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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流域超标准洪水淹没影响区域进行分析,在概括洪水淹没特性研究进展的前提下,对XX

流域基本概况进行分析,并对洪水淹没影响区域进行探讨与阐述,仅供业内人士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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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lood inund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XX watershed, and discusses and expounds the flood inundation area,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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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作为影响 为严重,发生

率 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会对流域

周边社会大众人身财产安全构成极大

影响与威胁。我国幅员辽阔,超标准洪

水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对洪水淹没影响

区域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与价值。 

1 洪水淹没特性研究进展 

1.1洪水特性研究进展 

为评估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

受洪水灾害的影响,就必须围绕洪水灾

害发生条件下的淹没特性进行深入分

析。目前技术条件支持下,可应用于洪水

淹没特性分析的方法有模型试验法、数

值模拟法、历史洪水法、以及地貌法等

几种类型。目前,基于水文水力学的模型

试验方法从水动量守恒以及水量守恒的

前提出发,对偏微分方程进行求解,以验

算模拟超标准洪水非恒定流条件下的演

进过程,从而掌握流域洪水在淹没水深、

范围、流速以及历时方面的具体信息,

应用 为广泛。现阶段,国内针对洪水特

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与经验,如

围绕河道不同洪水水位的发生概率进行

验算,并形成可面向河道洪水防御工程

所服务的专门性地图,并围绕洪水淹没

影响区域内不同水深条件下所致使洪涝

损失进行测定,对超标洪水淹没区域可

能出现的灾情损失程度进行了科学判

定。除此以外,还涉及到对3S等对地观测

技术的应用,可用于超标洪水淹没条件

下所致洪涝灾情的测算,为后续洪涝灾

害应急对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1.2洪水灾害特性研究进展 

围绕洪水灾害展开评估与预测是

现阶段灾害科学研究热点之一,围绕超

标准洪水淹没可能对流域周边区域社

会、经济所产生影响进行分析与预测,

能够为相关防洪救灾措施的制定与实

施提供重要依据。目前技术他条件支持

下,基于水文水力学的数值模拟方法与

GIS技术结合进一步紧密,两者通过构

建洪水灾害数字地形模型的方式,实现

了超标准洪水淹没区域的三维显示,可

以为防洪减灾策略布局以及方案优选

提供重要参考。 

2 流域概况 

XX河道为XX流域水系重要支流,上

游分布有20余条大小支流,分别汇入中

游低洼地带,形成滞蓄区域。该区域在XX

河道防洪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

作用,区域内沿东侧以及北侧设置有围

堤工程,东侧围堤工程设置于XX附近,按

照超标准洪水设计,口门长度为1.0km,

是本流域超标准洪水滞洪区维持安全性

的重要工程措施。本流域洪水 终控制

出口位于XX站点,参考流域上游河道水

文资料对设计洪水进行计算。演算过程

当中将XX站点以上区域按照平原、山区

进行划分,其中平原划分标准为等高线

100.0m以下区域,山区包括未设置控制

站山区以及实测控制站山区这两个部

分。在流域超标准洪水淹没影响区域分

析过程当中,以山区 大、平原 大、以

及平原相应取样、山区相应取样进行对

比分析,将山区实测控制站点各时段和

大值作为控制所统计时段洪量标准,

作为全流域 大值取值依据。同时,以山

区 大作为延长系列控制标准。 

3 洪水淹没影响区域分析 

以近40年为分析周期,XX下游堤防

虽多次进行加高加固处理,但受河床淤

积抬升因素影响,防洪能力不断下降。目

前堤防工程预测数据显示其仅能够对12

年一遇洪水进行有效抵御,远低于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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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50年一遇、100年一遇洪水成果比较示意表

断面 50年一遇 100年一遇

计算值 水面线

数值

差值 水面线

结果

差值 计算值 水面线

数值

差值 水面线

结果

差值

1# 336.7 336.3 0.4 337.1 -0.6 336.4 336.0 0.4 336.8 -0.4

4# 337.8 338.2 -0.4 338.8 -1.0 337.5 337.9 -0.4 338.7 -1.2

6# 340.1 340.2 -0.1 340.6 -0.5 339.8 339.9 -0.1 340.1 -0.3

8# 343.0 342.8 0.2 342.9 0.1 342.7 342.4 0.3 342.4 0.3

10# 345.2 345.1 0.1 344.9 0.3 345.0 344.8 0.2 344.4 0.4

一遇洪水设防标准。为对该下游超标准

洪水淹没影响区域进行研究分析,选择

50年一遇、100年一遇两种超标准洪水,

通过二维模拟计算分析的方式,对其淹

没影响区域进行模拟分析。 

3.1典型洪水选择 

模拟分析过程中放大操作以典型洪

水过程线为依据,以实测资料为参考,在

对典型洪水过程线进行选择时不但需要

确保其精度符合标准要求,同时还应满

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所选择大

洪水过程线应当尽可能确保实测值与洪

峰流量设计值的匹配性；其次,应选择具

有典型代表性的洪水过程线,确保洪水

在发生季节、历时、洪量关系、峰型以

及主峰位置上与流域较大洪水特性有良

好的相符性； 后,所选择典型洪水过程

线应当尽可能具备峰高量大的特点,且

峰型应当呈集中性趋势,主峰相对靠后,

以体现过程线对防洪的不利性影响。 

3.2设计洪水确定 

采用典型洪水过程线同倍比放大法

对设计洪水过程线进行推算求解。考虑

到本流域范围内防洪工程以堤防为主,

洪峰流量对设计洪水淹没演进过程起决

定性影响,因此选用基于洪峰流量控制

的同倍比放大法进行计算。下图(如图1)

所示给出该流域下游站点设计洪水流量

过程线示意图。 

图1  该流域下游站点设计洪水流

量过程线示意图 

 

3.3一维演进计算 

以XX年XX月实测数字地形相关资料

数据为依据,将该流域下游XX站点流量

过程作为上边界条件,同时选择断面水

位-流量关系作为下边界条件。分别纳入

对50年一遇以及100年一遇洪水入流过

程的考量,通过演进计算的方式,对超标

准洪水淹没过程中的峰型传播特点以及

水量平衡情况进行分析。需要特别注意的

一点是,由于一维演进计算结果需要为后

续对超标准洪水淹没特性模拟提供数据

依据,因此仅对本流域部分断面在50年一

遇以及100年一遇条件下的水位变化过程

进行提取。以该流域水面线数值以及水面

线结果为参考依据,将演进计算成果进行

比较,如下表(见表1)所示。 

结合表1数据可见,在10#断面以下,

除4#断面以外,50年一遇洪水模型计算

成果与既有水面线数值以及水面线结果

差值维持在-0.4~0.4m以及-0.6~0.3m范

围内；100年一遇洪水模型计算成果与既

有水面线数值以及水面线结果差值维持

在-0.4~0.4m以及-0.4~0.4m范围内,误

差结果小,提示计算结果有良好的可靠

性与合理性。 

3.4模拟成果 

分洪洪水自XX分洪口门分出后,部

分洪水与XX沥水充分混合后沿该河道深

槽下泻,同时大部分洪水越过该河道并

伴随地势起伏沿右侧岸10.0km左右行洪

条带内流动,流动方向为西南至东北,流

经XX铁路后进入被测区域。过XX铁路后,

洪水基本在该河道与XX江间条带区域内

流动,在此基础之上与周边流域出槽沥

水充分混合,自XX河下口进行汇集,并沿

三角地带滞蓄,部分洪水通过倒虹吸的

方式排放至东侧区域。在南侧滞蓄洪水

达到以一定水位标准后,部分超标准洪

水穿过XX下口左侧堤防工程缺口流动,

流动方向为自东至被,部分超标准洪水

沿北侧流动至XX河道,另一部分超标准

洪水经桥涵向东侧穿越既有XX高速公路

并进行漫流。在此过程当中,受XX运河地

方工程阻隔的影响,分洪洪水仅对该运

河西侧区域构成淹没影响。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针对洪水特性以及洪水灾

害特性方面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与归纳,然后以某流域实际情况为例,围

绕超标准洪水条件下的淹没影响区域进

行演算与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

结论：在50年一遇以及100年一遇超标准

洪水影响条件下,可以通过典型洪水过

程线同倍比放大法的方式,对洪水淹没

影响区域进行一维演进计算,从而得到

不同洪水淹没区域在水深分布、水深变

化以及高程变化方面的具体特点,分洪

洪水自XX分洪口门分出后,部分洪水与

XX沥水充分混合后沿该河道深槽下泻,

流经XX铁路后进入被测区域。在南侧滞

蓄洪水达到以一定水位标准后,部分超

标准洪水穿过XX下口左侧堤防工程缺口

流动,流动方向为自东至被,部分超标准

洪水沿北侧流动至XX河道,另一部分超

标准洪水经桥涵向东侧穿越既有XX高速

公路并进行漫流。在此过程当中,受XX

运河地方工程阻隔的影响,分洪洪水仅

对该运河西侧区域构成淹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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