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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给城市防洪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根据 2010 年余姚市主要水雨情控制站

的水文要素,对各主要时段降水量、水位、短历时强降雨等水文要素进行分析,得出 2010 年余姚市

水雨情相对平稳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提出扎实做好余姚市水雨情的监测和预报,汛期做好应对措

施,不断提高水文服务能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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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城市的雨情及水情是城市防洪以及水资源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资料,对其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可为城

市水务工程的规划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分析了

2010 年余姚市水雨情的特点及水文态势,得出全年

水雨情相对平稳、水文态势总体正常的结论。 由于

余姚市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未来发生暴雨、洪水、台
风等灾害的可能性仍较大,对此应扎实做好全市水

雨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精心组织,做好汛期应对

措施。

1摇 水雨情分析

2010 年余姚市水雨情相对平稳,水文态势总体

正常,由于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余姚市降水

量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地域分布不均,呈现南部大、
北部小的特点;二是时程分布不均,降雨主要集中在

6 至 10 月;三是局地短历时强降雨较多;四是 2 月

底 3 月初出现了罕见的春汛。 受降水量影响,2010
年余姚市各河网水位、大中型及重要小型水库水位

变化相对平稳,未出现严重汛情。
1. 1摇 雨情分析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 日,余姚市平均降水量为

1 617郾 0 mm,比 2009 年同期少 9郾 0 mm,比多年平均

降水量多 59郾 0 mm。 汛期余姚市没有受到明显的台

风影响,少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台汛期及整个汛情

雨量明显偏少,汛期(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余姚

市面平均降水量仅为 931郾 4 mm,比常年同期偏少

13% ,比 2009 年同期均值偏少 11% 。 而上半年降

水量明显偏多,全市面平均降水量达 943郾 8 mm,比
常年同期均值多 23% ,比 2009 年同期多 235郾 3 mm;
特别是 2 月底 3 月初出现了罕见的非汛期汛情(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 全市面平均降水量为

202郾 8 mm,比常年同期均值多 159郾 5 mm,是常年同

期均值的 4郾 7 倍,比 2009 年同期均值多 84郾 9 mm,
为近 50 年来所未见。

2010 年余姚市 6 月 17 日入梅,7 月 17 日出梅,
梅雨期为 30d。 今年梅雨期全市面平均雨量为

278郾 6 mm,比多年平均偏多 16% (多年平均值为

240 mm)。今年梅雨期天气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过

程性降水特征明显,梅雨量较常年偏多,但从整体上

看也属正常;二是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历时强降雨

多,降雨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三是“梅中有伏冶,各
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实测余姚站 7 月 2 日最高气

温为 38郾 3益)。
1. 2摇 短历时强降雨特性

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呈现空间、时间上分布不均

的特点,南部山区较大,北部平原及沿海片较小。
2010 年汛期余姚市单站日降水量超过 50郾 0 mm 的

共有 24 站次,较去年同期仅少 2 次,但余姚市 2010
年未受较大台风影响,所以强度普遍不大,其中最大

的为黄土岭站 8 月 16 日的 84郾 0 mm,其次是 7 月 30
日的 81郾 0 mm,平原片余姚站日降水量为 73郾 0 mm,
较去年的日最大值 254郾 5 mm 少很多。

2010 年余姚市 1 小时雨量超过 30郾 0 mm 的共

有 15 站次,其中黄土岭、梨洲站出现 3 次,夏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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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临山站出现 2 次,华盖山、梁弄、丈亭出现

1 次。最大值为 78郾 5 mm(黄土岭站 8 月 16 日 16 时

至 17 时),比去年该站最大值 84郾 5 mm 少 6郾 0 mm。
1. 3摇 水情分析

a. 河道水情。 2010 年余姚市各主要河道水位

变化平稳,除个别站点出现超警戒情况,其他站点水

位基本处于正常水位运行。 2 月底 3 月初受持续降

雨影响,全市各主要河网水位迅速上升,上姚江水位

上涨超过 3郾 67 m 的警戒水位,达到 3郾 81 m,为今年

全年出现的最高水位;下姚江水位达到 3郾 65m,接近

警戒水位 3郾 67m。 其余时段余姚市各主要河道地表

径流基本保持平稳态势,并无出现较高洪水位及断

流情况。 截至 12 月 1 日 8 时,全市各主要河网蓄水

量为 5 704 万 m3,与去年同期蓄水量 6 173 万 m3 少

469 万 m3。
b. 水库水情。 全市大中型及重要小型水库基本

保持正常水位运行,截至12 月1 日8 时,全市大中型水

库共蓄水 11306 万 m3,比去年同期少 765 万 m3;重要

小型水库共蓄水 2 644 万 m3,比去年少 306 万 m3。
受 2010 年 3 月份春汛影响,余姚市各大中型水库水

位一度上涨超过警戒水位,如四明湖水库上涨至

16郾 85 m,超过警戒水位 16郾 28 m。 由于未出现持续

性强降雨天气,同时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强度也相对

较小,余姚市各水库水位基本保持正常水位运行,并
未出现明显险情。 截至 12 月 1 日 8 时,余姚市大中

型水库及重要小型水库总蓄水量达 13 894 万 m3,占
控制蓄水量的 79% ,较汛前(4 月 1 日)17 296 万 m3

减少 3 402 万 m3。

2摇 建议及对策

2010 年余姚市水雨情态势总体正常,所产生的

汛情相对轻微,未产生明显的灾情。 由于余姚市所

处地理位置特殊,未来发生暴雨、洪水、台风等灾害

的可能性较大。 因此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重视,认
真做好全市水雨情的监测、预报工作,为余姚市的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水文技术支撑。
2. 1摇 超前谋划,扎实做好准备工作

具体工作包括:淤尽早开展汛前检查,排除隐

患。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计划,
积极开展遥测设备的清洗、维护工作,确保水雨情遥

测设备正常运行,为防汛抗旱决策提供正确、详实的

水文数据。 于立足于防大灾和突发性天气。 重点防

范汛期可能发生的局部洪涝灾害、强台风登陆以及

局部地区的干旱,特别是汛期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

发的小流域山洪灾害。 盂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准备,

确保当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做好防范工作。 榆加

强日常水文监测,全面收集余姚市降雨、水位、蒸发

等水文要素数据,实时监测各主要河道水情,为防汛

抗旱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信息。 虞充分发挥目前

余姚市自动监测系统的作用,做好在线监测、实时分

析,及时掌握余姚市水文信息,为城市水资源开发利

用提供依据。
2. 2摇 精心组织,汛期应对措施到位

根据余姚市实际情况,加强各类遥测站的日常

维护工作,重大汛情发生时,积极做好水雨情信息收

集、分析、整理等工作,落实专人负责,按时上报各类

汛情信息和突发事件,编制水雨情简报。 密切关注

汛情暴雨、台风、洪水等动向,加强防范,落实专业技

术人员检测雨情、水情变化,提供第一手准确信息,
加强对短历时强降雨有关数据的采集、分析。 同时,
加强与气象等部门的协作,及时检测各地水雨情现

状,预报可能出现的洪涝灾害和局部干旱。
2. 3摇 夯实水文工作基础,不断提高水文服务能力

具体工作包括:淤加强城市水文站网规划。 根

据水文部门“十二五冶规划、全国水文事业发展规划

的具体要求,有计划地开展全市水文站网的信息化

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增设水文测站。
于完善水文机构,加强队伍建设。 转变传统水文观

念,多渠道争取经费,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研

讨,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为城市水文工作

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盂加强水文宣传,关心和爱

护水文设施。 水文数据是水利部门进行科学决策的

第一手资料,能否提供完备的数据关系到领导决策

的成败,所以要求全社会加强水文宣传,共同关心和

爱护水文设施。

3摇 结摇 语

本文详细分析了 2010 年余姚市各主要时段降

水量、水位、短历时强降雨等水文要素,根据这些具

体信息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对策,如扎实做好余姚

市水雨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汛期做好应对措施,夯
实水文工作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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