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洪一般是指发生在小面积（通常几百 km2 以内）
山丘区、 由强降雨诱发的急涨急落 （几十分钟至几小

时）的洪水。 山洪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突发性、水量集

中且流速大、冲刷力强，常常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形

成泥石流和滑坡，具有强大的破坏性。 近年来，由于全

球气候变化的原因造成极端天气不断出现， 降雨量的

变化呈现极端化趋势， 因此造成全球山洪灾害的频繁

发生，影响范围逐年增加[1]。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的防洪工作突出，防洪能力

逐渐提高，而山区山洪灾害工作相对比较薄弱，导致山

洪灾害造成的损失在全国洪涝灾害损失中所占的比例

呈现出上升趋势， 也使得小流域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

逐渐成为防洪减灾工作的重点。 2006 年 10 月，国务

院正式批复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报告》。 2010 年

9 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

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再次强调山洪灾害防御和治

理的重要性。
随着山洪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 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逐步开始建设， 而山洪预报预警是其中的关键

技术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山洪预报预警进

行了研究 [2]，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如缺乏观测数据、
缺少可靠的山洪灾害预报预警方法（模型）等等，这成

为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的关键性技术障碍之一，也

为山洪灾害防治和监测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
本文对目前山洪预报预警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总

结，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

展望。

1 研究进展

国内外对于山洪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 美国、日

本、奥地利、德国等是国际上较早开展山洪灾害研究

的国家。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于 2006 年 9 月正式启动

《山 洪 预 报 的 水 文 气 象 数 据 资 源 与 技 术 HYDRATE》
项目 [3]，世界气象组织也在积极推进一体化洪水管理

理念，并在南亚地区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三国成

功地开展了“社区加盟洪水预警与管理” 的示范区项

目。 目前中国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组织开展了“中小

河流突发性洪水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研究”项目等 [4]，
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国内外的研究主要从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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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和美国山洪预报预警技术对比
Table1 Comparison of flash flood forecast and warning techniqu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美国 中国

山洪预警指标 动态临界雨量、水位、流量 临界雨量、水位、流量，正在推广应用动态临界雨量、水位、流量

山洪预报预警模型
常用基于水文模型的动态临界雨量法，典型代表为

山洪预警指南系统（FFG）

常用基于归纳统计的临界雨量法，正在推广应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和动态

临界雨量法

山洪灾害风险分析 基于 GIS 的多因子分级区划 临界雨量系数法、基于 GIS 的多因子分级区划

学、气象学或者地学方面着手，通过对山洪的诱发因

素、临界条件以及发生过程的模拟来预报山洪[5]。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欧 美 山 洪 预 报 预 警 开 展 较 早 ，

技术也较为先进。 中国和美国山洪预报预警技术对

比如表 1。
1.1 山洪预警指标研究

强降雨是诱发山洪的主要动力因素， 地形地貌植

被和土地利用等也对山洪形成起控制作用。 区域内的

河道行洪不畅也会加剧山洪灾害。山洪形成与雨量、雨

强、降雨历时及土壤湿度关系密切，高强度的集中降雨

是引发山洪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内外山洪预警指标主

要采用临界雨量、水位和流量[6]。
在国内，山洪的预警指标多采用《国家防办山洪防

御预案编制大纲》提出的基于“统计归纳法”的临界雨

量[7]。 该方法在国内应用较为广泛，指导思想是利用历

史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该地区发生山洪的降雨临界

条件。 通过天气预报和降水实际情况，以临界雨量为

依据，确定山洪发生的可能性。 陈桂亚等提出利用历

史雨量资料分析计算地区的山洪灾害的临界雨量的

方法[8]。 叶勇等应用该方法分析浙江省小流域山洪灾

害临界雨量[9]。 另外江锦红等从河道安全泄量出发，提

出最小临界雨量与临界雨力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并以

此构建暴雨临界曲线作为山洪预警的标准 [10]。 谢会云

等利用等流时线和 GIS 相结合，制作 GIS 专题图，实时

展现了各等流时线上流量的大小， 为预警决策提供了

依据[11]。
在国外，山洪研究开展较早，方法较为成熟，预警

指标常用动态临界雨量， 典型代表为美国国家气象局

水文研究中心研发的山洪预警指南系统 （Flash Flood
Guidance，FFG）[12-15]。 其思路是以小流域上已发生的降

雨量， 通过水文模型计算分析， 得到流域实时土壤湿

度， 并反推出流域出口断面洪峰流量要达到预先设定

的预警流量值所需的降雨量， 这个降雨量称之为动态

临界雨量值。当实时或预报降雨量达到该雨量值时，即

发布山洪预警或警示。 该方法被广泛的应用，Daniele
Norbiato 等 将 该 方 法 应 用 于 意 大 利 东 北 部 山 区 [16]。
Georgakakos 应用于美国以及中部美洲 [13-14,17]。 Pierre
Javelle 等对土壤含水量及其饱和程度进行分析计算，
考虑前期土壤含水量对山洪产流的影响， 利用经验公

式，并采用雷达测雨数据计算山洪的流量，进行山洪预

警[18]。 Efrat Morin 等在干旱的死海地区利用雷达测雨

开展山洪预报预警研究[19]。
1.2 山洪预报预警模型研究

针对不同的地域条件， 国际上已经开发和建立有

不同的经验和数学模型，对山洪过程进行模拟，确定山

洪的影响范围和规模，进行预报预警。山洪预报预警可

以采用常规的水文气象模型，但由于山洪具有流速快、
预见期短以及资料短缺的特点， 所以山洪预报预警与

常规水文预报的思路会有所不同。 目前山洪预报使用

较多的方法为临界雨量法。 目前正在推广应用分布式

水文模型，其基本思路是利用 GIS 生成的数字高程模

型（DEM）来构建数字流域，通过对流域产汇流的计算

得出预警断面的水位、流量、泥沙等过程，以此达到山

洪预警预报的目的，其过程是动态的，易于掌握山洪爆

发的时间和等级。 此外，山洪多发生在山区，而山区大

部分属于无资料地区，缺乏或者缺少监测资料，而分布

式水文模型可以应用于无资料区， 这也使得分布式水

文模型在山洪预报中得以应用。
在国内， 陈桂亚等对山洪灾害临界雨量分析计算

方法进行了研究[8]。 刘志雨等提出了以 GBHM 分布式

水文模型为基础， 以动态临界雨量为指标对中小河流

山洪预警方法，并在江西遂川江流域进行应用 [20]；郭

良等提出建设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山洪预警系统建

设的思路 [21]。 叶金印等针对资料缺乏地区中小河流，

李红霞等：山洪预报预警技术研究进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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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采用降雨径流相关法进行产流计算，采用 Nash
汇流模型进行汇流计算的山洪预警方法 [22]。王鑫等初

步建立了基于水动力学的山洪数值模拟预报模型 [23]。
潘佳佳等比较了暴雨山洪水动力学、运动波模型、扩

散波模型的效果 [24]。 杨阳等在阶梯坡面上分别进 行

了无加糙和用粘贴不同粒径 的 均 匀 沙 定 床 加 糙 的 2
组系列试验， 研究了阶梯河道中的山区洪水波运动

特性[25]。
在国外， 常用的山洪预警预报模型为流域水文模

型。 Seann Reed 等比较了 12 个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

的山洪预报效果[26]。 Gunter Bloschl 等在奥地利北部山

区应用分布式水文模型预报山洪， 使得预报精度上升

约 10%~30%[27]。 Isabelle Braud 等在法国东南部流域

应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分析了 2002 年的山洪过程 [28]。
Béatrice Vincendon 等将 ISBA 地表模式与 TOPMOD-
EL 模型耦合应用[29]。 Papanicolaou 等[30] 开发了一个山

区河流水沙动力学模型。
1.3 山洪灾害风险分析

由于山洪往往发生突然、 空间尺度小、 分布数量

多、 成灾迅速， 如果预先对山洪风险度进行评估和分

析，可以对山洪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预防损失的发生以

及减少损失发生的影响程度，以保证获得最大的利益。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区域山洪灾害发生

和分布规律的研究， 在山洪灾害区域特征和评价方法

取得了初步成果。 由于山洪风险性评估与地理空间信

息和属性信息关系密切， 因此 GIS 在山洪风险性评估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很多学者将各种新理论和

新方法引入了山洪风险分析中， 如 ANN、Bayesian 方

法、灰色、模糊、集对分析等。张平仓等对中国山洪灾害

进行了区划，将全国划分为 3 个山洪灾害防治一级区、
12 个二级区和 33 个三级区 [31]。 唐川等借助于 GIS 将

危险评价图与易损性图进行叠加分析， 完成了红河流

域的山洪灾害风险区划图[32]。 吴燕华等利用集对分析

方法对区域泥石流危险性进行了评价[33]。 刘希林等提

出了基于生态环境的风险价值的泥石流灾害综合风险

分析方法， 并以汶川地震区都江堰市八一沟泥石流灾

害为例，对评估模型进行了初步检验[34]。

2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2.1 山洪灾害水文气象数据的积累

目前山洪预警预报准确率低的主要原 因 之 一 即

是缺乏足够的水文气象资料。 由于山洪往往发生在

山区小流域，而山区大部分地区站网密度偏小，观测

频率偏低， 导致可用于山洪预报预警的数据严重不

足。 未来应针对山洪灾害的防治需求，充分考虑地理

条件、受山洪灾害威胁的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山洪灾害防治区水文气象站网布设的技术原则

和技术指标， 合理布设山洪灾害防治区水文气象站

网，对山洪灾害进行有效监测，积累山洪灾害水文气

象数据。
2.2 建立更为准确反映山洪动力特征的预报模型

山洪具有空间和时间尺度小的特征， 是一个发生

在小流域上的、短历时的、多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力

学过程。 目前大多数山洪预报都是采用分布式水文模

型，但大多分布式水文模型是基于运动波和扩散波，虽

然能够预报山洪区域的内部水位、流速过程，但由于忽

略了流动的力学因子， 往往难以准确描述山洪的形成

与演化过程。 这本质上是目前山洪灾害水文学预报可

靠性很低的根源。并且诱发山洪的暴雨历时往往很短，
降雨与径流之间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线性关系，
因此基于单位线（或瞬时单位线）的水文学方法并不完

全适用。同时山洪过程是水沙相互作用的过程，目前这

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目前虽然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

基于水动力学及水沙动力学的山洪预报模型 [20-22]，但

目前水动力学山洪模型主要还在理论研究阶段， 应用

于实际山洪预报的还不多。
2.3 基于多种信息源的山洪实时预报预警

由于山洪的突发性，预见期短，导致即使在水文模

型能有效报出山洪的情况下， 也很难对发生山洪的区

域进行预警。因此如果能结合其他数据，弥补地面观测

资料在观测密度和时效性上的不足， 可以提高山洪实

时预报预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气象卫星、天气雷达与

地面雨量站点相结合，可以提高观测密度上的不足；数

值气象模型可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山洪易发区小尺度空

间上的未来几个小时降雨， 将数值气象模型与山洪

预报模型耦合，可以有效提高山洪预报的预见期。 因

此， 多元信息融合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山洪预

报预警。
2.4 结合山洪特点和区划有针对性进行预报预警

山洪预报预警需把握不同区域山洪灾害的特点，
采取因地地制宜的技术方法， 并结合山洪灾害区划有

针对性进行。 如对溪河性山洪频发区应加强暴雨预报

研究和气象水文预报预警模型研究； 泥石流滑坡频发

区应重点加强水沙动力模型研究等。 对于不同流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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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同汇流时间和不同资料条件的山丘区河流，所采

用的模型和方法也应有侧重性。如对资料较少，面积较

小的流域宜采用简单实用的经验统计方法， 对资料较

全， 面积较大的流域可以研发分布式水文模型进行预

报预警。

3 结语

目前中小河流山洪预报预警技术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是实施山洪灾害防治的关键性技术障碍之一。本

文对目前国内外山洪预报预警技术进行了总结， 对山

洪预警指标、 山洪预报预警模型以及山洪灾害风险分

析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对存在问题

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指出在山洪灾害监测、
山洪预报模型研制、多元信息融合技术、结合山洪特点

和区划有针对性进行预报预警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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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flash flood warning and forecasting are quite important for disasters control and reduction. Recently, most stud-
ies on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and warning technology focus on flash flood warning index, forecasting models, and risk assessment.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progress and issues in flash flood forecasting and warning technology, and pointed that the suggests po-
tentials in future studies will focus on flash flood monitoring, flash flood warning and forecasting models,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assimilation, an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based on flash floo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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