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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grasp	the	
effectiv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ake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results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effectively	applied	in	practical	work,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effect	and	quality	of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and	build	a	socialized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duction	guarantee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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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防洪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时，注重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在防洪减灾工作方面取得的实践经验、研
究理论成果，对防洪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通过对防洪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成果的分析，把握防洪
减灾的有效方法、策略，使防洪减灾理论成果及技术成果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的运用，提升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效果及
质量，构建社会化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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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防洪减灾理论与技术研究问题的分析，注重将传

统防洪减灾观念做好把握，在原有基础上做好继承与发展，

结合防洪减灾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对相关工作进行不断

的完善，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及作用，使防洪减灾工作

得到更加有效地开展。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洪水

防控能力得到了有效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洪灾带来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联系近年来洪水灾害的发生情

况来看，2020 年中国洪涝灾害的发生，造成 7047.1 万人次

受灾，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为了有效地做好防洪

减灾工作，在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方面，针对防洪减灾问题

进行了深入地探索，并总结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现就防洪

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2 防洪减灾宏观层面的研究发展概述

防洪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问题的把握上，中国针对防

洪减灾方面的研究，自 20 世纪末开始，注重对防洪减灾问

题进行纵深化的研究分析，由原来的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方

向转变，形成了防洪减灾的新思路。针对防洪减灾宏观层面

的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2.1 防洪减灾方略的研究
针对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要注重立足于宏观层面，

从大视角、大方向入手，对防洪减灾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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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思考。针对防洪减灾方略的研究，注重对洪水与洪水

灾害的特点、防洪的相关标准、防洪减灾采取的有效策略等

方面入手，以宏观视角的研究分析，对防洪减灾的问题做好

大方向的把握，为微观层面、细化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方略

指导。学者王瑞芳在研究中指出，防洪减灾问题的研究，逐

渐由防洪减灾向防洪治本方向转变，注重对洪水本身问题进

行思考。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防洪减灾要对洪水产生的原

因进行思考，既要强调工程技术层面的策略，又要注重自然

环保方面的方略，加强环境治理与工程技术的综合性运用，

才能够确保防洪减灾取得更好地效果 [1]。

防洪减灾方略的把握上，要注重树立起大格局，从大

视角入手，做好洪涝灾害特征成因的分析，之后联系防洪工

作开展，对防洪的具体细节、应对措施做好把握，才能够有

效地提升防洪减灾工作的效果及质量 [2]。防洪减灾方略应侧

重于洪水风险本质，并对洪水的特点、产生原因等做好把握，

将洪灾原因和防洪减灾工作进行有效地统筹，尽可能从原有

上做好洪灾的控制，以降低洪灾产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问题。吕娟认为，防洪减灾方略把握上，要突出洪水灾害特

性的研究分析，注重把握洪水利害两重属性，在防洪的同时，

注重对洪水兴利的特点做好发挥，使防灾减灾具有两面性，

突出大战略、大方向的引导，使防洪减灾工作开展更具实

效性。

总体来说，针对防洪减灾方略上的把握，注重从战略

层面入手，考虑到了洪水灾害不可能消除的问题，采取有效

措施，将洪水危害降到最低 [3]。

2.2 洪水风险与风险管理的研究
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要注重围绕洪水风险与洪水风

险管理方法、策略展开。对于洪水风险的评估分析，能够对

洪灾带来的危害性有一定的认知，借助风险管理工作，实

现“减灾”的目的。防洪减灾中，由于洪水发生问题不可

能永远消除，洪水发生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灾害性后果。针

对这一情况，应对洪灾时如何做好减灾处理，就显得十分 

必要。

张大伟等人在研究中指出，洪水风险的评估分析主要

针对洪灾发生可能性进行分析，并结合洪水风险分析，针对

性地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结合洪水灾害发生情况，考虑到洪

水为随机事件，在洪水风险评估时，主要结合期望损失和极

端损失进行定量表达，对洪水风险问题有一个较深层次的分

析，为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和指引，确保风险

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及质量 [4]。赵祎雯在研究中指出，针对

洪水风险评估工作，要对洪水发生的概率做好分析，并在洪

水风险管理时，能够做好提前的规划，对洪水灾害做好应急

预案，使洪水灾害发生后，能够做好减灾的处理，使洪水

灾害得到有效地控制 [5]。针对洪水风险及风险管理工作，注

重对风险做好评估分析，围绕洪水风险的危险性、暴露度、

脆弱性评估，为洪水风险管理工作开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

持，对洪水风险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实现保障生命安全的 

目标。

3 防洪减灾技术的发展

防洪减灾理论研究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研

究工作的开展。理论研究分析为技术发展、防洪减灾实践工

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使技术研究、措施应对能够

更加针对、有效。关于防洪减灾技术的发展情况，具体内容

如下。

3.1 关于洪水分析方法的研究分析
对于防灾减灾技术层面的研究，注重对洪水分析方法

做好把握，这是技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和立足点。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为

防洪减灾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黄春培在研究防洪减灾问题

时指出，技术层面的分析为防洪减灾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及指引。在对防洪减灾分析时，数学模型的运用为防洪

减灾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数学分析模型应用时，主要结合

水库溃堤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模拟对象进行概化处理，实现

对洪水灾害的精准、高效分析，为洪水灾害的预防提供技术

层面的支持，确保防洪减灾工作能够得到更加有效地开展 [6]。

张亚平在研究中指出，防洪减灾工作开展时，在技术层面的

把握上，应注重对数学模型做好运用，通过对高分辨率计算

格式进行开发，构建溃坝洪水分析模型，对洪水发生的危险

性系数做好把握，从而使数学模型与洪水灾害做好结合，组

好洪水灾害的有效分析，为防洪减灾工作有效开展提供技术

支持 [7]。

对于洪水分析方法的把握上，应注重做好模型的评估

分析，利用模型分析法，能够对洪水灾害产生的可能性做好

把握，为防洪减灾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更好地实现防洪减灾

的目标。

3.2 关于防洪预警技术的研究分析
防洪预警技术是学术界以及防洪减灾工作开展关注的

一个重要点，其为防洪减灾工作有效开展提供了方向性的指

引。防洪预警主要针对洪水灾害发生情况做好提前预警，从

而针对性地做好洪灾的提前预防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减

灾”的目标。徐红权针对钱塘江流域防洪减灾数字化平台建

设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注重结合防洪预警技术的有效运

用，使数字化平台在防洪减灾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

防洪减灾应注重做好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利用数字化

平台建设，做好预警模型构建，能够对洪灾发生的可能性做

好分析及判断，提前做好防洪减灾的预防。针对新形势下防

洪减灾预警技术的运用，注重对数据驱动模型进行把握，并

突出跨学科交叉，使防洪预警技术的内容、内涵变得更加丰

富，确保防洪预警技术在防洪减灾工作中得到实践运用。吴

明宇认为，防洪预警技术的运用，应注重对高性能计算机技

术进行把握，通过对水文模型模拟及参数率定加速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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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升防洪预警技术的计算效率，能够使系统功能、作用

得到有效地发挥，提升防洪预警的准确率、可靠性。

3.3 洪水调度技术的研究分析
洪水调度技术是防洪减灾技术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内

容，在防洪减灾工作开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洪水调度技术

运用时，注重结合水文、水利及相关工程设施，对洪水做好

统一调度，使流域的防洪能力得到提升，以减轻洪灾的影响。

薛亮在研究中指出，其他国家在针对极端降雨的防洪减灾问

题研究中指出，由于受到极端降雨天气的影响，可能导致水

位的快速上升，使水坝存在决堤的风险，导致洪灾的发生。

在进行洪水调度过程中，注重借助洪水预报子系统和防洪支

撑系统的结合，做好水库调度，避免决堤问题的发生，降低

或是消除洪灾的隐患。针对洪水调度技术的有效运用，能够

结合流域、水文、地形地貌等因素，对局部水库的缺陷及不

足问题做好有效地处理，综合性地做好防洪工作，使洪涝灾

害的发生率得到控制和降低。在洪水调度技术把握上，对于

水库汛期水位进行动态控制，对于防洪减灾工作开展起到了

重要的影响。张鹏在研究中指出，对于洪水调度技术的把握

上，要注重做好区域协调，从大局观入手，对汛情做好监视，

做好洪灾的评估分析，以保证洪水调度工作的开展效果及质

量。在洪水调度技术运用时，应注重结合仿真模型、信息技

术的有效运用，能够对水利工程信息进行直观仿真表达，能

够对汛期水位情况做好分析，突出全面性、针对性的防洪调

度工作，使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效果、质量得到有效地提升。

张金惠在研究中指出，针对水库汛期水位的动态监控，能够

为防洪工作开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参考，并且借助于动

态化的调控工作，能够结合天气变化、降雨带来的水位变化

等因素，使洪水调度工作得到有效地开展。这一过程中，联

系水库汛期水位的情况，提前做好汛期风险评估工作，能够

对汛期水位风险做好分析，以做好提前的规划，借助于洪水

调度技术，对洪灾的发生做好有效的防控，以实现防洪减灾

的目标。

4 结语

从整体视角来看，针对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要注重

对防洪减灾的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情况做好把握，强化理论

研究分析和技术支持，为防洪减灾实践工作开展提供重要的

指引，提升防洪减灾工作的开展效果及质量。这样一来，通

过推进防洪减灾理论及技术研究，使防洪减灾工作有一个更

加明确的思路，有效地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财产损失及人员

伤亡情况，做好洪灾的有效控制，以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

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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