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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洪涝灾害与对策
段桂兰１，刘瑞芳１，陶建玲１，陈桂玲２

（１．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研究《陕西救灾年鉴》提供的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暴雨洪涝灾害的出现时间及影响区域，有针
对性地做好暴雨预报和防灾减灾。统计５７ａ中暴雨和连阴雨产生的洪涝灾害，分析灾害严重的个
例，结果表明造成洪涝灾害因素繁多，应对造成洪涝灾害的暴雨天气进行研究，根据其成因制定
防治对策。做好暴雨灾害预报，根据不同地域制定相应对策，科学治理山林，变水害为水利。
关键词：洪涝灾害；时空分布；成因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Ｐ４２６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Ｂ

在陕西的自然灾害中，干旱居首，其次为洪
涝灾害。陕西洪水多发生在６—８月。雨涝引起的
灾害一般分为两种：一是洪涝，主要由暴雨、长
时间连阴雨引起的山洪爆发、河水泛滥，造成水
土流失，冲毁淹没农田，冲毁堤坝、水库等农业
生产设施，冲毁交通、输电线路，在山区还可造
成山体滑坡、泥石流，给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造
成重大损失；二是渍涝，由于长时间连阴雨并夹
有暴雨，低温寡照，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过饱和状
态，使得土壤透气性差，植物根系缺氧而丧失生
机，烂根死苗，花果、籽实霉烂变质，这种连阴
雨主要发生在初秋、初夏，盛夏也有，对农业生
产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引用《陕西救灾年鉴》提
供的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共５７ａ暴雨洪涝灾害数据，
统计分析陕西洪涝灾害特征，有针对性地做好暴
雨预报和防灾减灾。
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

陕西地处中国大陆的中部，南北狭长，横跨
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北有黄土高原，南有秦巴
山地，地势复杂，天气类型繁多，各类灾害性天
气时有发生，尤其是暴雨和连阴雨引发的洪涝更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影响。
１１洪涝灾害的区域分布

暴雨洪涝在陕西有明显区域性（图１），多出

现在榆林到神木间和延安附近；渭北的韩城、铜
川和彬县；渭河流域的宝鸡、西安和华县；秦岭
北坡的周至和蓝田；陕南的汉中和安康附近的石
泉、旬阳及汉阴，商洛的柞水、丹凤、商南等县
市。统计表明：洪涝灾害出现频率与暴雨和连阴
雨的出现频率成正相关。

图１陕西１９４９—２００５洪涝灾害次数分布图

１２洪涝灾害的月分布
陕西洪涝灾害的月分布与暴雨月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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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ａ中，７月达８６次，８月６６次，６月３３次，９月
２９次，５月１３次，１０月９次，４月３次。其余月
份未出现洪涝灾害。
１３洪涝灾害的日分布

陕西暴雨大部分都是午后到傍晚前后开始有
降水，在夜间形成暴雨或夜间雨量较大，常常３～
６ｈ，甚至１～２ｈ就达暴雨强度。因暴雨洪涝与暴
雨产生时间密不可分，所以洪涝出现时间也多在
夜间到凌晨，造成的损失巨大。
１４各年代洪涝灾害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自然灾害也呈上升趋
势。５７ａ中，受灾农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５６６万
ｈｍ２、６０年代１１０２万ｈｍ２、７０年代１０４万ｈｍ２；
受灾人口５０年代８１０万人、６０年代１６８４１万
人、７０年代８４７万人，而８０年代后呈上升趋
势［１］，此结论同全国基本一致。死亡人口、农田受
灾以及倒塌房屋最多的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死亡人口４４９８人、受灾面积６１４２万ｈｍ２，是５０
年代的近４倍；倒塌房屋近８７万间，是５０年代
的十几倍。三项灾害分别占５７ａ洪涝灾害的
３３８％、３１４％、１９３％。９０年代受灾面积为
４８０５３万ｈｍ２，约是５０年代的３倍。受灾人口最
多的发生在２０００年以后。２１世纪虽仅统计了６
ａ，但因灾死亡人口８５６人，接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受灾农田４９２万多ｈｍ２，超过９０年代；倒塌房屋
７９万多间，接近５０年代的１０倍。因洪灾造成受
灾人口、受灾面积、倒塌房屋数量、死亡人口分
别占５７ａ相应灾害的２８８％、２５２％、１７７％和
６４％，灾害程度不容忽视。
主要洪涝灾害个例简介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因暴雨产生的洪灾共２２２
次，其中由局地暴雨和短时强降水造成的４５次，
连阴雨造成的５７次，受灾人口上亿人，因灾死亡
３１５０人。

２０世纪暴雨灾害最重的是１９８１年８月和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８１年８月９日关中南部、陕南西
部有２３县市出现暴雨，仅汉中市就有８县市出现
暴雨，最大降水量１０４８ｍｍ（佛坪）；１５—１９日
宝鸡南部沿山的太白、凤县出现连续暴雨，汉中
市连续５ｄ出现暴雨，造成３６９人死亡，占当年洪

灾死亡人口的３９％，汉中市受灾人口就有８９８
万人。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２１日，陕南大部出现区域
性暴雨；７月２８日开始，陕南西部又开始出现暴
雨，之后暴雨范围扩大。２８日汉中出现２站暴雨；
２９日出现３站；３０日仅汉中就出现８站暴雨；３１
日雨区东移，安康市出现区域性暴雨，陕南共有
１１站暴雨、４站大暴雨，与上游下泄洪水在安康
叠加造成洪灾，使５３６万人受灾，因灾死亡１４０９
人，仅安康死亡人口占当年因洪涝灾害死亡人口
的７５％以上。

进入２１世纪，暴雨灾害最严重的是２０００年７
月１２—１３日紫阳县和２００２年６月８—９日关中南
部、陕南的佛坪县及２００３年秋季渭河流域洪水。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２日，陕南出现１０站暴雨、２站大暴
雨，暴雨落区分南北两个区域，一个在秦岭深处的商
洛市，另一个在巴山的镇巴、紫阳县，最强降水集中
在南部的巴山山区，降水集中在夜间，强度大，仅紫
阳县就有２０２人死亡，占当年洪灾死亡人口的近
５９％。２００２年６月８—９日陕西自北向南共出现３７
县市暴雨，仅８日晚到９日就有３３县市出现暴雨，
最强暴雨中心在秦岭山区，佛坪日降水量达２０３３
ｍｍ［２］，佛坪县城和宁陕县的四亩地镇出现历史罕见
洪灾，仅佛坪县受灾人口就有３４９万人，因灾死亡
２６７人，占当年洪灾死亡人口近６８８％。２００３年８
月下旬到１０月上旬，陕西关中东部和陕南东部出现
长达４０ｄ的阴雨天气，８月２４日—９月７日陕西出
现持续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其间共出现８个暴
雨日，其中大暴雨日有５个。最强出现在８月２８—
３１日，关中有３７站、陕南有２８站次出现暴雨，暴
雨使渭河流域出现大面积洪涝，渭河流域先后出现
６次洪峰，造成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洪水［３］，３２３４万
人受灾，无人员死亡。
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
３１特殊的地形地貌［４］

由于陕西的特殊地形地貌，使得洪涝灾害具
有明显的地域性，沿山以及河道地区易出现洪灾。
如黄土高原和渭北塬区，在夏季易出现短时突发
性暴雨天气，天气影响范围小，有很强的局地性
（如２００２年７月４日子长暴雨），而当地的植被较
差，雨水下渗能力差，水库防洪能力薄弱，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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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秦巴山区的山脉多呈东西
走向，汛期冷暖空气在此地频繁交绥，夏季受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系统的共同影响，暴
雨、雷雨频发，加上江河走向与降水系统的移动
多为自西向东方向，因而易在江河下游出现洪水
叠加造成灾害。关中平原因北面是黄土高原、南
面是秦岭山脉，洪涝灾害多由连阴雨造成。
３２观测、通信手段落后［４］

目前气象观测站点偏少，特别是一些山区几
乎没有观测站点，由于暴雨造成的灾害多是时间
短、范围小、降水集中，人们对可能发生的山洪
灾害无法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损失；同时通讯、报警手段落后，以致从降雨到
洪灾形成的有限时间内，不能迅速组织群众疏散、
安全转移和抢救物资器材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如：陕西２０００年紫阳洪灾和２００２年佛坪洪
灾就是因报警手段落后而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短时强降水预报难度较大，即使预报
准确而信息无法传递到将要出现暴雨的地方，也
是造成灾害的一个原因。
３３水患意识薄弱

生活在山区的人们存在“重旱轻水”现象，部
分群众缺乏水患意识，对山洪灾害的危害认识不
足，缺乏必要的防灾意识和自防自救的能力，对
灾害的应变能力差。在山区暴雨出现的几率较高，
年年暴雨平安无事，造成洪灾的暴雨多年不遇，如
２００２年佛坪洪灾，据当地一位老者说，他在当地
生活了六、七十年，从未见到过那样大的洪水。
３４防洪标准低、河道淤积严重

在陕北和渭北黄土高原地区，几乎都是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土水库，防洪能力差、标准
低，只能防御一些小的洪水，另外，河道多年没
有清淤，泥沙、杂物淤积严重，也是造成水患的
原因之一。秦巴山区河道多是依山走向形成，２０
世纪山区滥砍滥伐严重，山上杂物繁多，被伐较
小树木及枝杈散落在林间，不能及时清理，一旦
遇到强降水就有可能洪水夹杂树木、杂物进入河
道，在河道产生淤积，形成行洪障碍。如２００２年
６月８日宁陕县四亩地镇出现的洪涝灾害，就是
因洪水下泻时夹杂的树木堵塞桥洞后，洪水不能

及时向下排泄，聚集的洪水冲毁引桥，在四亩地
镇造成严重灾害。

在城市，由于公路修建时间早，下水管道设
计偏小，在出现短时暴雨和较强降水时，排水不
畅而产生内涝。
建议与启示
４１做好暴雨落区预报

洪涝灾害与暴雨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暴雨
预报难度较大，暴雨落区预报难度更大，尤其是
突发性暴雨因其局地性强、雨强大、时间短，造
成的灾害严重，这类暴雨最容易漏报。因此有必
要作好暴雨落区预报的研究，以减少暴雨漏报带
来的损失。
４２利用气候资源，合理规划山林

合理利用气候资源，适时规划，减少地质灾
害的发生。目前各地开展了保护山林，禁止滥砍
滥伐树木，建立了禁牧区，而如何使山林长势良
好，牧草旺盛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确定，如果
盲目种树、种草，不但树木长不大，牧草的长势
也不好。
４３管好河道，确保洪水顺利下泄

加强河道扫障、清淤工作，扩大河道的行洪
能力，从而降低洪峰水位。在洪灾发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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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巴山区山多河
道也多，适合建房的地方少，多数房屋建在河道
边，甚至有的房屋地基建在河道里，房屋悬在河
面上，降低河道的行洪能力，遇到较大洪水轻则
房屋进水，重则房屋损毁，损失不可估量。
４４利用降水资源，变水害为水利

陕西地处内陆，缺水严重，而每年汛期都有
数场暴雨或短时暴雨，可利用降水资源，变水害
为水利。如农村可建水窖或建暗渠收集雨水用于
干旱时灌溉，城市可建收集雨水的人工湖，或水
窖用于喷洒和浇灌。
结语

陕西虽是旱灾多于涝灾，但是预防洪涝灾害
不容忘记，必须做好暴雨预报，加强致洪暴雨的
研究；对易发生洪灾地段做好预防和监测，树立

５３２００８（１） 段桂兰等：陕西洪涝灾害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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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部一次局地暴雪天气过程分析
郭大梅，陶建玲，梁生俊，刘瑞芳

（陕西省气象台，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利用ＭＩＣＡＰＳ系统提供的常规观测资料、ＦＹ－２Ｃ卫星云图云顶亮温（爴ｂｂ）资料，分析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５日陕西中部局地暴雪过程。结果表明：这次天气过程是在５００ｈＰａ为弱西北气流
环流形势下发生的；暴雪区位于爴ｂｂ等值线密集区中；散度场在垂直方向表现为辐合－辐散－辐合
－辐散的双层结构；暴雪区位于低层高压底部，低层为负涡度，上升运动发展到整个对流层；高压
底部的７００ｈＰａ东北风、８５０ｈＰａ偏东风为暴雪区提供水汽，但暴雪的水汽通量值较小，这可能是
造成局地暴雪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西北气流；暴雪；云顶亮温
中图分类号：Ｐ４５８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Ｂ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５日，陕西出现一次降雪天
气过程，是２００５年冬季以来的首场大范围降雪天
气，关中中东部中雪，局地暴雪，省内其余地区
小雪。其中，４日０８时—５日０８时西安市、长安
县出现暴雪，降雪量分别为１１８ｍｍ和１５７ｍｍ
（图１）。这场降雪天气对城市交通、航空运输产生
一定的影响，西安市区当天共发生较大的交通事
故２１起。

气象工作者对暴雪已进行了一些研究。王文辉
等［１］在１９７９年对暴雪个例进行了天气学分析。王
建忠等［２］进一步讨论了湿对称不稳定在华北
“８６１１”暴雪雪带形成中的可能作用。朱爱民等［３］

对江淮一次大范围降雪过程的锋生次级环流进行
过深入分析。宫德吉等［４］研究了低空急流与大
（暴）雪过程的关系，认为低空偏南急流对于暴雪过
程起着重要作用。张小玲等［５－６］对“９６１”高原暴
雪切变线发生发展结构进行了涡度、散度的诊断。
王文等［７］对“９６１”暴雪发生、发展过程的动力学
机制进行了三维基流中二维非线性对称不稳定及
湿对称不稳定数值模拟试验，并进行了湿对称不稳
定诊断分析。但是陕西暴雪天气的研究比较少，本
文对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５日西安降雪天气过程诊断
分析，探讨暴雪天气的内部结构、形成机理，希望
对这一类暴雪的预报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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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意识；保护好山林；在山区应及时清理
河道，保持行洪畅通。平原及旱塬地区除了及时
清理河道外，也可对每场较集中的降水进行收集，
以备干旱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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