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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的总体

部署，在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的基础上，建设省级

和地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对非

工程措施的建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收集山洪灾

害的监测、预警等信息，实现中央、省级、地市级和县级

监测预警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各级防汛部门

及时掌握山洪灾害实时监测、预警、响应信息和防治情况，

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应急联动，提升综合防灾减灾

能力，提高山洪灾害科学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1]。

“共享”（share）在《高级英汉词典》中的定义：共

享、分享、均分、共有。数据共享行为存在的范围极其广

泛，从本质上来说，数据共享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参

与利益交换的各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稀缺和追求效益最

大化的驱动下，以各方认可的机制实现信息资源产权的

让渡或资源的流动[2]。山洪灾害数据共享涉及面广,部门

较多,由于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山洪灾

害信息共享流程复杂、数据格式不统一，已经成山洪灾

害防治工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山洪灾害

数据共享汇集系统的需求入手，对山洪灾害数据共享行

为进行分析整理，提出可参考的共享模式，并对山洪灾

害数据共享工作提出建议。

山洪灾害数据按照数据来源的不同分为采集数据、

共享数据和上报（下发）数据三大类，按照数据的性质分

为基础数据和实时数据两大类，省、地市、县3级山洪灾

害监测预警平台（以下简称“省、地市、县级平台”）之间

通过数据共享服务进行数据交换，建立纵横联通的信息共

享体系。纵向共享是指国家—省—地市—县—乡的纵向信

息共享体系，横向共享是指省—地市—县水文、防汛、气象、

国土等部门数据的共享。

（1）在省级防汛部门，实现与省级水文、气象、国土

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可向国家防总和流域防总上报数

据，向地市和县分发上下游周边县的共享数据以及定制

的其他部门数据，接收县级监测预警上报数据；在省级

水文部门，实现接收县级雨水情数据并共享。

（2）在地市级防汛部门，实现与地市级水文、气象、

国土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可接收省级下发的上下游相

邻市的共享数据，接收县级监测预警上报的数据。

（3）在县级防汛部门，实现向省、地市、国家防汛部门

上报监测预警信息数据，接收省级防汛部门下发的上下游

周边县的共享数据和属于本县的气象、水文、国土部门的

共享数据[3]。山洪灾害数据共享体系结构图见图1。

为实现山洪灾害数据共享，必须明确数据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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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洪灾害数据共享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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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享流程，建立与县级平台之间及水文、气象、国土

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规定共享内容，制定共享标

准，统一数据交换格式，开发共享接口，全面汇集山洪

灾害防治信息。开发统一的数据共享汇集软件，对系统

平台所涉及到的各类数据的接收、发送进行统一管理，

有效整合数据来源，并共享给相关的数据需求单位，为

国家、流域、省、地市（州）、县 5级数据交互体系提供可

靠的中间层级数据共享服务。

山洪灾害数据共享汇集包括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汇

集、基础数据共享汇集、山洪预警信息共享汇集、上下游相

邻县数据共享、气象信息共享汇集和国土信息共享汇集。

2.1 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汇集

实时雨水情数据从来源上主要包括新建的山洪监测

站和水文部门的监测站，其数据共享汇集流程见图2。雨

水情监测站发送雨水情数据到县级平台，同时按照水文

遥测信息报送要求共享到省、地市级水情中心（分中

心），并由省、地市级水情中心（分中心）分发到需要共享

信息的其他单位。在省、地市级水情中心（分中心）建设

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汇集软件，通过国家防汛抗旱指挥

系统网络实现省、市、县信息共享。各省雨水情信息通过

水文系统汇集至水利部水情中心[4]。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建议由水文部门

来统一接收并处理雨水情监测站点的信息，但由于目前

监测站点数据精度、编码等还存在问题，同时各省水文部

门的发展水平不一致，还无法全部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在

制定实时雨水情共享汇集方案时，必须根据各省的具体

情况进行选择，并逐步过渡到图2所示的共享汇集流程。

2.2 基础数据共享汇集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历史山洪灾害、小流域、

监测站、河流、水库、堤防、预案、预警指标、预警设施、

安全区、危险区等内容。

基础数据汇集由县级用户每年汛前按照要求以固定

的文件格式打包整体发送，由省、地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信息管理系统自动解析、入库。

2.3 山洪预警信息共享汇集

预警实时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预警数据、预警关联

测站雨水情数据、预警响应数据、预警响应反馈数据、

预警灾害统计数据、预警消息数据等。

各县按照要求安装数据上报程序，外部预警同时上

报到中央和省、地市级平台。省、地市级平台采用统一组

织开发的共享汇集软件，实现山洪预警信息共享汇集，县

级山洪预警信息由县级平台自动产生并上报到地市级平

台，地市级平台通过审核后上报至省级平台，省级平台通过

审核上报至国家平台。山洪预警信息共享汇集流程见图3。

2.4 上下游相邻县数据共享

上下游相邻县数据共享由水情中心（分中心）通过网

络实现。共享数据主要是实时雨水情数据，由省级、地市

级水文部门采用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汇集软件，通过网

络实现上下游相邻县数据共享。各相邻县的山洪预警信

息通过省、地市山洪灾害数据共享汇集系统实现共享。

实时雨水情数据，由各地市级平台向省级平台申

请，通过审核后，由省级平台下发至地市级平台。

2.5 气象信息共享汇集

气象信息共享的数据和格式由省级防汛部门和气象

部门协商确定，应包括气象部门提供的多要素气象站信

息（含实时雨量、水情、墒情等）、天气预报与卫星云图、

气象预报产品3类信息。其中卫星及天气预报信息建议

通过公网抓取实现，其他内容由省级防汛部门提供共享

服务器，气象部门按照约定的格式向共享服务器写入数

据，也可根据双方协商的方式交换数据。省级防汛部门需

建设气象信息共享软件，负责实现对市级防汛部门的分发

和共享；也可根据需要在市级实现与市级气象部门的共

享；气象信息数据共享的时效应满足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的

需要，实时监测信息应在20 min内汇集至省级平台；气象

分析预报预警等成果信息，应第一时间汇集至省级平台。

共享汇集软件也应满足气象部门的需求，建议向气

象部门及时提供实时雨水情、山洪实时预警等共享数

据，实现工作的联动。

图2 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汇集流程图

图3 山洪预警信息共享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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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与水文、气象、国土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从

目前山洪灾害数据共享的现状来看，与水文、气象和国

土部门之间的共享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国土部门

数据的共享尚未开始建设，因此在下一轮的项目建设过

程中，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共同制定数据共享的

内容、实现方式，建立与水文、气象、国土部门之间的数

据共享汇集机制，规定共享内容，全面汇集山洪灾害防

治信息，不同层级的管理部门能详细了解山洪预警信

息，并逐级落实灾害防御责任。

（2）加强与山洪灾害数据共享相关的标准规范建

设。山洪灾害数据共享相关标准是山洪灾害数据共享工

作的核心，国家防办制定了《山洪灾害专题数据库表结

构及数据上报技术要求》，主要包括基础数据类、山洪

灾害预警响应类等数据库表结构，兼顾县级平台与国

家、省、地市级平台数据共享上报需求，从标准层面规

范数据的上报[5]。各地根据该标准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

数据共享标准，在技术上要统一数据交换格式，开发共

享接口，便于不同层级数据共享平台进行数据的汇集与

交换。

（3）加强山洪灾害网络通道建设，提高数据共享的

效率。各省信息化水平发展不同，东部省份如山东省市

级平台网络带宽将扩充到10 M，甘肃省只在省、地市间

联通了水利专网，其带宽为 2 M，网络带宽直接关系到

数据共享的效率。新一轮的山洪灾害防治将安排专项资

金，对省、地市、县级的网络通道进行完善，为视频会议

系统提供无障碍、快速的数据通道；同时也为省、地市、

县预警平台之间的数据交互提供基础支撑，打通与水

文、气象、国土部门之间的网络连接。

新一轮的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将安排专项资金建设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并要求各省上报地市

级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将从资金、技术、标准等各方

面对省、地市、县级平台的数据共享进行保障，各地也

将通过本次项目的建设，构建纵横无缝连接的数据共享

体系，整体提升数据共享的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防

灾减灾效益。

[1]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省、地市级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要求[R].2012.

[2] 彭洁，白晨，赵伟.资源共享的本质问题研究[J].中国科技资

源导刊，2013，45（1）：2-7.

[3] 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甘肃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

施方案（2013—2015）[R].2013.

[4]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安徽省山洪灾害省市县互联

互通实施方案[R].2013.

[5]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山洪灾害基础及预警数据

上报要求[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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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土信息共享汇集

国土信息共享的数据和格式由省级防汛部门和国

土部门协商确定，包括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基础信息数据

和实时监测预警信息数据。

省级防汛部门建立与国土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交

换的机制，由省级防汛部门提供共享服务器，国土部

门按照约定的格式向共享服务器写入数据，也可根

据双方协商的方式交换数据。省级防汛部门需实现

国土信息共享功能，负责向市级防汛部门分发共享

信息；国土信息共享的时效应满足山洪灾害监测预

警的需要，实时监测预警信息应在 20 min 内汇集至

省级平台。

共享汇集软件应满足国土部门的需求，向国土部门

及时提供实时雨水情、山洪灾害实时预警等信息的共

享，实现信息互动、工作联动。

2.7 山洪灾害共享体系比较

通过对 6种类型的数据共享进行比较，山洪灾害数

据共享工作最核心的是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和山洪预

警信息共享。气象信息和国土信息的共享还存在一定的

难度，如存在共享方式不明确、时效性差等问题，需要

进一步明确共享的内容和方式。山洪灾害数据共享方式

比较见表1。

共享类型

实时雨水情数据共享

基础数据共享

山洪预警信息共享

上下游相邻县数据共享

气象信息共享

国土信息共享

数据类型

水雨情数据

基础数据

预警数据

水雨情数据

多要素气象站信息、天气预报与卫
星云图、气象预报产品

灾害隐患点数据

实现方式

共享汇集软件

县级上报

共享汇集软件

共享汇集软件

公网抓取、前置机

前置机

存在难点

数据统一管理

数据及时更新

审核规则及预警指标的确定

图幅拼接的质量

监测信息的时效性

全国未开始建设

3 山洪灾害数据共享工作的建议

4 结 语

参考文献

表1 山洪灾害数据共享类型、数据类型、实现方式、存在难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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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地处山东半岛丘陵区，东濒黄海，总面积

5 310 km2。市辖东港区、岚山区、莒县、五莲县，均纳入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范围。全市

项目概算投资总额为2 360.82万元，其中东港区概算投

资556.01万元（含2009年试点150万元），岚山区概算投

资550.17万元，莒县概算投资632.52万元，五莲县概算

投资 622.12 万元。项目建设共涉及 40 个乡镇、1 000 余

个村、200 余座水库（河道），共有 1 500 余个监测系统、

预警系统、群测群防体系和 4个县级监测预警平台。岚

山区、莒县、五莲县被列为国家第二批项目县，于 2011

年 10月开工建设，2012年 6月通过初步验收，投入试运

行。东港区是 2009年试点县，于 2010年 4月完成了部分

乡镇、村建设内容并投入使用，其他乡镇、村建设内容

列入国家第三批项目县，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工，2013

年 4月通过初步验收，投入试运行。4个区（县）共完成投

资2 190.02万元，占概算批复投资的92.8%。

2.1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日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2011年，市委、市政府把日照市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

系统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重点加以推进。相关

区（县）也把该项目列入区（县）党委、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重点实施，并成立了以分管区（县）长为组长，

水利、财政、国土、气象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人

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各区（县）水利、财政、

国土、气象等部门均把该项工作列为重要内容，市、县

（区）水利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进行安排部署和

协调解决关键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

施。同时，市财政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于 2011 年、

2012年共列出 6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项目补助，保障

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2.2 扎实开展前期工作

首先，认真编制实施方案。国家、省山洪灾害防治

非工程措施项目启动后，日照市立即启动了山洪灾害

普查、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并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报省

防办并组织专家审查，8 月 25 日报省 4 部门审批。其

次，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各项目区（县）进行了硬件

和软件招标。项目监理则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政

府采购。招标文件制作过程中，省、市及各项目区

（县）加强联络，确保招标文件尤其是技术指标确定

的合理和优化。再次，强化项目管理。严格执行水利

工程建设“四制”要求，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严格招

投标程序，规范工程监理和合同管理。各区（县）均按

程序组建了项目法人，明确了法人代表，认真做好施

工和监理合同的签订和执行，监理和技术人员在设备

入库、建设安装阶段及时查验、跟踪，以确保各类器

材符合技术指标、建设安装达到质量要求。

2.3 严格项目建设质量

首先，学习外地经验。项目招投标完成后，日照市水

利局组织有关区（县）的分管局长、防办主任及中标单

位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监理单位总监等，赴临沂蒙

阴县、济宁邹城市学习项目建设经验，有效提高了日照

市项目实施的针对性、科学性。其次，强化协调指导。针

对县、乡水利信息化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安排 3名技

术人员配合业主、监理单位做好项目建设安装的技术指

山东日照市山洪灾害防治县级
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

唐继利 彭 涛 焦桂芝

摘 要：为进一步减少山洪灾害，日照市开展了以建设监测预警系统、完善防御预案、强化群测群防体系、宣传防

御知识、提高全民防灾避灾意识等为建设内容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总结了为保证项目建设顺

利实施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分析了项目的运行效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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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及时解决影响工程建设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相关区

（县）水利局均安排专门人员，抓好项目建设的组织协

调，会同施工单位深入相关镇、村和水库、河道现场，确

定施工方案、落实具体建设安装地点，促进了项目顺利

实施。再次，加强督促调度。山东省防办和淮委防办高

度重视日照市项目实施工作，多次到日照市检查、指导

项目建设，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指导并提出整改意

见。日照市防办多次通过下发通知、召开会议、现场检

查等方式，就项目建设有关情况进行督促调度和安排部

署，并专门安排技术人员对项目建设进行全程督导和技

术指导，及时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项目

的有效实施。

2.4 加强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一是进行大规模培训。日照市防办按照“扩大培训

范围、突出演练重点”的要求，将防汛知识培训范围扩

大到市、县、乡防汛行政、技术和水管单位负责人，邀

请专家讲授气象、水文、防汛值守调度、防汛抢险组织

管理、防汛抢险基本知识等，提高了领导干部的防汛抢

险技能。二是坚持演练重心下移。各区（县）立足山区

特点，在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重点乡（镇）开展山洪

灾害防御演练，并组织所有有山洪防治任务的镇、村相

关人员和广大村民参加演练，针对性地提高基层干群应

对山洪灾害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宣传。把山洪

知识进村入户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在编制防御预

案、制作宣传栏和播放山洪宣传片的同时，根据全市受

山洪影响户数，统一制作了10万册山洪防御宣传手册，

并下发到受山洪威胁的每一户，让群众掌握防灾避灾知

识；各区（县）均按实施方案要求制作下发了明白卡，在

重点位置设置警示牌、转移标志等。

2.5 强化运行管理

各区（县）水利局均落实维护经费，共落实年度管护

经费 25 万元，其中东港区 5 万元，岚山区 5 万元，莒县

5万元，五莲县10万元。同时加强项目运行管理，安排专

人负责项目管理与运行维护工作，并结合各自实际，逐

步建立了项目管理使用和设备运行维护制度，分解落实

设备运行管护责任。制定印发了《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

措施建设项目设备运行维护规章制度》《山洪灾害防治

设备日常维护手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软件

操作说明》等，为进一步提高管理人员的实际操作水平

和维护管理技能提供了依据。

2.6 规范档案资料

项目实施期间，各区（县）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配

备档案设备，落实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和工作经费，加强

对各类归档材料的形成、收集、积累和管理，并对不符

合要求的内容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档案管理正规有效。

日照市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自投入

运行以来，总体运行基本正常，特别是在抗御2012年第

10 号台风“达维”过程中，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

目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

台风“达维”影响日照市期间，全市 54 个乡（镇）普

遍受灾，出现树木倒伏折断和大面积停电现象，多数用

电设备处于瘫痪状态，各项抢险救灾工作、各级领导的

指示指令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进行部署和传达。已建成的

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系统的各类设施均正常运行，并

在指挥决策防台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区（县）

利用山洪预警系统的短信平台和预警喇叭等及时发布

台风预警信息，向各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发

送水雨风情信息和工作部署要求，利用无线广播喇叭、手

摇报警器等预警设备进行动员和部署，在恶劣的气候条

件下保障了信息畅通、指令能够传达到位。各区（县）、乡

（镇）和有关村按照制定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防台风应

急预案等确定的转移方案和转移路线及时组织危险地带

群众进行转移，全市共紧急转移群众11.64万人，确保全

市无一人因暴雨洪水伤亡。

2014年 1月 20～21日，日照市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

工程措施项目顺利通过省水利、财政、国土、气象4部门

组织的竣工验收。水利部淮委专家代表参加了验收会

议，对项目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下一步将按照国家防

办、水利部、财政部有关要求，落实山东省关于创建山

洪灾害防御示范市的安排部署，大力推进山洪灾害防治

项目（2013～2015年）建设，同时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运

行维护制度、落实管理运行维护经费、充实专业技术人

员，实现建设管理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确保项目建设

出经验、出特色、出成效。

[1] 回良玉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J] .中

国防汛抗旱，2011，23（4）：1-3.

[2] 彭涛，徐汉栋，张雷 .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在山东日照

市防汛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J].中国防汛抗旱，2013，23（4）：

24-25.

[3] 秦贞杰，冯永梅 .山东临沂市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

设项目管理探讨 [J].中国防汛抗旱，2013，23（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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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市西部，处于华北平原向蒙古高

原过度的山地地带，地势西高东低，东西长62 km，南北

宽 34 km，总面积 1 448.9 km2，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8.5%，地区岩性构造复杂，山地高差大，相对高差100～

200 m，地形切割强烈，山坡陡峻，峭壁林立，山坡坡度多

大于25°（坡度25°以上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0%）。门头

沟区位于暖温带向温带过渡地带，处在东部湿润区和西

部干旱区之间，属于中纬度大陆东岸季风性气候。其具体

特征是：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

冬季寒冷干燥。地形变化对局部气候影响很大，水热分布

自东南向西北渐少。1960～1979 年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581.1 mm；1981～2000 年的年平均降雨量明显减少，多

年平均降雨量仅为480.5 mm。暴雨及大暴雨多数出现在

7月下旬至8月上旬，俗称“七下八上”，山洪灾害也多在

这一时段内发生。同时，区内暴雨有明显的日变化，一般

在下午（16～20时）和夜间（20时至次日3时）较多，为午

后和夜雨型，故山洪灾害也多在这段时间内发生。

受特殊的水文气象、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

门头沟区分布广泛、数量大的山洪灾害类型以溪河洪水

灾害最为突出，山洪灾害特点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1）突发性强，预测预防难度大。山丘区暴雨常具突

发性，从降雨到形成山洪灾害历时短，一般只有几个小

时，短则不到1 h，很少达到或者超过24 h，加之山丘区目

前监测站网覆盖率低，给山洪灾害预测预防带来困难。

（2）成灾快，破坏性强。山丘区因山高坡陡，溪河密

集，洪水汇流快，加之人口和财产分布在有限的低平地

上，往往在洪水过境的短时间内即造成大的灾害。

（3）季节性强，频率高。山洪灾害主要集中在5～9月

的汛期，尤其是6～8月主汛期更是山洪灾害的多发期。

门头沟区历史上有详细记录的最大的一次山洪灾

害发生于1950年 8月，清水镇达摩村、田寺村、斋堂东北

山村、灵岳寺四家村、北峪寺沟、沿河城等同时受灾，导

致95人死亡，毁房约1 200间，毁损耕地1 330 hm2以上。

近些年，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局部地区强降雨事件时

有发生。2012年 7月 21日，全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过程，

平均降雨量 188.1 mm，其中：最大为永定镇（313 mm）、

潭柘寺（305.4 mm）；全区有2个地区降雨量超过300 mm，

9 个地区降雨量超过 200 mm；城区 276.8 mm，山 区

162.8 mm。此次降雨是门头沟区 1951 年以来经历的最

大一场暴雨，城区7处供水管道断裂，农村供水设施8镇

76处出现损坏，镇村18处污水处理设施受损，水土保持

梯田、经济林、塘坝、防护墙等多项设施损坏，仅水利设

施损失金额就达3.86亿元。

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

总体要求，门头沟区 2010～2013 年开展了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及后期运行维护管理。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水雨情监测预警系统、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平台、无线广播预警系统、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等。水雨情

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包括30处雨量遥测点、3处泥石流监

控点、3处水位监测点、138个村简易雨量器及149套手摇

报警器，54个重点村的无线广播站等。在群测群防方面，

落实了卓有成效的“4包 7落实”责任制，（下转第 13 页）

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灾害防治
非工程措施建设工作实践

收稿日期：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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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页）即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党员包群众的

4包和转移信号、转移路线、避险地点、抢险队伍、临时防

汛棚、提前转移人员和值班预警人员7方面的落实，为山

区山洪灾害的防御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技术措施。

为解决雨量预警指标的难题，专项研究基于1∶10 000

的 DEM 数据进行小流域划分和基础属性提取，基于遥

感影像和其他数据分析，获取了小流域下垫面特征资料。

结合沿河村落的河道纵剖面、横断面测量及河床底质调

查，获取了暴雨洪水计算所需要的基础数据。通过实地察

看，综合确定了每个自然村的临界预警水位和相应的洪

峰流量，综合确定了 138 个村落 1 h、6 h、24 h的临界雨

量预警指标。

在“2012.7.21”暴雨洪水灾害中，已建的非工程措

施体系发挥了显著的减灾作用。

（11）雨水情监控及时。利用全区雨量自动遥测站、水

位自动遥测站、泥石流监测站、简易雨量站提供的实时雨

量及区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及时掌握了各个镇及重

点地区的降雨情况，为抢险救援、科学调度提供了保证。门

头沟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监控到7个雨量站12 h降

雨均超过100 mm时，根据监测数据，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为组织抢险救灾赢得时间。

（22）预报预警效果明显。通过监测预警平台监控到

暴雨黄色预警后，向9个镇的行政村责任人发布了预警

短信。此次降雨中共发布预警短信6 000余条，安全转移

3 695人，未出现人员伤亡。

（3）防御预案和责任制体系发挥了作用。建立健全了

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落实了责任，组建了各级防汛

队伍，暴雨山洪发生后，临危不乱，指挥有序。此外，利用

项目配发的预警设备超前预警预报，除通过预警平台发

送预警短信外，54个村使用预警语音广播660次，149个

村使用手摇报警器报警99次，有效降低了灾害损失。

通过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门头沟区

的山洪灾害防治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仍面临一些

现实问题。建议门头沟区今后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

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

及时提出面向未来的山洪灾害管理战略，加强流域综合

治理和土地利用管理，合理规划经济社会布局；组织开展

针对本区域特点的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技术研究，充分利

用卫星、雷达等监测手段，提高预报精度和预见期；采用

更加可靠实用的监测预警系统和设备，利用多种信息传

播渠道，强化群测群防，增强大众的灾害防御意识，将山

洪灾害风险减至最低。 责任编辑 田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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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hydraulic models with unstructured irregular meshes and ArcGIS software as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model is introduced, including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for meshes, extraction of elevation and building areas in meshes, elevation and width of roads, as well a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calculation of different reaches, etc. By using existing analysis tools in the

software,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can avoid the problems of time consuming and error which are unavoidable

when extracting attributes manually.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hydraulic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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