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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法研究初步成果介绍 

王本德 

大连理工大学防洪减灾研究所 

    一、问题提出 

    本项研究是2002 年国家防办组织的水利部重大项目一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应用研究的四个专题之

一四个专题分别是： 

    1．国内外水库设计洪水理论和防洪调度方法分析评价 

    2．设计洪水分析方法研究 

    3．水库汛期分期设计洪水研究 

    4．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法研究 

    立项的宗旨是研究提高洪水资源利用率的理论与应用方法．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属性与基本思想 

    2．洪水预报与降雨预报可利用性分析 

    3．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约束域确定方法及应用 

    4．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法及应用研究 

    5．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风险与效益分析方法研究 

    三、研究主要方法 

    1．洪水预报与降雨预报可利用性一应用概率论数理统计学方法分析 

    2．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约束域确定一采用预报调度设计，考虑洪水年内统计规律，库容补偿法，预

蓄预泄能力约束法等 

    3．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方法一主要研究预蓄不泄风险控制方法及多重蕴涵命题特征展开近似推理法

（即综合信息模糊推理模式法） 

    4．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风险与效益分析一基于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新理念的最大可能风险率法和期

望风险率法计算方案的风险率；应用洪水与兴利连续调节计算方法计算供水效益 

    四、初步研究成果（基于3 座试点水库资料及多个气象台站降雨预报和实际资料） 

    1．明确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基本思想：1 ）属于实时调度阶段任务；2 ) 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实



时信息，如洪水预报、降雨预报、面临时刻所处的时期及补偿水库的实际入库、库水位、工情等信息，

将未来某一时期的汛限水位控制在原设计汛限水位上下的一个约束域内；3 ）高于原设计汛限水位目的

是充分利用洪水资源，且不降低原设计标准；4 ）低于原设计汛限水位的意图是提高水库上下游原设计

的防洪标准，且不降低原设计供水保证率。 

    2．明确洪水预报应用的准则：1 ）水雨情遥测、通讯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已达标；2 ）选符合

本流域特征洪水预报模型，精度甲级水平；3 ）退水期总量及过程预报精度甲级水平：4 ）误差分布规

律性明显一正态或偏态；5 ）风险分析可靠度达标；6 ）误差对水库安全影响度小与有可行的弥补措

施。 

    3 ．降雨预报的可利用时效是24h ；可信度最高，预报误差分布规律较明显的是＜未来24h 无雨预

报和小雨预报＞。 

    4 ．明确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关键时期：l ）连续丰水期的最末一年；2 ) 洪水退水阶段的下次降

雨前期。 

    5 ．提出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最大可能风险与期望风险的定义与计算方法。 

    6 ．应用洪水预报和未来24h 无雨或小雨预报信息，在设计域值内，实时动态控制汛限水位，不增

加原设计的防洪风险率，且洪水资源利用的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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