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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山洪灾害基本特点

山洪灾害是指因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及由山

洪诱发的泥石流、 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损失的灾害

［

1

］

。山洪灾害是我国防灾减灾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 据统计，

1950～1990

年我国因洪涝灾害死亡

22.5

万人，其中因山洪死亡

15.2

万人，占比

67.4 %

，

1991～

1998

年占比约

62 %～69 %

，

1999～2007

年占比约

65 %～

76 %

，

2007

年以来占比约

72 %～90 %

［

2

］

。 江西省是山洪

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

2000～2010

年资料统计，

江西省因洪灾死亡

284

人，其中山洪灾害死亡

226

人，占

洪灾死亡人数的近

80 %

。

江西省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全省

各地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 400～1 900 mm

，境内河流纵横，

水系发育， 集雨面积在

10 km

2

以上的河流有

3 700

余条，

容易形成局部的强降雨。 山丘区山高坡陡，溪河密集，降

雨迅速转化为径流，几小时即可成灾，导致山洪灾害频

发。 山洪灾害多发生在中小河流，具有点多面广，受灾地

分散等特征，随着雨带和暴雨中心扩大、移动，局部山洪

灾害往往会合并成大范围的灾难，全省几乎每年都有不

同程度的山洪灾害发生

［

3

］

，损失严重。

1998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黎川县连降特大暴雨引发

的山洪暴发和大面积山体滑坡，使县境内资福河流域

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山洪灾害，造成全县死亡

79

人，其中

焦陂村因山体滑坡

46

名村民死亡

［

4

］

。

2006

年

7

月

26

日，台

风“格美”带来的特大暴雨导致遂川县和上犹县发生严

重的山洪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

5

，

6

］

。

2014

年

7

月

24

日，受台风“麦德姆”外围影响，德安县遭遇特大暴

雨袭击，全县平均降雨量

189.6 m

，其中丰林镇

3 h

降雨

288 mm

创全省记录，全县受灾严重。

江西省山洪灾害频繁，损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不

同程度的山洪灾害发生，且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特别是

1995

年、

1998

年、

2002

年、

2006

年遭遇的

山洪灾害， 给江西省山丘区人民带来沉重的创伤，也给

全省社会、 经济发展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带来重要影

响，山洪灾害已经成为当前防洪减灾中的突出问题

［

7

］

。

2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简介

2.1

综述

山洪灾害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江西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4

年

12

月，江西省编制完成《江

西省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报告》 并上报国家；

2006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2007

年

～2009

年，江西省先后在

56

县开展江西省山洪灾害预

警系统一期、二期和三期工程项目建设；

2010

年

11

月，

全国山洪灾害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启动建设， 分

3

年

（

2010~2012

年）实施，江西省

94

个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

县（市、区）列入建设；

2012

年，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

2013～2015

年）启动，江西省相关工作也全面铺开。 这

些项目的全面实施，在近年山洪灾害防治中发挥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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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重要的作用，效果明显。

2.2

相关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2003

年，水利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中国气象局、原

建设部、原环保总局成立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领导

小组和编写组，要求各省编制上报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并汇总编写《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根据上述部署，

江西省

2004

年底完成了《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编

制。

2006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全国山洪灾害防治

规划》。 该规划是我国和江西省首个山洪灾害防治专项

规划，对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体系的建设具有宏观指

导作用。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结合江西省水文气

象、河流水系、地形地貌和暴雨时空分布特征，在全省

划分

1 045

个总面积为

12.051×10

4

km

2

的山丘小流域为

规划范围，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等原则，以

2010

年为近

期目标、

2020

年为远期目标，提出规划方案和治理措施。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监测预警系统、人员迁移和水土保持

措施等，同时在山洪灾害防治区开展河道疏浚、拦挡、护

岸、排洪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措施，采取非工程

措施为主，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规划

总投资为

155.46

亿元，其中近期工程投资为

71.79

亿元

［

3

］

。

2010

年，全国部分地区再次发生严重的山洪地质灾

害，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12

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编制完成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

2011

年

5

月经

国务院批准实施。 该规划的《山洪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

划》以

2006

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报

告》为基础，总结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建设和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规划对象和范围进行调

整，对灾害调查与评价、监测站点布局、预警系统建设、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等有关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并提出了

山洪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安排。

2.3

江西省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2007～2009

年）

2006

年，江西省遭遇严重山洪灾害，特别是“格美”

台风带来的山洪灾害损失重大，人员伤亡严重。 为最大

限度减少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

国务院对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的批复精神和江西省山洪

灾害防治规划建设内容，江西省自筹资金，

2007

年启动

了江西省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工程，分

3

期工程建设，

2009

年初步建成。 系统涉及全省

56

个山洪灾害县（市、

区）

2 500

余万群众，总投资

8 600

万元。各县的系统建成

当年即发挥了效益。

该系统建设内容包括监测系统、网络系统、应急体

系、预警指标和响应体系等内容。 系统通过监测的实时

降雨和水位，利用网络平台传达到县、设区市和省级防

办，监测数据同设定的预警指标进行比较，确定预警的

级别，并启动人员转移和抢险救灾等应急预案，由县级

防办利用电话、短信、报警器和交通工具发布预警信息，

实现县、乡、村、组、户

5

级灾害预警，形成完整的山洪灾

害预警系统

［

8

］

。

2.4

山洪灾害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

2010～2012

年）

从

2005

年开始， 全国陆续有地区开始探索山洪灾

害监测预警系统，并取得了较好成效。

2009

年，水利部、

财政部等部门在全国

103

个县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

程措施县项目试点。

2010

年，甘肃舟曲、四川清平和映

秀、贵州关岭、云南贡山等地暴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

害，全国因山洪灾害造成

3 887

人死亡、失踪，占洪涝灾

害死亡、失踪总人数的

92 %

，其中

8

月

7

日甘肃舟曲发生

了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遇难

1 481

人，失踪

284

人

［

9

］

，严

重的山洪灾害推动了国家对项目实施的力度和决心。

同年，国家根据

2009

年试点情况，决定在全国

1 836

个县

（后增加至

2 058

个县）开展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

施建设，分

3

年实施（

2010～2012

年）。

经财政部、 水利部联合确定， 江西省共有

94

个县

（市、区）被列入实施项目，

2010～2012

年分别实施

32

、

28

和

34

个县（市、区）。 项目总投资为

53 461.33

万元，其

中

2010

年

19 174.61

万元、

2011

年

14 966.16

万元、

2012

年

19 320.56

万元

［

10~13

］

。

图

1

山洪灾害系统结构示意图

该项目包括预警系统、监测系统、县级平台和群测

群防体系等内容。 项目在充分共享现有监测平台的基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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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通过建设

2 064

个自动雨量站、

411

个自动水位雨

量站、

9 805

个简易雨量站和

158

个简易水位站， 同现有

911

个自动雨量站和

319

个自动水位站组成全省

94

个县

（市、区）监测站网和监测预警平台；建设由

2 071

个无线

预警广播发送站、

12 801

个接收站，

10 682

个手摇报警

器和

44 960

套简易预警设备（铜锣、鼓、号、口哨）组成的

从预警平台到重点防治区域的报警体系， 实现各县的

山洪灾害防治

［

10~13

］

，图

1

为山洪灾害系统结构示意图，图

2

为群测群防预警流程图。

图

2

群测群防预警流程图

2.5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2013～2015

年）

经过

3

年（

2010~2012

年）县级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

项目的建设， 全国已初步建成覆盖包括江西省

94

县

（市、区）的

2 058

个县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

群防体系。

2012

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山洪灾害的防治能

力，国家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推动《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

项目实施方案（

2013～2015

年）》项目，全面开展全国山

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并要求各省编制本省实施方案。

江西省本项目建设范围涉及

11

个设区市、

94

个县、

1 155

个乡镇、

8 409

个行政村、

50 642

个自然村、

4 802

个

企事业单位，防治区面积约

8.82×10

4

km

2

。项目建设任务

包括非工程措施和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两方面内容。

其中非工程措施包括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和已建非工

程措施补充完善，工程措施为先期选择流域面积

20~200

km

2

，危害严重、且难以实施搬迁避让的

97

条重点山洪

沟进行治理试点。

该项目设计总投资

18.42

亿元， 其中非工程措施投

资

7.31

亿元（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投资

3.13

亿元，已建非

工程措施补充完善投资

4.18

亿元

)

， 重点山洪沟防洪治

理投资

11.11

亿元

［

14

］

。

3

建设成效与典型案例

目前，除全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2013～2015

年）正

在实施外，其它项目均已完成。 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建

成，在近年全省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中，各县（市、区）通

过山洪灾害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人员提前转

移，使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大大减

少了人员伤亡，发挥了明显的防洪减灾效益。

2007

年

8

月

13

日

18～21

时，上犹县五指峰乡突降大

暴雨，五指峰站

3 h

雨量达

164 mm

；

27

日晚，五指峰黄沙

坑流域再次出现短历时大暴雨。 上犹县防办通过新建

成的“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监测到暴雨信息后，立即通

知相关人员紧急转移群众

103

人。 半小时后，山洪袭来，

河水猛涨，已转移群众的房屋受淹，群众安然无恙。 在

此前的

2006

年，受“格美”台风暴雨引发的山洪灾害造

成

38

人死亡。

1998

年

6

月

22

日，黎川县厚村乡大源村焦陂村受强

降雨影响，发生严重山洪灾害，产生的泥石流瞬间掩埋

房屋

21

栋，造成

46

人死亡。

2010

年

6

月

18

日，黎川再降暴

雨，虽然山洪泥石流暴发，沿河房屋倒塌，水利工程等

设施被冲毁，但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及时预警，使

2 000

多

名群众提前转移，创造了特大洪灾、泥石流未发生一人

因灾死亡的奇迹。

2008

年

7

月

30

日，受

8

号台风“凤凰”影响，寻乌县遭

受特大暴雨袭击，有

6

站降雨量超过

300 mm

，新屋下站

24

小时降雨量达

324 mm

，寻乌水出现

50

年一遇大洪水。

省、市、县

3

级防办通过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及时向有关

乡镇发出预警信息，县、乡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乡

村干部根据预案，迅速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

5.8

万人，在

倒塌房屋

6 000

多间的情况下，实现了零伤亡。

由上可见，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实施产生的效果

明显。 据统计， 江西省

1991～2006

年因山洪灾害死亡

1

452

人，平均每年达

91

人

［

15

］

；

2007～2014

年全省山洪灾害

死亡

100

人，平均每年仅

12.5

人。

4

结语

2003

年以来，江西省在山洪灾害防治工作中，通过

不同项目的建设和实施，防治手段有了明显提高。 但在

实际应用中，仍存在防治区分布广泛，防御难度大；山

洪灾害易发区基础薄弱、工程标准低；系统建设点多面

广，管理压力大；预警技术存在难题，预报准确性差等

诸多问题， 在今后的山洪灾害防治中仍需继续加大建

（下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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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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