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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气象卫星进行洪水监测与预报方法研究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1．总体构想 洪水遥感预报系统主要由暴雨预报、土壤含水量监测与预报、实时水位监测、防洪背景数据库

和流域产汇流模型等5部分组成。其中，暴雨预报主要提供暴雨的雨时、雨量和面积诸因素随时间的变化；土壤含

水量监测预报主要提供流域内各地的土壤含水量随时间的变化；实时水位监测主要提供河床、水库的水位及流量

随时间的变化。以上3部分统称为防洪实时数据，主要来源于气象卫星、测雨雷达、气象台、水文站提供。防洪背

景数据库主要提供流域暴雨产汇流数学模型的下垫面参数，主要来源于资源卫星信息、地形图、水利工程图、土

壤图、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流域产汇流模型是根据前4部分基本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并经实际验证建立的流域

暴雨产汇流模型。 2．技术路线和研究成果 (1)技术路线。由IVOAA卫星提供TIP数据、测雨雷达数据、气象联网

数据，经综合分析后获得区域降雨、蒸散发、温度场等实时物理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地理信息系统复合，得出

指定流域内上述诸项物理量。通过IVOAA卫星数据获得前期土壤含水量和地下水动态、水位等实时数据。通过

Landsat-TM数据获取土地利用、土壤类型、流域特征等下垫面背景参数，并将这些参数作为流域常规水文预报模

型的修正和补充，建立遥感水文预报模型。上述诸项实时遥感数据作为参数输入流域水文模型，预报指定河段的

洪水。 (2)研究成果。利用IVOAA气象卫星、GMS气象卫星云图建立实时监测系统，一方面可监测天气系统变化趋

势，同时可监测河流水情变化情况；利用气象卫星数据、测雨雷达数据并结合地面观测气象数据，建立了提前6小

时暴雨预报模型，可预报暴雨雨量、雨时等；利用资源卫星数据及流域下垫面数据，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一方

面可为暴雨预报提供落区，另一方面可为暴雨产汇流参数率定提供必要数据，还可以对洪泛区进行淹没损 失估

算；利用遥感数据对新安江模型进行修改和验证，建立了改进型的遥感水文模型，可预报指定河段的流量和水

位。 3．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项研究可缩短预报时间，提高水文预报精度；可动态监测水情，进行淹没损失估

算。 我国地域辽阔，洪水灾害时有发生。在大范围地区，目前仍应用常规洪水监测与预报技术，这在宏观和高时

效两方面，远不能达到迅速测报大范围洪水水情的要求，往往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常规测报技术通过

点预测线、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遥感技术可提供二、三维空间和时序分析的水文数据序列，因而可高时

效、高精度预报洪水，从而为减免洪水灾害，建立有效的洪水预报方法开辟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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