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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满族自治县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湿润气候带

东亚季风区,雨雪丰沛,暴雨频繁；四季分明,冬季漫长；各地

平均降水量 1000-1200毫米之间, 是我国北方降雨量最多

的地方。雨量部分以暴雨形式降下。县境南部毛甸子镇洼子

沟村的黑沟,称为东北的“暴雨窝子”。宽甸县属于山洪灾害

易发区, 我们建设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就是为了有效

防御山洪灾害,切实落实防御山洪灾害的防灾、预警工作,最

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避免群死群伤事件的

发生,提高救灾工作应急反应时间和能力,切实做到有备无

患,充分发挥灾害管理部门救灾资源合力作用,建立预警抢

险转移机制,提高救灾工作整体水平,确保山洪、泥石流易发

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1宽甸县山洪灾害历史情况

1.1山洪灾害类型

根据下列表格, 可以发现宽甸县的灾害类型主要体现

在:滑坡、泥石流和溪河洪水这几种类型,并且多发生在宽甸

县的东北部山区。山势陡峭,陡坡开荒,开矿采石等人为活动

频繁,雨量集中,地质环境差是山洪灾害成因。因此,可以总

结出宽甸县的山洪灾害的易发区主要是在东北部山区,河

道狭窄,且开矿采石等人为活动频繁的地区。

1.2山洪灾害的成因及特点

通过调查和分析, 不难看出宽甸县的山洪灾害成因和

特点是:

(1)地势陡峭。有的地区山石裸露,根本没有植被措施,山

上是裸露的岩石,山下是风化了的岩石,甚至出现了掌子面,

弃石弃渣随处可见。

(2)地质条件差。发生山洪灾害的地区,岩石结构比较松

散,且有的地区地质是疏散石夹杂泥土的结构。每逢汛期,出

现不同程度的山洪泥石流。

(3)集中降雨量大。部分地区的降雨虽然维持在宽甸县

的平均水平, 但每逢汛期时常出现比较集中的几次大降雨,

雨量大且集中,对地面的冲刷极大,容易产生滑坡,使河流的

水量加大。

(4)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宽甸县东北部山区矿产储量较

多,各矿点每年的开采量很大,造成对植被、地貌破坏,是全

县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防范区域, 部分尾矿弃渣随意堆放,

挤占了河道断面,占压山坡植被,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为

山洪的形成存在着潜在的危害。

(5)气象变换差距较大。这些发生山洪的地区,多是夏天

的温度较高,冬季的温度较低,存在一定的冻融侵蚀,且化冻

时间较长。

由于以上几种因素的原因, 宽甸县在东北部山区一定

的范围内,还存在着山洪灾害的威胁,必须加强防范措施,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9年至 2010年,全县因山洪灾

害累计受灾人口 70万人,累死死亡人数 366人,累计直接经

济损失 97433.2万元,累计农作物受灾面积 30.3万公顷。

2加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维护和管理

宽甸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始建于 2011年 6月,

截止 2018年汛期,建设完成了自动雨量站 79处,自动水位

站 7处,县级预警平台一个,乡镇预警平台 22个,简易雨量

站 241处,简易水位站 25处,预警广播 271处,山洪预警警

示牌 80个。

2.1自动监测系统管理维护情况

我县有自动雨量站 79处,自动水位站 7处,在省市防指

的帮助下, 经县防办的精心维护, 年上线率均达到 95%以

上。我县每年 4月初开始,县防办对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

施外业设备进行汛前检查, 对存在问题的设备在汛前完成

维修或更换,确保汛期正常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全部在汛前

足额缴纳了网络通信费, 并与乡镇水利站签订了管护协议,

由水利员和水管员负责镇村设备管护,每年汛前、汛期、汛

后多次进行清理维护。

2.2简易监测系统管理维护情况

我县有简易雨量站 241处,简易水位站 25处,每年汛前

和讯后进行检查维护,按照 10%的比例进行更新建设,完好

率保持在 90%以上。简易检测系统由镇村负责管护,签订了

管护协议,由县防办负责维修更换。

2.3预警平台管理维护情况

县级预警平台为 2011 年建设,2016 年进行了重新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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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靠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设施设备和预警平台开展防汛指挥调度工作,在应对台风、局地强降雨过程中,

及时发布预警,及时开展抢险转移,确保我县安全度汛,7年来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严重的洪涝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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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2017年更新了服务器和相关硬件设备, 目前运行良好。

2018年我县将预警平台延伸到 22个乡镇, 受到乡镇好评,

为更加准确及时的防汛指挥调度提供了可靠依据。今年汛

期县防办通过预警平台发出各类预警信息 2600余条,群发

雨情汛情短信 5000余条, 群发预警和防汛传真电报 1200

余次。

2.4预警预报设施设备管理维护情况

我县有预警广播 271处,山洪预警警示牌 80个,各类宣

传栏 179处,累计发放手摇报警器 138个、铜锣 280个,并按

照群测群防体系建设要求逐年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更新改

造。我县预警广播和气象部门实现联网,与气象部门签订了

管护协议,统一发布雨情、汛情和预警信息。

3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发挥的重要作用

3.1密集监测雨水情,实时提供信息

通过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的 79个自动雨水情监测

点,以及 50个水文监测站点,形成了覆盖全县的雨水情监测

网络,降雨期间以 5分钟间隔向全县 22个乡镇 179个行政

村的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报送雨水情信息数千条, 为县防

治了解掌握雨水情实时情况、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提供

了大量雨水情信息支撑。

3.2充分运用平台,发挥及时预警功能

县防办在期前组织开展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模拟

运用演练,参加演练单位 23个,模拟了三类预警等级,模拟

转移各类险户 3191人,为实战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2018

年 7月 5日凌晨 2时 30分至 6时,下露河乡突降局地强降

雨,最大小时雨量超过 80毫米,县防办利用预警平台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启动短信群发、传真群发、无线预警广播等预

警设施传递转移避险命令。及时进行点对点调度,确保乡镇

及时抢险转移,及时封闭主要交通道路,在发生多处山体滑

坡和泥石流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据统计,2018年

我县防办通过预警平台自动和手工发出各类预警信息

2600余条,群发雨情汛情短信 5000余条,所有预警信息应

发尽发、应发即发。

预警平台群发短信

3.3坚持群测群防,及时组织转移

我县利用预警广播,全年每日 5次播报天气预报,及时

将气象灾害信息和实时监测预警信息传达至基层乡镇、村

组。2018年 8月 7日,早 6时 40分至 11时,灌水镇、双山

子镇发生局地强降雨,县防办根据山洪灾害预警平台进行

及时点对点调度,乡镇对集中降雨的村进行调度,转移 56余

户 170余人,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县委托辽

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

御预案,并在汛前进行了修订,汛前落实了“包保”责任制,各

乡镇均有“包保”人员登记名册,落实了各级山洪灾害防御

责任人并实名造册,对包括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内的各类险

户进行了实名登记,预警责任人全部登记在册留有电话。

汛前发放宣传手册 2200本、明白卡 4200张,并确保重点区

域均建有山洪灾害警示牌,重点村均建有山洪灾害防御宣

传栏。我县多次开展宣传活动普及逃避险知识,通过悬挂

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等形式进一步夯实群测群防理念。

手摇报警器、铜锣等预警设备,我县汛前发放,汛后收回乡镇

储备库进行统一储备管理。落实了 179名预警责任人,在

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中有规范了预警发布流程,并通过

演练进行了验证,能够保证统一、及时发布预警。

4结语

2011年以来,我县依靠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设

施设备和预警平台开展了防汛指挥调度工作,在应对台风、

暴雨、局地强降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的功能和重要作用,做到及时发布预警,及时开展抢险

转移,确保我县防汛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7年中没有因暴

雨山洪发生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灾害损失。因此,各级党委

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的重要性,

在防汛指挥、应急抢险调度和险区人员转移工作中都积极

多 站 点 雨 量 分 析 表  

序 号  测 站 名 称  累 积 雨 量 ( m m )  

1  下 露 河 镇 马 架  子 村 （ 山 洪 ） T  2 0  

2  下 露 河 镇 联  合 村 （ 水 文 ）  5  

3  下 露 河 镇 田  广 村 （ 水 文 ）  6 . 5  

4  下 露 河 镇 通  江 村 （ 水 文 ）  0  

5  下 露 河 镇 连 江  村 （ 山 洪 ） T  8 0  

6  下 露 河 镇 川 沟  村 （ 山 洪 ） T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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