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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面

积 4 004 km2，辖 19 个乡镇，352 个行政村，总人口 37.2

万人。山区面积占90%以上。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

低。特殊的地形地貌及复杂的地质构造，使卢氏县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十分活跃，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据记载，1949 年以来,共发生较为严重的山洪灾害 25

次，累计死亡人数229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8亿元。

2007 年，卢氏县被列入全国 100个山洪灾害防治试

点县。试点县自 2009年启动以来，对全县 12个乡（镇）、

82 个行政村的 237 个危险区进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有效减轻了山洪灾害带来的损失，掌握了防洪

减灾的主动权，在 2010 年 7 月 24 日的特大山洪灾害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

通过建设监测预警系统，完善防御预案，建立群测

群防体系，做好以宣传培训、防汛演练、提高全民防灾

避灾能力等为主的非工程性措施建设，有效防御山洪灾

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1 建成了监测预警系统

主要建成了水雨情监测、信息汇集与预警平台、预

警3个子系统。

3.1.1 水雨情监测子系统

水雨情监测子系统以雨量监测为主，辅助水位监

测，建设项目主要包括雨量站、水位站。雨量站建立自

动雨量监测站和简易雨量监测站两种，水位站建立简易

水位监测站。项目建设中，卢氏县共建成自动雨量监测

站6座，简易水位站6个，简易雨量站237个。

（1）自动雨量监测站。山洪灾害易发区域按照

50 km2/站的密度布设自动雨量检测站，一般性区域按

照 100 km2/站的密度布设。采用有人看管、无人值守的

管理模式，自报式、查询-应答式兼容的混合工作体制。

主要由雨量传感器、遥测终端机、GSM通信模块、太阳

能板和蓄电池组组成。

（2）简易雨量站。按照每个危险区1个的原则设立，

通过简易雨量站建设，扩大雨情信息的监测覆盖面，达

到群测群防的目的。简易雨量站在当地按照图纸加工，

采用储水筒式。储水筒高600 mm，内径 200 mm，配置支

架一副，并配备读数尺1支。

（3）简易水位站。在重点河流的重要地段（人口密集

村和集镇等）设置。主要布设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的河

段。水位尺选用直立式，每根1ｍ，最小刻度为1 cm。

3.1.2 信息汇集与预警平台子系统建设

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和信息汇集、查询、

预报软件购置。

（1）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形成以省水利厅为中

心，市水利局为一级分中心，卢氏县水利局为二级分中

心的三级计算机网络，实现数据、语音的互联互通。计

算机网络系统主要包括县到市的广域网，水电局的局域

网，IP语言系统，网络安全系统和网络机房等辅助设施

建设5个方面。其中，网络安全系统，统一采用天融信防

火墙作为防护设备，网络出口配一台防火墙。网络病毒

查杀采用网络趋势版，分为客户机和服务器两类，客户

机版安装在每台连网计算机上，对客户机进行病毒防护

和查杀。由于卢氏县水利局内部连网用户数量不多，而

且服务器配置和管理成本较高，没有配备服务器软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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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只为每个用户安装客户端软件系统，病毒库升级主

要依靠访问三门峡市水利局的病毒服务器进行；网络机

房，面积 25 m2，地板采用全钢防静电架空活动地板，规

格 600×600 mm，地板安装高度为 250 mm。照明装置采

用机房专用无眩光灯盘，灯具为 1200×600 mm嵌入式

三管灯盘，以 2 行 3 列形式安装，照明亮度大于 300

LUX。同时安装 1套应急照明开关和灯具，市电停电后

由 UPS 向应急照明灯具供电。UPS 电源，总输出为 3

kVA，延时 2 小时，输入、输出有变压器完全隔离的设

备。机房防雷采用电源防雷，出入机房的电缆金属护套

在入室处作保护接地，电缆内芯线在配电柜内主控开

关后加装德国 OBO 三相装 DS150E/4 防雷器，电缆内

的空线对相应作保护接地。UPS 前端加装德国 OBO

DS44S 防雷器。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主要设备有:24 口百

兆边缘交换机 2台，光电转换器 1台，单口RJ11用户语

音网关10门，2 m、19英寸交换机机柜1台，3K、2小时在

线式UPS电源1台，HP服务器1台，百兆防火墙1台，IP

网管1套，趋势网络版病毒查杀软件1套。

（2）信息汇集、查询、预报软件购置。软件主要具有

基础信息查询、水雨情监测查询、预警发布服务、应急

响应服务4大功能。基础信息查询可以查询县乡村基本

情况、小流域基本情况、监测站基本情况、县乡村预案、

历史灾害情况、工情信息；上述基础数据由卢氏县统计

后，交软件开发单位通过程序自动批量录入，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也可由管理员进行人为调整。水雨情信息查询

主要用于实时监视水雨情状况，查询统计水雨情信息。

主要包括 24 小时的适时雨情监控，历史雨量查询，显

示、查询全县降雨等值线图和等值面图，显示天气预报

和卫星云图等。预警发布服务通过预先设定时段雨量报

警值，系统自动根据设定的条件判断是否产生报警，如

果满足条件则在地图上有显示，通过动态文字、声音等

方式提示预警，并能显示预警响应等相关信息；预警响

应服务主要是跟踪县、乡、镇的响应执行情况，直到响

应结束。

3.1.3 预警子系统建设

预警子系统主要包括预警信息的获取和预警信息

的发布。根据预警信息的获取渠道不同，预警信息的获

取分为从山洪灾害防御预警系统获取信息和群测群防

获取信息两种途径。预警信息的发布主要由县级山洪灾

害防御指挥部门或者群测群防监测点上的监测人员通

过预警信息传输网络或其他方式完成。预警子系统组成

及预警流程如图1～3所示。

县与乡（镇）之间，预警信息传输的手段主要包括：

通过县级预警平台以短信的方式发送；通过程控电话，

传真机和移动电话传送；通过广播、电视发布。乡（镇）

与村之间，主要通过程控电话（包括大灵通）和移动电

图1 预警子系统

县级防汛指挥部 群测群防监测点

乡（镇）政府指挥所

水库、山塘溃坝

雨、水情异常

村 组 户

预警信息
紧急情况下

监测员

图3 基于群测群防的预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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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有移动信号的地方）传送预警信息。村组之间，主要

通过程控电话（包括大灵通）和移动电话（有移动信号

的地方）传送，对于没有程控电话，不通手机信号，人口

居住较分散的村、组或者交通、通讯、电力全部中断的

村组，主要发挥群测群防的作用，通过手摇警报器、铜

锣、哨子等传统的报警传输方式报警。

本次试点县建设，卢氏县共新配置县级预警设备传

真机 1台，预警计算机 5台，打印机 2台；新配置乡级预

警设备传真机 16 台；按照每个危险区 1个铜锣、1个手

摇报警器，每个“五户联保”联络人 1个口哨的标准，配

置村级预警设施铜锣 237 面，手摇报警器 237 个，口哨

600个。

3.2 修订了县、乡、村3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

在 2008年编制预案的基础上，对试点乡（镇）、村内

的预案进行了适时修订，共修订预案 95份，其中县级 1

份，乡（镇）级12份，村级82份。

（1）县级预案的内容主要包括：总则，危险区、安全

区的划分，组织机构与职责，水雨情信息监测，预报预

警，应急响应，转移安置，抢险救灾，保障措施。

（2）乡（镇）级预案的内容主要包括：总则，基本情

况，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组织机构与职责，雨水情监

测，预警，应急响应，转移安置，抢险救灾，保障措施，与

县级预案不同的是，乡镇级预案附有危险区基本情况

表，指挥部成员名单，抢险突击队名单，指挥部及应急

抢险突击队成员职责范围一览表等表格。

（3）村级预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危险区、

安全区的划分，组织机构和职责，预警，应急响应，转移

安置。村级预案附有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成员名单，应

急分队成员名单，“五员”（水位观测员、雨量监测员、鸣

锣员、手动报警器报警员和口哨员）名单，需转移群众

名单（包括自然村名称，需转移群众户主姓名及人口，

转移安置联络人姓名，转移地点等）。

3.3 建立健全了群测群防的组织体系

3.3.1 建立了县、乡、村 3 级山洪灾害防御组织

县级为县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监

测、信息、转移安置、物资保障 4 个工作组及应急抢险

队。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水利局；各乡(镇)防汛抗旱

指挥部内设信息、转移安置、物资保障3个工作小组和2

支应急抢险队(每队不少于25人)；各行政村建立以村支

书或主任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成立2支以

青壮年群众为主体的应急抢险队（每队不少于 15人），

确定了“五员”，成立了“五户联保”组织，确定了转移安

置联络人。

试点县涉及的 12 个乡（镇）共成立乡（镇）、村两级

山洪灾害防御组织 94个，成立“五户联保”组织 600个，

配备鸣锣员、雨量监测员、手摇报警器报警员各237人，

水位观测员82人，口哨员600人。

3.3.2 进行危险区普查并建立台帐

经过详细的普查，试点县建设涉及的 12个乡(镇)、

82个行政村共有危险区237个，涉及 82个行政村237个

自然村的 2 909 户 10 762 人，其中洪水威胁区 182 个，涉

及 2 166 户 8 613 人；地质灾害区 71个，涉及 743户 2 149

人。普查结束后，建立了动态管理台帐。

3.4 组织宣传、培训和防汛演练

（1）宣传。编制、印刷、发放《卢氏县山洪灾害防

御宣传培训手册》2 万份，印刷、张贴山洪灾害防御宣

传挂图 250 张，张贴山洪灾害防御明白卡 2 万份；刻录

光盘 99 张，制作电视专题片 2 期，在电视上播放山洪

灾害防御知识 6 期；刷写危险区、安全区、特大洪水水

位线等警示标志 1 652 条，刷写山洪灾害宣传标语 162

条；制作、张贴宣传栏 93 个，制作需转移群众名单等

宣传牌 237 块；2009 年 7 月，举行了抗洪纪念碑揭碑仪

式、“2007.7.30”抗洪救灾图片展与发放《卢氏县山洪

灾害防御宣传培训手册》三项活动相结合的大型宣传

活动，仅当天就散发培训材料 1.5 万份，受教育人数达

8万余人。

（2）培训。通过对县、乡（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

人员、责任人、监测人员、预警人员、进行山洪灾害专业

知识培训，使他们明确了各自职责，确保指挥系统正

常、有效运转；通过对简易监测站、人工监测站监测人

员进行雨量和水位观测方法、预警信息传递方法等培

训，提高了山洪灾害监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通过对村

（组）信息员、信号发布员进行信息收集、整理方法，山

洪预警信息传输、预警信号发布方式方法的培训，保障

群测群防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共举办山洪灾害防御知

识培训36次，散发培训材料4 560份。

（3）防汛演练。结合山区实际，主要进行了以转移疏

散为主的演练。为了杜绝演练流于形式，制定了转移疏

散演练的方案。主要包括：演练时间，演练主会场，演练

内容，演练模拟（主要包括虚拟水情、报告、召集人员、

会商、乡村安排、转移、善后等环节）等内容。通过组织

演练，增强了广大群众防大汛、抗大灾意识，熟悉自救

逃生的办法、常识、转移线路和信号传递方式，增强了

抢险队员的抢险能力和指挥人员的决策能力，提高了

县、乡、村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作战能力与应急抢险能

力，发挥了群测群防体系的作用。

4.1 领导重视是保证

省、市水利和防汛部门主要领导多次亲临卢氏县指

导项目建设，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并先后以文

件形式下发了《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县建设方案》、《关于

分解试点县建设任务的通知》等文件，这些都为系统建

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4 主要经验

山洪灾害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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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宣传培训是基础

由于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是一项现代化的防御措施，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要对建设人员进行建设培训。系统

建成后，要对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维护培训，确保系统运

转正常，要对广大干群进行预警信息传递方法的培训。

只有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才能保证系统长久发挥作

用；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才能提高广大干群的防

灾避灾能力。

4.3 信息平台建设是核心

通过监测预警信息平台建设，可以及时有效地监测

降雨过程和发布预警信息，争取在洪水形成之前将指令

发布到乡村，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4 群防群测是关键

通过群防群测系统建设，可以有效避免在交通、通

讯、电力中断情况下上级防汛指挥机构的指令难以下达

时，各自为战，及时安全转移，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4.5 加强管理是保障

系统建成后，只有进行科学管理，精心维护，才能保

障系统良性运行，长久发挥作用。

5.1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水雨情监测体系建设方面。一是监测密度还不

够，由于卢氏县地处深山区，小气候多，现在还达不到

每 100 km2有 1 个自动雨量监测站的标准。二是所建成

的简易雨量站和水位站标准低且难以达到危险区内每

个自然村 1个简易雨量站、主要河道的重点地段 1个简

易水位站的标准。三是虽然实现了和省、市的信息互

通，但和各乡镇还没能实现信息共享。四是由于和气

象、水文等部门各自为战，不能信息共享，自动雨量监

测站、水位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在预警系统建设方面。由于受资金制约，购置的铜

锣和手摇报警器等预警设施还严重缺乏，还达不到每个

危险区1个的标准，同时，全县的乡、村无线广播报警系

统也严重不足。

在预案编制方面。由于受水文资料少的制约，加之

从降雨到形成洪水受降雨量、地形、降雨强度、土壤等

诸多因素的制约，现有的条件还难以进行有效的试验，

临界雨量的确定进而导致预警等级的划分还不是十分

科学。

在培训方面。培训的范围还不够大，培训的知识还

比较肤浅，尤其是缺乏对建成的监测预警信息平台管理

人员进行系统、深入的培训。

在经费方面。建成的系统没有专项管理、维护经费，

难以长久发挥作用。

5.2 建议

一是建议进一步加大自动雨量监测站的建设力度，

加大密度，形成网络。同时，协调气象、水文等部门，实

现雨水情信息的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

二是建议切实加强群测群防建设，确保在交通、通

讯、电力中断情况下的人员及时转移。

三是建议强化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出台相关文

件，明确规定县级防办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每年下拨

预警系统管理、维护专项经费，确保系统运转正常。

5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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