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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宜昌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防洪、除涝、水资源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发展城市水文刻不

容缓。本文简要回顾宜昌市城市水文发展进程,总结城市水文在城市防洪排涝方面的实践经验,并深入思

考城市水文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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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昌市概况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长

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鄂西山区向江

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葛洲坝、三峡工程

所在地。宜昌城区群山拥抱,长江穿城而

过。地跨东经110°15′～112°04′,

北纬29°56′～31°34′。国土面积

21084km2,城区面积2840km2,截止2019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413.79万人,中心城

区常住人口175万人,城市化率已达

55.95%,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宜昌城区内涝问题比较严重,城区

山洪沟大部分达不到设计标准,排水管

道大部分还是60至70年代建立的,管网

直径一般在500mm以下。老城区四方堰、

华安乐园、小林园、隆康路、大公桥天

官桥片、果园一路(市教委、市建委住宅

区)、市树脂厂宿舍、桔城路(中纺宾馆)、

李家湖小区等低洼地带,当3小时雨量超

过50mm时,就会遭受渍涝灾害。 

2 宜昌市城市水文发展进程 

在实施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战略进

程中,宜昌市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发生

了剧烈变化,天然水文循环过程发生了

极大改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水问题,如

城市内涝、河道污染、环境恶化等。以

往水文站点主要分布在远离城区的江河

湖库,城区站网几乎空白,并且城区水文

监测能力不足、水文服务系统专业性太

强等因素已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对水文的新要求。因此,大力开展城市

水文建设工作,对宜昌市城市建设、社会

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探索起步阶段,完成城市水文试

点建设 

2014年,湖北省宜昌市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以下简称宜昌水文局)成为第一

批全国城市水文试点单位。宜昌水文局

迅速编制完成了《城市水文试点工作方

案》,进行了站点查勘。工作专班先后到

山东、广西、重庆等省市进行了实地学

习考察,年底第一批3个美观大方、展示

水文形象的城市水文站点建成。 

2.2规划设计阶段,完成《城市水文

建设规划》 

2015年,宜昌水文局按照《城市水

文建设规划编制大纲》和部水文局相关

文件要求,重点思考如何更进一步扩充

城市水文站网,如何开发城市水文服务

系统,加快城市防洪保安、供水、排水、

河道治理和水生态环境建设步伐,尽快

发挥城市水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年内完成《宜昌市城市水文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规划》

以2014年为现状基准年、2015年为初

期水平年、2020年为近期水平年、并

对2030年进行了展望,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管理、

水环境防治”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生

态城镇区、核心城镇区、产业城镇区”

战略布局,扎实、稳步推进宜昌市城市

水文建设。 

2.3大胆实践阶段,完成站网和信息

平台建设 

2016年,宜昌水文局制定了《2016

年宜昌市城市水文建设方案》,新建3处

水文气象综合站、1处水文引导屏、5处

道路水位站和3处河道水文站共12处城

市水文监测站点,完成城市水文信息平

台、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改版等软件

开发。2017年,又新建2处道路水位站、2

处河道水文站共4处城市水文监测站点。 

2016年、2017年宜昌市城市水文建

设相比2014年有如下改进：一是设计了

道路水位站的报警指示灯,按报警等级

设置了红、橙、黄3种颜色进行标识,并

与LED屏、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门户

网站做到“五同步”；二是各监测点均安

装了摄像头,用于通过信息平台实现对

各监测点LED屏工作状况的监视,提高管

理站点的现代化水平；三是融入了互联

网流行元素,市民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来关注城区暴雨、积水信息,也可通过

“积水上报”功能向信息平台上传发生

积水路段的图片,实现了平台与市民的

双向互动；四是整合了2014年城市水文3

个站点和2015年中小河流10个气象发布

屏的信息,提高了系统的兼容性、扩展

性；五是对门户网站进行了改版,除了对

公众发布城区积水、城区河道水位信息

外,还发布全市(县、区)平均降雨、重要

江河湖库水位、土壤墒情、地下水等信

息,实现了“一站式”浏览主要水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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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2.4初见成效阶段,城市水文建设发

挥作用 

通过先后三批城市水文站网建设和

城市水文信息平台的建成,从2018年起,

城市水文站点在汛期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城区发展大道、水悦城、果园一路

等路段形成积水,城市水文信息平台及

时发出预警信息,并通过水文引导屏、水

文气象综合站的LED屏对公众发出出行

提醒信息,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3 思考与建议 

城市水文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的领域和范围极为广泛,在实施过程

中需要诸多相关的政策和经费作为支撑,

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为不

断拓展水文的服务领域,提升水文社会

影响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为人民

出行提供服务,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3.1拓宽城市水文建设投资渠道 

要解决城市水问题,除了发挥水文

部门的专业优势,还需要地方政府的通

力协作。作为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建部门

面对城市水问题责无旁贷,理应对解决

城市水问题统筹协调,安排专项资金、出

台相关政策文件,让水文部门来承担城

市水文建设任务,扩充城市水文站网建

设,加强城市水文监测能力建设,提高城

市水文服务水平,达到地方经济和水文

事业双促进、共发展。同时,水文部门也

要参与政府规划,将城市水文工作成果

指导并应用于城市后续规划。 

3.2提升城市水文监测能力建设 

为加强城市水文工作,应建立健全

城市水文工作管理制度,编制完善城市

防洪排涝、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应急处

理等预案,加强城市水文监测队伍建设。

宜昌市城市水文监测能力建设尚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监测能力还不高,技术装备

还不全,预警预报还不够成熟。而传统水

文监测模式已不能适应服务于城市防

洪、积水预警、水资源调度、突发性水

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需要,必须加强城

市水文监测能力建设,提高城市水文的

信息化服务水平。 

3.3完善城市水文监测站网体系 

站网建设包括城市所在流域降雨监

测、所在江河的水位和流量监测、城市

内涝及排水监测等,需要统筹与科学布

设各类水文监测站点,对城区降雨、城市

取用水、城市积水、入河排污口排水量、

水环境水生态、地下水等开展实时监测,

提高城市水文监测能力。目前,宜昌市城

市水文站网仅有25处监测站点,在地下

水、水环境水生态方面的的自动监测站

点基本空白,更没有开展城市水文基础

实验及应用技术研究的实验站。要不断

完善城市水文站网,使站网结构日趋合

理、监测项目配套齐全、监测技术持续

进步、监测速度精度不断提高。 

3.4整合城市水文监测信息资源 

宜昌市气象局雨量站网覆盖全市范

围,已有70年的降雨观测资料。为更加系

统、全面、科学地统计、分析、预报,

必须要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实现数据共

享,也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资,把气象

局、水利局的雨量站信息纳入宜昌市城

市水文信息平台,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大

力建设满足城市防洪排涝、河道治理、

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水位站、水文站

和水质监测站点,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

全面的水文水资源服务。 

3.5加强城市暴雨洪水调查分析 

一是暴雨成因的分析,主要有天气

成因分析及城市化效应分析等。二是暴

雨特性的分析,主要有暴雨降水量及其

强度和时空分布分析、暴雨频率分析、

与宜昌市历史特大暴雨的比较分析等。

三是洪水特性的分析,主要有洪水总量

及其过程分析、洪峰流量及历时分析、

与历史特大洪水比较分析等,应提出防

御措施与建议。 

3.6开展城市洪水预测预警预报 

加强水文气象部门的紧密联系,实

时共享灾害天气的监测和预报,为城市

积水、洪水的预警预报作好充分准备。

要与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洪水预报模型,

开发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测系统,根据实

时信息及时发布积水内涝、洪水等预警

预报信息和城区防洪风险图,为城市交

通、市民出行、市政建设等提纲指引。 

3.7开展城市水文信息推送服务 

参照气象及防汛部门预警,结合交

通实时路况信息,实时滚动预报,研究预

报修正方法,通过信息平台,采用现场报

警指示灯、LED屏、短信、微信公众号、

门户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推送城

市暴雨、城区积水、城市洪水、水环境

水生态、气象等预警预报信息,方便市民

的出行。同时将预警预报信息第一时间

向交通部门报送,由交通部门通过交通

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等渠道,向社会公众

发布交通引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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