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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善 防 灾 救 灾 体 系
魏向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安澜是

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黄河“水少沙多、水沙

关系不协调”的不利局面依然存在，洪水风险

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要加快推进黄河防

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着力提升黄河流域洪

涝灾害防御能力。

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科学布局

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等功能建设。高

标准推进古贤水利枢纽建设，加快推进黑山

峡水利枢纽、南水北调西线和桃花峪洪水控

制工程等前期论证。坚持干支流统防统治，

统筹推进重点河段、险工险段治理，保障重要

堤防水库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实施黄河上

中游河段堤防达标建设和河道塌岸塌滩治

理。实施下游河道综合治理提升，消除“二级

悬河”危害，提升堤防抗冲能力，控制游荡性

河势，确保河流不改道、堤防不决口、河床不

抬高、主槽不萎缩、水库不淤损。加强黄河河

口保护与综合治理，实施刁口河备用流路综

合整治。推动东平湖、北金堤蓄滞洪区安全

建设和防洪治理，优化提升蓄滞洪区调度运

用能力。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加强汾河、渭

河、延河等 60 条主要支流防洪和除涝治理。

加快完善雨水沙情监测预报体系。在共

享气象等部门信息的基础上，加强测雨雷达、

雨量站、水文站、水位站建设，完善降雨预报、

产汇流、洪水演进等模型，有效延长洪水预见

期，提高预报精度。构建雨水沙情监测预报

“三道防线”，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

水工”的完整监测预报链条。加强黄土高原产

输沙规律研究、智能算法在泥沙监测预报中的

应用，开展站点最大含沙量、次洪沙量试预报，

研发便携式、小型化光电测沙仪，开展输沙率

测验研究，提升泥沙预报水平。加密凌情监测

站点，加强遥感监测技术、定点式冰水情一体

化雷达监测设备等应用，构建凌情智能预报模

型，提升凌情预报精度和预见期。

加快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全面

推进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位一

体”的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建设。发挥

黄河防总平台作用，聚焦水库、堤防、蓄滞洪区

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逐项明确防御责任。

构建黄河多维时空数据底板、数字孪生黄河决

策支持场，推进数字孪生黄河、模型黄河和原

型黄河数据同步更新联动应用，形成具有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决策支持系统。加

强建设管理、调度运行、应急抢险等人才队伍

建设。建立健全洪涝灾害防御会商机制、重大

洪涝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完善水沙统一

调度机制，组织实施黄河干支流水库群统一调

度。完善险情处置机制、防洪抢险救援协调

联动机制，加强机动抢险保障

能力和防汛物资储

备建设。

水 文 监 测 有 支 撑
本报记者 赵 梅

近年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局

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补强监测预警短板，持续提升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四预”支撑能力，完善流域雨水沙情监

测站网，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

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

设现代化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保黄河安澜。

“通过遥测‘云中雨’，可提前半个小时获知

雨情，通过计算‘落地雨’获得河道内产汇流流量

和水位，再加上各水文站之间的数据互通，实现

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有效统

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

局副局长吴幸华说。

“我们与中国气象局兰州气象干旱

研究所和青海省气象局在强化信息

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完善流

域水文气象信息共享机制，优化预报模型参数，

夯实水文预报数据基础，加强了预报产品规范

化、标准化管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

文局水情信息中心副主任康健说。

“目前，黄河甘肃段有水文站 6 处、水位站

1 处，黄河上游有水文站 19处、水位站 3处、雨量站

75 处，上游测区水文测站测报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持续提高。”吴幸华说，在“第一道防线”构建上，他

们与甘肃省气象局等单位开展交流合作，深入推

进水文、气象深度融合，不断完善预报预警工作联

动机制。

“第二道防线”要对“落地雨”进行评估。随

着水文部门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新仪器的使

用，黄河上游第二道防线构建日趋完善。在兰州

水文站水文缆道自动测控台上，横跨黄河两岸的

缆道上安装着用于测验的铅鱼，使用过程中，铅

鱼沿缆道行进，根据水文工作人员的指令随时下

潜。“以前测验需要人工观测水位，现在是全天候

自动化设备，每 6 分钟就会自动上传数据。”兰州

水文站站长陈国梁说。

在中山桥的桥墩上，安装着光电测沙仪。“含

沙量监测包括含沙量大小、泥沙粒径等，这对黄

河泥沙治理、河道冲淤意义重大。我们通过在

线监测含沙量，结合铅鱼安装多仓取样器自动化

取样后进行数量、颗粒级配的分析。”陈国梁说。

兰州水文站配有水文全自动测流缆道、吊船

缆道、自记水位计等测验设备。近年来，该水文

站建成应用了水位自动采集处理、光电测沙仪、

自动报汛、在线整编、全自动测流缆道等系统。

“我们围绕黄河上游流域防洪、水库调度和山

洪灾害防御等业务需求，持续提升自动化测报水

平。”吴幸华说，他们不仅有一批新仪器投产应用，

水文资料在线整编系统和“北方片”系统也同步运

行。通过推行“巡测优先、巡驻结合”测报管理模

式改革，黄河源区实现全面巡测，水文在线监测能

力持续提升，自主研发的“黄河上游水文巡测管理

系统”让“一机在手，决策千里”成为现实。

对“洪水”演进进行监测预报的“第三道防

线”数字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15 时 12 分，含沙量 0.007 千克每立方米，主

流流速 1.4 米每秒，流量 550 立方米每秒⋯⋯”在

兰州水文站水情值班室，工程师马亮正在查看光

电测沙仪测控平台的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将实时

传送到黄河水文综合信息平台。黄河上游水情

监控中心的监控大屏上显示着甘青川 18 个水文

站的视频画面，可随时查看各河段实况，检测各

水文站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测验情况。该局成

功构建兰州河段数字孪生场景，展示了黄河兰州

段全长 49.5 公里的三维数字化应用场景。

“我们通过对河段内的预报洪水、设计洪水、

历史洪水进行模拟推演，为决策提供实时在线数

据。”康健说，通过打造更具时效性和精准度的数

据底板，将洪水仿真模拟与洪水预报相结合，为

上级决策提供了水文信息支撑。

灾 害 防 御 谱 新 篇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地、千年治黄的主战

场，河南积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聚焦洪水风险这个最大威胁，科学调控

水沙关系，推进防洪骨干工程建设，补强灾

害预警监测短板，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

建设，续写黄河岁岁安澜的新时代篇章。

“黄河河南段大部分处于黄河‘铜头铁

尾豆腐腰’中的‘豆腐腰’。当前，小浪底至

花园口区间还有 1.8 万平方公里无工程控

制，洪水预见期短、威胁大。黄河安澜事关

大局，我们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河务局水旱灾害防

御处处长刘红卫说。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近年来，该局不断

健全河南黄河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全面

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

任制，建立扁平化防汛指挥体系；强化指挥调

度机制，建立“周会商+暴雨会商+场次洪水会

商”机制，精准启动黄河防汛应急响应；完善

支撑保障，建立“1+N”多元抢险队伍体系和

动态抢险专家库，确保险情及时处置；夯实物

资保障，构建多元物资储备体系。

实施调水调沙，是破解黄河下游泥沙淤

积和洪水风险相伴难题的关键举措。2024

年，开展 3 次调水调沙，三门峡、小浪底水库

分别累计排沙 2.36 亿吨、1.97 亿吨，实现了

较好的排沙减淤效果。

2 月中旬，黄河仍处在凌汛期，下游灌区

春灌用水需求逐渐增长。郑州马渡险工坝头

上，一架河势巡查无人机腾空而起，将所辖黄

河防洪工程的运行情况尽收眼底——蜿蜒的

千里雄堤，护送河水滔滔东流；坝垛点缀在关

键险处，理顺河流；引黄涵闸启闭自如，汲取

河水，为返青拔节的小麦“解渴”⋯⋯大河两

岸高质量发展的图景生机勃勃。

防洪工程，挺起黄河下游防汛抗洪的第

一道“大梁”。2023 年 4 月，黄河下游“十四

五”防洪工程（河南段）开工建设，为这道“安

澜屏障”再次更新升级。“近年来，我们不断

完善‘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

系，围绕防洪减灾体系存在的突出短板和薄

弱环节，强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河南

黄河河务局总规划师李东阳介绍，该局持续

推进“二级悬河”治理、河道综合提升，建成

501 千米标准化堤防体系；15 座引黄涵闸改

建工程全部完成通水验收，为河南沿黄 32

处大中型灌区粮食丰收提供保障；累计新续

建河道整治工程 53 处，改建加固险工、控导

工程、防护坝 45 处，有效控制了游荡性河

势；实施沁河下游河道治理工程和金堤河干

流直管河段河道治理工程，支流治理稳步推

进，为迎战大洪水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

大力推进黄河下游‘十五五’防洪工程建设，

持续完善河南黄河防洪工程体系，全力保障

黄河长治久安。”李东阳说。

2024 年 5 月 30 日，黄河开封段的黑岗

口险工，人头攒动、直升机盘旋，黄河防洪调

度演练在这里上演。布设于坝头的“黄河工

情险情全天候监测感知预警系统”发出警报

声，巡查人员迅速到达出险部位进行测量、

核实，并通过河务通 APP 上报险情。

在现场“人工+机械化”快速除险的同

时，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便携站、手持激光

雷达等信息化设备也纷纷“亮剑”，全面收集

相关数据，即刻向上传递报送。同时，后方

的决策中心正在开展洪水预演实体模型试

验，对黄河下游洪水风险进行预演，对不同

调度方案进行分析比选。经过多方“云上”

讨论，选定最优方案，立即下达调度指令。

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多方配合，这一系

列决策，是当地加快推进数字孪生黄河建设

的缩影。河南智慧黄河研究院工程科科长王

琴介绍，近年来初步搭建起的雨水情监测预

报体系，可提前获得“云中雨”数据，全面监测

“落地雨”过程，实时开展洪水演进模拟计

算。由此，河南正完善“天空地水工”监

测感知网络，推动黄河走向“智”理。

“2024 年汛前，我们通过无人机

巡查发现柳园口某坝段主槽有南移

趋势，提前抛投石料加固坝体，避

免了险情发生。这些技术手段将

河势监测效率提升了 50%以上。”河

南黄河河务局开封第一河务局首席

技师李明金对新技术的应用赞不绝口。

近年来，河南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坚持生态保护与防洪治理协同推进，将黄河

生态保护与防洪治理紧密结合，以确保安澜

为底，通过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

构建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和生态防

护体系，建设智慧水利，提升洪水

监测预报能力，优化水沙调

控体系，增强防

洪 减 灾 信 息

化水平。

源头清水永续来
本报记者 拓兆兵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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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坐拥长

江 、黄 河 、

澜 沧 江 源

头 ，被 称 为

“中华水塔”。青

海 省 境 内 水 质 变

化，将直接影响中下游

地区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青海省牢牢

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战略要

求，多措并举推动黄河保护取得新

成效。

黄河保护，规划先行。青海省水

利厅规划计划财务处主任科员马祥

英介绍，青海省按照“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编制了《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水安全保障规划》等文

件，谋划了黄河青海流域保护与治理

总体布局，提出了水生态安全保障的

主要任务。

首要任务是从保护源头做起。

青海省统筹冰川水、地表水、地下水，

探索气候变化条件下水资源水生态

演变机理、规律和趋势，研究应对措

施，完善生态综合监测体系。同时，

健全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相

衔接的河湖管理体系，严格源头封育

保护，完成黄河源水电站拆除后上游

消落区生态治理修复，恢复了源头水

系自然连通和原生状态。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要。

“既要保护，也要治理。‘十四五’时期

以来，青海省水土保持工作坚持以规

划为引领，以项目建设为支撑，精准

施策、持续发力，统筹推动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青海省

水土保持中心副主任刘生虎说。

推进坡耕地综合整治是青海省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的 一 大 亮 点 。 2023

年，青海省投资 2400 万元，在西宁市

湟中区田家寨镇实施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二期工程，整治坡耕地面积

1.2 万亩。其中新修水平梯田 800 公

顷，修筑排水沟 9.22 公里。这使原有

陡坡地变得平缓，增强了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同时，在湟中区田家寨镇实施丹

麻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2088

万元，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6 平

方公里。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有效遏制了区域水土流失状况，提升

了水土保持功能和水源涵养能力。

“十四五”期间，青海省在西宁市

和海东市的 5 个县区计划实施坡耕

地综合整治面积 20 万亩。经过持续

努力，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呈

逐年“双下降”趋势，水土保持功能显

著增强，水源涵养能力稳步提升。

为保障黄河安澜，青海省强化问

题整治，组织开展多个专项行动，督导

推进黄河青海流域体制机制、水污染

防治、区域垃圾治理、水资源配置、防

洪减灾、基础工作六大类突出问题全

面整改。目前，累计整治“四乱”等问

题1900余项，腾退非法占用岸线70.52

公里，行洪空间、生态空间有效恢复。

驱车行驶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黄河沿岸，村庄整洁，黄河水

清澈。为减少黄河面上污染，保证黄

河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该县全面推进问题整改，同时发动全

县力量加强黄河区域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

该县的积石镇大别列村距离黄

河只有 100 多米，村里的保洁队每周

到黄河边捡拾垃圾。今年，村里成立

了“生态环保积分超市”，村民可以用

个人参加村里打扫卫生得到的环保

积分在超市换取抽纸等几十种生活

用品。“有了这个激励机制，村民参加

村里保洁工作的积极性大幅提高。”

该村村委会主任马生华说。

此外，青海省强化区域协同，与

甘肃省深化联防联控，联合开展水质

监测应急演练、上游流域执法行动，

提升黄河上游管理保护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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