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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示范研究 

    【报告名称】 海河流域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示范研究 

    【任务来源】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专题 

    【项目负责】 向立云  彭静  张胜红 

    【报告审查】 程晓陶 

    【报告关键词】  蓄滞洪区  洪水资源化  情景分析 

    【报告摘要】 

    提出了以地下水埋藏条件（是否有底下潜水分布）、包气带岩性、地下水埋深和地下水水质评价蓄

滞洪区是否适宜回补地下水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依据，将海河流域26处蓄滞洪区分为地下水回补

型、中间型和蓄洪型三类洪水资源化利用类型。建立了集河道洪水演进、蓄滞洪区洪水演进、地表水与

地下水交换功能的洪水分析模，蓄滞洪区洪水损失评估模型，蓄滞洪区水质分析模型、地下水回补分析

数学模型和蓄滞洪区发展的多目标规划模型。在对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风险调度合理性判据。以大黄铺洼滞洪蓄洪区为例分析了洪水资源转化量，对延续

传统、洪水资源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三种模式开展了初步的情景分析，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修复部

分湿地，将引入库区的Ⅴ类或超Ⅴ类洪水、涝水和污水（共计约4000万m3）改善到Ⅲ水，并基本恢复大

黄铺洼1950年代时生态景观；以此生态资源为基础，以京津市区人口为对象，首先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业

和高价值生态养殖业，随后，依托于湿地的生态和蓄滞洪区丰富的水土资源优势，通过自身资本积累和

吸收外部资本，沿水库周边规划建设生态农业区和经济开发区，并渐次向外延伸，最后与京津城市外围

产业带搭接，而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蓄滞洪区的可持续发展，需有相应的政策保障。大黄铺

洼滞洪水库建成后，基本可取代原计划由全滞洪区承担的防洪任务，滞洪区其他部分的防洪标准相应提

高到约50年一遇，继续采取现行限制发展的管理政策既不利于该区优越的水土和生态资源价值的提升，

也无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将滞洪水库之外的其他区域划归一般保护区或放松对其发展的限制，并代之

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和水域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则是大黄铺洼蓄滞洪区可持续发展所

希求的。为使情景分析方法为决策者所用，为辅助蓄滞洪区的管理，也为使研究成果具有示范和推广价

值，初步开发构建了“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决策支持系统”，尝试将蓄滞洪区洪水分析、水质分析，

“回补型”及“蓄洪型”洪水资源化分析，生态、环境、资源和区域发展多目标规划等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本系统的建立，不仅可灵活分析不同类型蓄滞洪区的洪水资源化方案与效果，评价洪水资源化所

面临的风险，还为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搭建了一个辅助决策的平台，其多目标分析和情景分析功能，可

为设计蓄滞洪区可持续发展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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