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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助科技和大数据的协助,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水旱灾害的防控能力也在逐步提升。本文重

点探索信息技术如何在自然灾害面前发挥作用,尽可能减少水旱对农业、工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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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水旱灾害频发,属于我国影响

范围和损失较大的自然灾害,如何在灾

害发生的各个阶段利用信息数据快速做

出防御决策,利用较短的时间对防汛抗

旱的形式和防御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时

制定相关决策,从而降低水旱灾害对经

济及生活的影响。 

1 水旱灾害简述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因此农业气候

灾害防御是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门,

引导农业以现代化的角度对灾害进行防

御,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以减少气象灾

害对农业生产的经济损失。 

虽然我国有丰富的水域资源,但是由

于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因此旱灾对农业

生产有巨大的影响。旱灾主要由于区域水

分供应无法跟上农作物生长对水的需求,

在生长各个环节不能及时得到供给,严重

的甚至出现农作物大面积绝收。 

洪涝灾害多伴随大面积降雨天气,

若区域短时间内降水量超过地区容水量,

最终致使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根部

腐烂的发生,影响农作的生长。若区域水

利基础建设不到位,无法存储过大降水,

将加重洪涝灾害对地区的损害。 

2 现阶段防御系统的现状 

随着对水旱灾害防御系统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升,制定了相应的气象防御

计划。新时期我国在基层水旱灾害防御

治理体系进行详尽的规划,建立气象协

管和信息处理队伍,建立标准化建设。

水旱灾灾害体系建立逐步网络化,能够

低小区域的水旱灾情况进行快速反应,

及时展开治理和救灾工作,有效降低经

济损失。 

防御法律及法规制定的完善,包括

《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气象法》等,

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为水旱灾防治

和管理奠定了基础。水旱灾的预测技术

不断提升,联合多部门发布城市环境气

象,能够将气象准确性触达到城市区域

性,对农业、工业、及生活等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水旱灾害的预防系统需要联合

多部门,当出现气象灾害时,各部门及政

府相关机关迅速做出反应,建立相应的

处理机制,保障防御系统的高效性和有

效性。 

水旱灾预防系统的救援和防治工

作同样重要,需要宣传工作不断的普及,

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气象相关的科普和

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面临气象灾害是的

自救能力。 

3 防御系统中预测功能 

预测功能对于水旱灾害的预防十分

重要,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基础提升预

报的精度和效率,有效延长其预见期,为

防御水旱灾害提供帮助。充分利用水文

气象中的耦合技术,大数据收集、分析、

处理,将气象数值中降水与洪水预报进

行沟壑,有效延长洪水灾害的预见期延

长至七天,为防汛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

有效的参考。大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是防

御系统的关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人

工智能的运营,对历史水旱灾害的成因

和规律做系统的信息化处理,有效的提

升防御系统的准确性,完善预测系统准

确性,有效提升水旱灾预测预报能力。 

3.1水旱灾害的预报系统 

我国地域广阔,每个地区的气候及

地理条件各有不同,当出现汛情发生时

的情况也有其相应的特点。在气象观测

中充分利用先进的设备和设施,通过定

性和定量的方式和方法全面提升气象观

测能力,在及时性和准确性两个重要方

面做出提升。气象数据的准确性依赖先

进的观测设备,同时需要具备专业技术

的气象观测人员进行协助,提供准确的

气象数据。这两个方面为防御系统提供

准确的数据基础,为后续防御系统的提

供特学依据。 

防御系统需要重视实时数据的传输

及更新,将流域降雨气象数据、水雨情况

信息、农业需求等信息进行收集,利于大

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分析及

处理,制定合理的水旱灾害等级概念指

标,综合分析当前灾情的状况对应相应

的等级,提前感知水旱灾害。防御系统通

过水旱灾害的感知分析及预防降水的过

程和走向,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对流域汛

情的影响,综合评估制定相应的灾害处

理方案,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提供

有效的保障。 

针对洪水的预报模型需要充分研

究洪水特点和流域河床变形规律,利用

实时水文气象数据,对未来一段时期尤

其是历史水旱灾时期进行数据模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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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合水文、水动力等相关数据进行

模型构建。针对我国流域地区的水旱灾

害特点及历史防御指挥决策的效果分

析,融合新时代气象预报领域飞速的发

展,将将于气象预报、实时水情数据、

对应流域预报、洪水动态风险编制、流

域内防水旱调度等内容是防御系统关

注的重点。 

3.2水旱灾害的仿真系统 

有效的水旱灾防御系统需要具备准

确的水雨情预报及可靠的灾情分析能力,

通过利用气候控制手段及水利工程调度

将水旱灾影响降低。防御系统的仿真模

型依托于数据模型,将数据模型与区域

流域水情想结合,为决策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防御决策的正确性关键在于对流

域情况的判断,因此防御系统的关键在

于预报、分析、调度、决策仿真模型的

建立,通过耦合技术和大数据处理能力

的无缝融合,将分散在区域各地的防御

信息进行汇聚和关联,为防御决策人提

供动态方案。 

3.3水旱灾害的风险和评估 

水旱灾害中区域降雨过多必将影响

水文情况,超过流域承载能力将提升洪

水风险,洪水风险的分析模型需要依据

降水预报模型预报洪水发生的概率,对

风险进行评估。结合数据网络化及GIS

技术等,标注洪泛区内洪水灾害危害的

程度。洪水模型将预报数据进行科学的

处理,计算断面水位变化趋势,将数据转

换为矩阵和栅格模型,计算区域淹没范

围和水深,对水旱灾灾害的风险进行评

估,制定洪水危机的程度,根据类型的差

异性,将洪水灾害分流至水库基础建设

管控。 

洪水评估模式针对不同量级对影响

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指标进行统计和

评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评估洪水对区

域的影响程度。在防御系统中需要将

GDP、交通干线、影响面积等计入,同时

将人口密度和数量放入防御系统中。同

时统一统计单元,根据不同的行政区域

制定相应的防御系统参数。 

4 防御系统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科技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通

过人工降雨和水利设置建设降低水旱灾

害发生的几率。 

4.1人工降雨 

人工降雨技术投资少,见效快,在抗

旱救灾方面具有贡献作用,尤其在山区

迎风区域在催化作业下能够发挥有效作

用。在农作物生长季节对水的需求量逐

步提升,人工降雨技术能够有效改善水

资源匮乏情况,能够有效确保农作物经

济效益。 

4.2水库建设 

多数区域发生水旱灾害的风险集中

在水库基础建设的是否完善方面,尤其

针对地区防御系统需要储备应对的中小

水库。水库的建设和防汛工作制定相应

的责任制度,公布防汛任务情况,将防御

系统中水库责任落实到位。相关部门指

导地方落实相应的安全等级和措施,不

同的级别水库制定不同的要求。加强水

库的监管工作,通过制度的执行,将水库

的汛期水位计气候情况上报给相应系统,

对水分情况做统一管理和规划。在水患

汛情发生之前,腾出水库容积,将水位下

降至日常水位一下,确保水库调度下游

安全,最大程度的保障防御系统有效性。 

4.3综合评估 

在水旱灾害发生后对其进行评估,

防御系统根据过程中记录的有效数据分

析和计算本次灾害的特征值,建立相应

流域的数据库,对今后的防汛调度决策

提供相应的数据机制。将洪水预报与动

态风险绘制与实际灾害情况进行比对,

优化防御系统的各项指标,为防御模型

提供参数,为后期流域预报模型的及时

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数据。根据受灾影

响情况合理分析,对比实施效果和调度

决策生成辅助评估报告,与历史数据分

析对比,不断优化防御系统的准确性。 

5 结束语 

在日常的防御系统建设中,应对当地

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对区域水旱灾害进

行科学的规划,创建可行性的气象防御机

制,进一步提高水旱灾的防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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