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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吉木萨尔县山洪灾害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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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木萨尔县境内洪水可分为暴雨洪水、融雪洪水、雨水和冰雪融水混合洪水三种类型的洪水，主要以暴雨洪水为主。

县城处在山前戈壁砾石带、山前冲积洪平原，因而极易遭受山洪危害。为建设山洪灾害防治市级非工程措施体系、山洪灾害

防治区的监测预警系统及群测群防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山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协

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对吉木萨尔县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及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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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Mountain Flood Disasters in Jimusaer County, Xinjiang 

SHI Qiang 

Changji Hydrological Survey Bureau,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The flood in Jimusaer Coun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rainstorm flood, snowmelt flood, rain and snow melt mixed 

flood, mainly rainstorm flood. The county seat is located in the gravel belt of the desert in front of the mountain and the alluvial flood 

plain in front of the mountain, making it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mountain flood hazards. In order to build a city level non engineering 

measure system for mountain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mountain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as, and a group measurement and prevention system, in order to minimize personnel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and provide 

safety guarantee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 survey,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study of mountain flood disasters was conducted in Jimusaer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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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聚集面临更大安全隐患。

山洪灾害是我国重要自然灾害之一，其防治工作面临新的

挑战。《“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明确提出推进

防灾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重点解决难点问题，这将有利于

加强山洪防治工作。山洪灾害防治是当前防灾减灾工作重

要组成部分，其技术手段和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相

关政策的制定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部署防灾资源，提高

预报预警水平。同时，加强水土保持，优化河道管理，也很

重要。未来值得关注的内容包括：防灾体系建设如何贯通实

施；各级政府职责如何明确；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是否切合

实际；公众参与度是否足够等。只有全面推进这些方面工作，

才能更好地降低山洪灾害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此背景下，笔者根据自身多年工作经验，结合相关数据，

对吉木萨尔县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及分析研究。 

1 主要任务 

1.1 防治区内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计算 

根据《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针对防治区沿

河村落等防灾对象，在山洪灾害调查基础上，深入分析防

灾对象所在小流域以及防灾对象上游集水区的山洪灾害

防治区暴雨特性、小流域特征，分析历史山洪灾害情况。

以小流域为单元合理选择适用于当地的设计暴雨洪水计

算方法，提出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成果等。  

1.2 防灾对象现状防洪能力分析 

针对沿河村落等防灾对象，进行成灾水位对应洪峰流

量的频率分析，根据不同典型频率洪水洪峰水位及人口和

房屋沿高程分布情况，制作控制断面水位-流量-人口关系

图表，分析评价防灾对象现状防洪能力。 

1.3 防灾对象危险区等级划分 

在沿河村落防洪能力现状评价基础上，采用频率法对

危险区进行危险等级划分。根据计算的不同频率（5 年一

遇、20 年一遇、100 年一遇或最高历史洪水位或 PMF 的最

大淹没范围）的洪水位，将危险区划分为极高、高、危险

3 级。结合地形地貌情况，划定对应等级的危险区范围，

并统计各级危险区人口及房屋数量，科学合理地确定转移

路线和临时安置地点。 

1.4 预警指标分析计算 

针对防灾对象，根据小流域暴雨洪水和防洪现状评价

成果，结合山洪灾害监测站点分布，选择合理的分析计算

方法，分析确定合适的预警指标。 

2 计算方法及成果 

2.1 设计暴雨计算 

2.1.1 设计暴雨参数计算 

设计暴雨参数包括不同历时暴雨量均值、变差系数

Cv、偏态系数 Cs 与变差系数 Cv 比值（Cs/Cv）、点面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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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根据《暴雨图集》中的年最大 1 小时、6 小时和 24

小时暴雨均值等值线图和 Cv 等值线图，可得到分析评价

对象集水区（小流域）中心位置处年最大 1 小时、6 小时

和 24 小时暴雨均值和 Cv 值。图集中，1 小时、6 小时采

用 Cs=3.5Cv，24 小时暴雨采用 Cs=2.5Cv。 

 
图 1  天山北坡地区短历时暴雨时面深关系曲线（上包线） 

 
图 2  天山北坡地区短历时暴雨时面深关系曲线（平均线） 

2.1.2 时段降雨量计算 

根据分析对象小流域设计暴雨参数，按 P-III 型分布，

可计算出流域中心处的不同频率不同历时的设计暴雨值，

再乘以 1、6、24 小时点面雨量转换系数，即可得到流域

的设计暴雨量。 

2.1.3 设计暴雨过程分配 

设计暴雨采用《暴雨图集》中天山北坡地区概化雨型

进行分配。24 小时雨型中主要降雨时段集中 7 小时（第

11～17 小时），占比为 79.4%。 

24 小时暴雨直接按概化雨型进行时程分配。其他时

段的时程分配采用同频率相包的形式，在 24 小时概化雨型

上，按连续最大原则滑动取出设计历时内逐小时的百分比，

将其总和视为 100%，再求出相应设计历时的分配比例。 

 
图 3  天山北坡地区概化雨型 

2.2 设计洪水计算 

2.2.1 典型频率设计洪水计算 

设典型频率设计洪水确定为 5 年一遇、10 年一遇、

2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 5 种，未进行可能最

大洪水分析，分别采用推理公式法、调蓄经验单位线及面

积比指数法进行计算，通过科学研判，合理性分析推荐一

种成果。 

2.2.2 推理公式法 

全国下发的工作底图中已给出小流域特征值参数 F、

L、J，本次直接采用。暴雨衰减指数采用下式计算： 

 
根据小流域土壤类型和植被状况，损失系数 R取 1.10，

损失指数 r1 取 0.76。 

表 1  吉木萨尔县分析评价小流域推理公式计算结果表 

沿河村落 
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洪峰流量（m3/s） 

1 2 5 10 20 

东台子村 84.7 71.9 55.6 43.6 32.0 

大三台沟 117.9 100.1 77.3 60.7 44.6 

小三台沟 65.1 55.3 42.7 33.6 24.6 

大东沟村 78.6 66.7 51.6 40.5 29.7 

下套子湾村 28.0 23.8 18.4 14.4 10.6 

2.2.3 调蓄经验单位线 

根据 24 小时设计暴雨计算成果，利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中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图集》，采用调蓄经验单位

线计算各沟设计洪峰流量。 

表 2  吉木萨尔县分析评价小流域调蓄经验单位线法计算结果表 

沿河村落 
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洪峰流量（m3/s） 

1 2 5 10 20 

东台子沟 3.93 3.41 2.73 2.23 1.74 

大三台沟 30.68 26.56 21.26 17.33 13.42 

小三台沟 20.99 20.99 14.53 11.84 9.17 

大东沟村 28.97 25.05 20.01 16.29 12.59 

下套子湾村 8.94 7.73 6.16 5.00 3.86 

2.2.4 面积比指数法 

选择水文条件相似的流域作为参证站是面积比指数

法的关键。根据本次分析评价小流域的面积，参证站集水

面积不易太大。吉木萨尔县境内与奇台相邻的白杨河上设

有五圣宫水文为国家三类基本站，资料采集、整编和刊印

均严格按国家行业规范要求执行，资料质量可靠，能够满

足设计洪水分析计算的精度要求。 

依照 SL44—2006《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按连序系列在采用矩法对五圣宫站 1980～2015 年洪峰流

量系列统计参数估算的基础上，通过适线法选配 P-Ⅲ型

频率曲线，确定统计参数，并计算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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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图 4  五圣宫水文站年最大洪峰流量频率曲线图 

表 3  吉木萨尔县分析评价小流域面积比指数法计算结果表 

沿河村落 
集水面

积（km2） 
指数 

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洪峰流量（m3/s） 

1 2 5 10 20 

东台子村 100.55 1 112.3 92.7 67.8 50.0 33.6 

大三台沟 71.61 1 80.0 66.0 48.3 35.6 23.9 

小三台沟 47.85 1 53.4 44.1 32.3 23.8 16.0 

大东沟村 62.45 1 69.7 57.6 42.1 31.0 20.9 

下套子湾村 17.7 0.67 41.34 34.14 24.97 18.40 12.37 

3 成果合理性分析 

由以上各种方法计算结果来看，成果之间存在差异。

调蓄经验单位线法是根据设计暴雨来推求设计洪水，小流

域设计暴雨是由《暴雨图集》查算出来的，使用的产流、

汇流参数没有实测资料验证；推理公式法计算中除考虑暴

雨因素外还考虑了流域特征，与调蓄经验单位线一样，流

域下渗强度、汇流参数同样缺少实测资料验证；面积比指

数法是根据参证站设计洪峰模数来推求设计洪水，采用的

是实测或调查洪水资料，比较可靠，更接近实际情况，因

此，通过本次分析研究推荐采用面积比指数法计算成果。 

4 结束语 

山洪灾害是我国一个常见的自然灾害类型。山洪发生

是指在短时间内集中形成的大量流水从山坡上或山间冲

向下游，给下游地区带来毁灭性破坏的过程。山洪一般由

暴雨或融雪引发，其特点是来水猛烈、流量大、时效短。

山洪灾害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冲毁桥梁、淹没村庄等。根据

统计，我国历年山洪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自然灾害总损失

的 40%左右。山南、西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山洪灾

害的高发区。为有效防治山洪灾害，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包括构建山洪预警体系、建设调蓄型水库、整治山体

等。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影响，山洪灾害防治仍面临很多挑

战。未来还需加强山洪监测预报能力，完善应急救援机制，

提高群众防灾意识，以更好地降低山洪灾害风险。只有通

过全面推进山洪灾害防治工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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