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淮河流域大洪水的雨情 !水情特征分析
Ξ

毕宝贵  矫梅燕  廖要明  徐  晶
k国家气象中心 o北京 tsss{tl

摘   要

利用地面加密资料 o分析了 ussv年淮河流域 y ∗ z月降水的时空分布和气候统计特征

以及降水雨情 !水情特征 o并与历史同期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ussv年淮河流域梅雨期经

历了 z次强降水过程 o降水总量和洪水流量都超过 t||t 年同期 o但低于 t|xw 年梅雨期 ~

ussv年淮河流域降水的突出特点是 }雨带稳定 !暴雨集中和突发性强 ~水情特点是 }洪峰逐

次递减 ~造成淮河流域全线超警戒水位的重要原因是 }ussv年春季降水偏多 !z月份副热带

高压位置偏南以及淮河中游下段河床剖面倒比降 ∀

关键词 }淮河流域  降水  水位  洪峰

引  言

us世纪 |s年代以来 o淮河流域先后多次发生大洪水 ∀t||t年仅安徽 !江苏两省受灾

人口达到 zt h o农作物受灾面积占 ys h o直接经济损失达 wxs亿人民币 ~t|||年皖南 !苏

北和苏南出现 xs年不遇的大洪水 ~ussv年 y月下旬至 z月中旬 o淮河流域出现特大暴

雨 o其雨量之大 o持续时间之长 o影响范围之广 o为历史上罕见 o淮河流域雨情和水情均超

过 t||t年 ∀近年来 o许多气象学者对 t||t和 t||{年江淮暴雨≈t ∗ {  !t||{年华南特大暴

雨≈| 等过程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 o为大范围特大暴雨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利用地面

加密资料对 ussv年汛期淮河流域大洪水的雨情 !水情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

t  ussv年淮河流域降水分布特征

ussv年 y月 ut日 o我国主要降水带从华南 !江南南部北跳到淮河流域 o并在该地区

持续长达 vs §之久 ∀y月 ut日淮河流域入汛后共出现了 z次强降水过程 o降水总量一般

为 uss ∗ xss °°k图 t¤l o其中安徽北部 !江苏中北部达 xss ∗ zss °° ∀安徽北部 !河南东

南部 !江苏北部等地降水总量普遍比常年同期偏多 t ∗ u倍 o局地偏多 u ∗ v倍k图 t¥l ∀

  由 ussv年 y月 ut日 ∗ z月 uu日 xss «°¤平均高度场k图略l可以发现 o欧亚中高纬

呈两槽一脊形势 ∀欧洲槽中不断有冷空气从阻高底部经巴尔喀什湖 !黄河上游和青藏高

原东部南下或从贝加尔湖长波槽中分裂冷空气沿中纬度锋区经黄河上游 !华北与副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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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国家气象中心项目/ ussv年淮河流域致洪暴雨的研究0资助 ∀

ussv2s{2sw收到 oussw2sv2tx收到修改稿 ∀



图 t  ussv年 y月 ut日 ∗ z月 uu日淮河流域降水量k°°lk¤l

和降水距平百分率k h l k¥l k相对于 t|zt ∗ usss年平均值l

北侧的暖湿气流频繁地交锋于淮河流域 o造成 y月 uu ∗ uv日 !uw ∗ uz日 !u|日至 z月 v

日 !w ∗ z日 !{ ∗ tt日 !tu ∗ tv日 !ut ∗ uu日共 z次强暴雨天气过程 ∀z次暴雨过程降雨

的时空分布如下 }

ktl y月 uu ∗ uv日 o受副热带高压北抬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 o山东中南部 !河南

大部 !安徽大部 !江苏中北部 !湖北东部出现大暴雨天气过程 o雨带呈东北 ) 西南走向 o有

v个强降水中心 o分别位于湖北麻城 !河南商丘和山东沂南附近 ∀降水量一般为 xs ∗ tss

°° o其中湖北东部大别山区 o河南东部和南部以及山东南部的降水量达 tts ∗ t|s °°

k图 u¤l ∀强降水主要出现在 uv日 o日降水量超过 tss °°的站数达 w|个 o日降水量超过

txs °°的有 x个 o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湖北东部 ∀这是 ussv年淮河流域梅雨期的第一次

强降水过程 ∀

kul y月 uw ∗ uz日 o主要雨带南压到江南北部 o但淮河流域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出现

了大暴雨天气过程 o雨带呈东西走向 ou个降水中心分别位于湖北东部和安徽中部 o降水

量一般为 xs ∗ tss °° o部分地区为 tts ∗ txs °°k图 u¥l o降水量超过 txs °°的站点

有 }安徽全椒 t|{ °° o湖北云梦 txu °° ∀

kvl y月 u|日 ∗ z月 v日 o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向北摆动 o与北方冷空气交汇于淮

河流域 o导致 ussv年淮河大洪水期间持续时间最长 o降水量最大的一次大暴雨天气过程 ∀

降雨带基本呈东西向分布 o强降水中心分别位于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 ∀河南黄河以南地

区 !湖北东部 !安徽中北部 !江苏大部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 o降水量一般为 xs ∗ uss °° o

其中河南东南部 !安徽北部 !江苏北部的部分地区的降水量达 uts ∗ uxs °°k图 u¦l o降水

量超过 uxs °°的地点有 }安徽临泉 uxt °° !颖上 uxv °° !太和 u{v °° !阜南 vtw °° o

江苏宿迁 ux{ °° !睢宁 uyv °° ∀这一次强降雨过程导致了淮河流域的第一次洪峰 ∀

kwl z月 w ∗ z日 o降雨带覆盖江淮 !黄淮地区 o有两条强降水轴线 o一条位于长江中下

游沿江地区 o降水量一般为 xs ∗ tss °° o其中安徽东部沿长江地区 !江苏沿江地区降水

量有 txs ∗ uxs °° o其中降水量超过 uxs °°的地点有 }江苏靖江 uxu °° !丹阳 vtz °° !

扬州 uxy °° !丹徒 uv| °° !南京 utw °° ∀另一条降水轴线位于淮河北部沿淮地区 o降

水量一般为 xs ∗ tss °° o其中河南东部 !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达 tss ∗ uss °° o

降水量超过 uss °°的地点有 }安徽蒙城 ut{ °° !太和 uyu °° !全椒 usu °°k图 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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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l z月 { ∗ tt日 o强降水发生在江淮地区 ∀湖北东部 !河南南部 !安徽大部 !江苏大

部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 ∀降水量一般为 xs ∗ tss °° o其中江淮地区的降水量达 txs ∗

uss °° o降水量超过 uss °°的地点有 }湖北麻城 u|y °° o河南新县 uvz °° !商城 uv|

°° o安徽霍山 uvu °° !金寨 u|t °° !当涂 uut °° !无为 uyt °° !铜陵 uyw °° o江苏宝

应 us{ °°k图 u l̈ ∀

图 u  ussv年 y ∗ z月淮河流域降水过程降水总量分布k单位 }°°l

y月 uu ∗ uv日k¤l oy月 uw ∗ uz日k¥l oy月 u|日 ∗ z月 v日k¦l o

z月 w ∗ z日k§l oz月 { ∗ tt日k l̈ oz月 tu ∗ tv日k©l

  kyl z月 tu ∗ tv日 o淮河流域遭受了第六次暴雨袭击 o雨带略有北抬 o降水强度明显

减弱 o只有河南东南部 !山东南部 !苏皖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 o降水量一般为 vs ∗

|s °° o山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量超过 tss °°k图 u©l ∀这场降雨过后 o副热带高压加

强北抬 o淮河流域降水出现一周左右的间歇期 ∀

kzl 随着北方冷空气向南推进和副高南落 oz月 ut ∗ uu日淮河流域经历了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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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水过程 ∀河南南部 !安徽北部 !江苏北部出现了暴雨 o降水量一般为 ws ∗ tss °° o淮

河沿淮北部的降水量超过 tss °°k图略l ∀至此 o淮河流域的梅雨期结束 ∀

u  淮河流域历史降水量变化分析

淮河流域的洪水主要是由流域内广大地区的降水汇集而成的 ∀本文选择淮河流域

tx个代表站k河南西华 !驻马店 !信阳 !固始 o安徽亳州 !宿县 !阜阳 !寿县 !蚌埠 !霍山 !合

肥 o江苏盱眙 !射阳 !高邮 !东台l o求取其逐日平均降水量 o并计算得到淮河流域t|xw年

至 ussv年 y月 ut日 ∗ z月 uu日期间

逐年降水量k图 vl ∀由图 v 可以看到 o

历史上淮河流域大洪水都与此曲线对应

较好 o基本反映淮河流域多年降水特征 ~

ussv年淮河流域的降水比常年明显偏

多 o比 t||t年多 tuu °° o但比 t|xw年

少 yw °° o是仅次于 t|xw年的第二个多

雨年份 ∀ ussv 年淮河流域降水量与

t|xw !t||t年同期降水量差值图k图 wl

也说明了这一事实 o表明本文所选 tx个

站点基本上能代表淮河流域降水状况 ∀

图 v  淮河流域 t|xw ∗ ussv年 y月 ut日

∗ z月 uu日降水量变化

从图 w¥可看到 o无论是 y月 t日 ∗ z月 uu日还是 y月 ut日 ∗ z月 uu日期间 oussv年淮

河流域降水均多于 t||t年同期 ∀y月 t日 ∗ z月 uu日 o一般偏多 xs ∗ tss °° o安徽北

部 !河南大部 !山东南部偏多 tss ∗ vss °° ∀而在 ussv年强降水时段ky月 ut日 ∗ z月

uu日l o一般偏多 ys ∗ uss °° o河南东部 !安徽北部偏多 vss ∗ wss °° ∀ussv年 y ∗ z月

与 t|xw年同期相比 o淮河下游的江苏北部偏多 xs ∗ tss °° o淮河流域中上游比 t|xw年

偏少 xs ∗ uss °° o即使在强降水时段ky月 ut日 ∗ z月 uu日l也呈类似的分布 ∀

图 w  淮河流域 ussv年 y月 t日 ∗ z月 uu日降水量与 t|xw年k¤l o

t||t年k¥l同期偏差分布图k单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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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水情特征分析

随着 y月 u|日淮河流域强降水的开始 o王家坝的水位和流量迅速上涨k图 x¤l oz月 t

日超过警戒水位 oz月 u日凌晨 o王家坝泄洪 oz月 v日淮河流域的第一次洪峰通过王家

坝 o流量达到 x|vs °v¶p t o并超过保证水位ku| °ls qwt ° ∀由于 z月 y ∗ {日降水减弱和

分洪强度加大 o水位缓慢下降 o流量快速减小 ∀z月 |日 o降水强度加大 o水位和流量再次

上涨 oz月 tu日第二次洪峰通过王家坝k流量 }wxvs °v#¶p t o水位 }u{ qz| °l ∀z月 tv ∗

t{日降水减弱 o水位 !流量迅速下降 ∀z月 ut ∗ uu日的降水过程造成 ussv年淮河流域的

第三次洪峰 ∀从总体上看 o三次洪峰逐次递减 o水位在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之间振荡 ∀

正阳关k图 x¥l !蚌埠k图 x¦l !洪泽湖k图 x§l的水位和流量变化幅度均小于王家坝 o三

次洪峰总体呈逐次递减特征 o但递减幅度明显小于王家坝 o水位一直处于超警戒水位之

上 o正阳关前两次洪峰过境时都超过了保证水位 o而蚌埠和洪泽湖均未超过保证水位 o蚌

埠和洪泽湖的洪水流量超过 t||t年 ∀

图 x  ussv年 y ∗ z月水位k实曲线l !警戒水位k实直线l !保证水位k虚直线l !

  流量k带 σ实线l演变图王家坝k¤l o正阳关k¥l o蚌埠k¦l o洪泽湖k§l

w  淮河大洪水的成因分析

ussv年 u ∗ x月ku月 t日 ∗ y月 t日l o江淮地区降水明显偏多 o导致江河湖库普遍

高水位 o给主汛期留下了很高底水 o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连续 w个月出现降水正距平 o河

南东部 !安徽北部 !江苏北部的降水距平百分率大于 tss h o累积降水量普遍为 vss ∗ wss

°° o部分地区超过 yss °°k图略l ∀因此 o入梅后的连续降水 o下垫面吸收很少 o很快积

水或形成径流 o致使淮河暴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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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v年夏季强降水带长时间维持在淮河一带 o雨带南北摆动的幅度很小 o强降水带

几乎与淮河干流重合 o各条支流和上游来的洪水汇集在一起 o加上本地区强降水的径流作

用 oy月 ut日 ∗ z月 uu日期间 o淮河流域内的总降水日数普遍超过 us §o降水强度大 o强

降水非常集中 o淮河流域的水位全面上涨 o导致了 ussv年淮河流域大洪水 ∀

造成 ussv年夏季淮河流域特大洪涝的直接原因是 z月份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 o位于

江南 !华南和西太平洋上空 o这样的环流形势造成大量的水汽汇集在淮河流域 ∀从 {xs

«°¤风场和相对湿度场的演变图可发现k图略l o淮河流域强降水期间出现 w次季风涌 o将

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向北输送至淮河流域 o并在此形成了水汽辐合中心 ~与此同时 o中

高纬冷空气扩散南下k图略l o引起梅雨锋上强降水 o这表明水汽输送和冷暖空气交汇是梅

雨期强降水的重要条件 ∀

ussv年淮河流域洪涝灾害的另一重要原因 o就是中游下段河床剖面倒比降导致的河

道排泄能力不足 ∀洪泽湖湖底海拔 ts ∗ tt ° o位于河口的老子山处河床海拔 | ∗ ts ° o高

出浮山处河床 w ∗ x ° o呈明显的倒比降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增加了淮河流域的防洪压

力 o尤其是上有洪水压境 o下有洪水顶托的中游地区 ∀同时 o安徽省沿淮有 w处蓄洪区和

tz处行洪区 o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防洪标准低 o部分行蓄洪区频繁进洪 o行洪不通畅 o难以

达到规划要求 o从而加重了洪涝灾害的程度 ∀

x  结  论

ktl y月 ut日淮河流域入汛后 o共出现了 z次强降水过程 o雨带稳定 o暴雨集中 o强降

水过程接连出现 o是仅次于 t|xw年的第二个多雨年份 ∀

kul 三次洪峰逐次递减 o水位在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之间振荡 o蚌埠和洪泽湖的洪水

流量超过 t||t年 ∀

kvl 前期江淮地区降水明显偏多 o导致江河湖库普遍高水位 o给主汛期留下了很高底

水 o因此 o入梅后的连续降水 o下垫面吸收很少 o很快形成积水或径流 o致使淮河洪水暴涨 ∀

kwl 淮河中游下段河床剖面倒比降导致的河道排泄能力不足 o也加重了洪涝灾害的

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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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气象学报6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国家气象中心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联合

主办的气象科学技术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

5应用气象学报6将向您提供有关我国气象科技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 !资料 !方法等大

量信息 o内容包括气象预报 !卫星气象 !农业气象 !海洋气象 !航空气象 !环境气象 !人工影响天气 !应用气

象 !大气探测 !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 ~还向您介绍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最新理论与新技术

在气象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 ∀主要栏目有论著 !专题评述 !业务系统 !研究简报 !书刊评介等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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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o中国科学技术期刊文摘k≤≥× �l国家数据库k英文版l收录的刊源名单 o并被美国气象学会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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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摘录 ∀本刊还首批入选5中国学术期刊k光盘版l6和中国信息网络资源系统5电子期刊6 o/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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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师生等专业人员 ∀

5应用气象学报6为双月刊 o逢双月出版 ∀本年 z期k增刊 t期 o每期 t{元l和 t|{y p ussv年总目录

k定价 t{元l o总订价 tww qss元k含邮资l ∀

订阅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wy号 o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5应用气象学报6编辑部 ~

邮政编码 }tsss{t ~联系电话 }kstsl y{wszs{y oy{ws{yv{ ~

∞°¤¬̄}¼¼ ¬́¬¥� ³∏¥̄¬¦q¥·¤q±̈ ·q¦±o¼¼ ¬́¬¥� ¦¤°¶q¦°¤qª²√ q¦± k可以随时订阅或购买l

z{y y期           毕宝贵等 }ussv年淮河流域大洪水的雨情 !水情特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