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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８月渭河洪灾成因分析及对策
张永红，葛徽衍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从气象、水文、地质等方面，分析了渭河洪水灾害发生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并提出
了发展对策，为渭河防汛减灾献计献策。
关键词：渭河；洪灾；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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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８月下旬到１０月中旬，渭河流域渭
南段接连爆发５次洪峰。河水倒灌进入渭河下游
的１２条南山支流，导致脆弱的支堤１０处决口，淹
没农田６８万ｈｍ２和村庄５５个，使渭南东部２５０
ｋｍ２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５６万人受灾，受灾最
严重的是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１３万人
无家可归，１９１９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超
过２０亿元。
洪水灾害发生的内在原因
１１渭河河床的抬高和渭河对南山支流的倒灌

１９６０年三门峡大坝建成以来，泥沙大量淤
积，使渭河下游的河床平均抬升了４７ｍ。抬高了
的渭河，使南山支流不但无法顺利排洪，还常发
生渭河严重倒灌的现象。支流和渭河一样成了
“地上悬河”，渐渐地造成了华县和华阴的“夹
槽”地形，由于泄洪不畅造成渭河的严重倒灌，每
条支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河床的不断抬
升，９条悬河把华县、华阴的北部地区分割成了８
块洼地。
１２渭河支流和干流的设防标准不一

南山支流堤防的设防标准为２０ａ一遇，渭河
干流堤防为５０ａ一遇。发生倒灌时，南山支流土
堤决口在所难免。
１３支流堤坝修建的年代长

由于历史原因，南山支流两岸建设的基本都
为土堤和沙堤，耐力不够，河水浸泡时间一长就

很容易垮堤决口。
１４泻洪不畅

由于渭河流域近几十年未发生大的洪涝灾
害，渭河及其支流河滩普遍种植玉米、棉花等作
物，洪水来临时，上游洪水下泻不畅，河水流速
极慢，特别是渭河１号洪峰期间，由于高秆作物
阻挡洪水演进，１号洪峰通过渭南的时间从原来
的３０多ｈ，延长到７７ｈ，阻滞时间长，对河堤压
力加大。
１５“二华夹槽”地形对河水向下游演进极为不
利

渭南境内地形复杂，南部为秦岭山脉北麓，地
势高，北部是渭北平原，造成南高北仰之势，在
华县、华阴形成夹槽，降水快速大量向二华地区
汇集，洪涝形成进程很快，防汛压力很大。
洪水发生的外在原因
２１水文原因

前３次洪峰首尾相接，历时长、演进慢、高
水位浸泡，河水向下游推进速度缓慢，河水在渭
南境内滞留时间长。

８月２７日渭河１号洪峰进入渭南，每秒流量
最高达３０００ｍ３。华县站洪峰流量１６００ｍ３燉ｓ，水
位３４１３２ｍ。境内渭河全线漫滩，大堤临水，１２
条南山支流倒灌。２３个乡镇受灾，１９３万ｈｍ２滩
田被淹。

８月３１日晚，２号洪峰涌进了渭南。９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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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华县形成了超过历史最高记录的高水位，
华县站洪峰流量３６００ｍ３燉ｓ，水位３４２７６ｍ，比
历史最高水位高０５２ｍ。渭河南山支流全线倒
灌，致使南山支流５处决口；石堤河以东，大华
公路以西１５０ｋｍ２的土地一片汪洋。沿河县、区
的道路、桥梁多处出现裂缝，洪水淹没农田近２万
ｈｍ２。仅８月３１日晚上，渭南境内的渭河大堤和
各支流大堤共发生管涌、渗漏、塌陷、垮堤等重
大险情２３０多次。渭南遭受有史以来最大洪涝灾
情，损失达到１０５亿元。

渭河３号洪峰２００３０９０８Ｔ１５：４８到达华县
水文站，洪峰每秒流量２２７０ｍ３，水位３４１７０ｍ。
河水倒灌加剧，罗纹河再次决口。蓄积在华县的
４亿ｍ３洪水朝东泄入华阴，华阴告急。淹没面积
增加到２５０ｋｍ２，水深２～４ｍ。６６７万ｈｍ２庄稼
绝收。

渭河４号洪峰于９月２０日形成，９月２１日
２１时华县水文站洪峰流量３４００ｍ３燉ｓ，水位
３４１９０ｍ，流量超过了１、３号洪峰。又一次越过
警戒线。石堤河、罗夫河险情不断；２１时４０分，
罗纹河西堤决开了一道宽宽的口子，盘旋在西面
洼地里的洪水势不可挡地冲进了罗纹河，一夜过
去，罗纹河东西两堤的决口增加到了４个。

渭河５号洪峰于１０月３日形成，２００３１００５
Ｔ６：３０，华县站洪峰流量２８１０ｍ３燉ｓ；水位３４１３
ｍ。华县、华阴的石堤河等支流的重要险段再次吃
紧，经过军民的全力抢险未使灾情进一步扩大，取
得了战胜五号洪峰的胜利。
２２渭河流域洪峰的天气因素

８月２４日—９月６日，５００ｈＰａ高空乌拉尔
山阻高、巴尔喀什湖低压稳定维持，高原上不断
有小槽分裂东移，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强且稳
定少动，受上述系统共同影响，陕西省出现了持
续近半月的强秋淋天气；８月２５—２６日渭河的主
要支流泾河、洛河上游出现大－暴雨和大暴雨，特
别是泾河上游的庆阳２６日雨量达１５８ｍｍ，泾河
出现洪峰，导致渭河出现１号洪峰。

８月２８—２９日整个渭河流域出现了大降水，
２８日陕西关中有１７个县、市出现暴雨，２９日又
出现１８个县的暴雨，加上渭河上游甘肃天水一带

也出现大—暴雨，渭河迅速地形成了更大的２号
洪峰。

９月上旬末至中旬中期，蒙古地区为一低涡，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涡底部
扩散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陕西省各地出现一次明
显的降水过程。９月３—６日陕西关中北部降水２０
～４０ｍｍ，关中南部３０～８７ｍｍ。其中５日０８时
—６日０８时，关中降水较集中，有５县站暴雨，１２
县大雨，其中太白７０ｍｍ，降水量级虽小，但由
于前期降水的影响，土壤、山体、河流、水库容
纳雨水能力降低，很快形成了渭河第３次洪峰。

９月中旬后期，受地面华北回流冷空气及副
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９月１６日起，渭河流
域又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１８—１９日，出现大范
围暴雨，其中关中有１２个县、市达暴雨，迅速形
成渭河４号洪峰，流量仅次于２号洪峰。

９月下旬后期，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巴湖为一较深低
槽，从新疆到河套维持平直西风气流，且多小波
动，７００ｈＰａ从四川到陕西省有西南风发展，从９
月２７日开始，陕西省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水过
程，由于５００ｈＰａ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此次降水
过程一直持续至１０月上旬前期；９月２７日—１０
月５日，渭河流域持续出现中雨过程，受此降雨
过程的影响，渭河流域１０月３—６日出现第５号
洪峰。这次洪峰的特点是连续出现的复式洪峰，过
程长。
对策

分析表明，渭河流域今年所发生的洪水灾害，
有降水引起的河水上涨直接原因，又有渭河流域
河床多年淤积，河床抬高、河堤设防标准和三门
峡对其造成的客观地理条件“二华夹槽”地形的
影响等内因存在，因此洪水灾害的发生有其必然
性。今年洪水过后，渭河河床又平均抬高０５ｍ，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洪
灾，应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
３１降低潼关高程，降低三门峡水库蓄水高度，
使渭河的洪水泥沙能通畅其流，彻底改变渭河目
前面临的小水酿大灾的严峻局面。
３２加强渭河干支流堤防建设，提高设防标准，
同时在南山支流的上游修建水库，拦截水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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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城市气象灾害及防御
武麦凤，王旭仙，胡淑兰，刘欣

（渭南市气象局，陕西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利用陕西省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各气象站的观测资料，运用统计和对比的方法，分析了陕西省
的主要城市气象灾害，总结出其具有季节性、多样性、连锁性、集中性等特点，提出了城市气象
灾害的有效防御措施。
关键词：陕西省；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９ 文献标识码：Ｂ

陕西省主要城市气象灾害
１１干旱

干旱指的是长时期的缺雨或雨水不足，从而
引发水分严重不平衡，造成缺水、作物枯萎、河
流流量减少以及地下水和土壤水分枯竭。干旱灾
害往往造成水库和河流水位下降，影响城市供水。
干旱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灾害逐步累
积和扩展的特点。陕西省位于黄土高原，年际降
水变率大，年内分布集中，强度大，容易造成洪
涝、干旱灾害［１，２］，统计陕西省渭南市干旱情况：各
县平均次数为１７～３０次燉ａ，平均天数为１７７１
ｄ燉ａ，其中大荔、澄城、白水县２００ｄ燉ａ以上，最
少的华县１４０ｄ燉ａ［３］。

２００１年陕西省大部分地区已连续１３０多ｄ
无有效降雨，加之气温持续偏高和大风沙尘暴天
气影响，成为历史上同期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年。

据陕西省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省内有４０％的县城
供水不足，城乡缺水人口近３００万人，陕北有１０
多个县城已发生水荒，延长、延川等县近３万人
的日供水仅在２００至５００ｍ３，大批农民趁机进城
卖水，水价上升到６０元燉ｍ３，重灾地区的群众要
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运水。
１２暴雨

暴雨常导致山洪暴发，城市洪涝，造成严重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陕西地处内陆腹地，大陆
性气候特点明显，防洪泻洪能力较差，一次暴雨
过程常会引起街道积水，居民受灾，交通、电力
及通信线路中断，对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２００２０６０８—０９，西安市的降水量为７５２ｍｍ，造
成了城区多处积水，最大水深１５ｍ，２００多ｋｍ
公路冲毁，９００多间民房及部分校舍冲毁倒塌，１０
多人失踪，１０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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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地控制南山支流的洪水下泻。
３３根据渭河目前的地形和河床淤积情况，重新
修订防汛预案，适应防汛的实际需要，采取适当
的应急方案和措施，避免大的损失。
３４提高渭河防汛意识，要训练一支懂技术、能
吃苦的防汛队伍。加强防汛物资的准备和调运。
３５发挥气象部门的积极作用，在今年的渭河防

汛抗洪斗争中，气象部门在防汛执行预案的选择、
人员撤离、灾民安置和抗灾救灾等工作中为领导
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３６加大对渭河流域汛期天气预警和雨情监测
系统研究和开发，是小投入大产出利国利民的大
事。保护渭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渭
河的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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