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魏玲（1984-），女，河南新乡人，本科，专业：园林。
收稿日期 圆园园7蛳10蛳19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洪涝灾害有频繁发生，特别是
一些贫困的城镇，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却因一场洪涝灾害

出现返贫。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及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
洪灾，2007年淮河也发生特大汛情，给受灾地区的村镇造
成了重大损失，使几千万人无家可归。造成洪灾的原因：多

次集中的强降雨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森林滥伐，水土流

失严重，江河湖泊淤积，水利设施老化，不合理围垦，建设生

态环境恶化等。同时，洪涝灾害也暴露现有村镇建设存在

的问题，如：规划不合理或没有规划，建设选址不当，基础设

施简陋，住宅结构不合理，建筑质量低，村镇防洪抗灾能力

差等，因此对洪灾的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 洪涝灾害的特点[1]

1.1 突发性强 我国地处太平洋和北半球中纬度两大自

然灾害交汇地区，幅员辽阔，气候与地貌条件复杂，某些城

镇地区地形特殊，山高坡陡，溪河狭窄，一旦暴雨，在很短时

间内就会形成洪峰，造成洪涝灾害。

1.2 季节性强 降雨季节分布不均匀，主要出现在 7月，
严重洪涝期（5耀9月）内，各月都有严重洪涝发生但集中在 7
月，各月出现洪涝的排次：7月排第 1位；8月排第 2位；9月
排第 3位；6月排第 4位；5月排第 5位。
1.3 区域性大 每次洪涝的发生都是成片的区域，范围

大，造成排洪困难。

1.4 频发率高 洪涝一般产生于暴雨，日降雨量超过 100 mm，
或连续 3 d降雨量超过 200 mm，就可能引起洪涝灾害。
1.5 内涝时间长，淹没深 洪涝时间长使洪水不能及时排走

造成城镇淹没速度快。

1.6 造成损失严重，恢复难度大 洪涝一旦造成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毁坏，损失将是巨大

的。在一些落后的城镇，因财政困难，灾后政府只能解决灾

民的吃、穿、住问题，水毁修复难度大。

2 发生洪涝成因分析

目前小城镇在政府鼓励下正蓬勃发展，很多地区，在

建设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综合管理盲目扩大发展，重

视开发，忽视防护。包括：盲目围湖填河造地，房地产开发建

筑密度过大，工程质量差，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发展，无暇

顾及抗洪减灾问题。此外，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年内、年际变

化大，地质、地貌复杂，防洪工程体系不完整，调蓄能力差等

问题日益增多，对防洪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在市场经济发

展的初期，人们往往更关注眼前的经济效益，由于洪灾的偶

然性和难以预见性，往往造成人们防洪观念淡薄，思想麻

痹；另一方面，科普的薄弱和灾害的随机性、必然性又使人

们产生防不胜防和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

3 防洪减灾策略与措施

3.1 防洪减灾的策略 根据我国减灾规划和《中国 21世纪
议程》的要求，我国减灾工作要继续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防救结合”的方针，全面开展减灾工作。城市防洪减灾

的总目标是：

（1）建立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等手段，提高城市防洪减灾能

力，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可靠的保障。

（2）加强城市灾害科学研究，提高对各种灾害规律的认
识，促进现代化技术在城市防洪减灾体系建设中的应用。

（3）在城市重大洪灾发生的情况下，努力减轻洪灾损
失。小城镇防洪应达到 20耀50年一遇的水平，将城镇防洪减
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城镇整体规划，同步实施[2]。
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特别在初期，更应该首先树立

防洪减灾的意识，防患于未然，力争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设

计与材料选用，相应的技术措施等使洪灾的影响减到最小。

3.2 对防洪减灾的措施

3.2.1 工程防洪措施。

（1）加快水土保持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城镇地区
特点，水土保持治理以生物措施为主，辅以能源措施和行政

措施。防止过量抽取地下水，避免引起地面沉降和防洪堤顶

高程降低，以至防洪标准降低。

（2）加快重点城镇的防洪建设，将防洪与城镇建设，环
境保护密切结合。城镇防洪不但为了防汛减灾，保障安全服

务，而且可以和城镇建设，环境优化结合起来，许多城镇在

建设江河防洪墙和堤防时，都建设了沿江沿河的公园或风

景区，改善了生态环境，城镇防洪工程将和桥梁、道路、码头

环境等方面工程紧密结合。

（3）加大水库除险加固的力度。水库往往能使所在江河
的防洪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完善和加强原有防洪工程体系

的有力措施。长江三峡水库修成后，使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

提高到百年一遇，可不使用荆江分洪区；如遇大于百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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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配合临时分洪，可避免荆江河段干堤溃决，防止毁灭

性灾害的发生。此外，对已建和在建的水库，还要研究扩大

防洪库容，提高防洪能力，尽可能减轻下游河道的防洪负担。

3.2.2 非工程防洪措施。

（1）加快水利信息工程的建设。水利信息系统是一项采
用现代化信息采集设备，通过通讯工具、计算机网络和决策

支持手段，及时掌握水的有关信息，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

水涝灾害损失和水土流失，达到科学调水用水、水资源保护

为目的的系统工程。因此，要逐步建立水利信息系统体系，

为领导防洪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水文气象测报，强化通讯联络，确保汛情、汛令
及时准确传递。水文气象的预报和测报是防汛的耳目。因

此，防汛部门要和水文气象部门建立防汛联络网，及时反馈

水情、雨情信息，为领导防汛决策提供依据和保障。所以必

须建立各级防汛调度通讯网、水库通讯网，保证汛情、汛令

畅通无阻。

（3）加强法制教育，依法治水，依法防洪。加强《水法》、
《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依法治

水，加强防洪设施管理，明确划定水域界限，严格禁止侵占，

以利防洪、防汛。

（4）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防洪抢险预案。编制防洪预案的
目的：一是确保工程安全；二是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造成重

大损失。为此，要根据洪水特点，防洪工程现状，保护对象的

重要程度等对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洪水，制定不同类型的

防洪抢险预案。其措施有：

及时清掏化粪池。洪灾区的滞洪区在洪灾期间可能被

洪水淹没，滞洪区小城镇的排水管网可能与洪水连通，排水

管网和化粪池中的污物会被洪水带入水体，使水体受到二

次污染，严重影响洪区人民的身体健康，为了减轻水体受到

二次污染的程度，应建立强制执行的法规，在可能发洪水之

前，必须清掏化粪池，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科学的处理。洪灾区的滞洪

区，在洪灾期间污水处理厂可能被洪水淹没，污水处理厂的

污泥可能成为水体的二次污染，造成疾病传播。为了减轻水

体受到二次污染的程度，应在可能发生洪水之前，提前对污

泥进行科学的处置，并要进行必要的消毒。

对避洪区疾病传染源进行科学控制。在洪灾期间，洪灾

滞洪区内的人民群众要转移到避洪区，由于人多和卫生条

件差，管理不善就会造成疾病传播，产生次生灾害。通过饮

用水传播的流行性疾病传染源主要是粪便和病人的排泄

物，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控制，洪灾期间应对粪便和病

人的排泄物进行消毒处理。

4 江西省都昌县徐埠镇总体规划[2]

徐埠镇位于都昌县城的东北部，全镇总面积为 93.7 km2，
至 2002年徐埠镇有 17个行政村，219个自然村，28 639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为 1 218人，人口密度为 320人/km2，镇区
人口 2 802人，建设用地为 32.22 hm2，镇区建设基本上是沿
袁多公路两侧布局。

1998年特大洪灾给徐埠镇造成很大的损失，全镇 17个
行政村，1个居委会全部受灾，受灾户数为 6 842户，27 368
人，占全镇人口的 97 %，85 %的耕地受淹。

规划确定徐埠镇性质为以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工业为主

导，商贸发达的工贸型城镇，规划人口规模 2020年为 10 000
人。用地规模 2020年镇区建设用地 1.19 km2。

镇区用地的选择：镇区的西部和北部为丘陵旱地和少

许农田，不受洪水淹没是镇区建设的首选用地。南部徐埠镇

至东部大粟岭村之间受洪水淹没，不宜向南发展，大粟岭村

以东为低丘山岗地，不受洪水淹没，可作为镇区中远期建设

用地。

居住区规划：规划远期镇区居住建筑用地为 46.32 hm2，
以河道为界分为两大片区，东部片区面积 18.20 hm2，西部
片区面积为 28.12 hm2。西部片区主要用以近期安排灾民，
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 100耀120 m2，住宅建筑层数为 2耀4
层，建筑间距为 1颐1，建筑密度约40 %，绿地率跃35 %。

工程规划：镇区给水水源为地下水，生活用水量标准近

期为 150 L/（人·d），远期为 200 L/（人·d），规划给水水厂设
在镇区的西部，占地为 0.45 hm2。镇区排水采用雨污合流
制。镇区燃气采用液化气为主，沼气为辅的燃气结构，液化

气供气气源为县城液化气站，沼气为居民的沼气池。

5 结语

由上可以看出防洪减灾任务重大，除了要坚持预防为

主，统筹兼顾，综合防治，依靠先进的科技力量外，还要有计

划地加强和采取各项合理的措施，减轻洪涝给人们带来的

影响和损失，提高小城镇居住的安全可靠性，促进小城镇的

经济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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