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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县文祠水文祠段整治工程设计洪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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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摘　要：该文以潮安县文祠水为例，对干流控制节点设计洪水和干支流错峰遭遇的设计洪水进行对比，选取干支流错峰
遭遇的设计洪水作为最终的洪水分析成果。可供同类工程水文计算分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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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省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的实施，

大江大河的防洪能力已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小河

流受经济条件等方面制约，其治理工作相对滞后，广

东中小河流数量多、分布广，但防洪安全标准低、洪

涝灾害严重、防洪能力十分薄弱，已经直接影响到地

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对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进行治理

建设，提高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对于减轻灾害损失、

实现水利现代化、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２］。

中小河流的治理要兼顾河流生态环境，在满足防

洪的前提下，尽量避免或减少工程建设对河流生态系

统的影响，实现人水和谐。治理方案的比选和优化是

以设计洪水为基础和依据的，设计洪水的合理性直接

影响到工程的安全、建设规模和投资。

设计洪水计算应遵循“多种方法、综合分析、合

理选用”的原则，为中小河流工程提供切合实际和可

靠的洪水成果，在确保沿岸防洪安全的同时，提高其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以文祠水

为例，对该流域的设计洪水进行分析，通过对干流控

制节点设计洪水和干支流错峰遭遇的设计洪水进行对

比，选取合理的洪水成果作为设计依据。

１　文祠水流域概况
文祠水属韩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文祠与凤凰交界

的牛踏山，上游河床比降大，至文祠圩后河床变缓，

中下游区间分别有北社水、西社水、柏坑水、南社水

汇入；流域内有小型水库２宗，一宗位于支流北社水
上，流域面积为１８３ｋｍ２，一宗位于柏坑水支流上，
流域面积为４５０ｋｍ２。文祠水流域水系图见图１，各
控制节点和支流特征参数见表１。

图１　 文祠水流域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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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文祠水各控制节点及支流特征参数

断面名称
集雨面积

／ｋｍ２
河道长度

／ｋｍ
平均坡降

Ｊ
备注

Ａ１ １１７３ ４３０ ００３９４ 流域计算起点

Ａ２ ３２３６ ９４０ ００２６０ 北社水、西社水汇入

Ａ３ ４０２８ １０１８ ００２２５ 柏坑水汇入

Ａ４ ５０１７ １０５７ ００２２１ 南社水汇入

Ａ５ ５３５５ １２８８ ００１４９ 流域计算终点

区间入流 １１６４ ８５８ ０００３４ 工程起点至终点区间汇流

北社水支流 ８０７ ５６０ ０００９１

西社水支流 ４８７ ３８０ ０００５１

柏坑水支流 ７６６ ７５０ ００１６２

南社水支流 ９５８ ６５０ ００１６５

注：区间入流集雨面积不包含北社水、西社水、柏坑水、南社水４条支

流集雨面积。

２　设计洪水计算
文祠水４条支流总集雨面积为３０１８ｋｍ２，占整个

流域集雨面积的 ５６３６％，针对各支流与干流河长、
河道坡降的差异性，为准确计算文祠水出口的设计洪

水，本次采用２种方式对流域出口设计洪水进行分析
计算：①以干流各控制节点的特征参数为依据，计算
各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②针对各支流河长、河道坡
降的差异性，考虑传播滞时影响，对流域出口的设计

洪水进行组合分析。由于文祠水总集雨面积不大，自

然地理条件趋于单一，设计暴雨时空分布均匀，小流

域内一般会同时降雨、产流，组合洪水按同频遭遇考

虑。工程设防标准为２０年一遇，本次对比２种计算工
况下２０年一遇的设计洪水成果，并进行合理性分析。

由于柏坑水库和走马廊水库均为小型水库，集雨

面积不大，占总流域的面积相对比例较小，本次分析

暂不考虑两水库的消峰作用。

２１　干流控制节点设计洪水成果
文祠水所在流域没有流量资料，也缺乏相应的暴

雨资料，本次采用《广东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中推荐

的方法计算设计洪水，经分析后最终采纳综合单位线

方法计算的设计洪水
［３］。干流各控制节点的设计洪水

成果见表２。
表２　干流各控制节点设计洪水成果

断面名称 洪水频率 Ｑ／（ｍ３·ｓ－１） Ｗ２４／１０
４ｍ３ Ｗ７２／１０

４ｍ３

Ａ１ ２７７９３ ２３３５０ ３２９４０
Ａ２ ５０４９１ ６３３００ ８９５８０
Ａ３ ５８７４１ ７８５３０ １１０９９０
Ａ４ ７２３８５ ９７１９０ １３７８１０
Ａ５ Ｐ＝５％ ７０１８１ １０３５８０ １４６８６０

北社水支流 １２５４６ １６１６０ ２２７００
西社水支流 ７８７０ ９７５０ １３７００
柏坑水支流 １１６６２ １５３４０ ２１５４０
南社水支流 １５０５４ １９１８０ ２６９４０

２２　考虑支流传播滞时的组合洪水成果
１）洪水滞时计算原理
文祠水４条支流在不同的地方汇入干流，各段的

洪峰流量不同，洪水组合计算的原则是：取同一场暴

雨，同时降雨，洪峰在干流的传播考虑河床槽蓄的影

响，只考虑传播滞时不考虑洪峰流量的变化。对于区

间洪峰因集雨面积不大且分散，将先于各支流和干流

发生，故不考虑区间汇流滞时。洪峰演进时间采用

公式：

τ＝０２７８Ｌ
ｍＪ１／３Ｑ１／４

（１）

式中　τ为演进时间（ｈ）；Ｌ为河段长度（ｋｍ）；ｍ为
汇流参数；Ｊ为河段坡降；Ｑ为洪峰流量（ｍ３／ｓ）。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柏坑水和南社水的洪峰比干

流区间洪峰到达出口处的时间早２ｈ，北社水和西社水
的洪峰比干流区间洪峰到达出口处的时间早１ｈ。
２）组合洪水成果
根据以上干流区间和４条支流的设计洪水计算成

果以及４条支流与干流区间洪水的错峰时差进行洪水
组合，整治终点出口处的设计洪水组合成果见表３。

表３　整治终点出口设计洪水组合成果（Ｐ＝５％）

时段／ｈ 整治起点／（ｍ３·ｓ－１）区间入流／（ｍ３·ｓ－１）柏坑水／（ｍ３·ｓ－１）南社水／（ｍ３·ｓ－１）北社水／（ｍ３·ｓ－１）西社水／（ｍ３·ｓ－１）组合洪水／（ｍ３·ｓ－１）

３８ ３９０２ １７７６ ２３０２ ３４３６ ３１８８ １９６４ １６５６８

３９ ５１４１ ２２２５ ４３１３ ５４２７ ２８８８ １７３７ ２１７３１

４０ ４３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１６６２ １５０５４ ４６５５ ３２６１ ４０９６０

４１ ４０２０ ３０７２ ６１６９ ６４８４ １２５４６ ７６４２ ３９９３３

４２ ２７７９３ ５９３７ ２７７１ ３０４６ ５４６７ ３０３ ４８０４４

４３ ６８３７ ３９４７ １４８１ １６６９ ２５８３ １３７４ １７８９１

４４ ２５９２ ２１０１ ７１１ ７３９ １４１６ ７２８ ８２８７

４５ １２７７ １１８６ ４４０ ４２４ ６４ ２６６ ４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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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３分析成果，考虑干支流洪峰错峰影响，
整治终点出口以上 ２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成果为
４８０４４ｍ３／ｓ，相 应 时 刻 干 流 区 间 洪 峰 流 量 为
３３７３０ｍ３／ｓ，支流柏坑水汇入流量为２７７１ｍ３／ｓ，南
社水汇入流量为 ３０４６ｍ３／ｓ，北社水汇入流量为
５４６７ｍ３／ｓ，西社水汇入流量为３０３０ｍ３／ｓ［４］。
３　设计洪水合理性分析
３１　干流控制节点设计洪水合理性分析

根据表２计算成果，随着集雨面积的增大，干流
控制断面Ａ１～Ａ４断面的设计洪水计算成果和洪量呈
增大趋势；Ａ５断面设计洪水成果比 Ａ４断面小，但洪
量呈增大趋势。分析其原因，是由于文祠水的河道特

性所致，其流域上游河道短、比降大、坡度陡；下游

河道坡度缓，汇流面积增加较小，河道比降的影响大

于集雨面积的影响。

Ａ５断面比Ａ４断面集雨面积增加３３８ｋｍ２，增大
幅度为６７４％，河道平均坡降减小０００７２，减小幅度
为３２５８％，洪水波的坦化效应明显，洪峰流量消
减
［５］。但随着集雨面积的增大，１ｄ和３ｄ的洪量是增

大的，故干流控制节点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是合理的。

３２　考虑支流传播滞时的组合洪水成果合理性分析
若不考虑干支流错峰影响，将干支流的洪峰进行

叠加，则整治终点出口的 ２０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８０６３４ｍ３／ｓ；根据表３分析成果，考虑干支流洪峰错
峰影响，整治终点出口以上２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成果为
４８０４４ｍ３／ｓ。同时根据已审批的《潮州市湘桥区河内
湖涝区排涝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成果，整治终点

出口以下婆涵控制闸址处２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成果为
５０９４０ｍ３／ｓ［６］。可见，考虑干支流遭遇计算的洪水成
果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流域支流汇水面积相对较大时，采用

干流控制节点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偏大，不利于工程

整治方案的比选，增大工程投资。采用干支流错峰遭

遇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更符合流域的实际情况，利于

工程方案的优化。

４　结语
设计洪水的计算成果是中小河流整治工程设计的

基础和依据，一定要根据工程特点和流域实际情况，

认真分析，精心计算
［７－８］。针对文祠水流域支流集雨

面积所占权重较大的特点，易采用干支流错峰遭遇的

方法计算设计洪水。

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干支流遭遇的设计洪水成果

更符合文祠水流域的特点，比采用干流控制节点计算

的洪水成果减少３１５４％，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有利于工程整治方案的优化，节约工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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