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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多个基础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工程项目的开建对于防洪治涝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每到夏季我国的南方地区多个城市将会进入雨季,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洪水灾难

和城市内涝,不仅影响了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严重将会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水利工程对于洪涝防

范具有突出的优势,因此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关注,完善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是进

行防洪治涝的重要前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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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气候差距

十分显著,在我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由于

收到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影响,全年降雨

充沛,但是在广大的西北地区全年降雨

量严重不足,当地的水资源十分贫乏,因

此,建设水利工程成为进行水资源调节

的重要措施,其中就包括进行防洪治涝

的作用。 

1 防洪工程的建设特点 

防洪工程建设不同于其他水利工程,

是在保证河流安全度汛的前提下对防洪

工程进行加高加固,消除险点隐患。防洪

工程建设普遍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特

点。防洪工程建设前,首先要进行科学规

划,精心设计,认真系统地做好规划论证

和工程设计等前期工作,为防洪工程建

设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和技术保证,有

利于选择重点分期分阶段实施,从而避

免边施工边设计造成的工程考虑不周的

情况,杜绝工程建设随意变更和浪费资

金现象的发生,确保工程建设科学、规

范、有序。参建各方必须加强对工程项

目的施工管理,严格按照基建程序施工,

建立健全质量体系,提高工作效率,确保

工程建设质量。 

2 水利工程规划中防洪治涝设

计概述 

2.1规划目标 

洪涝灾害常常比较容易发生的地区

都是离河流地区距离较近的低洼地带,

针对这类地区进行防洪治涝设计一定要

基于现有区域的特点出发,进行规划设

计的过程要具有完整的设计目标、规划

原则以及具体施行措施等。防洪治涝的

规划设计包括“流域规划”、“河段规划”

以及“区域规划”三部分。其中流域规

划的基础是所在地的江河流域,规划的

角度要遵循长远目光；“河段规划”是把

当前现有的河流横截面作为规划的唯一

目标；而“区域规划”是以整个区域的

所有水利资源为规划目标。通过考量整

个区域的洪涝状况,是验证水利工程的

防洪治涝规划设计是否具有可行性的主

要手段,提升水利工程的防洪治涝能力,

是进行水利规划设计的根本目标。 

2.2必要性 

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形成的水流超过

了河流所能承受的 大限制就会出现洪

涝灾害,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其后果是无

法估计的,肆意的洪流会冲垮城市道路,

破坏农田庄稼,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

的侵害,如果没有进行必要的卫生防疫

工作,洪水过后更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

瘟疫灾难,所以开展防洪治涝是很有必

要性的。 

2.3原则 

(1)从整体性出发 

水利工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项

目,在进行规划设计时,要基于整体角度

考虑,将综合利益置于首位。在防洪治涝

设计中,工作人员应注重上下游和两岸

的灾害抵御,在整体上考虑防洪治涝问

题。规划人员要优先明确防洪治涝的整

体任务,即对洪水的抵御和疏导。以此为

出发点,明确工程设计的重点。同时,工

程建设要注重轻重缓急,特别关注重点

要素,包括名胜古迹、交通枢纽、农田等,

进行规划设计时,要注重对这些要素的

保护,进行优先考虑。 

(2)结合相应的防洪措施 

防洪治涝的工程项目规模较大,需

要占据较大面积的土地,耗费较高的成

本。工程建设中,存在一些非工程处理措

施,能够以较少的人力与物力投资降低

洪涝损失。这种措施是水利工程防洪治

涝设计的要点之一。例如,国家规范水利

工程人员技术操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现

代化防汛指挥系统等,都是此类措施之

一。规划人员要将这些非工程处理措施

应用到防洪治涝设计中,全面提高规划

效率。 

(3)有效利用水资源 

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较大,但是洪

涝过程中的水资源也可以被有效利用,

对损失进行弥补。我国国土面积大,地形

地势复杂且差异性较大,导致水资源的

分布不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洪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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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资源可以被引至水资源缺乏地区,

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因而,防洪

治涝设计要与水资源分配结合起来,在

易出现洪涝的地区强化洪水疏导工程建

设,在水资源匮乏地区兴建水库,实现储

水。在防洪治涝设计中融入水资源配置

思路,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办法,降

低成本,提高防洪治涝设计的有效性。 

3 水利工程规划中防洪治涝设

计流程分析 

3.1细化调研 

防洪治涝的调研对象主要是一些

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所以在进行

水利工程防洪治涝设计的时候首先需

要对沿河流地段的低洼地区以及河床

薄弱点进行现场调研,测量并记录现场

区域相关地质数据信息,并结合当地洪

涝灾害发生的次数和规模寻找诱发洪

涝灾害的主要因素,对于寻找的诱发因

素进行归纳总结再进行深度分析,并依

照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进行调研总结,

为水利工程的防洪治涝提供 完善的

理论数据基础。 

3.2制定标准 

在完成科学调研工作后需要进行水

利工程设计的防洪治涝标准制定。进行

标准制定工作的时候需要根据现实的洪

涝灾害程度以及洪涝灾害发生地距离群

众的安全距离而定,对于同一地区的防

洪治涝项目也要进行细化考量,综合多

方顾虑,制定一个 符合当地现实需求

的的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防洪治涝标准。 

3.3构建防治体系 

调研和防治标准完成后,规划人员

要建设防洪治涝的综合治理系统,使设

计成为体系。防洪治涝是一项复杂的工

程,需要规划人员系统地把握。防治体系

的建设同样需要以自然条件为主要依

据。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设计、建设等各

部门的需求进行全面把握,分析防治过

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从而建

设起完善的防洪治涝体系。在决定 终

方案之前,要进行工程质量评估,必要时

可适当牺牲局部利益,以保障工程整体

质量,确保防治效果 优。 

3.4环评及综合效益评价 

说到底,对水利工程进行防洪治涝

的根本目的就是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

活生产影响,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所以在进行防洪治涝规划设计的同时不

能牺牲我们的生活环境,要兼顾对自然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

在特殊条件下,可以适当降低规划设计

标准或者是增加额外规划预算也不能牺

牲生态环境。比如在进行水利工程项目

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建筑垃

圾,这些建筑垃圾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

境破坏,因此在进行水利工程防洪治涝

规划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生态环境保

护,重视河流对于生态的调节作用,此外

由于年均效益数据对于水利工程防洪防

涝能力效果的表现并不完善,因此实际

问题需要联合往年数据中的典型洪涝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计算,通过防洪治涝的

对象等因素对历史每年的效益进行科学

估算,得出真实反映洪涝灾害损失和社

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相关影响关系,

分析的经济效益结果可以当做防洪治涝

效益的一个分支。 

3.5报告编写 

水利工程的防洪治涝的规划报告应

该包含工程所在地流域的自然状况、经

济基础、水文环境以及往年洪涝等分析

结果,详尽的报告内容有防洪工程项目

以及其他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工程投资

建设以及当地移民安置等。进行水利工

程防洪治涝工程建设大大减少了发生洪

涝灾害的几率,保障了居民拥有一个稳

定的生活,可以说水利工程是一项真正

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但是在进行工程

建设施工阶段,也会出现许多的不利的

结果,水利工程建设通常对于工程所在

地的地势地形要求比较高,必要的时候

会进行移民工作,所以在项目规划设计

中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影响,此外进行水

利工程建设也会更改原有河流的流向以

及基本河流形态,这对河流中的生物也

会带来影响。河流形态的变化会改变河

流中原有生物的基本生活状态,部分不

适应的河流生物会逐渐走向灭亡,这对

该水域中生态系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结语 

水利工程的建设意义巨大,尤其是

对于洪涝灾害的控制方面,更是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水利工程防洪治

涝规划设计体系,可以有效保证水资源

的科学合理分配,不仅降低了城市发生

洪涝灾害的几率,更让处在旱季地区的

人、畜得到了正常的饮水供应,可以进

行干旱、洪涝共同调节作用,水利工程

完善了对水资源的合理运用,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广泛的

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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