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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２００５年９—１０月暴雨洪水特性分析
党宪军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西安７１００６８）
摘要：２００５年９月下旬渭河流域发生了长历时、大面积、高强度降雨，致渭河干流及支流涨水，
多处出现超警戒洪水。通过对该次暴雨洪水特性分析，发现形成这次洪水的暴雨中心和洪水形成
均在中下游地区，暴雨中心移动方向与洪水走向一致也是形成这次洪水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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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７日至１０月４日，陕西省出现
了长历时、大范围、高强度的持续性降雨过程，降
雨使渭河流域华县站１０月４日０９时发生１９８１
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流量为４８２０ｍ３燉ｓ，此次渭
河流域洪水，给下游干支流沿岸带来了严重的洪

涝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渭河流域概况

渭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陕
西两省，在陕西潼关县汇入黄河。流域总面积１３５
万ｋｍ２，陕西境内６７１万ｋｍ２，全长８１８ｋｍ。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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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９９１年的全省连阴雪过程
陕西５０ａ共出现４次全省连阴雪，另一次影

响较大的连阴雪过程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１—２７日，
全省７８站出现连阴雪，此次无区域性强连阴雪过
程出现，各站过程降水量也明显偏低。

另外，２００１年全省出现了６次较大范围连阴
雪天气，其中１月出现１次关中区域性连阴雪，２
次陕南区域性连阴雪，１２月又出现２次关中区域
性连阴雪，４次区域性连阴雪过程为５０ａ之最。
小结
４１全省９６站５０ａ连阴雪情况差别很大，偏北
偏南测站连阴雪过程少，中部较多；北部自北向
南连阴雪天气逐渐增多，中部西北多东南少，南
部连阴雪天气分布极为不均。
４２全省２个连阴雪多发区为陕北南部和关中
西北部及商洛地区，陕南中南部地区最少；各市
５０ａ连阴雪过程分布不均，铜川、商洛偏多，汉
中、安康偏少。

４３关中地区连阴雪过程多于陕北、陕南，５０ａ
出现全省连阴雪过程３次，１９５５—２００７年无全省
强连阴雪过程。
４４全省年出现区域性连阴雪１～４次，以出现
１次区域性连阴雪过程为主，连阴雪天气集中在
１２—３月。
４５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０—２１日陕西出现一次强连
阴雪过程，为１９５５年有气象资料以来唯一一次全
省强连阴雪过程，也是全省持续时间最长、范围
最广的一次降雪过程。

参考文献：

［１］徐亮，秦宁生青南牧区连阴雪天气初步研究［Ｊ］
青海气象，２００１，（１）：１５－１７

［２］吴长平，张政阿坝牧区连阴雪天气成因分析［Ｊ］
四川气象，１９９９，６７（１）：４５－５０

［３］郭大梅，陶建玲，梁生俊陕西中部一次局地暴雪
天气分析［Ｊ］陕西气象，２００８（１）：３６－３９

９１２００９（３） 陕西气象



界至宝鸡林家村河长约１２３ｋｍ，为山区河流，俗
称上游段，林家村至咸阳铁桥河长１７１ｋｍ，称中
游段，咸阳铁桥至潼关２０８ｋｍ，称下游段。中、下
游流经关中平原，水系呈不对称状分布，北岸支
流源长而稀疏，南岸源短而稠密。南部为秦岭北
麓山地，河沟密布，水源丰沛，发源于秦岭的崇
山峻岭之中，源短流急，比降陡，汛期洪水暴涨
暴落，含沙量小。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６１０ｍｍ，
其中秦岭北麓山地年降雨量７００～９００ｍｍ，７—
１０月降雨占全年的６０％以上。陕西境内，干流设
有拓石、林家村、魏家堡、咸阳、临潼、华县等
水文站，主要支流均设有水文站。
降水分析
２１降雨时空分布

渭河流域降雨过程自９月１７日０８时开始，
至１０月４日０８时结束，历时１７ｄ。全流域普遍
降雨，渭河上游和渭河中下游南岸降雨量普遍大
于２００ｍｍ，是形成渭河洪水的主要区域，泾河、
北洛河流域降雨未造成大的洪水。降雨主要分两
次过程。
２１１第一次降雨过程９月１７日０８时—９月
２１日２０时以甘肃省境内的暴雨为主。２０日０２—
１４时，在渭河上游陕甘交界地区发生大暴雨，最
大降水依次为北道区元龙雨量站１４３ｍｍ，陇县
八渡镇站１３８ｍｍ，宝鸡县凤阁岭站１３０ｍｍ，雨
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的地区主要在甘肃境内。渭河
中下游降雨量较小，为２０～４０ｍｍ（图１）。由于
前期土壤干旱，这次降雨未给渭河干流造成大的
洪水，主要使土壤含水量增加。

图１２００５－０９－１７Ｔ０８—２１Ｔ２０渭河
流域雨量（单位：ｍｍ）分布图

２１２第二次降雨过程９月２４日１４时—１０

月４日０８时降雨过程是全流域普遍降雨。２４、２５
日相继降中到大雨，２８日降小雨，从２９日开始秦
岭北麓有３个集中降雨时段：９月２９日０２—２０
时，降雨量３０～８７ｍｍ，平均面雨量４６ｍｍ左右；
１０月１日０２时—２日２０时，降雨量６０～１６７
ｍｍ，平均面雨量８５ｍｍ左右；２日０８—２０时，降
雨量２５～５５ｍｍ，平均面雨量３３ｍｍ左右。

第一个降雨集中时段，降雨量最小，降雨强
度小，最大出现在周至县狐狸沟站８７ｍｍ。２９日
０２—１４时降雨中心发生在上游站，０８—２０时降雨
中心发生在下游站，说明降雨中心由上游向下游
移动，本次降雨使渭河形成第一个洪峰。第二个
降雨集中时段，雨量、强度最大，雨区集中在渭
河以南区域，最大出现在户县涝峪口站１６７ｍｍ
（图２），也是本次洪水的主要造峰雨。其中，１０月
１日０２—１４时上中游站降中到大雨，１４—２０时中
下游降中到大雨，降雨中心也是由上游向下游移
动。第三次降雨集中时段，上游站基本没有降雨，
主要在中下游发生降雨，降雨量在２５～５５ｍｍ之
间。从图２可看出降雨中心在渭河以南，秦岭以
北的狭长区域内，降雨过程是沿着渭河从上游向
下游移动。由于流域内土壤基本饱和，降雨大部
分形成了径流，这样的降雨容易形成峰高型洪水。

图２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Ｔ０２—０２Ｔ２０渭河流
域雨量（单位：ｍｍ）分布图

从１０月１日０２时—２日２０时等雨线上的
雨量中心起分别取不同等雨线所包围的面积及此
面积内的平均雨深（图略），降雨量在２５ｍｍ以上
笼罩面积为３０８６３ｋｍ２，降雨量在５０ｍｍ以上笼
罩面积为１８６３７ｋｍ２，降雨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上笼
罩面积为４３０９ｋｍ２，降雨量在１５０ｍｍ以上笼罩
面积为７３６ｋｍ２。面积越大，平均雨深越小。

０２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９（３）



２２降水特点
（１）降雨笼罩面积广，降雨强度较大。渭河、

泾河、北洛河普遍降雨，暴雨中心主要在渭河以
南、秦岭以北的狭长区域。

（２）降雨历时长，主降雨段靠后。第二场雨先
后出现三次降雨集中时段，特别是后两个，形成
的径流互相迭加，使渭河下游临潼、华县出现大
洪水。

（３）暴雨中心移动方向与洪水走向一致。降雨
中心主要在渭河南岸，由西向东移动。林家村、魏家
堡、咸阳、临潼、华县站洪水沿程增加，说明支流
加入水量正好与干流洪水迭加，洪峰增大。
洪水分析
３１洪水组成

从历史洪水看，影响陕西省的渭河洪水产流
区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位于渭河上游甘肃境内，二
是陕西境内宝鸡至临潼之间渭河南岸的秦岭北麓
产流区，三是泾河上游产流区。

根据渭河洪水来源和产流区域不同，渭河洪
水可以分为４种类型。即上游型洪水、中下游型
洪水、泾河来水型洪水、混合型洪水，本次秋淋
根据降雨情况所形成的洪水主要是上游型洪水和
中下游型洪水。

受９月１９—２１日渭河上游陕甘交界地区强
降雨影响，支流通关河凤阁岭站９月２０日１１：０６
出现洪峰流量６２７ｍ３燉ｓ，为该站２００ａ一遇洪水；
受支流涨水的影响，干流拓石水文站于９月２０日
１２：２４出现洪峰流量１５９０ｍ３燉ｓ，演进到华县站
２２日０９时出现洪峰流量１５００ｍ３燉ｓ，这次洪水属

于上游型一般洪水。
２９日后降雨主要在秦岭北麓地区，受持续降

水及暴雨中心沿渭河向下游移动的影响，特别是
支流黑河、涝河的持续大到暴雨，金盆水库加大
下泄流量，黑峪口水文站９月２９日１６：３０出现
洪峰流量１３１０ｍ３燉ｓ，与渭河干流魏家堡站相应
洪水叠加，９月３０日０２时在咸阳站形成２０６０
ｍ３燉ｓ的本次洪水第一个洪峰，９月３０日１２时临
潼站洪峰２７２０ｍ３燉ｓ，１０月１日０５时华县站洪峰
２７２０ｍ３燉ｓ。

由于１０月１日０２时—２日２０时出现第二
个暴雨集中时段，降雨在秦岭北麓不断加强，而
且降雨洪水走向持续一致，加上支流各站相继多
次出现的洪峰过程，各支流到出口断面的传播时
间不同，使渭河干流洪水在向下游演进过程中，稍
有回落后又继续上涨。魏家堡站１０月１日２３时
洪峰流量２０６０ｍ３燉ｓ，与区间黑河金盆水库持续
６００ｍ３燉ｓ的泄流、涝河涝峪口站１０月１日１８时
２３８ｍ３燉ｓ的洪峰以及其它支流洪水遭遇，致使渭
河干流咸阳站１０月２日０４：１８出现洪峰３３００
ｍ３燉ｓ。咸阳站洪峰在演进过程中与沣河１０月１日
２１：３０洪峰流量为４５１ｍ３燉ｓ的洪水落水段以及
灞河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６洪峰流量为８１０ｍ３燉ｓ的洪
水落水段遭遇，临潼站于１０月２日１５：１２出现
洪峰５２７０ｍ３燉ｓ，洪峰水位为３５８５８ｍ。临潼站
洪峰经过４２ｈ的漫长演进，在向下游演进过程中
又互相叠加，于４日０９：３０在华县水文站演变为
４８２０ｍ３燉ｓ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为３４２３２ｍ
（图３），此次洪水属于中下游型洪水。

图３渭河２００５年９—１０月洪水过程线

１２２００９（３） 党宪军：渭河２００５年９—１０月暴雨洪水特性分析



３２洪水特性
（１）降雨产流区域集中，洪水主要来源于渭

河中下游南岸支流和千河流域，渭河上游和北岸
其它支流来水都不大，泾河和北洛河未出现涨水
过程。历史上渭河洪水多由中上游暴雨或全流域
暴雨形成，本次洪水为比较少见的中下游暴雨形
成。而且渭河下游１０月发生洪峰流量大于５０００
ｍ３燉ｓ以上洪水，为历史有资料以来仅有，临潼站
洪峰流量５２７０ｍ３燉ｓ和华县站洪峰流量４８２０
ｍ３燉ｓ均为历史同期最大。

（２）降雨移动方向与洪水流向相同，中下游
秦岭北麓各支流涨水频繁，干支流洪水遭遇频繁，
造成干流洪水峰高量大。

（３）洪峰水位高，干流临潼站洪峰水位创历
史新高，超过２００３年８月洪水洪峰水位０２４ｍ；
华县站洪峰水位，仅次于２００３年８月洪峰水位，
为历史第二高。

（４）洪峰传播时间长，洪水演进速度慢，洪峰
持续时间长。根据报汛资料统计，临潼—华县洪
水传播历时４２３ｈ，２００３年８月洪水传播历时２４
ｈ，而且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临潼站峰顶流量持续时间长
达１ｈ４２ｍｉｎ。原因是秋季洪水，河道滩面上种植
着大量的玉米等高杆作物，且正值庄稼成熟期，枝
繁叶茂，甚至滩面还有很多果树和林木，从而增
大了河道的糙率，严重阻碍了洪水的正常下泄，使
洪水演进趋于缓慢。

（５）洪量大，洪水含沙量小，本次洪水主要来
源于渭河中下游地区的南山支流，而南山支流的
植被覆盖较好，所以洪水含沙量小。从实测资料
看，临潼水文站最大含沙量为３００ｋｇ燉ｍ３，华县
水文站为３６６ｋｇ燉ｍ３。
３３河势变化的特点

河道主河槽普遍拓宽，一般较汛前展宽３０ｍ
左右；河底最深点普遍刷深，过洪能力增大，洪
水后华县河段主槽过洪能力接近３０００ｍ３燉ｓ。
秦岭北麓降雨与洪水关系

中下游型洪水来自渭河中下游林家村至临潼
之间，以秦岭北麓渭河支流降雨产流为主。统计
多年数据，秦岭北麓大面积普遍降雨时，以暴雨

时段降雨的重心时间开始计算，魏家堡站滞后１０
～１４ｈ出现洪峰，咸阳站滞后１６～２４ｈ出现洪
峰，临潼站滞后２５～４０ｈ出现洪峰。

由于形成本次洪水是第二个暴雨时段降雨所
形成，第二个暴雨时段的重心时间为１０月１日
１１时，可以看出魏家堡、咸阳、临潼站洪峰滞后
时间分别为１２、１７３、２８ｈ。
结束语
５１认识

（１）本次洪水过后，水位刷深，河床变宽和三
门峡水库敞泻有很大关系，在本次洪水过程中三
门峡水库采取了敞泄运用的方式，以利于潼关高
程的下降。

（２）这次长历时大洪水过程中，省防总在确
保冯家山、石头河、金盆等三座水库自身安全和
三座水库错峰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根据预案，科
学指挥调度三座水库错峰，大大减轻了下游的防
汛压力，使灾害损失降为最小。
５２建议

（１）进一步深化洪水规律研究，不断提高洪
水预报水平。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洪水的实时调度中，
根据省气象台“全省十流域降雨数值预报”，制作
渭河中下游洪水趋势分析，已充分体现了水文与
气象预报相结合、预报与调度相结合的重要性，调
度决策对降雨预报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因此，需
要继续加强渭河流域产汇流规律研究，加强新方
法、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洪水预报的水平。

（２）加强渭河流域信息源建设，全面快速获
取相关信息。流域内水库和有关单位都建立了自
动测报系统，收集了大量的水雨情信息，但信息
未能得到充分共享和有效利用。因此，力争做到
信息共享，争取防汛预报调度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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