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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２００２０６０８暴雨洪水灾害分析
孙伟，侯明全

（陕西省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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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情、灾情及造成的影响
２００２０６０８－１０陕西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

强降雨过程，其强降水范围之大，暴雨、大暴雨
站数之多，为历史同期所罕见。汉中、安康、商
洛、西安、宝鸡的部分县乡发生了严重的暴雨洪
水灾害。

这次大降雨过程从６月８日上午开始，到６
月１０日上午结束。全省９７个站都降了大雨，其
中４４站暴雨。８日０８时到１０日０８时的过程累
计降雨量（如图１），在５０～１００ｍｍ的４０站，１００
～２００ｍｍ的３站，２００ｍｍ以上的１站。降雨最
为集中的时段在８日０８时—９日０８时，全省共
有３０站暴雨，其中大暴雨３站。佛坪是降雨量最
大的一站，其降雨集中在８日２２时到９日１２时，
１ｈ最大降雨量达５２８ｍｍ，而且在夜间１－２
时，２４ｈ降雨量达到了２０６５ｍｍ，为特大暴雨。

这次暴雨由于降水范围集中、强度大，造成
了山洪暴发和河水猛涨，引发了部分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给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和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失。全省１８条江河涨水，
汉江支流子午河和旬河的洪峰流量都超过历史实
测的最大流量。全省共有３４个县（区）、３５２个乡
镇受灾。佛坪县因降雨集中，历时短，雨量大，再
加上特殊山区地形，在短时间内造成了严重的暴
雨洪灾。成灾人口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九成，死亡
失踪４５０余人。西安城区多处积水，最大水深１５
ｍ。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３５１ｈｍ２，预计灾区农
业减产１５７万ｔ，水毁基本农田１８ｈｍ２。佛坪县

图１陕西省２００２０６０８－１０全省降雨量分布图
（单位：ｍｍ）

的不少群众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农田荡然无存。
洪灾造成基础设施损失惨重。全省１４条国、省干
线公路以及７个市地方公路网遭受严重损毁，佛
坪、宁陕等县重灾区对外交通中断，通往乡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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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几乎全毁。陇海线西安灞桥铁路桥垮塌，造
成陇海铁路中断１４ｈ。输电线路、通讯干线也遭
到严重损坏，造成汉中、安康和商洛３市的１２个
县通信中断，特别是佛坪县全县通讯网络一度全
部中断。人畜饮水工程３８５处被毁坏，造成１１万
多人饮水困难。这次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秦巴山
区是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洪灾严重
破坏了学校、医院、机关和公用事业设施。全省
４１个县的１０１８所学校受灾，１个县级医院和１２９
个乡镇医疗卫生单位受灾，部分乡镇政府机关严
重水毁。初步统计，直接经济损失在２５亿元以上。
与历史上其它暴雨情况的比较

这次降雨过程的明显特点就是汛雨出现早，
降水范围广，降水强度大。陕西的主汛期在７－８
月，主要降雨时间也集中在７－９月，汛雨出现的
平均时段主要在７月上旬初期，这次出现在６月
上旬的大范围的强降雨是历史罕见的。

以陕西省的区域性（５站连片）暴雨为例，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的３１ａ中，区域性暴雨共有１３７
例，发生在每月的区域性暴雨统计见表１。６月份
发生区域性暴雨次数只占总数的９５％。３１ａ中，
暴雨站数在２０站以上的有１６次，６月份无１次；
出现暴雨的站数在３０站以上的有２次，１例在７
月，１例在９月；出现特大暴雨的仅有２次。
表ａ中区域性暴雨在各月分布情况 次

月份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次数 ６ １３ ５０ ３７ ２３ ７ １

建议和启示
这次暴雨过程是历史上罕见的，给城市建设

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同时，也
给各级政府部门提出了许多值得警示和深刻反思
的地方。
３１落实防汛责任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

各级政府中的部分干部群众对防汛工作缺乏
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一些非省市防汛重点的地区。
他们认为当地历史上很少出现洪水，发生大洪水
更不可能，根本没有具体的防抢撤方案。一些上
级主管部门对这些地方的防汛工作也缺乏足够的

重视，没有进行认真的督促和检查，以致于有紧
急情况时，一些干部既不向当地领导及时汇报，也
未采取得力措施，甚至洪水发生时有些领导不在
岗。不少人认为主汛期应该在７—８月，６月上旬
离主汛期还远，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在实际工作
中，不少部门还未把防汛工作列入当前的重要日
程，明显存在麻痹侥幸心理。各级领导应该从这
次特大暴雨洪水灾害中加以反思，引起全社会对
异常天气、罕见的重大灾害，尤其是对突发性暴
雨、局地强洪涝灾害的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３２重视各类设施建设、严格河道管理

洪灾发生时，灾区通讯、电力、道路等全部
中断，大量的资料、信息无法传递。使不少单位
和个人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毫无准备，丧失了应有
的抵抗能力，加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从这
次洪水灾害的损失情况来看，受灾最重的是河道
沿线地区，这里人为的错误行为带来的教训十分
沉痛。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盲目改建河道、挤占
河道而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例屡见不鲜。另外，工
程质量的优劣与受灾大小也直接相关，不少劣质
工程在这次洪水中曝光。
３３保护生态环境十分迫切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秦岭山区大量的森
林植被长期被破坏，导致了生态平衡失调，环境
恶化。许多年来，秦岭山区群众的陡坡开荒、毁
林垦种现象一直存在，陕南不少地方的林木遭到
毁灭性破坏。大量的原始森林被砍伐，致使秦岭
山区气候失调、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大面积的耕
地土层只有２０～３０ｃｍ厚，每遇暴雨，山上沙石
俱下，山下一片汪洋。有关资料显示，秦巴山区
降雨成灾是随着森林植被破坏程度而加重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陕南地区水涝灾害大约２８ａ一次，
１９５０年以来达到５ａ一次。这次洪灾主要是暴雨
引发泥石流，而泥石流严重的地方，如浦河的上
游的东木河、西木河一带，都是过去被多次砍伐
的林区。宁陕县副县长周永鑫说，宁陕面积３６７８
ｋｍ２，过去有大量原始森林，被称为陕西林业的白
菜心。１９７０年以后，宁陕大批原始森林遭砍伐，每
年砍掉的木材在１０万ｍ３以上。一段时间里，当
地的财政收入靠木头，群众的生活来源靠木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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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川道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
秋延茬番茄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
张文忠１，张保东１，刘彬２，高联门２，雷小云２

（１彬县农业技术推广站，陕西彬县７１３５００；２彬县气象局，陕西彬县７１３５００）
摘要：从温度条件及生育期不利气象因素分析了彬县川道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的
气候生态适应性，提出该区塑料中棚早春茬黄瓜的适宜播期为２月下旬—３月上旬，秋延茬番茄的
适宜播期为５月下旬—６月下旬，并提出主要气候灾害防御措施。可用以指导同类地区的生产实
际。
关键词：塑料中棚；黄瓜；番茄；温度；播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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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泾河川道地区地势平坦，海拔８００ｍ左
右，年平均气温１１５℃，年平均日照２１９６０ｈ，
年平均降水量５３５１ｍｍ，光热水条件较好，土壤
肥沃，灌溉条件好，是本地蔬菜主要产区。近年
来，该区大力发展蔬菜设施栽培，其中塑料中棚
以其投资少、见效快、生产易、成本低、风险小、
效益高、调整快、启动快、推广快等特点而迅速
被群众接受，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初步形
成了以中棚早春茬黄瓜、秋延茬番茄为主要栽培
模式的生产格局，单棚（钢管骨架，南北延长，宽
６ｍ，中高２７ｍ，肩高１５ｍ，长６０ｍ，面积３６０
ｍ２）产黄瓜４０００ｋｇ，番茄２５００ｋｇ，收入６０００
元。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丰富了城乡人民的

“菜蓝子”。中棚早春茬黄瓜在温室大棚黄瓜基本
收毕而露地黄瓜尚未上市前采收上市（４月底—６
月初），且上市愈早，效益愈高；秋延茬番茄一般
在露地番茄收毕而温室大棚番茄尚未上市之前采
收上市（９月初—１０月底），且上市愈迟，效益愈
高，采收后经过贮藏延迟上市，效益可进一步提
高。但在实际生产上，群众对关键技术把握不准，
早播或迟播，抗灾防灾避灾减灾意识不强，管理
不当，以致出现幼苗生长不良，因灾因病毁苗，产
量质量不高，上市时间不当，丰产不丰收等问题。
生育期温度条件分析

黄瓜、番茄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光、水、
气条件，其中温度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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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到１９９９年才被禁止。如今这种偷伐滥伐的
现象时有发生。
３４进一步发挥气象部门的作用

气象部门在抵御重大洪涝灾害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在防汛抢险中往
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紧密相关，是各级政府正确、科学地指挥防灾抗
灾的重要依据。这要求在继续重视对突发性暴雨

（特别是大暴雨）研究的同时要加强短时预报方法
和技术的开发力度。一方面要及时引进先进的设
备和技术，开发卫星云图、雷达探测等实用预报
系统，另一方面要利用现有的实时气象资料研制
短时强降水的预报方法，更早地判断出局地突发
性暴雨的强度、落区和持续时间。只有这样，才
能在抗洪抢险中充分发挥气象部门的作用，力争
使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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