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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１２·７”洪水特征预报分析

王 晓 凤，张 世 明

（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上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重庆 ４０００１４）

摘要：２０１２年 ７月下旬长江上游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长江宜宾至长寿段全线超保证水位，其中，长江朱沱站

出现１９５４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流量达５６５００ｍ３／ｓ；长江寸滩站出现仅次于１９８１年的大洪水，洪峰流

量达 ６７３００ｍ３／ｓ。介绍了此次洪水的发展过程和洪峰流量组成，参考洪水量级类似的“９１·８”洪水和“１０·

７”洪水，通过洪水实况比较，对 ２０１２年长江上游最大洪水和特征及预报进行了分析，针对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议，为以后的洪水预报提供借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长江防汛和三峡水库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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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０～２２日，受较强冷空气和西南涡
的共同影响，长江上游出现了一次强降雨过程，强降雨

中心主要位于岷江、沱江以及长江上游干流流域，此次

强降雨导致长江宜宾至长寿段全线超保证水位。长江

委水文局上游局在洪峰到来前 ７２ｈ作出了将要发生
大洪水的预报，并实行滚动预报，最后一次发布的朱沱

洪峰流量预报误差为零，寸滩洪峰流量预报误差为 －
１００ｍ３／ｓ，长寿站的水位预报误差为零，重庆市防汛部
门用“精准预报”对此次预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通过对２０１２年长江上游最大洪水的特征及预报
进行分析，可为以后的洪水预报提供借鉴，以便更好地

服务于长江防汛和三峡水库调度，发挥更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１　长江上游“１２·７”洪水情况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０～２２日的强降雨导致长江宜宾至
长寿段全线超保证水位，其中，朱沱站 ２３日 ２３：００出
现１９５４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水，最高水位达 ２１７．０４
ｍ，相应流量５６５００ｍ３／ｓ，超保证水位 ５．０４ｍ，重现期
５０ａ。寸滩站 ２４日 ９：００出现年最高水位 １８６．７９ｍ，
超保证水位 ３．２９ｍ，２４日 ８：００出现年最大流量
６７３００ｍ３／ｓ，居１９３９年建站以来的第２位，为１９８１年

以来最大洪水。这次洪水也促成了长江三峡运行以来

的最大入库洪峰流量７１２００ｍ３／ｓ。

１．１　洪水降水分析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２２日的降雨过程从 ２０日 １４：００

开始，２１日１４：００～２０：００降雨主要集中在岷沱江中
上游；２０：００向岷江、沱江中下游移动，并迅速扩大到
长江干流，到２２日２０：００基本结束。强降雨主要发生
在２１日２０：００～２２日１４：００的１８ｈ内，强降雨中心位
于李庄、富顺至泸州区间，该区间的 ２１个雨量站中有
１８个站的 １８ｈ累积降雨量在 ５０ｍｍ以上，其中有 ９
个站在１００ｍｍ以上，底洞站最大，达到２０４．２ｍｍ。

长江朱沱以上流域３ｄ累积面平均雨量以泸州区
间最大，达１０５．９ｍｍ，长江寸滩以上流域 ３ｄ累积面
平均雨量以沱江最大，达９１．１ｍｍ，见表１、２。
表 １　“１２·７”洪水长江上游逐日面平均雨量统计（朱沱以上）

ｍｍ

日期
向家坝

区间
岷江 横江

南广

河

李庄

区间
沱江

泸州

区间

赤水

河

朱沱

区间

７月 ２０日 ０．７ ２．７ ０．７ ０ ２．９ ２５．５ ７．２ ０ ０

７月 ２１日 ２５．２ ５０．４ １８．６ ４２ ４６．１ ５７．６ ６９．６ １０．９ ５２．８

７月 ２２日 １２．９ １１．８ １５．４ ３５．２ ３６．４ ８ ２９．１ ２７．６ ２０．７

累积面平均雨量 ３８．８ ６４．９ ３４．７ ７７．２ ８５．４ ９１．１ １０５．９ ３８．５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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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２·７”洪水长江上游逐日面平均雨量统计（寸滩以上）

ｍｍ

日期 向家坝区间 岷江 沱江 嘉陵江流域 向家坝 －寸滩

７月 ２０日 ０．７ ２．７ ２５．５ １７．２ １．０
７月 ２１日 ２５．２ ５０．４ ５７．６ ２１．５ ２５．０
７月 ２２日 １２．９ １１．８ ８．０ １０．２ ２０．１

累积面平均雨量 ３８．８ ６４．９ ９１．１ ４８．９ ４６．１

１．２　洪水发展过程
受此次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沱

江、横江、南广河、赤水河及嘉陵江均有不同程度的涨

水。金沙江底水衬托，各支流洪水遭遇造峰，再加上长

江干流区间降雨的叠加，导致长江宜宾至长寿河段全

线超保证水位。

１．３　洪水洪峰流量组成
朱沱站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２３：００出现年最大洪峰

流量５６５００ｍ３／ｓ，由金沙江向家坝站、岷江高场站、沱
江富顺站、横江横江站、南广河福溪站、赤水河赤水站

的来水组成，６站来水分别占朱沱站洪峰流量的
２７．４％，４３．３％，１２．７％，６．２％，５．４％，５．３％。寸滩站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８：００出现年最大洪峰流量 ６７３００
ｍ３／ｓ，由长江朱沱站、嘉陵江北碚站、綦江五岔站来水
组成，３站分别占寸滩站洪峰流量的 ７８．３％，２１．６％，
０．１％。由此可见，寸滩站“１２·７”洪水以长江来水为
主，见表３、４。

表 ３　长江上游“１２·７”洪水洪峰流量组成（朱沱站）

河 名 站 名
相应流量／
（ｍ３·ｓ－１）

占朱沱站洪峰流量

百分比／％

金沙江 向家坝 １６２００ ２７．４
岷江 高场 ２５６００ ４３．３
横江 横江 ２９９０ ５．３
南广河 福溪 ３１９０ ５．４
沱 江 富顺 ７５３０ １２．７
赤水河 赤水 ３６７０ ６．２

表 ４　长江上游“１２·７”洪水洪峰流量组成（寸滩站）

河 名 站 名
相应流量／
（ｍ３·ｓ－１）

占出口站洪峰流量

百分比／％

长江 朱沱 ５５３００ ７８．３
嘉陵江 北 碚 １５３００ ２１．６
綦江 五岔 ４５ ０．１

２　长江上游“１２·７”洪水预报

２．１　长江朱沱站“１２·７”洪水预报分析
参考洪水量级较接近的历史洪水是做好特大洪水

预报的关键，而本次洪水成功预报的关键就在于及时

找到了参考点———“９１·８”洪水。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２３
日共发布３次朱沱站洪峰预报，最后１次洪峰预报，洪
峰水位误差 －０．０４ｍ，洪峰流量误差为零

２．１．１　“９１·８”与“１２·７”洪水的实况比较
朱沱站１９５５，１９６６，１９９１年的最大流量相近，考虑

到朱沱站建站以后有迁站记录，而且在 ２０世纪 ５０～
６０年代高洪测流方式有限，所以最终选择了时间相对
较近的１９９１年洪水做参考（表 ５）。为保持水位流量
关系的一致性，便于洪水预报分析，表中流量均为按水

位流量综合关系线查算的相应流量。

由表 ５可见，“１２·７”洪水比“９１·８”洪水历时
短、涨幅小，但是“１２·７”洪水的洪峰流量、洪峰削减
均大于“９１·８”洪水。朱沱站“９１·８”洪水洪峰流量
实时校正值为 －７１００ｍ３／ｓ，“１２·７”洪水洪峰流量实
时校正值为 －８２００ｍ３／ｓ。

朱沱站“９１·８”、“１２·７”洪水组成见图１、２。

图 １　朱沱站“９１·８”洪水组成示意

图 ２　朱沱站“１２·７”洪水组成示意

２．１．２　洪水预报分析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２～２３日共发布 ３次朱沱站洪峰预

报，３次预报与实况的流量对比见图３。

２．２　长江寸滩站“１２·７”洪水预报分析
长江寸滩站“１２·７”洪水与“１０·７”洪水在量级

上比较接近，但两者的洪水组成不一样，洪峰削减有差

别。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２～２４日共发布 ３次寸滩洪峰预
报，最后１次洪峰预报，洪峰流量误差 －１００ｍ３／ｓ，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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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朱沱站三次预报与实况对比

峰水位误差 －０．０９ｍ。

２．２．１　“１０·７”与“１２·７”洪水的实况比较
长江上游的洪水预报方案编制均采用的是综合线

流量，水位流量呈单一关系，用于水位预报效果好；但

绳套流量更接近真实流量，为了满足三峡水库调度需

要，流量报汛和流量预报均采用绳套流量，所以分别按

综合线流量和绳套流量统计分析（见表６）。
由表 ６可见，“１２·７”洪水比“１０·７”洪水历时

短、涨幅小；就综合线流量而言，“１２·７”洪水的洪峰
流量大于“１０·７”洪水，但洪峰削减小于“１０·７”洪
水，这是因为“１２·７”洪水以长江来水为主，嘉陵江来
水明显小于长江来水，而“１０·７”洪水长江和嘉陵江
来水量相当。就绳套流量而言，“１２·７”洪水的洪峰
流量、洪峰削减均大于“１０·７”洪水，这是因为寸滩站
为连续多个绳套，与综合线流量偏差明显大于单一绳

套。

寸滩站“１０·７”、“１２·７”洪水组成分别详见图４、
图５。

２．２．２　洪水预报分析
２０１２年长江上游涨水频繁，连续多个绳套，使寸

图 ４　寸滩站“１０·７”洪水组成示意

图 ５　寸滩站“１２·７”洪水组成示意

滩的水位流量关系更加复杂，再加上嘉陵江北碚站有

顶托影响，这给寸滩站的水位、流量预报都增加了难

度。只有密切关注和详细分析各个影响因素，才能有

效保证寸滩站的预报精度和时效。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２２～
２４日共发布３次寸滩洪峰预报，３次预报与实况的流
量对比见图６。

３　存在的问题

（１）作为金沙江、岷江、沱江来水的控制站，长江
宜宾、李庄、泸州３个水位站使用的水位流量关系线

表 ５　朱沱站“９１·８”、“１２·７”洪水实况比较

时间／

（年 －月）

起涨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 合成流量峰值

时间／
（日 刻）

相应流量／
（ｍ３·ｓ－１）

时距／
ｈ

流量涨幅／
（ｍ３·ｓ－１）

时间／
（日 刻）

流量／
（ｍ３·ｓ－１）

实时校正值／
（ｍ３·ｓ－１）

洪峰对应

区间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流量实

时校正值／
（ｍ３·ｓ－１）

１９９１－０８ １７５００ １１１１：００ ５１１００ ６３ ３３６００ １１０８：００ ５８３００ －７４００ ０ －７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２６９００ ２３２３：００ ５６５００ ４５ ２９６００ ２３２３：００ ６４７００ －８２００ ２００ －８２００

表 ６　长江寸滩站“１０·７”洪水与“１２·７”洪水的实况比较

方案编制
时间／

（年 －月）

起涨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 合成流量峰值

时间／
（日 刻）

流量／
（ｍ３·ｓ－１）

时距／
ｈ

流量涨幅／
（ｍ３·ｓ－１）

时间／
（日 刻）

流量／
（ｍ３·ｓ－１）

实时校正值／
（ｍ３·ｓ－１）

洪峰对应

区间流量／
（ｍ３·ｓ－１）

洪峰流量实

时校正值／
（ｍ３·ｓ－１）

综合流量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９７００ １９２１：００ ６２４００ ９１ ４２７００ １９１７：００ ６７９００ －６０００ ０ －５４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３０９００ ２４０９：００ ６７６００ ５７ ３６７００ ２４０８：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３９００ ２００ －３７００

绳套流量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９７００ １９１４：００ ６４９００ ８４ ４５２００ １９１７：００ ６７９００ －４２００ ０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３１９００ ２４０８：００ ６７３００ ５６ ３５４００ ２４０８：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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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寸滩站三次预报与实况对比

均为多年前拟定，遇到超历史洪水，只能单一延长，无

法得到校正，直接影响下游站的洪水预报成果；如果避

开这几个水位站，区间面积太大，更增加了洪水预报的

不确定性；建议把部分水位站改为水文站。

（２）当长江来水远大于嘉陵江来水时，嘉陵江北
碚站受长江洪水顶托明显，需要及时分析、修订北碚站

的水位流量关系，保证寸滩站来水量的准确性。

（编辑：胡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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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洪湖“东分块”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日，水利部致函国家发改委，专题报送湖北省洪湖分蓄

洪区东分块蓄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水规计函

［２０１３］３２８号），至此，洪湖东分块蓄洪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编制

阶段的前期工作按计划顺利完成。

２００９年，国家发改委对洪湖东分块蓄洪工程项目批复立项

后，为认真做好该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确保项目建设方案设

计科学、优化，努力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项目建设与地方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湖北省各级水利单位、地方政府和设

计部门扎实开展项目可研阶段的１个主体报告和９个专业报告

的编制、审批工作。

根据审查意见，洪湖东分块蓄洪工程总工期暂定为 ５年，

工程总投资为 ４８．９３４２亿元（按 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价格水平估

算），在工程投资方面，综合考虑工程的公益性特点和地方财政

状况，建议中央补助工程总投资 ３９．１４７３亿元。

目前，该项目 ９个专业报告的编制审查工作正在抓紧推

进。其中已有 ４个通过了有关部门审查，取得了最终审批意

见；３个已经被评审，正在修改完善中；２个专项报告已经基本

编制完成，可望 １２月底报审。 （长 江）

水文三峡局精心开展三峡水库１７５米蓄水水文测验
　　连日来，长江委水文局三峡局精心组织开展三峡水库 １７５

ｍ蓄水水文测验。

三峡水库 １７５ｍ蓄水水文监测工作从 ９月 １０日水库蓄水

开始实施，水文三峡局承担奉节关刀峡至宜昌水文断面长约

２１６ｋｍ河段水库 １７５ｍ蓄水水位对水沙特性变化的影响监测

工作，该局所属的宜昌、黄陵庙、庙河３个水文站及１１个水位站

参加了此次蓄水水文监测。

此次蓄水水文监测内容包括水位流量、单样含沙量、悬移

质输沙率和悬移质颗分、沙质推移质、卵石推移质、床沙等项

目。 （长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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