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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山地即时水库防洪体系
体系的建立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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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湖南丘陵山区近年频繁发生严重山洪灾害的实况, 从流域生态安全的角度, 提出了在山区

修建即时水库用于防洪的构想,即在山上大面积修建蓄积雨水的梯库和在山间截溪截河分级分段广

泛修建用于蓄积洪水的拦水坝,通过延缓洪水下泄的时间和控制洪水的范围,达到有效防御和减轻山

洪灾害的目的,分析了即时水库体系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整水资源时空分布和防御水旱灾害

等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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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sional flood-preventing reservoir system for hilly areas in Hu nan:

establishm ent of system and its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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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f lood d isaster took place frequen tly in h illy areas o fH u nan Prov in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put forw ard the conception o f bu ilding prev isiona l reserv ior in h illy area for eco log ica l safety o f the

valley, in other words, bu ilding g reat area terrace-reserv ior to accumu late rainfa ll on the h ill and w idely

estab lish ing dam to intercept f lood in rivulet and river. Th is pro ject cou ld prevent and decreasemoun tain f lood dis-

aster through delay ing the flood ing t ime and reducing inundated area. A t las,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co log ica l

service funct ions of previsional reserv io r such as biod iversity protect ion, spatiotempo ral d istribut ion adjustmen t o f

w ater resources and flood and drough t d isaster prevent 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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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水患是湖南最大的忧患。水旱灾害一直是困扰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历来是雨多则洪,雨少则旱。尤其是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湖南的水旱灾害更加频繁与严重, 几乎年年发

生,并且水旱灾害中山区的山洪灾害呈加重趋势。据资料统计, 湖南因山洪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

1 000亿元
[ 1 ]
。 2001- 06- 19 、 2002- 08- 08 、 2003- 07- 08 和 2005- 05- 26 等多起特大山洪灾

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2006年 7月 15日发生在郴州、资兴等县的大暴雨形成的特大山洪灾

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70亿元,伤亡损失之大属历史罕见,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过去,人们为了减

轻水旱灾害采取了一系列防御和治理措施,如修筑水库、疏通河道、加固堤坝、退耕还林、还湖、还草等,已经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湖南范围内修建的 13 318座大中小型水库, 总库容 369 10
8
m

3 [ 2]
, 这些水库对



农业生产用水、水力发电和减轻水旱灾害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但是目前尚无防御因短时大暴雨引发的特大山洪灾害。一旦山洪暴发,人们只好望灾兴叹,显然仅凭现有的

水系防御山洪灾害是极其不够的。据此作者提出了在山区广泛修建即时水库的构想, 通过即时水库构建新

的防洪体系,使流域范围处于一种生态安全和水旱无忧的理想状态。

1 湖南山洪灾害加剧的原因分析

1990年以前,湖南水旱灾害发生的一般规律是湘北的洞庭湖区多水灾, 湘南的丘陵山区多旱灾, 水灾直

接经济损失每年约 5亿元, 旱灾损失超过水灾, 山洪灾害并不突出。1990年以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与

洞庭湖区水灾加剧,损失增大。 2000年以后, 丘陵山区的山洪灾害在下列因素促进下呈加剧的趋势。

1. 1 气候因素

湖南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是中国主要冷暖空气交汇地之一。雨量极其充沛, 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1 200~ 1 700mm之间, 且相对集中在 4- 9月,占 65. 9%, 受来自北方干冷空气和来自西南暖湿空气强对流

天气过程的综合影响,通常在雨季容易形成特大暴雨。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 湖南异常天气活动

更加频繁,暴雨强度变得更大, 且难以预见,过去很少发生大暴雨的地区,近年特大暴雨却频繁发生。

1. 2 地貌因素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地区,地貌大体是东、西、南三面环山,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形成向东北开口不

对称的马蹄形。湖南省土地面积 21. 18万 km
2
,其中山地占 51. 22% ,丘岗地占 29. 27% ,平原和水域分别占

13. 12%和 6. 39%
[ 3]
。地形变化大、山地多、平原和水域面积小是湖南的地貌特点。洞庭湖作为调蓄洪水的

内陆湖泊,既要接纳湘、资、沅、澧四水的洪水, 又要吞吐长江的过境洪水,受洪水的威胁大,因此,洞庭湖区一

直是湖南防洪的重点,人们相对重视洞庭湖区防洪能力的提高,却忽视了山区与丘陵山区防洪设施的建设。

一遇特大暴雨,山区则易形成山洪灾害。

1. 3 人为因素

人类非理性生产活动,如盲目开垦荒地、过度围垸造田、过度耕作和肆意砍伐森林等造成山地土壤流失

加重, 导致某些流域范围内的河床提高、河道淤塞、水库因泥砂淤积库容缩小,结果造成区域防洪体系的功能

衰退。山区居民防洪意识淡薄,在改善居住环境时,一味追求生产和生活的方便,却缺乏防洪意识,一般选择

地势较平坦之处建房,通常临路伴水而居,很少有人预测新居所在之地存在受山洪危害的潜在危险,一旦山

洪暴发,往往措手不及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即时水库的概念和即时水库体系的建立

2. 1 即时水库的概念

即时水库指的是为了防御和减轻山洪灾害主要在山区修建的一种用于拦截和调蓄因大暴雨形成的地表

径流或由地表径流形成的洪水的水库 (或拦水坝 )。即时水库与传统水库的不同之处在于即时水库的主要

功能是防御和减轻山洪灾害而建的, 通过拦截和调蓄洪水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一般不要求具备长期蓄积雨

水的功能,它可以是一片临时的湿地,允许渗漏,在大暴雨时发挥拦截和调蓄功能后又恢复到雨前状态。

2. 2 即时水库体系的建立

即时水库体系包括山地稻田 (梯田 )、坑洞 (梯库 )和山间溪与河中用于拦截和调蓄洪水的拦水坝, 在大

暴雨时充分发挥他们的综合功能,有效防御和减轻山洪灾害。

2. 2. 1 即时水库的类型

湖南的山区多为两坡夹一垄梯田的格局, 梯田是一种已经成形的即时水库, 坡地较平缓、面积较大且相

对集中之处前人早已将其修筑了梯田。梯田的本身接纳暴雨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湿地类型,具有蓄积雨水的

作用, 已被黄璜教授称之为 隐形水库
[ 4- 5]

.因此, 拟建的即时水库有两类,一类是在山上修筑的梯库,即为

坡地的坑洞,这类梯库依山地坡度不同可大可小,可深可浅,以能够蓄积一定量的雨水为原则。另一类是在

山间溪与河之中修建拦水坝,这类即时水库临时用于拦截地表径流形成的超额洪水, 通过延缓洪水下泄的时

间来调蓄洪水,拦水坝分级分段而建,坝间有高差之分, 可称之为梯坝。库容一般逐级增大,以确保下游河道

流水处于安全水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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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即时水库的修建

( 1)梯库的修建

在山上选择地势相对较平坦和坡度较小坡地或低洼地挖坑挖洞,挖起来的土壤筑于坑洞的下方, 并夯

实。坑洞周边尽可能尽早覆盖乡土地被植物固土, 在土层较深之处栽植速生树种使之尽快形成森林环境。

坑洞的大小、深度依局部集雨面积的大小而定,防洪的标准不低于 200mm大暴雨,最大限度地减少山地地

表径流。

( 2)梯坝的修建

在山间因长期地表径流的冲刷自然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溪和河,溪和河接纳山上的地表径流,超量地表径

流将形成山洪。这部分地表径流大多是梯田与梯库之外的过量雨水形成的。各级溪与河接纳的洪水量是从

小到大的,梯坝的库容必须考虑上游和周边的洪水量,以溪与河的下游保持安全水位为原则。梯坝在无洪水

流过时坝中保持在安全水位以下,洪水来临之时能够拦蓄洪水。梯坝的形状因地制宜,只求最少的原料和对

周边土层最少影响而产生最大的拦蓄量; 梯坝的结构宜采用钢筋砼柱板结构,尽可能减少土方工程,大型梯

坝拦蓄洪水能够做到人工计划排放, 小型梯坝洪水能够自然调节。

3 即时水库的生态服务功能

山地即时水库的广泛修建除防御与减轻山洪灾害的主要功能外,还将发挥系列的生态服务功能,从而产

生重大的生态效益,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整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和减少山地土壤流失等。

3. 1 防御与减轻山洪灾害

山区即时水库体系的建立,对拟定的防洪标准以下的大暴雨能够完全接纳, 从而不致于形成山洪灾害,

以确保流域范围内的生态安全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防洪标准以上的大暴雨, 接纳之后洪水量会大大

减少, 从而减轻山洪灾害。

3. 2 生物多样性保护

山地修建即时水库之后,生物立地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原来为坡地的旱地将人为增加一些湿地,

为湿地植物创造了生存环境。原来土层较薄的坡地,也会因挖坑挖洞而增加局部土层厚度,为深根性乔木生

长创造了条件;原来缺水的山地也会因即时水库的建成而增加地下水的蕴藏量, 能够源源不断供给动植物生

命活动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优越的环境条件。

3. 3 调整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

即时水库体系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调整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水的运动是水的一个自然属性,地表径流通过

即时水库拦蓄之后延长了水往低处流动和渗漏的时间, 一方面,变快速的地表径流为缓慢的地下潜流,从而

增加了山地地下水含量,对缓解山地干旱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雨水分级分段拦蓄之后, 地表径流则

不至于形成大的洪水,从而消除或减轻对下游地区的威胁。

3. 4 减少山地土壤流失

即时水库体系广泛修建于丘陵山地的山坡、山间溪或河中,使短时暴雨截留在汇水区域,不形成大的坡

面流和沟谷流,减少地表径流对地表土的侵蚀,这对固土和改善下游水质极有好处。冲刷下来的土也会因为

梯库和梯坝的拦截沉降下来,使泥土积累在局部,减少养分和土壤流失到区域以外。

4 结语

山地即时水库体系是一个新的防洪体系, 它与原有的防洪体系共同发挥作用,它的生态服务功能的充分

发挥, 对减轻和防御大地水旱灾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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