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0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利枢纽防洪设计措施研究 
 
周福涛 
新疆伊犁州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hwr.v4i1.2675 
 
[摘  要] 针对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结合新疆某流域拟建水利枢纽工程实际情况,在简述水利枢纽防洪作用与任务的基础上,对其防水设计进行深

入分析,内容预留防洪库容与防洪调度方式的确定,并提出设计中需要重视的要点,以此为充分发挥水利枢纽防洪功能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水利枢纽；防洪设计；设计要点 

 

前言 

建设水利枢纽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洪水问题的重要工程措施,但这

取决于水利枢纽的防水设计是否合理、有效。现结合新疆某流域水利枢纽

工程实际情况,对其防洪设计作如下分析研究。 

1 防洪作用与任务 

该流域的洪水由强降雨形成,不仅峰高,而且历时相对较短,每年的

7月至9月为洪水高发时间。坝址下部为城镇,未设防,无堤防,其防洪措

施以预报转移为主。干流两岸属于浅丘地带,无法进行防洪水库建设；

在支流上虽然建有小型水库,但其控制面积与防洪库容均相对较小,难

以对干流起到有效的防洪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城镇每2-3年就会被淹一

次,洪水给城镇带来极大灾害,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而且伴随经济进一步

发展,应洪灾造成的损失将不断加剧。该水利枢纽场址位于有良好大型

水库建设基本条件的位置,能对洪水主要来源予以有效控制,这对防洪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防洪设计 

2.1确定预留防洪库容 

水库特征水位与相应的库容如图1所示。该水库在全汛期条件下的预

留防洪库容确定为1.3×10
9
m

3
,由于这一枢纽的重要功能为防洪,所以在确

定防洪库容的过程中,需要对水库开发规模予以充分考虑,在尽可能满足

下游提出的防洪基本要求基础上,适度考虑兴利,以此对水资源进行综合

利用
[1]
。按照以上基本原则,对主汛期条件下的防洪库容进行扩大,同时对

正常运用与非常运用两种条件下的防洪库容实施充分结合,将其作为选定

的设计方案。 

 

图1  水库特征水位与相应的库容 

2.1.1正常运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 

它指的是防洪高水位下部到防洪限制水位之间的水库总容积。为尽

可能减少库区移民安置,将正常运用条件下对应的防水高水位初步确定

为460m。在对防洪限制水位进行设置的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出以下原则：

“防洪库容大,但对发电造成的影响应小”,基于此,提出下列五套方案

实施对比： 

方案一：在每年的7月到9月中旬,预留相同的防洪限制水位,即446m

左右,其防洪库容保持不变,依然为1.3×10
9
m
3
,该方案的主要缺陷在于防

洪库容无法和兴利库容做到充分结合,不能体现出以防洪功能为主的基本

原则。 

方案二至方案四：以洪水发生时具有的特性为依据,在主汛期内制定

分期方案,不同分期对应不同的防洪库容,即将7月份的防洪库容确定为

1.822×10
9
m
3
-1.956×10

9
m
3
,将8月至9月中旬的防洪库容确定为1.184×

10
9
m
3
-1.343×10

9
m
3
。因中下游的洪灾情况比较严重,通常在每月的7月初开

始,在8月发生洪灾的概率减小,所以这一方案能良好满足防洪基本要求。

然而,相较于方案一,其电站保证出力将减小12%-16%,对电站设计规模造

成影响。 

方案五：对控制蓄水与实时调度进行充分结合,也就是在每年的6月中

旬将库水位降低到死水位,使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做到完全吻合,一直持

续至7月初,之后根据汛情,于7月底将水位充蓄到446m以上,采用这样的方

式,能在洪水始发后,使防洪库容达到1.956×10
9
m
3
,而在8月至9月中旬这

段时间内,防洪库容将保持在1.184×10
9
m
3
-1.262×10

9
m
3
范围内。相较于方

案一,不会对电站保证处理造成影响,电能不会因此产生损失
[2]
。 

对于防洪限制水位,它是对防洪与兴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重要水

位,该水库的首要任务是防洪,其预留防洪库容应先符合防洪的基本要求,

并以此为基础,适当考虑兴利方面的要求。基于此,选择方案五,也就是在6

月中旬到7月初,将防洪限制水位确定为438m,在7月初到8月初,根据水情

进行限制性充水,而在8月初到9月中旬,将防洪限制水位确定为448m。这一

方案的正常使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在1.162×10
9
m
3
-1.956×10

9
m
3
范围内,

除了能满足中下游部分的防洪基本要求,还能为防洪预留足够防洪库容,

并不会对电站的规模及电量效益造成太大的影响。 

从规模这一角度讲,当为总体防洪时,每年的7月共预留2.333×10
9
m
3

的防洪库容,8月至9月中旬共预留1.539×10
9
m
3
的防洪库容。当为局部防洪

时,每年的7月共预留1.956×10
9
m

3
的防洪库容,8月至9月中旬共预留1.162

×10
9
m
3
的防洪库容。 

2.1.2非常运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 

它指的是在防洪形势极为紧迫的条件下,可进行临时使用的水库库

容。通过不同方面的对比及分析研究,将其确定为3.770×10
8
m
3
。通过调洪

计算可知,对于设计洪水位,由于比校核洪水位略低,所以大坝的工程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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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此增加；通过回水推算可知,库区范围内的防护对象可以顺利度汛,

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在水库工程建设的移民安置过程中,依然按照由正

常蓄水位与防洪高水位两者形成的回水线对迁移与实物赔偿范围进行

划定,移民安置方面的费用不会因此大幅增加；对于非常运用条件下的

防洪库容,专门供中下游的防洪工作使用,属于应急措施范畴,在使用这

一防洪库容的过程中,应先做好转移安排,对于所有的临时淹没损失,应

一次性赔偿到位。 

2.2确定防洪调度方式 

该水库防护对象以XX市为主,坝址和市区之间的流域面积在XX市中占

10.7%左右。待水库建设完毕后,对XX市上部洪水进行了有效控制,尤其是

XX河段洪水,它由水库的实际下泄量直接决定,水库对与坝下相距较近的

河段,以固定下泄方式为主,对河道安全泄量进行严格控制；XX市与它的下

部河段,流域面积不断增加,坝址上部与下游形成的区段,其洪水组成复杂

多变,需要以防洪控制站提供的水情数据信息为依据,将防洪调度方式确

定为等蓄量法,以此实现对成灾洪量的大幅削减。具体的防洪调度方式包

括：从洪水起涨开始,XX市与其下部河段的实际洪水流量相对较小,按照安

全泄量基本要求,对水库实际下泄量进行严格控制；如果XX市的水情有所

上涨,则应增加水库实际蓄量,在 大限度利用现有防洪库容基础上,对XX

市与其下部河段实际洪峰流量进行削减。该方法适合所有频率的典型洪水,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简单易行。 

待干流上的水库建设完毕后,干流中下游的防洪将以该水库作为主体,

该水库能对中下游存在的洪水进行有效的补偿调节,使各分支河段的实际

行洪流量处在安全泄量范围内,若不能处在安全泄量的范围之内,则开始

分蓄洪。干流上游的水库建设完毕后,将使进入到干流中的洪量大幅减少,

实现减少中下游灾害发生的根本目标。如果遭遇特大洪水,则立即动用干

支流上预留的在非常运用条件下确定的防洪库容,能有效防止中下游产生

大型灾害
[3]
。 

该水库总体防洪调度方式可总结为：如果干支流中下游在相同的时间

发生需要进行防护的洪水,则按照支流中下游对应的防洪调度标准进行,以

此在保证支流中下游具备较高防洪能力的同时,对进入到干流的洪量予以

拦蓄；如果干流中下游发生与过去遇到过类似的历时洪水,则支流水库以干

流中下游水情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间隙泄、蓄洪峰,以此实现和干流中下游

之间的洪水错峰；如果支流发生的是中等规模以下的洪水,则按照干流中下

游对应的防洪要求进行调度；如果干流中下游产生特大规模洪水,则临时动

用支流水库预留的在非常运用条件下确定的防洪库容,即3.770×10
8
m
3
。 

2.3设计要点 

在水利枢纽的防洪设计工作中,需要充分考虑以下要点内容： 

2.3.1支流枢纽需要将防洪作为主要任务 

支流的洪水十分频繁,而且还是干流中下游洪水来源,所以无论是支

流中下游防洪,还是干流防洪体系建设与完善,都必须做好支流洪水控制,

支流水库建设在支流中游,对中上游洪水进行有效控制,具备进行大库容

水库工程建设基本条件,是新世纪早期进行建设的重要防洪工程。 

2.3.2在库容安排上应充分体现出以防洪为主的基本原则 

该水库是将防洪作为主要功能的控制性水利枢纽,不论制定特征水位,

还是安排库容,都要首先考虑防洪要求,使防洪库容达到尽可能大的基本

原则。该水库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为充分体现出将防洪作为主要功能

的基本原则,将重迭库容确定为1.750×10
9
m
3
,同时以正常蓄水位为基础,

预留专门用于防洪的库容(2.06×10
8
m
3
-5.83×10

8
m
3
),这样一来,能使总体

防洪库容变为1.956×10
9
m
3
-2.333×10

9
m
3
,并将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充分

结合到一起。其中,兴利库容只作为防洪库容其中一部分。 

表1  水库基本信息 

正常蓄水位 死水位 兴利库容

458m 438m 1.750×108m3

 

2.3.3在过去的水库设计和现行设计规范当中,都没有在正常运用条

件下防洪库容基础上确定一个非常运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该水库将非常

运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确定为3.77×10
8
m
3
是一次新尝试,综合考虑现实性

与必要性,该防洪库容无论在已建水库还是在新建水库中,都可以在完成

论证后正式使用。比如新疆其它地区的水库,其原设计防洪高水位为

100m,10000年一遇洪水位为100.7m,根据现行规范的要求,它已经超出了

校核洪水位,而大坝的高程在104-105m范围内,可见,单从保证大坝安全角

度考虑,必须确定适宜的非常运用条件下的防洪库容,实际上也具备对这

一防洪库容进行确定的基本条件。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设计,尤其是水利枢纽的防洪设计必须保证质量,因为

这是对干支流防洪整体体系予以完善的关键所在。以上是对新疆某干支流

水利枢纽工程进行的防洪设计综合考虑和分析,经实践验证了以上设计的

合理性与可行性,既能保证干支流防洪安全,又能为其它流域的水利枢纽

防洪设计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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