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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次大洪水看防洪工程效益 

河南省副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 庞道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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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河南省遭受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涝灾害。今年，河南省又出现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二高洪水位，目前全省军民正严防死守，誓夺抗洪斗争全面胜利。 

从连续两年的大水，我们来看一看防洪工程的减灾效益。 

汛情类似，结果不同 

汛情类似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降雨强度和降雨总量类似。1998年汛期湖南省发生5

次较大的降雨过程，降雨广、强度大、间隙短，全省平均降雨主要集中在6～7月，两个月

全省平均降雨533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多60%；1999年也发生了5次较大的降雨过程，降雨

也主要集中在6～7月，其中6月25日至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连续发生3次大强度降

雨，全省平均降雨达280毫米，超过去年同期，比历年同期偏多80%，中心点最大雨量达

752毫米，降雨量超过全年的一半。二是洪峰水位和持续时间类似。1998年洞庭湖洪峰迭

起，底水不断抬高，加上长江洪水顶托，城陵矶水位也达到35.68米，比1998年仅低0.26

米，为新中国成立以第二高水位。自7月3日来，一直维持34.0米以上，7月18日起维持在

34.55米以上。而1999年城陵矶水位上涨之快超过1998年。6月30至7月2日，每日涨幅高

达1米多，为历年来所罕见。三是入湖流量和入湖总量类似。1998长江三口最大入湖流量

达18934立方米每秒，加上“四水”，最大总入湖流量63800立方米每秒，自6月11日至8月

20日71天时间，洞庭湖总入湖洪量1996.2亿立方米，出湖1526亿立方米，洞庭湖净增水量

170.2亿立方米。1999年长江三口最大入湖流量也达到16700立方米每秒，加上“四水”，

最大总入湖流量58400立方米每秒，自6月25日至7月21日不到一个月时间洞庭湖总入湖洪

量723亿立方米，出湖洪量539亿立方米，净增水量达184亿立方米。 

尽管汛情类似，但1999年抗洪抢险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灾害损失大大低于1998年。

一组这样的数字很说明问题：1998年城陵矶水位达到35.94米时，湖区共发生各类险情

3.37万处，其中较大险情1716处（其中溃垸性大险100多处）；而今年湖区各地发生的各

类险情不到7000处，其中较大险情仅500多处。1998年湖区共投入干部5万余人，劳力230

多万人，部队、武警官兵3.5万名，耗费砂卵石301.6万立方米、编织袋9236万条、麻袋

4360万条、化纤布2373万平方米以及其他救生器材，折合人民币达11亿多元，共抢修子堤

1471公里；而1999年至目前为止，尽管城陵矶水位较去年同期公低0.26米，但所耗费的人

力、物力小得多，湖区投入的干部只有2万多人，劳力100余万人，部队、武警官兵1万余

名，耗费砂卵石153.4万立方米、编织袋2385万条、化纤布623万平方米，折合人民币公

3.5亿多元，加修子堤不到140公里，且未全部挡水。抗江苏人抢险的艰苦程度也远远不如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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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方面，1998年尽管全省军民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但洪水造成的损

失仍然非常惨重。洞庭湖区共溃决堤垸142个，其中万亩以上堤垸7个，溃垸灾民达到

37.87万，因灾死忘119人，直接经济损失近200亿元；而今年洞庭湖区尽管高洪压逼，大

堤长时间被洪水浸泡，但目前266个大小堤垸中仅渍一个蓄洪垸，直接经济损失不到50亿

元。 

水利工程功不可没 

1998年洪灾过后，在党中、国务院亲切关怀下，湖南全省上下弘扬伟大的抗洪精神，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开展“芙蓉杯”水利建设竞赛，艰苦奋斗，大灾大干，掀起了以

修复水毁工程、长江干堤加固、洞庭湖治理、“四水”整洁、水库除险加固和平垸行洪为

重点的水利建设大会战，共完成各类水利71.5万处，移动土石方7.6亿立方米，投入劳动

工日8亿个，投入62亿元，水利工程抗灾能力大大提高，在今年抗洪中发挥了巨大的防洪

减灾效益。 

一是堤防的加高加固提高了湖区抗御大洪水的能力。去冬今春水利建设中，洞庭湖区

按照防御1998年型洪水，对大堤普遍进行了加高加固，共移动土石方1.12亿立方米，加高

加固堤防1589公里，应急处理险工隐患3万多功能处。今年3000多公里一线大堤在基本没

有加修子堤的情况下，虽长时间遭高洪袭击，仍安然无羞，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的巨大成果增强了湖区的抗灾能力。在去年以来实施的平垸

行洪、退田还湖中，湖区共搬行安置36857户14万余人，153个堤垸中有109个堤垸全部完

成移民搬迁任务。这些退还的堤垸在今年抗洪中发挥了巨大的行洪蓄洪作用。一方面提高

了河道行洪能力，89处双退堤垸在高洪水位下行洪后，有利于洪水宣泄，扩大河道行洪能

力5%～10%；另一方面发挥了蓄洪作用，139个堤垸行蓄洪后，蓄洪面积达23.2万亩，蓄洪

量达到6.5亿立方米，相当于西官、澧南两个蓄洪垸全部蓄洪量；同时，84处堤垸实行

“双退”，缩短防线160公里，减轻了灾害损失，14万人免受洪灾之苦，减免直接经济损

失5亿元。 

三是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增强了水库拦洪错峰的能力。去年湖南省加大了对病险水库

的治理力度，中央和省里投入巨额资金对王家厂、管庄等大型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全省共

投入资金2亿多元，治理各类病险水库3700多座，这些水库在今年抗洪中及时拦洪错峰，

共拦蓄洪水近6亿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洞庭湖的压力。 

四是对“四水”的整治和洪道扫障扩大了河道行洪能力。去冬今春对“四水”和洞庭

湖洪道的扫障、疏挖、卡口拓宽，取得了良好的行洪效果，澧水增加行洪能力2000立方米

每秒，沅水增加4000立方米每秒，“四水”尾闾及洞庭湖洪道流速加快，促进了洞庭湖洪

水的宣泄。 

对比中得到的启示 

从1999年和1998年抗洪对比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对湖南省而言，抗洪的关键在堤防，在对堤防的严防死守。在今年抗洪中是3000

多公里普遍进行了加高加固的一线防洪大堤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了高洪水位长时

间的袭击。没有这些堤防，就谈不上严防死守，谈不上抗洪持久战，谈不上决战决胜。

1998年湖区军民严防死守，誓死保护大堤，溃垸损失小于1996年；1999年进一步加大对大

堤的巡查防守力度，洪灾损失更比1996年小。 

二、堤防的关键在于质量。质量是堤防的生命。质量的优劣，决定了工程抗洪能力的

大小。1998年湖区堤防险象环生，并导致100多堤垸溃决，主要原因就在于堤防基础差，

质量不高。在灾后及时进行除险加固后，1999年险情明显减少，堤防抗洪能力大大提高。 

三、防洪工程必须加大投入。要提高堤防标准和质量，增强水利工程抗洪能力，就必



须加大对水利的投入。湖南省目前水利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整体抗灾能力仍然不高，防洪

现状与经济发展形势远远不相适应，虽然近年来各地积极参加“芙蓉杯”水利建设竞赛，

认真组织群众干部大干水利，多方面增加水利投入，但仍然不够。水利作为基础设施，必

须进一步加大投入。水利作为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也值得进一步加大投

入，这一点，我们都有切身体会，湖区群众更有切肤之痛。“汛前多挑一担土，汛期少担

一分忧；汛前多投一分钱，汛期少流一把汗”，这就是他们的总结。加大投入，不仅需要

争取中央的支持，还需要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努力，要采取“国家给一点，财政挤一

点，集体筹一点，个人捐一点”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水利建

设，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抗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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