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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洪涝灾害实况 

近十年来，华北地区总体上处在持续干旱状态，北京地区降雨偏少，尤其2010年7-8月降雨量为198毫米，比多年同期平均降雨量359

毫米少45%。在持续干旱引发的水资源短缺影响着城市水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同时，汛期的短历时强降雨袭击所造成的严重内涝也给城市的

安全运行带来了严重威胁。最近几年，北京、重庆、西安、济南、郑州等众多城市相继遭受了暴雨袭击，强降雨产生的严重内涝中断了城

市交通、供电等基础设施的保障，导致市民出行、生活不便，2007年汛期济南、重庆两地暴雨还造成了人员数十人死亡，2010年广州3次

暴雨造成全城交通瘫痪。日趋频繁的暴雨洪涝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部门的防御和对策研究带来了新的挑

战。 

纵观北京市百年洪涝灾害史，北京市城区洪涝灾害主要有永定河洪水、西山洪水及城区暴雨内涝三个来源。前两者经过多年的治理，

防范大洪水的能力已经逐渐加强，后者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750平方公里面积的城区对暴雨内涝的反应越来越敏感。 

统计表明，近五年发生在北京城区的强降雨天气有21次（2006年发生7次，2007年发生3次，2008年2次，2009年1次，2011年9次），

每次都造成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社会反应很大。 

2004年7.10暴雨，小时降雨超过90毫米，莲花桥下积水1.7米，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交通一度中断。 

2006年7月31日，首都机场天竺地区1小时降雨115毫米，造成高速路桥下积水80厘米，机场高速断路3小时，影响700驾次航班起降。 

2007年8月1日和8月6日，北三环安华桥一带两次出现极端降雨，1小时雨量91毫米，安华桥下最深积水达2米，北三环双向交通中断。 

2008年6月13日和7月4日，知春桥1小时降雨均超过100毫米，知春桥下积水1.5米，周边道路交通中断。 



2011年6月23日，西南部地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该地区日平均雨量达到96毫米，城区日平均降雨量73毫米，是我市城区近十多年来

最大一场降雨，雨量、雨强、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均超过2004年“7·10”暴雨。石景山区模式口小时雨量128.9毫米，超百年一遇，累计

降雨量214.9毫米，是建站以来的极值；五棵松小时雨量93毫米，接近50年一遇；永定路小时雨量87毫米，超二十年一遇；丽泽桥、右安

门小时雨量75毫米，均超十年一遇。 

“6.23”强降雨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影响，道路积水、供电故障和地铁故障情况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出行、生活。西南

部部分道路积水严重，道路拥堵，包括丰益桥、管头桥在内，全市共有29处桥区或道路出现积滞水。 

二、城市洪涝灾害成因分析 

在应对强降雨的处置过程中，城市抵御突发暴雨积涝的脆弱性，以及暴雨产生和衍生的次生灾害，是城市管理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难

题。 

近几年北京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尤其为迎接08年奥运会的召开，城市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原有的绿地被大量的开发成各

式建筑物，使得城区不透水地面面积占到总面积的8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暴雨的水文特性与积涝成灾机制均发生着显著

变化，城区洪涝灾害显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分析城市洪涝灾害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建设与河道、管网等设施的规划建设不同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道路建设明显快于河道、管网的治理。市政的规划、建设、管理分离，导致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不到位，建

设过程中对河道治理考虑不足，衔接协调力度弱，没有给雨洪留出合理的路由。城区有部分中小型河道、排水管网的建设落后于城市发

展，有的河道没有实现规划，有的排水管线下游没有出路，造成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栓塞，遇有降雨形成局部地区洪涝。 

因此城市建设必须做到规划先行，统一规划，有关部门在审批道路建设时，重视河道规划立项的审批，使河道、管网建设和道路建设

同步进行。 

（二）城区排水系统标准低，排除洪涝压力大 

城市扩张建设过程中，对地下排水重视不够，原有排水河道和沟渠被填埋或改为暗涵，行洪能力降低，加之城区硬化面积加大，地表

径流量增长，使原有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进一步降低。 

作为道路附属设施的雨水管线、泵站的排水标准偏低，北京城区现状管网排水标准一般为：排水干线1年一遇左右；支户线仅0.33至

0.5年一遇；城市环路1至2年一遇（未达到国家规定3年一遇的上限标准），88座雨水泵站重现期小于2年（含2年）的有65座，占73.8%。

这一现状不仅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要求，更难以应对近年频繁造访北京的极端天气标准（70mm/h）。 

可以看出，北京城区道路的排水设施标准较低，一旦当降雨量超出排水设施的设计能力，造成雨水不能及时排除产生积水等内涝灾

情。 

（三）承担城市排涝的河道排水能力不足 

城区有部分中小河道多年没有疏挖整治，河道淤积堵塞，排水能力严重不足，如承担西南部地区重要排水任务的丰草河未实现规划，

河道排泄不畅，降雨时雍水漫溢，致使地区洪水进入桥区，形成河水顶托倒灌，致使地区洪水不能及时排除，是造成“6.23”丰益桥、管

头桥积水的主要原因。 

此外一些原用为农田排涝的河道，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流域变身为城市范围，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城市排水需要，如马草河未治理

前，约31平方公里流域内的雨水没有出路，只能向低洼处汇集，曾造成西南四环科丰桥至马家楼桥一带积水严重。马草河南四环下游段于

2007年治理完成，治理河道总长7.7公里，河道防洪标准按20年一遇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打通西南三环和西南四环一带排水系统，

整治效果成效显著，之后马家楼桥、花乡桥等几个积水点没有再出现积水。 

（四）排水设施不配套 

以莲花桥为例，莲花池泵站设计流量4.1立方米/秒，相当于3年一遇标准，而雨水入泵站管线直径为1.6米，流量约2立方米每秒，明

显低于泵站设计流量，造成桥区雨水入泵站速度缓慢。另外，经调查莲花桥区有38个雨篦子，而按莲花池泵站设计流量4.1立方米每秒计

算，需单个雨篦子约205个，目前桥区仅有的38个雨篦子根本无法承担收纳桥区暴雨雨水的能力。这种问题，在北京城市道路雨水排放

中，或许不是个别现象。 

（五）泵站汇水面积增大，导致桥区汇水过多 

仍然以莲花桥为例，莲花桥泵站汇水面积为11万平米。经初步计算，莲花桥区路面面积（含主路、辅路、自行车和人行横道、绿化带

等）约11.2万平米。因此泵站汇水面积11万平米应只包括桥区范围路面。而据莲花桥泵站值班人员反映，在2011年6月23日和7月26日两次

暴雨中，周边莲花小区、莲花桥北部等区域雨水全都流入莲花桥，增加了桥区汇水量，增大了泵站抽升压力和时间。据估算，周边汇入莲

花桥区客水面积约50万平米，远远大于泵站排水设计汇水面积，其结果是大量客水进入桥区，加剧了桥区积水灾害。此外降雨期间因大风

造成大量树叶、垃圾堵塞雨篦子，也是道路排水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城市极端天气增多趋势明显，局地暴雨频发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地的极端气候事件在增多，加之城市区域环境的变化，热岛效应明显，即城区温度高于周边，空

气中粉尘等颗粒物含量高于周边，城区出现局地暴雨的频率与强度均高于周边地区，局部的小气候条件容易快速形成历时短、强度大、范

围小的局地突发性暴雨，1小时降雨强度往往超过70毫米标准，导致城区的极端天气频频发生，产生局部内涝,2004年以来，北京共发生极

端天气41次，暴雨来势凶猛、历时短、积水断路等灾情出现快，基本无预见期可言。 

三、对策建议 

解决北京城市内涝，要坚持决策行动的主动性原则，兼顾点（低洼区域、重点区域、泵站、闸坝）、线（河道、沟渠、排水管涵）、

面（河湖、蓄滞洪区、绿地）结合，同时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并重，蓄、泄、滞、引、补结合，减轻或避免暴雨产生内涝的

机率和损失程度。 

（一）城市规划要重视地下，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原则，坚持道路、河道、管网同步建设的原则，在规划、建设、管理的过程中

要整合多方的意见。今后在城市规划时，应积极重视保留市内原有河流、湖泊、洼地及排水通道，尽可能恢复原有河道的拦蓄空间。此外

城区中小型河道要加快治理，不断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 

（二）研究制定适合北京地区现状的道路排水设计标准、极端暴雨防御标准，加快城市排水风险评估和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逐步完

成全市排水系统的复核，提高重点、隐患部位的排水能力。重点是泵站、立交桥周边的排水，完成排水管线的清查，找出隐患。同时，逐

步优化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排水管网及河网的布局，使洪水的下泄和积蓄更加畅通。 

（三）加强气象预报的准确性和河湖水系调度的及时性。延长暴雨和极端天气的预报预警的有效预见期，提高预报预警准确性。汛期

河湖调度坚持防汛安全为先的原则,及时实施调度。遇有强降雨预报或汛情预警时，提前下泄降低水位，实时拦蓄尾水。加快建设城市河

湖排水调度预警系统，新建并整合现有实时监测信息，实现河湖水系洪水科学、优化调度。 

（四）做好全市范围的雨水利用总体布局研究，加强雨洪利用工程建设的力度。采用屋顶集雨、马路分流集雨、林草集雨下渗等方

式，削减暴雨汇流的城市雨洪利用方式，不仅仅能拦蓄、储存和利用雨水，虽然所拦蓄雨水的量有限，但在某一时段、空间内所起到的错

峰、调峰、削峰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减轻洪涝灾害损失，尤其是城市内涝。城市小区规划和建设时，都应尽量要求增设屋顶集雨设施；

城市公共设施、易涝地区也应在改造时设透水地面，增设分流集雨的项目。 

（五）加强应急抢险能力建设，建设机动能力强、作业高效、统一指挥的队伍，并与交通部门完善道路应急保障机制和抢险快速到达

制度。各级道路责任部门做好立交桥排水抢险队伍布控，增加薄弱点的临时排水措施，加强排水设施管理，落实雨天雨水篦子看管、打捞

责任制。 

（六）加强防汛宣传和演练。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加强面向市民群众的社会动员和响应工作机制。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提高市民自我

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备足防汛物资，抓好实战演练，一旦出现强降雨或突发灾害性天气要妥善疏散顾客群众，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减少物质损失。 

报告人简介：王毅，男，1963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河海大学陆地水文专业，高级工程师，现在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任总工。一直从事水情信息管理、洪水预报调度、防汛应急管理和防汛信息化工作，曾先后组织、参加北京市防汛抗旱信息服务系

统、永定河防洪减灾业务运行系统、北京市防汛应急指挥平台等项目设计和建设，并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北京市水务科技进步奖

等奖项。近些年专职对北京城市防汛开展研究，所提出的“防汛事件驱动+网格化管理”和防汛值班信息流转理念，已经在北京城市防汛

开展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