对水库防洪调度是十分有利的。

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要注意对于流域洪水规律掌握准确

性的提升，对于洪水发生的时期进行合理的划分，并且

力求规范相应的计算过程，提升计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严格按照相关管理标准确定不同时期的水库库容控制方

案。

1.3 在防洪工作实践过程中的预报调度

如果能够充分提升水域洪水预测的准确性，进而实

现在洪水到来之前对水库库容的管理，对水库中的水位

进行调节，这样能够实现水库防洪水位的合理控制，适

当对该水位进行降低，从而有利于水库中存贮更多的水

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兴利作用，避免处于防洪的目的

将水库的库容盲目减少造成水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提升

水库水利工作的有效性。在洪水到来时防洪调度的工作

区间之内还可以通过实时的预测结果对水库的水位进行

调整，更好的实现水库库容的有效利用，提升水库防洪

调度的实现效益，如果部分水库不能够在洪水到来之前

进行实时的调整和修改，也可以在充分考虑安全因素的

前提下暂停防洪调度的过程，基于预报的信息对水库的

水位进行短期的调整后继续实现水库的防洪功能，进一

步实现错峰调度工作。预报调度的实现对水库水情预报

的准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对于水情短期的预报已经能够满足水库防洪调度的需

求，如果有稳定性较高的通讯设备作为支撑，能够实现

在水库防洪调度过程中的有效应用，但是仍旧不能满足

水库调度过程中所需的水情预报合格率，在水库防洪调

度过程中需要酌情对其进行考虑，此外，中长期的水情

预报精度仍然有待提升。在预报调度的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对洪水状况的预测数据在预报和传递的实际计算分

析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所以对于洪水到来时预报

水情的延时所造成的突发状况进行全面的考虑和综合的

分析，所以在调度过程中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于在

突发状况来临时能够有效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水库进

行调整和控制，此外，基于信息化的水库调度系统在不

同水库之间实现联合调度，也能够提升水库防洪调度的

效益。

2 水库防洪调度工作措施
2.1 进一步强化水库调度过程中的自动化水平

在水库调度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兴的自动化技术，

将水情信息的采集，降雨信息的传播和水库的实际状况

通过自动化的技术进行分析和处理，对获取到的水情数

据通过智能算法和科学的预测模型得出洪水发生的可能

性，并且对洪水到来的时间进行预测，力求在洪水到来

之前，能够及时向当地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和洪涝警报，

保证灾区居民的安全，并且可以通过提前对水库中的水

资源进行泄放，有效避免在大规模降雨到来时洪水的发

生，在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流量预测越准确，预

测时间越长，水库防洪调度工作的有效性越高，大规模

降雨造成的洪水灾害损失就越小。

2.2 优化水库调度信息化系统构建的科学性，提升水情

预报水平

在采用预报调度方式时，对于水库的信息化系统建

设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化系统往往需要有较高

的数据处理能力，在短时间内能够精确获取实时的水情

信息，并且完成大量的密集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工作，在

水库防洪调度的过程中时最为重要的环节，与调度的效

率和最终的调度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水库相关

管理部门有必要加强该部分工作的研发力度，对水文预

报精确性和实时性的提升方法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进而

对水库的信息化处理系统进行改进，提升信息化系统在

水情预报工作中的准确度。

2.3 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不少水库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年限较长，并没有接受

过专门的水库防洪调度理论培训与教育，缺乏专业的水

库防洪调度知识基础，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突

发状况下难以科学进行合理的水库防洪调度，调度工作

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不高，所以水库的管理人员有必要对

工作人员开展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讲座，提升水

库调度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进而实现水库防洪调度能

力的提升。

3 结束语
总之，水资源的管理水平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在洪水到来时充分有效利用水库防洪调度的方

式降低甚至避免其带来的损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改进调度方法和提升水情预报

精度进而实现水库防洪调度工作的安全化和有效性，具

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有利于水库水利工程效

益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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