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长江流域洪涝的成因分析
Ξ

薛秋芳   任传森
k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o北京 tsss{tl

陶诗言
k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o北京 tsssu|l

提   要

  利用 t||{年 x ∗ |月长江流域宜昌和武汉两个水文站的资料及暴雨前期土壤湿度情

况 o分析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涝形成的原因 o并与 t|xw年的强降水进行了比较 ∀分析表明 }洪

涝的形成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o汛前持续多雨 o使得土壤潮湿和江河湖库水位偏高 o

直接影响汛期暴雨区的水循环 o这是 t||{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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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t||{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了继 t|xw年之后的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 o干流中下游

全线超警戒水位 o高水位持续达 t个月之久 o部分江段和洞庭湖 !鄱阳湖超过历史最高水

位 ∀本次洪涝范围广 !灾情重 o是建国以来少有的重涝年份之一 ∀其中洪涝最严重是湖

南 !江西和湖北 o这 v省的降水量都超过 zss °° o降水距平百分率超过 xs h o个别地区距

平百分率达到 tss h ∀从降水量和距平百分率看 ot||{年夏季降水量并不十分严重 o但是

长江流域却出现了严重洪涝≈t  ∀本文试图用暴雨前期降水情况和土壤湿度说明水文特

征对长江流域洪涝形成的作用 ∀

t  t||{年长江流域雨情 !水情分析

t||{年夏季 o我国南方大部地区降水量一般为 xss ∗ tsss °° o其中长江中游及江南

大部达 tsss ∗ twss °° o局地在 twss °°以上 o与常年同期相比 o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

多 o一般偏多 u ∗ x成 o其中江西大部 !湖北南部 !湖南北部等地偏多达 x成至 t qx倍 ∀将

t||{年夏季ky ∗ {月l长江全流域降水量与 t|xw年同期进行比较 o大部分站的降水量小

于 t|xw年 o且多雨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江 !江南及四川 !重庆等地 o范围比 t|xw年小 ∀就全

流域降雨量的地区分布来说 o上游地区 y ∗ {月总雨量为 yzz °° o比 t|xw年多 u{ °° ~

而中下游地区 t||{年为 yyt °° o比 t|xw年少 ttw °°≈u  ∀长江流域 ts个分区k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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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得到/我国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0项目资助 ∀

usss2st2ut收到 ousss2sy2s{收到修改稿 ∀



江 !岷沱江 !嘉陵江 !上干区 !乌江 !汉江 !中干区 !洞庭湖 !下干区和鄱阳湖l的降雨情况 o

t|xw年长江中下游的 x个区都比 t||{年多 o特别是中游干流和下游干流两区偏多最为

突出 o两湖水系降雨接近 t|xw年≈v  ∀

根据我国水利部门对水量的统计可知 }t||{年 y ∗ {月长江流域最高水位比 t|xw年

高 o但水量没有 t|xw年大 ∀t||{年连续形成的 {次洪峰 o致使长江中下游干流全线超过

警戒水位 o并接近历史最高水位 ∀到 {月 us日 o高水位持续 xs多天 ∀图 t为 t||{年 x ∗

|月逐日 s{ }ssk北京时 o下同l汉口和宜昌两水文站水位变化情况 ~图 u是 t||{年 z ∗ {

月汉口和宜昌两水文站流量变化 ∀由图 t !图 u可见 o从 y月下旬开始 o水位快速上升 oz

月 u日宜昌站出现第一次洪峰 otz }ss水位达 xu qzs ° o超过警戒水位 s qz ° o流量为

xvxss °vr¶~汉口站 z月 x日 ut }ss首次出现洪峰 o水位 u{ qtz ° o超过警戒水位 t q{z ° o

流量 yxwss °vr¶∀宜昌水位的变化对汉口有一定的影响 o而流量两者关系不明显 ∀用

t||{年 {月 us日前长江中下游各水文站最高水位与历史最高水位相比较k表 tl o也可见

t||{年水位超过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

图 t  t||{年 x ∗ |月逐日 s{ }ss汉口和宜昌水位

图 u  t||{年 z ∗ {月汉口和宜昌逐日最大流量

    表 1  1998 年 8 月 20 日前长江中下游各水文站最高水位与历史最高水位[ 2] µ  

荆江沙市 监   利 城陵矶 莲花塘 武   汉 九  江 大   通

最高水位 wx quu v{ qvt vx q{y vx qzv u| qwv uv qsv ty qvt

日期 t||{2s{2tz t||{2s{2tz t||{2s{2us t||{2s{2us t||{2s{2t| t||{2s{2su t||{2s{2su

历史最高水位 ww qyz vz qsy vx qvt vx qst u| qzv uu qus ty qyw

日期 t|xw2s{2sz t||y2sz2ux t||y2sz2uu t||y2sz2uu t|xw2s{2t{ t||x2sz2s| t|xw2s{2st

t||{年高出历史
最高水位

s qxx t qux s qxx s qzu p s qvs s q{v p s q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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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洪水前期的降水特征和土壤湿度

t||z年 tt月中旬至 t||{年 v月上旬 o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多 o一般 vss ∗ yss °° o

部分地区 zss ∗ |ss °° o较常年同期偏多 t ∗ t qx倍 o江西中部和东部偏多达 u倍左右 ∀

湘江 !赣江 !闽江 !北江等干流 v月上旬相继发生洪水 ov月 ty日长江汉口水位 ut qvv ° o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江西 !湖南等省春汛提前约 t个月 ∀持续性的阴雨天气 o导致

部分地区农田发生渍涝 o也使汛前江河湖库水位偏高 o为汛期洪水的下泄造成困难 ∀表 u

为主汛期开始前 x月下旬 !y月上旬湖北省 |个农气站所测 s ∗ vs ¦°和 s ∗ xs ¦°土壤湿

度情况 ∀由表可见 ox月下旬 o除西北部山区郧西和房县土壤相对湿度较低外kzx h 以

上l o其它都在 {s h以上 o其中随州和鄂西的建始土壤湿度在 tss h以上 ∀到 y月上旬 o|

个站中有 z个站土壤湿度在 |s h以上 o除上述两个站外 o随州也超过 tss h o处于过饱和

状态 ∀土壤的过湿是因降水所致 o如麻城和随州在 x月 ut ∗ uw日这段时间降水量分别为

tsv q{ °°和 tvz q{ °° o使得春夏之交就出现土壤过湿现象 o低洼地段有渍害 ∀襄阳 x

月 vt日 ∗ y月 t日和 y月 z ∗ {日降了 xu qx °°的雨 o其它各站降水量在 ts ∗ xs °°之

间 ∀就湖北而言k湖南 !江西农气站少l汛期前土壤已处于饱和状态 o有些地方甚至过饱

和 ∀从长江流域的水文条件来说 o长江流域的径流量主要由雨水补给 o因而径流量的区域

分布和年际 !年内的变化状况等也受降雨状况的影响≈w  ∀

就湖北省的土质来说 o主要以黄棕壤土为主k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wz q|v h l o该土壤质

地粘重 o不易透水 ∀其次是黄红壤土k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vv h l ∀黄红壤土又分红壤和黄

壤两种 o红壤的缺点是瘦 !酸 !粘 !板 o黄壤的质地较粘重 o结构性较差 o保水能力不强 ∀其

它还有水成土 !岩成土等都不能使雨水蓄积 ∀鄱阳湖平原的土质与湖北省的大致相同 o同

样不能使雨水蓄积 o一旦降水量大 o就易形成洪涝 ∀

       表 2  1998 年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湖北省 9 站土壤不同层次相对湿度 3 %  

站   名 谷  物
x月 u{日

  s ∗ vs ¦°    s ∗ xs ¦°  
y月 s{日

  s ∗ vs ¦°    s ∗ xs ¦°  

郧西 柴草 zy   {s   zs   zv   

房县 玉米 zy   z{   {s   {u   

吕堰驿 3 3 小麦 !棉花 {u   {y   |t   |t   

襄阳 小麦 {x   {z   |u   |t   

随州 小麦 !棉花 tss   |z   tsx   tsu   

麻城 小麦 !棉花 {s   {y   {{   |s   

建始 玉米 {x   tsx   |w   tst   

江陵 小麦 !棉花 {z   {y   tsu   |x   

天门 小麦 !棉花 {y   {z   |u   |v   

  3  农气报表k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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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汉口 !宜昌流量差和累积降水量的关系

为分析上游来水和区域性降水对长江干流水位的作用 o我们在宜昌上游选择了 us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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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河流 o且该河流与长江相通的测站作为长江 ´区 o同样在宜昌下游到武汉间也选 us

个站作为 µ区k郧县 !老河口 !钟祥 !荆州 !天门 !武汉 !嘉鱼 !石门 !南县 !岳阳 !吉首 !沅陵 !

常德 !安化 !沅江 !长沙 !平江 !芷江 !株洲和衡阳 o因郧县缺测 o故为 t|个站的资料l ∀我们

对 z !{两月的逐日总降水量 !w天累积雨量和 {天累积雨量与汉口 !宜昌两水文站的流量

差求相关 o发现 µ区 {天累积雨量与流量差有较好的相关 ∀图 v是流量差和累积降水关

系图 o其中空白区为当日雨量 !斜线区为 w天累积雨量 !点线区为 {天累积雨量 ∀流量差

用实线表示 o绘图时乘了 tss ∀虚线为随州和吕堰驿两站 s ∗ ts ¦°土壤湿度的平均值

k h l o由图可见 o降水对土壤湿度的影响比较明显 ∀

图 v  长江 µ区区域雨量和汉口 !宜昌流量差的关系

k空白区 }当天雨量 o斜线区 }w天累积雨量 o点线区 }{天累积雨量 ~实线 }汉口 !

宜昌流量差k ≅ tssl o虚线 }随州和吕堰驿两站 s ∗ ts ¦°土壤湿度平均值k h ll

w  洪涝成因

本文主要对长江流域的水文和地质条件进行初步分析 o探讨其在 t||{年长江流域特

大洪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分析结果表明 }

ktl 前期雨水多 o土壤湿度大 o江河湖泊水位高 o汛前土壤处于饱和状态是 t||{年长

江流域洪涝形成的先期条件 ∀

kul 长江流域的径流量主要由雨水补给 oy !z月梅雨期降雨强度大 !时间集中 o丰沛

的雨水使得径流量增大 o增强暴雨区水分的内循环 o再次造成强降水 ∀

kvl 长江中下游洪水的流量差与区域降水的累积量有很好的相关 ot||{年长江 {次

洪峰由区域性强降水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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