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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银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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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水旱灾害致灾和隐患调查，洪水灾害风险和防治区划、成果协调与合理性分析、干旱灾害风险评

估和区划等方面对银川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进行分析。[1]银川市聚焦经费、队伍、进度、质量、数据、成果六方

发力，[2]全面完成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补齐了银川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数据库，为银川市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旱

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干旱灾害致灾分析和风险评估等提供了坚实数据和技术支撑。本文

对银川市普查成果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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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水旱灾害防治工作，鉴于我国

近年水旱灾害频发现状，自2020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
全面开展风险普查工作。

2020年10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成立由分管
副厅长任组长，计划处等11个处室（中心、研究院）为
成员单位的宁夏水旱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3]，

同时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

案》[4]，方案明确各项目标任务、时间节点，调查采用

县、市、自治区分工协作，逐级审核汇集机制，形成全

区统一数据库，有力有效支撑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和综合

防治工作。

2 普查内容

2.1  外业致灾隐患调查
2.1.1  洪水灾害致灾调查。以县为单位，整理区域内

防洪规划、水文站设计洪水，已治理的中小河流和山洪

沟成果资料等已通过审查的成果，查询水位流量关系曲

线，整理大河子沟、庙梁子沟等河流及其对应水库控制

断面的5年、10年、20年、30年、50年和100年一遇的设
计洪水位(m)和洪峰流量(m³/s)、警戒水位（m）、保证水
位（m）、历史最高洪水位（m）及历史最高洪水位发生
日期等，完成防洪、设计洪水特征调查。

2.1.2  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调查2017-2020年供用水
情况，包括地表、地下水资源量及生产生活供用水等。

2020年蓄、引、提、调、灌区等抗旱水源工程及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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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2020年城镇水源构成、现状供水是否存在问
题以及应急备用水源现状。2008-2020年干旱灾害事件发
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及损失范围、影响，投入的人、

财、物等抗旱措施及效果。

2.1.3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对10万m3及以上库容的

水库、过闸流量5m3 /s及以上的水闸、5级及以上堤防、
蓄滞洪区等4类工程，基于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资料的基
础，调查工程位置、等别、材料结构特性、现状防洪能

力、达标情况、安全鉴定评价开展及除险加固情况等，

在全国水旱灾害调查系统上标绘工程位置。

2.2  洪水灾害风险和防治区划。主要包括洪水淹没
图、洪水风险区划图及洪水防治区划图的编制，成果协

调与合理性分析等内容。

2.2.1  绘制洪水淹没图。以流域面积为200-3000km2的

中小河流为单元，按照保护两岸居民和农田的要求，采

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水文资料、水利工程信息、历史

洪水灾害资料等资料，据此绘制成图。

2.2.2  绘制洪水风险区划图。根据区划模型计算得各
单元不同量级洪水频率的最大淹没水深和历时、最大行

进流速等风险值，形成起算洪水频率至最大洪水计算频

率（一般指 20、50、100、200 年一遇洪水频率）间的洪
水淹没范围图。按照自然地理、水利防洪控制工程等对

主要江河防洪区、山地洪水威胁区和局地洪水威胁区进

行精准分解，模型构建，进而绘制洪水区划图。

2.2.3  绘制洪水防治区划图。银川主要为灵武市、苦
水河灵武市段和大河子沟防洪保护区，防治等级均为一

般防治。按照P = 5%、P = 20%设计雨量值及6h临界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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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mm），影响人口等划为山地洪水一般、中等和重
点防治区。

2.2.4  成果协调与合理性分析。根据河流水系分布情
况、洪水风险区划分析计算结果、遥感影像、社会经济

等数据分析受山洪影响区域和防治需求，对成果进行合

理性检查与修正。

2.3  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干旱灾害风险评估
分析主要通过不同干旱频率下的水资源量计算、供水能

力分析及影响分析、划分风险等级等方法分析银川市干

旱灾害危险性来源、程度等。确定农业受灾率、因旱人

饮困难率等风险指标，绘制形成干旱灾害综合风险区划

图。灾害防治区划以县（区）为单元，以干旱灾害致灾

调查与评估为基础，分析风险源，编制干旱防治区划成

果图，重点针对中风险及以上地区进行管理防治。

3 普查成果

初步建立银川市水旱灾害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

完成水库、堤防和水闸安全隐患调查，大河子沟、庙梁

子沟、沙沟等防洪外业测量，绘制风险防治区划图。

3.1  中小河流淹没分析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灵武市进行分析，对灵武市大河

子沟、庙梁子沟、沙沟等4条河流，采用测量河道横、
纵断面图（见图1），后根据纵断面图查询比降、河道
糙率等参数，翻阅宁夏暴雨手册得到不同洪水频率洪峰

流量，根据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图2），应用GIS
技术，结合断面的历史淹没情况，地形等资料，叠加宁

夏水系图、数字高程模型（DEM）获取河道洪水淹没范
围[1]，对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进行超标洪水淹没分析，

绘制洪水淹没图。

图1 典型横断面图流量/m3.s-1

图2 沙沟1号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图

3.2  洪水风险区划
银川主要江河区洪水风险区划没有洪水风险图编制

成果，所以采用一、二维耦合水力学模型或将最大淹没

水深作为当量水深的洪水风险区划计算方法。该方法风

险要素指标为最大淹没水深（h）、行进流速（v）及最
大淹没历时（t）。最大淹没水深（h）计算见公式（3-
3）。[4]

通过软件查询沿程最高水面线来计算最大水深，其

计算原理为一维水面线计算方法，根据水流能量方程，

由起算断面根据上下游能量方程关系，向上（下）游推

算。计算公式如下：

Z1+α1v1
2/2g = Z2+α2v2

2/2g+hf+hj

式中：（Z 1、Z 2 ——分别为上、下游水位，m；
α1v1

2/2g、α2v2
2/2g ——分别为上、下游断面流速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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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α1、α2 ——动能修正系数，取α1� =�α2 = 1.0；v1、v2

——分别为上、下游断面的平均流速，m/s；hf、hj ——

断面间距河段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m。）
hj主要考虑断面扩大引起的水头损失，其计算公式：

 hj = §(v1/2g-v2/2g) (3-2)
式中：（ξ——为局部损失系数，对渐扩段取值为

0.1—0.5，急扩段取值为0.5—1.0）。不同频率洪水淹没
范围对应的风险等级和R值表见表1。
 R = ∑i = 0

n(pi-pi+1)(Hi+Hi+1)/2 (3-3)

 H�=�α1α2h (3-4)
式中：H、α1、α2、h分别是当量水深、最大行进速

度修正系数、最大淹没历时修正系数、最大淹没水深，

水深单位为dm。其中，当v ≥ 3.0m/s时，α1 = 1.5，3.0m/
s > v ≥ 1.5m/s时，α1 = 1.2，v < 1.5m/s时，α1 = 1.0；当t 
≥ 7d时，α2 = 1.5,7d > t ≥ 3d时，α2 = 1.2，t < 3d时，α2 = 
1.0。[4]

式中：pi是洪水淹没频率，即20年一遇时，pi为0.2，
pi对应的的H值即Hi，dm。[4]

表1 不同频率洪水重现期对应的风险等级和R值表

3.3  洪水灾害防治区划
灵武市主要为江河、山地防治区，一般防洪保护区

有3个，分别是灵武市、苦水河灵武市段和大河子沟防洪
保护区；山地洪水威胁区防治区9个，其中重点2个、中
等3个、一般4个。根据灵武市历年暴雨频率及区划成果
绘制灵武市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图如图3所示。

图3 灵武市洪水风险防治区划成果

3.4  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干旱灾数法，将不同频率下的农业受灾率、因旱人

饮困难率害风险评估分析主要通过不同干旱频率下的水

资源量计算、供水能力分析及影响分析、干旱灾害风

险等级划分、干旱灾害风险度计算等技术路径进行。计

算银川市现状年不同频率下的农业受灾率、因旱人饮困

难率，评估其所属干旱灾害风险等级（根据百分数分为

高、中高、中、中低和低风险5个等级）。
（1）银川市水旱灾害普查经验为其他县区提供了有

益借鉴，完善了水利工程基础数据，有力支撑水旱灾害

防治。

（2）普查过程中发现基础资料不完善、资金保障和
数据共享机制还待健全等问题，今后工作应予以改进。

（3）建议有关部门重点关注洪水灾害防治等级较高
的区域，根据防洪和洪灾防治需求，提前做好防洪工程

建设、防洪排涝规划或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编制，结合前

沿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手段，科学防御洪水灾害，提

升洪灾防治成效，降低洪灾防治成本，进一步提升银川

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洪水灾害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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