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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2020年，长江中下游出现超长梅汛期，降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6月至7月，长江中下游接连出现10次强降雨过程，落区重叠度高，

极端性显著。强降雨中心位于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和鄂西南山区，中心最大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湖北恩施、安徽黄山等局地超过2000毫米。

 四川甘肃等地降雨偏多，四川盆地西部8月中旬出现极端强降雨。6月以来，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区域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21%，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南部以及重庆东南部、贵州部分地区偏多5成至1倍。

 华北东北8月以来降雨频繁，东北地区降雨极端性突出。9月2至4日，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吉林、黑龙江有49个国家气象观测站的

日降雨量突破9月极值，2个测站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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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等全国多地出现严重城市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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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案例

（一）长江下游河网地区 

太湖平原典型圩区内桑基鱼塘系统。圩区是指平原河网或沿江滨湖等低洼易涝
地区，沿环绕地区的水系，通过圈圩筑堤，设置水闸、泵站，以外御洪水、内
除涝水，从而形成的封闭的防洪排涝保护区域。这种方式在城市内，叫作大包
围。

苏州地处太湖平原，是典型的河网密集地区。排水防涝方面，区内城市普

遍采取的是分片设防方式：城市中心城区建设大包围，其他每一片建设
分区，分别建设中小型包围或圩区。

现状中心大包围和金阊新城防洪包围工程分布图

 二、城市调研



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2021年

会
技
术
交
流
论
坛

本
报
告
仅
供
交
流
学
习
，
勿
他
用

本
报
告
仅
供
交
流
学
习
，
勿
他
用

7

 

城市规模大，但《排水防涝规划(2015)》编制范围小(如中心包
围面积90平方公里)。分片编制排水防涝规划是区域内城市普遍采取的
模式。每个“包围或圩区”差别较大，分属不同县、区、镇行政管理，
所以，环太湖水网密集地区城市，普遍采用若干“包围或圩区”独立编
制规划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城市调研

（一）长江下游河网地区 现状中心大包围和金阊新城防洪包围工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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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标准方面，项目城市内涝防治标准有效应对50年一遇24小时设计暴雨、市政系统设计重新期3-30年一遇（一般地区3a、
重要地区5-10a、特别重要20-30a）（基本属于国内的最高标准）。

对应的雨量和水量巨大：设计雨量106-231mm、内涝防治系统要在24小时排除掉1560万方涝水、市政系统要向内涝防治
系统转输710-1210万方雨水。

内涝防治设计暴雨雨量，50年一遇24小时231mm（径流系数0.75，90km2内产流1560万方）；市政系统设计重现期雨量（
120分钟），3a-106mm（710万方）、5a-124mm（840万方）、10a-146mm（980万方）、20a-166mm（1120万方）
、30a-180mm（1210万方）。

二、城市调研

（一）长江下游河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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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增强中心大包围+金阊新城包围2个片区沿线的、向包围外排水的泵站规模。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0%至350方秒，
设计总排涝能力达到24小时3024万方，全面超过50年一遇24小时暴雨产流1560万方、30年一遇2小时暴雨产流1210万方的排涝
需求。（2~3倍强排能力）

(2) 严格管理内外水位。历年汛期太湖平均水位4.25m（2020年平均为4.65m），中心包围以外外环水系与太湖相连，汛期时，
通过关闭外环水系向包围内河道补水的节制闸，可以切断内外水系联系，2020年在外环水系水位达到最高5.2m时，控制包围内
水系水位（汛期无降雨时）不超过3.0m、（汛期降雨时、河道排涝设计水位）不超过3.2-3.4m。 （严密管理内外水位）

(3) 精准控制城区地面竖向。中心包围内现状地面最低高程4.6m（古城最低3.9m、局部最低洼处>3.6m）、金阊新城现状最低
5.0m，高于河道水位（汛期不降雨、降雨时控制水位）0.6m、0.2-0.4m。（精准控制地面竖向）

(4) 利用包围内水域调蓄。包围内水系水面面积6.3km2、平均河宽15m（约合每平方公里河道4.7公里），按照（雨前→雨后）
水位变化3.0m→3.2m、3.4m计算，可调蓄水量1890万方至3780万方，仅包围内河道调蓄，即可以满足设防内涝防治、市政雨
水管渠设计标准。（ 1~3倍调蓄能力）

二、城市调研

（一）长江下游河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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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改善地势相对较低地块排水能力（地面高程仍高于3.6m，包围内水系水位最高3.4m）（十三五期间建成保障泵站能
力8.2方/秒、服务4.0km2高程4.6m以下区域）十四五新建总规模5.2方秒保障泵站服务规划范围内地面高程3.9m以下2.5km2面
积区域，确保上述2.5km2区域在50年一遇24小时暴雨、30年一遇2小时暴雨下无积水。（进一步保障薄弱环节）

（6）规划范围内现状雨水管道1160km、十四五计划再新建46km雨水管道，达到13.4千米雨水管道/平方公里密度。（进一步
增加雨水管道密度）

（7）开展源头调蓄工程。十四五计划实施每万平建设用地场次降雨减排150方的工程，在90km2规划范围内目标为减排135万方
(相当于3a一遇2小时降雨产流量的20%)；十五五解决雨水篦子等设施养护、临时施工带来积水、城中村雨污分流等问题。（下
一阶段转向雨水污染控制、改善设施养护）

① 高投入下的「超标准设防」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实际防涝能力约为设计标准3-6倍

②「骨干通道、大包围、排涝泵站、内河调蓄、内河水位与地面高程的精确控制」

二、城市调研

（一）长江下游河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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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

汉口

汉阳

长

江汉
江

武汉城市排水防涝体系的构建方式与苏州「相似」，也是在外部持续高水位情况下，研究如何组织「堤围、泵站、河道、蓄涝区」

的问题。

 二、城市调研

（二）长江中游沿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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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长江中下游分界）

荆州市

江汉
平原

洞庭湖
平原

宜昌市（长江中上游分界）

“两湖平原”→“两湖盆地”
5万平方公里

东西最宽约350公里
南北最宽约260公里

九大商品粮基地中2个在此区域内

太湖平原
约4万平方公里

东西最宽约370公里
南北最宽约150公里

九大商品粮基地
长沙市

黄冈市
黄石市

益阳市

荆门市

南京市

芜湖市
马鞍山市

宣城市

60个近年来内涝灾害严重的城市名单
省 数量 城市

河北 5 石家庄、保定、邯郸、邢台、廊坊
江苏 4 南京、镇江、连云港、徐州

安徽 14 合肥、蚌埠、淮南、芜湖、马鞍山、宣城、池州、安庆、铜陵、
淮北、宿州、阜阳、滁州、六安

江西 4 南昌、萍乡、赣州、景德镇

湖北 10 武汉、黄石、荆州、荆门、当阳、宜昌、孝感襄阳、恩施、
十堰、

湖南 9 长沙、益阳、常德、株洲、张家界、怀化、湘潭、娄底、衡阳

省 数量 城市
辽宁 1 沈阳
吉林 1 长春
浙江 1 杭州
福建 1 福州
山东 1 济南
广东 1 广州
广西 1 南宁
海南 1 海口

省 数量 城市
重庆 1 重庆
四川 4 成都、绵阳、宜宾、南充
云南 1 昆明

太湖平原
西南高东北低、整体坡向
东海、长江，汛期排涝可

排海、排江、排湖。

大别山

罗霄山

巫山

 

武汉市

孝感市当阳市

岳阳市
常德市

镇江市

太湖及周边
平原

雪
峰
山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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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连接通道
2 连接通道

1 扩大通道排江能力

1 通道建设

 

1 常熟枢纽连长江

1 望亭枢纽连太湖

1

1

2

2

2
2

2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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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平原处于大别
山、罗霄山、雪峰
山、巫山围合范围
内，面积约为太湖
平原1.25倍、具
备调蓄能力湖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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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长江干流主要水文控制站实测年输沙量对比

2020-07-11 长江水位高于城区12m

2021-03-10 长江水位高于城区2m

2020 年8 月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径流量与多年均值对比

荆州市

岳阳市

枝城镇

1
2

3

4 5
6

7

8

9

九曲回转

泥沙沉积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地势低平川江汇入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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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武汉江滩公园过水
（长江水位超过设计防洪水位）

江滩公园与城
区高差约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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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平原长江是唯一排涝方向并且汛期持续2-3个月高于城区地面3-10m。在3个月内，全域主要依靠大型泵
站强排+流域滞涝区及内部河湖蓄水。（由于江水太高且持续时间长，所以任何内河与长江直连都实际为引江倒灌
，会导致江防大堤更长、增加江防压力。所以，按照大型流域型河流分布，武汉逐渐形成汉口、汉阳、武昌江防，
分散小包围较少）

同时，汛期内降雨量集中。例如2020年武汉汛期一个月降雨900mm，所以，武汉大型泵站规模极大（现有能
力约1900方/秒），且必须同时依靠境内充分调蓄。所以，每到汛期暴雨，武汉“内压(暴雨)外顶(长江)四面灌”
，防汛形势非常严峻。

太湖平原地处涝水「转输通道」，太湖与长江之间的两方向转输通道总体是顺畅的（很少出现双向顶托）。只
不过通道坡度较小、过涝时间比较长、过水量比较大，所以，汛期多数时间通道水位低于城区、「相对少数」时刻
高于城区低地。

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转输通道」数量，使汛期时每条通道都维持较低的水位、能够以多通道快速退水、避免
仅依靠1-2条通道过水使水位过高带来漫堤风险，而逐步形成了「分片设防」模式。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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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平原

（长江干支流已成悬河、不具备自排条件）

（筑堤、泵排、调蓄都是关键）

连    片    建    设

面对极端不利边界

极强的堤防+调蓄区+泵站都是关键

堤
防泵站

调蓄

泵站

调蓄

泵站

调蓄

泵站

调蓄

泵站

调蓄

太湖平原

（利用长江、太湖、东海低水位，具备自排条件）

（通道是关键，辅以调蓄、泵排）

圩区
片区

圩区
片区

圩区
片区

圩区
片区

圩区
片区

面对较不利边界

快速退水通道是关键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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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心城区排水防涝专项规划，范围面积1526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813平方公里）。

规划远期目标（以城市向长江排涝的工程组织为核心）：

一般地区要有效应对50年一遇的暴雨（24小时雨量303mm，苏州为231mm），重点地区和路段要有效应对100年一遇的暴雨
（24小时雨量344mm）；

以流域平均径流系数0.75计，50年一遇24小时暴雨产流3.4亿方、100年一遇24小时暴雨产流3.8亿方。24小时排除涝水总量
3.4-3.8亿方，涝水总量相当于苏州中心包围的18-20倍、规模巨大（单位面积涝水量的1.1-1.2倍）。

二、城市调研

（二）长江中游沿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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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排江泵站，总规模2284方/秒，24小时排水量1.97亿方（现已建成1900余方秒

，约为规划能力的83%）；

（2）中心城区45个湖泊、总面积210平方公里作为调蓄空间，调蓄深度0.5-1.5m，总调蓄能力2.1亿方；

（3）泵+湖总体规划蓄排能力约4.0亿方，略大于50年一遇3.4亿方、100年一遇3.8亿方的产流量，规划略高于需

求(规划是需求的1.05-1.15倍)；

（4）扩建泵站有困难、距离调蓄湖泊较远的地段，建设排水深隧；

（5）增补雨水管网由1600公里至约4000公里，规划范围内管网密度达到约5.4公里雨水管道/平方公里建成区；

（6）暂无建设用地竖向控制要求。

①  建设中的「等标准设防」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②  共同点是以「排涝泵站+河湖调蓄」为核心的工程体系

二、城市调研

（二）长江中游沿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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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口、三亚、莆田（沿海大型城市）为例，与长江中、下游案例的相同点是同样构建了「骨干通道+排涝泵站+滞涝区+竖向

控制」的工程体系，仅在技术方法细节上有差别——沿海城市增加了排海方向。

• 沿海地区城市（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城市）其集中建设区域多是「临」江(城市供水水源)、 「近」海；

• 在一般情况下，常见以所临江河作为就近排涝出路，在汛期入海河流极易发生「洪潮同期」(流域洪水叠加天文大潮)现象，

导致江河水位高于沿江地面，阻断城市排涝出路；

• 海湾作为江河出口(江河水位线最低端)，其水位始终低于江河水位，所以，可以考虑以向海方向作为排涝首选方向。

二、城市调研

（三）东南沿海地区 



中
国
城
镇
供
水
排
水
协
会
2021年

会
技
术
交
流
论
坛

本
报
告
仅
供
交
流
学
习
，
勿
他
用

本
报
告
仅
供
交
流
学
习
，
勿
他
用

22

 二、城市调研

（三）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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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河岸起点 规划区河流入海口 规划区海岸线终点

根据设计洪潮水位与地面关系，临江地段洪潮叠加设计水位高于地面、临海地段设计潮位低于地面。
此时，构建向海排水通道、充分利用河流自排能力，是应优先考虑的策略(临江地段可根据需要考虑采
用泵站排江）。

临江地段 临海地段

洪潮叠加设计水位

地面高程
设计潮位

地面高程

二、城市调研

（三）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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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水位8.32

8.09

7.51

6.44

5.80

5.33

3.68

以北区域现状城市及村庄建设用地标高：2.85-6.34

以南区域现状城市及村庄建设用地标高： 7.58-28.65

南渡江发生设防洪水时
无法排涝区域范围

设计降雨量24
小时282毫米

能否安排如此较
大规模建设？

现状及规划主要建
设用地沿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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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海片区（3.46%）

排江片区（65.19%)

排港片区
（31.35%）

I
328ha

II
937ha

III
1510ha

IV
588ha

V
214ha

VI
653ha

VII
2340ha

VIII
207ha

IX
513ha

X
1367ha

XI
145ha

XII
441ha

XIII
230ha

排海片区（66.68%）

排江片区(24.71%)
排港片区

（8.61%）

2年一遇最高潮位：2.18
20年一遇最高潮位：3.16
50年一遇最高潮位：3.55

设计水位8.32

8.09

7.51

6.44

5.80

5.33

3.68

原排向 现排向

I
328ha

II
937ha

III
1510ha

IV
588ha

V
214ha

VI
653ha

VII
2340ha

VIII
207ha

IX
513ha

X
1367ha

XI
145ha

XII
441ha

XIII
230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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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m3/s

460ha

1273ha

50m3/s

潭倔溪

芙
蓉

河

潭
览
河

道
孟

河

迈
雅

溪

南岳溪

大
排
沟

振
家
溪

演
丰

渠
道

演
丰

西
河

演
丰

东
河

演州河

335ha

50m3/s

100m3/s 150m3/s

84ha

125m3/s

50m3/s

64.5ha

331ha

90.3ha

117ha 350ha

168ha282ha

81ha 

129ha

149ha

27.1ha

73.6ha

20.5ha

69.6ha

253ha

• 建立排海为主、兼顾排港、排江的排水防涝
体系

• 充分发挥河道能力前提下，设滞涝区、河口
泵站应对最不利海况

• 在遭遇最不利海况条件下，倒推通道、滞涝
区最高水位，由水位倒推城市建设控制高程

蓄涝区域

填方区域

骨干通道

排涝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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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年平均海潮同期 与10年一遇海潮同期 与20年一遇海潮同期 与50年一遇海潮同期

潭览迈雅河
流域

（I-III）

125m3/s+3.0km2

控制水位2.55-2.8m

6.4km2 476万方

150m3/s+3.0km2

控制水位2.55-2.75m

6.4km2 456.4万方

125m3/s+3.11km2

控制水位2.6-2.8m

6.4km2 518万方

150m3/s+3.0km2

控制水位2.6-2.8m

6.4km2 506万方

125m3/s+3.11km2

控制水位2.67-2.92m

6.4km2 558.3万方

150m3/s+3.0km2

控制水位2.67-2.92m

6.4km2 538.5万方

125m3/s+3.69km2

控制水位2.8-3m

7.12km2 663.85万方

150m3/s+3.0km2

控制水位2.8-3m

7.12km2 569.7万方

芙蓉河流域
(IV-VII)

50m3/s+2.56km2

控制水位4.0-4.3m

3.16km2 671.2万方

125m3/s+2.56km2

控制水位3.85m

3.16km2 502.8万方

50m3/s+2.56km2

控制水位4.0-4.3m

3.16km2 640万方

125m3/s+2.56km2

控制水位3.9m

3.16km2 515.8万方

50m3/s+2.56km2

控制水位4.1-4.4m

3.16km2 671.7万方

125m3/s+2.56km2

控制水位3.9m

3.16km2 514.1万方

50m3/s+2.59km2

控制水位4.2-4.5m

4.3km2 873.8万方

125m3/s+2.59km2

控制水位4.0m

3.16km2 544.8万方

振家溪流域
(IX、X)

50m3/s+1.72km2

控制水位3.35-3.9m

2.7km2 436.12万方

50m3/s+1.72km2

控制水位3.3-3.9m

2.7km2 435.5万方

50m3/s+1.72km2

控制水位3.4-3.9m

2.7km2 462.1万方

50m3/s+1.72km2

控制水位3.4-4.0m

2.7km2 489.6万方

演丰西河流
域

（XI-XIII）

0.84km2

控制水位4.15m   
0.84km2

控制水位4m   
0.84km2

控制水位4.1m   
0.84km2

控制水位4.2m   

演丰东河流
域

3.55km2

控制水位1.57m   
3.55km2

控制水位1.52m   
3.55km2

控制水位1.57m   
3.55km2

控制水位1.7m   

西溪沟流域 0.64km2      

控制水位0.85m 
0.64km2      

控制水位0.8m 
0.64km2      

控制水位0.85m 
0.64km2      

控制水位0.9m 

与不同海况同期的排水防涝工程测算

泵站规模 滞涝面积

河道水位 填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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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涝面积
13.25km2

原格局：全域向心排涝
受洪潮同期影响，重力自排方式被阻断，设置

13.25平方公里蓄涝区、400方/秒强排泵站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总投资（亿）

蓄涝区+水域 13.25km2+2.57km2 1192万方 2.54

整治河道 92.7km 25条 3.71
新改建水闸 5座 205m 1.26

预留泵站 4座 400方/秒  210亩 4.80

合计 12.31

霞林泵站 
50方/秒 26亩

张镇泵站 
100方/秒 52亩

河滨泵站 
50方/秒 26亩

涵坝泵站 
200方/秒 10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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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泵站
70方/秒钟潭溪泵站

80方/秒

兴化湾泵站
100方/秒

新格局：全域向海排涝
洪潮同期不影响排海通道能力，滞涝区面积减少

4平方公里、强排泵站泵站规模减少150方/秒

项目类型 项目规模 总投资（亿）

蓄涝区+水域 8.55km2+1.19km2 2712万方 2.83

整治河道 132 km 39条 6.15

新改建水闸 10座 410.5m 2.46

预留泵站 3座 250 方/秒  131亩 3.00

合计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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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首先考虑排海、兼顾排江，以此为基本原则，构建自排通道、布局强排泵站、设置最不利工况时滞涝区
(强排泵站可沿江也可沿海) ；

• 步骤2：以内河最高水位为起点，向上推导控制道路控制高程，再由道路控制高程推导地块控制高程(内河最高

水位可能低于外江设计水位、但高于外海设防潮位)；

• 步骤3：根据地块高程，布置雨水管道。对既有地块，若高程低于内河最高水位，可考虑设置地块排涝泵站。

排水防涝体系基本构造顺序：

 

①  「排水方向」对沿海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构建有重大影响，需前置考虑

② 构造「自排通道+排涝泵站+滞涝调蓄区域」为核心的体系

③ 定水位、定竖向、定管道，「自下而上」，逐层倒推

二、城市调研

（三）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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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方平原地区

 

1、石家庄：典型北方平原大型城市，中心城区总面积约483.0平方公里。

雨水管渠重现期1-5年一遇(2小时降雨量37-61mm)；

城市内涝防治，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的暴雨(24小时降雨量217mm)；

内涝防治、雨水管道设计雨量，基本相当于前述案例的2/3。

2、排水防涝体系

(1)规划核心内容是布置密度合理、能力充足的排涝明渠，保障规划范围退水能力；

(2)按照设计标准，大型排涝明渠退水能力需要达到：1年一遇暴雨对应1340万方(2小时)、5年一遇暴雨对应2210万方
(2小时) 、50年一遇暴雨7860万方(24小时)；

(3)依托现状及规划退水渠10余条(最大宽度≤22m、有效深度≤2.5m、平均纵坡0.5‰)，总退水能力计划达到24小时
15060万方(相当于每小时627万方)；

此外新建地下雨水调蓄设施500万方+大型明渠道自身调蓄能力550万方，合计1050万方；

最终，最大小时蓄+排能力1677万方，以满足排水需求；

(4)做好一般市政雨水管道与上述渠道的高程衔接。

二、城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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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骨干通道 + 大型排涝泵站 + 各类型滞涝区

退水明/暗渠道 + 地块雨水泵站 + 地块调蓄设施

二、城市调研

（四）北方平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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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
“各地区要抓紧制定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排水出路与分区，科学布局排水管网，确定排水管网雨污分流、管道

和泵站等排水设施的改造与建设、雨水滞渗调蓄设施、雨洪行泄设施、河湖水系清淤与治理等建设任务，优先安排社会要求强烈

、影响面广的易涝区段排水设施改造与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大纲》（建城[2013]98号）：
“四、城市雨水径流控制与资源化利用，五、城市排水（雨水）管网系统规划，六、城市防涝系统规划—平面与竖向控制、

内河水系综合治理、涝水行泄通道、雨水调蓄设施、与防洪设施衔接”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建设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43号）：
“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包括：1.地下排水管渠（管廊）、2.雨水源头减排工程、3.城市排涝除险设施（内河、道路、大型排水

明渠干沟）、4.城市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1、实施方案编制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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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方案编制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自2013年以来，发布了众多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相关文件，在内容上完整覆盖了源头控制、排水管网、排水泵站、内河

通道、道路竖向、与防洪设施衔接、信息平台等各方面内容。——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工程体系要素已经相对充实、完整。
当前的工作任务应集中于考虑“按什么顺序或原则，对要素进行组合，构造逻辑清楚、实施即有效的防治体系”。——经过7

年实践，对2013年规划编制大纲的再一次解读、微调、具体化。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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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方案的内容如何安排？

  在外江、外海堤防达标后，就要首要考虑城市外排能力。从规划或方案整体内容上，覆盖水利、市政、规划等多个专业。

第一个层次，是要确保内河、泵站外排能力充足，在内河、泵站外排能力不足时，就要有充足的滞涝区域。
“内河+泵站+滞涝区”的能力，是指在城市外江、外海设计洪潮水位制约下(设计最不利工况、边界条件下)的
蓄排(向外)组合总能力，是保障城市安全的底线能力，必须首先予以确保。

第二个层次，是根据“内河+泵站+滞涝区”能力，详细计算(内河、滞涝区)最高控制水位、推定各类用地
最低控制竖向。

第三个层次，是布置起地块雨水转输作用的管网。管网的作用是转输，是将各类地块雨水，转输到第一个层
次的“内河+泵站+滞涝区”体系来实现外排。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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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河+泵站+滞涝区”体系排除的水量，与雨水管网转输的水量，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

 “内河+泵站+滞涝区”体系的设计条件，通常是长历时降雨，但也必须要同时满足短历时降雨排水需求（实际

中，短历时设计暴雨，往往“包括在”长历时设计暴雨之内。例如，本次调研的四类8个城市的设计长历时暴雨

，其典型特大暴雨雨型的最不利2小时分配雨量，都大于2小时短历史5年一遇设计雨量。稳妥起见，推荐各城

市在工作中再行校核一下。）

 城市党委、政府是排水防涝工作的责任主体。在实际中，可考虑按照“谁负责外排体系建设，谁编制规划或方

案”的原则组织工作。(外排体系指：内河+泵站+滞涝区构成的体系)

2、实施方案的内容如何安排？

  在外江、外海堤防达标后，就要首要考虑城市外排能力。从规划或方案整体内容上，覆盖水利、市政、规划等多个专业。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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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现代化内涝防治体系

3、实施方案的建设项目时序如何安排？

  按照设施使用频率，确定工程建设时序。（需要大量、不同情景模拟或计算）

实施方案提出的全部工程建设内容，是在设计情况下的最安全工程安排(往往是设计最不利雨型、设计最不利
雨洪潮遭遇情况下的最大工程安排，例如30年一遇暴雨遭遇100年一遇洪潮叠加的极低发生概率），这一工程安
排往往需要极大投资。对大多数城市，最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今年上哪些工程，就可以解决常见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在设计情况之外，按照常见雨型、雨洪潮遭遇情况（例如5年一遇暴雨遭遇常水位洪水，等
众多相对常见场景），进行计算分析，按照各项工程安排在众多非设计情况下(常见场景)的使用情况进行排序(河
道过水流量、泵站开启机组、滞涝区实际淹没范围等等) ，确定在众多场景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若干项工程，予以优
先实施(“上了这些工程，就可以基本解决常见问题”）。

对“常见场景”和“优先工程”的考虑要紧密结合地域特点（如，长江中游沿江城市，长江是唯一排涝出路，
6-9月长江水位持续高于城市地面，就是常见情况，江防+大型泵站+滞涝区就要先上；北方平原城市，在非罕见
洪水下，外江水位往往低于城市地面，内河通道就考虑先上）。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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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方案的建设项目时序如何安排？

  按照设施使用频率，确定工程建设时序。（需要大量、不同情景模拟或计算）

不同洪潮暴雨遭遇组合计算结果

40%
边界
条件

25%
产流
条件

泵排
总量

-50%

泵排
总量

-50%

河流
自排

+131%

河流
自排

-19%

滞涝区
调蓄
持平

滞涝区
调蓄

-23%

河流
调蓄
持平

河流
调蓄
持平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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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完整（统筹内涝防治、城市防洪、水安全保障 … ，逐步建立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形成流域

、区域、城市协同匹配，防洪排涝、应急管理、物资储备系统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

重点突出（坚持防御外洪和治理内涝并重，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并举，遵循“高水高排、低水低排”

，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整体提升内涝防治水平。 … ）

因地制宜（根据城市自然地理条件、水文气象特征和城市规模等因素，科学确定治理策略和建设任务

，选用适用的内涝防治相关措施。 … ）

 三、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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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毕！

敬请指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5号(100044)
5 CheGongZhuangXiLu,Haidian District,Beijing(100044) ,China

www.caup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