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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防御睢县境内主要河道可能发生的超标准洪水，做

到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指挥调度，预防和减轻灾害损

失，特制定睢县主要河道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预案为睢县

防汛指挥决策、防洪调度、抢险救灾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工作

方案。尽可能使超标准洪水造成的洪涝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

限度，保证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安全。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正）；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正）； 

（4）《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修正）； 

（7）《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2017 年 4 月

14 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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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6 年 2 月 6 日修

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

改）； 

（10）《国家公共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2006

年 1 月）； 

（11）《河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河南省

人民政府，2021 年）。 

1.2.2 技术规范及规程 

（1）《防洪预案编制要点（试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办公室，2006 年 2 月）； 

（2）《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办公室，2006 年 1 月）； 

（3）《防洪标准》（GB50201-2014）； 

（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5）《水情预警发布管理办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办公室，2013 年 2 月）； 

（6）《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2008）。 

1.2.3 其它 

（1）《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旱灾害防汛应急预案的

通知》（豫水防〔2020〕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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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应急预案》（河南省

水利厅，2020 年 5 月）； 

（3）《商丘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水旱灾害防汛应急预案的

通知》（商水防〔2021〕7 号）； 

（4）《商丘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汛应急预案》（商丘市

水利局，2021 年 5 月）； 

（5）淮河流域“70 对口水文”资料《商丘市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商丘市水利局，1975 年 7 月）。 

1.3 编制原则 

（1）坚持依法防汛的原则。 

（2）在规定的防洪标准内，保证河道堤防不决口。遇

超标准洪水时，采取相应对策，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的整体利益，确保

重点，兼顾一般，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合理确定河道

安全度汛方案。 

（3）贯彻防汛责任制。行政首长对所辖范围内的防汛

工作负总责，与防汛有关的各部门根据防洪预案，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4）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充分发挥洪水预

测、预报、预警、科学合理调度等非工程措施的作用，降低

洪水风险，减少灾害损失。 

（5）以预防为主，抢险相结合。当洪水危及安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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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抢险措施，撤离遇险人员，确保人民群众安全。 

1.4 主要保护目标 

当遭遇超标准洪水时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保证河道

保护范围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睢县主要河道保护范

围为睢县中心城区，商登高速等重要交通设施及沿线重要乡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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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道工程概况 

2.1 流域概况 

2.1.1 惠济河 

惠济河属淮河流域涡河水系，发源于开封市济汴闸，全

长 173.8km，总流域面积 4315km2，在睢县西陵寺镇杜公村

进入商丘市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8 个乡镇 64 个行政村，于

柘城县惠济乡后刘屯进入柘城，睢县境内长度 44.3km，出睢

县境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2417km2。 

睢县境内惠济河主要一级支流有茅草河、通惠渠、申家

沟、蒋河等。 

（1）茅草河流域面积为 163km2，河道长度 34.4km。 

（2）通惠渠流域面积为 513km2，河道长度 54.2km。 

（3）申家沟流域面积为 161.5km2，河道长度 45.5km。 

（4）蒋河流域面积为 591km2，河道长度 81.6km。 

2.1.2 通惠渠 

通惠渠属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惠济河一级支流，发源

于开封市兰考县代庄，全长 54.2km，总流域面积 513km2，

在睢县涧岗乡郭营北进入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5 个乡镇 26

个行政村，于睢县白庙乡洼刘村西南流入惠济河，睢县境内

长度 20.2km，入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513km2。 

睢县境内通惠渠主要一级支流有涧岗沟、茅草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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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涧岗沟（又称吴堂河），流域面积 131.7km2，河道

长度 26.0km。 

（2）茅草沟，流域面积 36.1km2，河道长度 13.5km。 

2.1.3 涧岗沟 

涧岗沟（又称吴堂河）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通惠渠一

级支流，发源于民权县花园乡李庄，全长 26km，总流域面

积 131.7km2，在睢县涧岗乡韦吉屯村进入睢县境内，流经睢

县涧岗乡 9 个行政村，于睢县涧岗乡王楼村西流入通惠渠，

睢县境内长度 9.0km，入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131.7km2。 

2.1.4 茅草河 

茅草河属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惠济河一级支流，发源

于民权县双塔小阁寺，全长 34.4km，总流域面积 163km2，

在睢县蓼堤镇大寨村西进入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2 个乡镇 7

个行政村，于睢县西陵寺镇何吉屯村流入惠济河，睢县境内

长度 10.9km，入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163km2。睢县境内茅

草河主要一级支流为茅草河东支，流域面积 58.4km2，河道

长度 16.8km。 

2.1.5 申家沟 

申家沟属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惠济河一级支流，发源

于民权县花园乡苏窑东，全长 45.5km，总流域面积 161.5km2，

在睢县董店乡赵楼村进入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8 个乡镇 32

个行政村，于睢县白楼乡朱桥村流入惠济河，睢县境内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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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km，入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161.5km。睢县境内申家沟

主要一级支流为申家沟老道，流域面积为 38km2，河道长度

19.8km。 

2.1.6 蒋河 

蒋河属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惠济河一级支流，发源于

开封市杞县城郊乡林庄，全长 81.6km，流域面积 591.4km2，

在睢县长岗镇宋朝店流入商丘市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5 个乡

镇 31 个行政村，于柘城县伯岗乡七里岗北进入柘城，睢县

境内长度 32.4km，出睢县境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517.4km2。睢

县境内蒋河主要一级支流为祁河，流域面积为 229.1km2，河

道总长度 38.3km。 

2.1.7 祁河 

蒋河属淮河流域涡惠河水系，蒋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开

封市杞县小河铺村，全长 38.3km，流域面积为 229.1km2，在

睢县西陵寺镇后邢堂村流入睢县境内，流经睢县 6 个乡镇 35

个行政村，于睢县平岗镇后祖六村流入蒋河，睢县境内长度

32.9km，入口断面以上流域面积 229.1km2。 

睢县境内祁河主要一级支流有祁河西支、周塔河等。 

（1）祁河西支流域面积为 59.9km2，河道长度 10.6km。 

（2）周塔河流域面积为 69.8km2，河道长度 30.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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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基本概况 

2.2.1 惠济河 

惠济河睢县境内共有桥涵闸等各类建筑物 36 座，其中

节制闸 2 座（板桥闸和夏楼闸）、穿堤涵闸（管）23 座、桥

梁 11 座。 

2.2.2 通惠渠 

通惠渠睢县境内共有桥涵闸等各类建筑物 25 座，其中

橡胶坝 1 座（孟庄橡胶坝）、涵闸（管）11 座、桥梁 13 座。 

2.2.3 涧岗沟 

涧岗沟睢县境内共有桥涵闸等各类建筑物 12 座，其中

涵闸（管）3 座、桥梁 9 座。 

2.2.4 茅草河 

茅草河睢县境内共有桥涵闸等各类建筑物 11 座，其中涵

闸（管）2 座、桥梁 9 座。 

2.2.5 申家沟 

申家沟睢县境内共有桥涵闸等各类建筑物 50 座，其中

节制闸 4 座（雷屯闸、大林店闸、大屯闸和刘赵闸）、涵闸

（管）1 座、桥梁 45 座。 

2.2.6 蒋河 

蒋河睢县境内共有桥闸等各类建筑物 29 座，其中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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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 1 座（草庙王闸）、桥梁 28 座。 

2.2.7 祁河 

祁河睢县境内共有桥闸等各类建筑物 39 座，其中节制

闸 2 座（魏堂闸和前亭闸）、桥梁 37 座。 

2.3 气象水文 

睢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流域内年平均气温 14℃。极端最高气温为 42.3℃（1966 年 7

月 19 日），最低极端气温为-15.7℃（1962 年 2 月 6 日），平

均无霜期为 217d。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 696mm，降水年

内分配不均匀，汛期 6～10 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68%。

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年降水量最小出现在 1966 年，为

307.8mm，最大出现在 1979 年，为 1186.4mm，为最小年降

雨量的 3.8 倍。 

通惠渠睢县境内设有睢县水文站，是惠济河一级支流通

惠渠上的区域代表站，位于睢县城郊乡马头村通惠渠左岸，

控制流域面积 495km2。 

2.4 河道防洪工程现状 

2.4.1 惠济河 

惠济河睢县段曾于 1978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遇

防洪标准治理，目前除涝标准不足 3 年一遇，河道防洪标准

低，抵御洪水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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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河睢县堤防设计等级为 4 级，堤防设计内外边坡为

1：3，设计堤脚距 250～260m。惠济河左岸存在 1 处堤防险

工（睢县白庙乡李楼险工段，长 80m）。 

睢县境内板桥和夏楼 2 座闸安全鉴定为四类闸，存在安

全隐患；部分穿堤涵闸闸门损坏、启闭困难；部分跨河桥梁

标准低，过堤路口高程低于防洪水位。 

2.4.2 通惠渠 

通惠渠睢县境内曾于 1978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

遇防洪标准治理，目前除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河道防洪标

准低，抵御洪水能力差。 

2.4.3 涧岗沟 

涧岗沟睢县高里方沟以上段于 1978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

标准治理，目前除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高里方沟以下段于

1978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治理，目前除

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河道防洪标准低，抵御洪水能力差。 

2.4.4 茅草河 

茅草河睢县段于 1978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遇防

洪标准治理。目前除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河道防洪标准低，

抵御洪水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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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申家沟 

申家沟睢县归德屯以上段于 2019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标

准治理，目前除涝标准基本达到 5 年一遇；归德屯以下段于

1979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治理，目前除

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河道防洪标准低，抵御洪水能力差。 

2.4.6 蒋河 

蒋河睢县境内曾于 2021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标准治理，

目前除涝标准基本达到 5 年一遇。 

2.4.7 祁河 

祁河睢县境内曾于 1973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标准治理，

目前除涝标准不足 5 年一遇。 

2.5 社会经济 

2020 年，睢县总人口 91 万人，生产总值 234.4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7%，耕地面积 98.3 万亩、粮食

产量 69.81 万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17 元。 

2.6 历史洪水 

建国后睢县发生较大洪涝灾害 10 余次，其中灾情较重

的有 1957 年、1963 年、2003 年和 2018 年。 

1957 年睢县遭受特大水灾，7 月全县降雨量达 614.6mm，

洪流遍地，平地积水深达 1m，睢县县城被淹，惠济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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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渠多处满溢决口，7 月 15 日，县城城墙坍塌，洪水倾泻入

城，财产损失惨重。 

1963 年 8 月，睢县普遍降雨 200～300mm，暴雨中心达

500mm，全县成灾面积 52 万亩。 

2003 年 6 月至 9 月上旬，睢县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

降雨，降雨强度大，8 月份平均降雨 329.6mm，大面积农田

受淹，村庄被围，灾情十分严重。 

2018 年受“温比亚”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 月 17

日至 19 日，睢县平均降雨量 278mm，睢县国家气象站降雨

量达 364mm，为有记录以来单日最大降雨量，共造成 8.5 万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9 万亩，经济损失约 1.1 亿元。 

2.7 防洪规划及治理情况 

2.7.1 惠济河 

2021 年编制的《惠济河重点河段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惠济河睢县段河道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

遇防洪，目前尚未实施。 

2.7.2 通惠渠 

2021 年编制的《河南省准河流城惠济河重点平原洼地治

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商丘市睢县通惠渠、涧岗沟治

理工程实施方案》，通惠渠睢县段河道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

除涝、20 年一遇防洪，目前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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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涧岗沟 

2021 年编制的《商丘市睢县通惠渠、涧岗沟治理工程实

施方案》，涧岗沟睢县段河道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除涝，目

前尚未实施。 

2.7.4 茅草河 

2021 年编制的《河南省准河流城惠济河重点平原洼地治

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茅草河睢县段河道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除涝，目前尚未实施。 

2.7.5 申家沟 

2021 年编制的《河南省商丘市申家沟归德屯～入惠济河

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睢县申家沟归德屯以下段治理

标准为 5 年一遇除涝、20 年一遇防洪，目前尚未实施。申家

沟睢县归屯以上段于 2019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标准治理。 

2.7.6 蒋河 

蒋河睢县境内于 2021 年按 5 年一遇除涝标准治理。 

2.7.7 祁河 

2020 年编制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祁河治理工程初步设

计报告》，祁河睢县段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除涝，目前尚未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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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标准洪水风险分析 

根据睢县主要河道防洪现状和治理情况，水文成果分析

5 年一遇和 20 年一遇用于复核现状过流和防洪能力，分析

50 年一遇用于超标准洪水风险分析。 

3.1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3.1.1 水文计算 

根据睢县惠济河流域暴雨和洪水特征，洪水水文计算采

用“70 对口水文”。睢县主要河道均属惠济河流域，设计洪

水流量采用“供淮河规划用的水文成果”中的惠济河F~Q曲线

查得。惠济河面积流量关系曲线见图 3.1-1，各频率流量成果

见表 3.1-1。 

图 3.1-1 惠济河面积~流量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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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睢县主要河道水文计算成果表 

河道名称 起止地点 桩号 流域面积

（km2） 

水文计算成果 

重现期 流量

（m3/s） 重现期 流量

（m3/s） 重现期 流量

（m3/s） 

惠济河 

茅草河口 66+294        

  1582 5 年一遇 431 20 年一遇 664   
板桥闸 69+336      50 年一遇 780 

  1582 5 年一遇 431 20 年一遇 664   
通惠渠口 84+230        

  2180 5 年一遇 516 20 年一遇 792   
夏楼闸 85+518      50 年一遇 945 

  2180 5 年一遇 516 20 年一遇 792   
平岗桥 97+715        

  2229 5 年一遇 526 20 年一遇 800   
申家沟口 106+300        

通惠渠 

寄岗南 28+600        

  244 5 年一遇 105 20 年一遇 195   
涧岗沟口 34+260        

  421 5 年一遇 160 20 年一遇 314   
路楼 36+000        

  421 5 年一遇 160 20 年一遇 314   
茅草沟口 39+140        

  513 5 年一遇 185 20 年一遇 340 50 年一遇 417 

入惠济河 48+500        

涧岗沟 

民睢边界 0+000        

  104 5 年一遇 63 20 年一遇 82   
高里方沟 5+064        

  132 5 年一遇 74 20 年一遇 105 50 年一遇 154 

入通惠渠 8+950        

茅草河 

民睢界 23+520        

  95 5 年一遇 51 20 年一遇 76   
高寨东北 29+240        

  163 5 年一遇 78 20 年一遇 147 50 年一遇 179 

惠济河 34+400        

申家沟 

民睢界 0+000        

  37 5 年一遇 26 20 年一遇 45   
马庄东桥 5+303        

  61 5 年一遇 42 20 年一遇 64   
大屯桥 17+238        

  105 5 年一遇 65 20 年一遇 82   
归屯 23+650        

  122 5 年一遇 71 20 年一遇 115 50 年一遇 145 

杨贵楼桥 28+460        

  133 5 年一遇 75 20 年一遇 121   
申家东沟 32+406        

  162 5 年一遇 86 20 年一遇 137   
惠济河口 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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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名称 起止地点 桩号 流域面积

（km2） 

水文计算成果 

重现期 流量

（m3/s） 重现期 流量

（m3/s） 重现期 流量

（m3/s） 

蒋河 

宋朝店 0+000        

  233 5 年一遇 102 20 年一遇 181 50 年一遇 238 

张可刘 10.85        

  254 5 年一遇 107 20 年一遇 194   
祁河入口 26+240        

  506 5 年一遇 182 20 年一遇 324   
顺河桥 31+900        

  517 5 年一遇 186 20 年一遇 328 50 年一遇 445 

顺河村 32+400        

祁河 

睢杞界 0+000        

  17 5 年一遇 13 20 年一遇 26   
西陵东南 3+419        

  48 5 年一遇 29 20 年一遇 54   
蔡庄 9+419        

  136 5 年一遇 73 20 年一遇 113   
袁庄 19+065        

  162 5 年一遇 86 20 年一遇 137   
周塔 30+065        

  229 5 年一遇 108 20 年一遇 178   

入蒋河 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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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防洪控制断面 

根据睢县主要河道防洪任务，分别选取惠济河板桥闸、

夏楼闸，通惠渠睢县水文站，申家沟刘赵闸和蒋河草庙王闸、

顺河桥作为防洪调度的控制断面。控制断面洪水计算成果见

表 3.1-2、图 3.1-2、3.1-3。 

表 3.1-2          睢县主要河道控制断面洪水计算成果表 

河道名

称 控制断面 桩号 流域面

积（km2） 

5 年一遇 2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流量

（m3/s） 
水位

（m） 
流量

（m3/s） 
水位

（m） 
流量

（m3/s） 
水位

（m） 

惠济河 
板桥闸 69+336 1582 431 56.29 664 57.36 780 57.86 

夏楼闸 85+518 2180 516 53.66 792 54.83 945 55.33 

通惠渠 睢县水文站 40+200 513 185 55.26 340 56.45 417 57.06 

申家沟 刘赵闸 26+922 122 71 51.52 115 52.18 145 52.67 

蒋河 
草庙王闸 3+900 233 102 54.36 181 55.42 238 56.06 

顺河桥 31+900 517 186 49.92 328 51.30 445 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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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主要控制断面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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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主要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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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洪设置方案 

根据睢县水系组成、流域特点和现状防洪标准，当各级

支流发生洪水时，依托惠济河骨干防洪河道，抢排分洪。当

全流域发生超标准洪水，上游来水继续加大，经过洪水分流

运用仍有发生堤防决口的可能时，启用分洪点分洪。 

根据综合分析，惠济河睢县设置分洪点 1 处，位于睢县

惠济河右岸平岗镇老庄村附近。分洪点基本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惠济河睢县分洪点基本情况 

河流 分洪点 分洪点位置 堤顶高程

（m） 堤顶宽（m） 堤下地面高

程（m） 
保证水位

（m） 

惠济河右岸 老庄分洪点 睢县平岗镇

老庄村 
56.2 5 52.4 52.84 

分洪点洪水最初以分洪点为中心呈扇形向东南扩散，通

过祁河和蒋河汇入惠济河下游。 

经分析，分洪点影响范围涉及到睢县平岗、白楼 2 个乡

镇 22 个行政村。老庄分洪点洪水影响情况统计见表 3.2-2。 

表 3.2-2            惠济河睢县分洪点洪水影响村庄统计表 
县 乡镇 村 县 乡 村 

睢县 平岗镇 平东 睢县 白楼乡 阮洼 

睢县 平岗镇 平南 睢县 白楼乡 前殷堂 

睢县 平岗镇 老庄 睢县 白楼乡 君赵 

睢县 白楼乡 潘庄 睢县 白楼乡 马岗 

睢县 白楼乡 童楼 睢县 白楼乡 司桥 

睢县 白楼乡 西岗 睢县 白楼乡 蒋庄 

睢县 白楼乡 小马楼 睢县 白楼乡 余庄 

睢县 白楼乡 后蔡刘 睢县 白楼乡 范楼 

睢县 白楼乡 王关队 睢县 白楼乡 朱桥 

睢县 白楼乡 大蒋楼 睢县 白楼乡 郭皮 

睢县 白楼乡 金李 睢县 白楼乡 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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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洪水风险分析 

采用水力学方法进行流域洪水危害分析，通过水力学模

型，进行河道洪水流量计算。根据流域防洪工程现状和历史

洪灾情况分析，洪水主要来源为惠济河发生超标准洪水。当

惠济河因超标准洪水引起堤防溃决后，溃决洪水将沿惠济河

大堤外侧区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演进。 

惠济河睢县白庙乡李楼风险点通过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

进行模拟分析，分析成果如下 

李楼风险点涉及睢县淹没范围 38.91km2、淹没耕地 4.27

万亩，涉及 3 乡镇 24 行政村 33486 人，局部最大淹没水深

2.5m。淹没情况详见表 3.3-1。 

表 3.3-1         惠济河睢县李楼风险点洪水影响村庄统计表 
县 乡（镇） 行政村 人口（人） 县 乡（镇） 行政村 人口（人） 

睢县 白庙乡 鲁楼 2302 睢县 河堤乡 张路渊 1537 

睢县 白庙乡 石屯 1215 睢县 河堤乡 郝庄 726 

睢县 白庙乡 东朱楼 2257 睢县 河堤乡 邢庄 1742 

睢县 白庙乡 白庙 3247 睢县 河堤乡 任庄 641 

睢县 白庙乡 李楼 1337 睢县 河堤乡 探花李 1103 

睢县 白庙乡 徐阳沟 490 睢县 河堤乡 邵楼 1677 

睢县 河堤乡 河堤村 1948 睢县 河堤乡 党李 1799 

睢县 河堤乡 张伍楼 1123 睢县 河堤乡 韩营 1573 

睢县 河堤乡 李环溪 946 睢县 河堤乡 焦庄 370 

睢县 河堤乡 杨贵楼 1730 睢县 河堤乡 马吾楼 1413 

睢县 河堤乡 马六 1270 睢县 河堤乡 罗庄 747 

睢县 河堤乡 张庄 1174 睢县 胡堂乡 阮堂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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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洪预警与应急响应 

4.1 防洪预警 

4.1.1 预警级别 

当睢县主要河道超过 5 年一遇设计除涝水位和流量（惠

济河板桥闸断面水位 56.29m、相应流量 431m3/s，夏楼闸断

面水位 53.66m、相应流量 516m3/s；通惠渠睢县水文站断面

水位 55.26m、相应流量 185m3/s；申家沟刘赵闸断面水位

51.52m、相应流量 71m3/s；蒋河草庙王闸断面水位 54.36m、

相应流量102m3/s，顺河桥断面水位49.92m、相应流量186m3/s）

时，开始预警，由低至高依次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 

4.1.2 预警发布与解除 

依据有关监测信息，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水情会商，

提出预警意见，县防汛指挥机构决定预警级别，进行预警发

布。 

预警发布后，县防汛指挥机构根据灾害发展趋势，及时

提高或降低预警等级，灾害基本消除或得到控制时，按程序

解除预警。 

4.2 风险等级 

根据河道应急预警级别，将洪水风险从低到高设为Ⅳ、

Ⅲ、Ⅱ、Ⅰ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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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急响应 

4.3.1 应急响应等级 

根据睢县主要河道洪涝灾害风险等级确定防洪应急响

应等级，按从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级响应。 

（1）Ⅳ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Ⅳ级响应： 

1）河道干流或堤防出现险情； 

2）河道干流超过警戒水位，即发生大于 5 年一遇除涝

水位； 

3）发生局部暴雨和洪涝灾害。 

（2）Ⅲ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Ⅲ级响应： 

1）河道干流或堤防发生重大险情； 

2）发生区域性洪涝灾害； 

3）洪涝灾害危及人民群众安全。 

（3）Ⅱ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Ⅱ级响应： 

1）河道干流接近 20 年一遇的防洪水位； 

2）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 

（4）Ⅰ级应急响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Ⅰ级响应： 

1）河道干流超过 20 年一遇的防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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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道干流堤防发生决口。 

4.3.2 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 

（1）应急响应启动 

发生或预计发生洪水灾害时，由县防汛指挥机构根据洪

水灾害可能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和发展趋势，及时由低级

到高级启动应急响应。 

（2）解除 

根据洪水灾害影响情况变化，由县防汛指挥机构决定调

整应急响应等级，按程序解除应急响应。 

4.3.3 应急响应行动 

（1）Ⅳ级应急响应 

1）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县防汛指挥机构领导坐镇指

挥并主持会商，对洪涝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各相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 

2）县防汛指挥机构向相关单位发出防御通知，要求做

好相应的汛情预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洪涝灾害防御、

堤防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 

3）在县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做好各种应

急保障工作。 

（2）Ⅲ级应急响应 

1）Ⅲ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县防汛指挥机构领导坐镇指

挥并主持会商，对洪涝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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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组成员参加。 

2）县防汛指挥机构向相关单位发出防御通知，要求做

好相应的汛情预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洪涝灾害防御、

堤防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 

3）各成员单位负责协调本系统的抗洪抢险工作。 

4）根据水情、工情适时开展抗洪抢险，保护重点目标

和设施。 

5）各乡镇、办事处和沿河村庄居民群众做好物资和行

动上的准备，对于淹没风险区的人员和比较重要的物资做好

疏散转移准备。 

（3）Ⅱ级应急响应 

1）II 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县防汛指挥机构领导坐镇指挥

并主持紧急会商，县防汛指挥机构全体成员、各相关单位及

专家组成员参加，对洪涝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2）防汛指挥机构向各相关单位发出防御通知，加强防

汛力量，做好相应的汛情预测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洪

涝灾害防御、堤防巡查工作；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

导防汛工作，提供抢险技术支撑；根据预案落实抢险措施，

及时控制险情。 

3）各成员单位分管防汛工作的领导到岗到位，协调本

系统的抗洪抢险工作。 

4）根据水情、工情，及时组织抢险队伍，尽力开展抢

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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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迅速组织风险区域的居民和重要财产的安全转移，

并做好后勤保障。 

6）加强安全保卫，维护灾区治安和社会稳定。 

（4）Ⅰ级应急响应 

1）I 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县防汛指挥机构领导坐镇指挥

并主持紧急会商，县防汛指挥机构全体成员、各相关单位及

专家组成员参加，对洪涝灾害防御和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部署。 

2）防汛指挥机构向各相关单位发出防御通知，加强防

汛力量，做好相应的汛情预测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洪

涝灾害防御、堤防巡查工作；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

导防汛工作，提供抢险技术支撑；根据预案落实抢险措施，

及时控制险情。 

3）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到岗到位，协调本系统的抗洪

抢险工作。 

4）根据水情、工情，及时组织抢险队伍，尽力开展抢

险救援，必要时动用部队进行抢险救援。 

5）迅速组织风险区域的居民和重要财产的安全转移，

并做好后勤保障。 

6）加强安全保卫，维护灾区治安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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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抢险 

5.1 抢险调度 

河道防洪调度按照兴利服从防洪的原则，随时掌握气象

信息，做好河道洪水预测预报预警，精心调度，科学管理。 

各级抢险调度均由县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各相关单

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各司其责，各行其职。有关乡镇、单

位和个人必须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严格执行调度指令，及

时上报调度执行情况。 

5.2 抢险措施 

当接到应急响应后，应根据洪水灾害抢险需要，组织开

展抢险应急措施。灾害发生地设立应急抢险现场指挥部，在

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各类抢险

力量，执行和落实前方指挥部各项部署指令和工作措施。 

现场指挥部协调无人机、遥感、卫星影像等力量，获取

相关信息数据，组织专家会商研判，结合河道资料，研究制

定险情处置方案。 

常见险情种类及抢险措施如下： 

（1）堤坝漫溢抢险。在堤防临水侧堤肩修筑子堤阻挡

洪水漫堤，常用方法有纯土子堤、编织袋土子堤、编织袋及

土混合子堤等。 

（2）渗水抢险。增加阻水层，降低浸润线；临水截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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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法有粘土前戗、土工膜等临河侧截渗措施；背水导渗

常用方法有砂石导渗沟、土工织物导渗沟等。 

（3）管涌抢险。常用方法有反滤围井、无滤减压围井、

反滤压（铺）盖、透水压渗台等。 

（4）漏洞抢险。漏洞险情采用“前截后导”的方法，前截

常用方法有塞堵法、盖堵法和戗堤法，后导处理方法与管涌

处理方法相同。 

（5）滑坡抢险。在滑坡体坡脚处打桩或堆砌土袋、铅

丝石笼固脚，同时对滑坡体上部削坡减载，阻止其继续下滑，

并在削坡后采用透水的反滤料还坡。 

（6）跌窝抢险。常用的方法有翻筑夯实、填塞封堵、

填筑滤料等。 

（7）坍塌抢险。常用的方法有护脚固基防冲、沉柳缓

溜防冲、挂柳缓溜防冲、土工编织布软体排等。 

（8）裂缝抢险。常用的方法有开挖回填、横墙隔断、

封堵缝口、土工膜盖堵等。 

（9）决口抢险。常用方法有立堵、平堵、混合堵。立

堵是从口门两端断堤头同时向中间推进，通过在口门抛石块、

石笼、石枕、土袋等堵口；平堵是利用打桩架桥，在桥面上

或用船进行平抛物料堵口；混合堵一般根据口门大小、流量

大小确定采取立堵或平堵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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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急转移 

5.3.1 人员和财产转移 

当河道出现险情时，由县防汛指挥机构负责群众及财产

转移、人口安置、救灾、抚恤等工作，有关乡镇分别负责辖

区内群众及财产转移和人口安置等工作。 

5.3.2 转移原则 

（1）转移地点、路线确定以就近、安全和便于转移为

原则。 

（2）转移安置应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

般人员，有组织转移为主的原则。 

（3）条件允许宜在本行政区内转移。 

（4）各村庄应提前明确转移路线、时机、安置地点、

转移安置责任人等有关信息发到危险住户，并制作标识牌，

标明安全区，危险区、安置地点等。 

5.3.3 转移方案 

（1）分洪点转移方案 

睢县惠济河平岗镇老庄村分洪点转移村庄涉及睢县的

平岗、白楼 2 个乡镇的 22 个行政村，主要通过省道 S216 转

移出影响区避险。分洪点淹没区域安置计划见表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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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睢县惠济河分洪点影响区域安置计划 

迁移村庄基本情况 安置村基本情况 

村庄名称 负责单位 迁移路线 迁移时间

(小时) 乡镇 村庄名称 负责单位 

平东、平南、老庄 
平岗镇政

府及相关

村委会 

乡村道路，县

道 S216 向孙

聚寨乡安全

地带转移 

1 孙聚寨 马庄、刘尧、

后杨庄 

孙聚寨乡

政府及相

关村委会 

潘庄、童楼、西岗、小

马楼、后蔡刘、王关队、

大蒋楼、金李、阮洼、

前殷堂、君赵、马岗、

司桥、蒋庄、余庄、范

楼、朱桥、郭皮、顺河 

白楼乡政

府及相关

村委会 

乡村道路，县

道 S216 向孙

聚寨乡、河集

乡安全地带

转移 

2 孙聚寨 
贾庄、陈庄、

经楼、一刀

刘 

孙聚寨乡

政府及相

关村委会 

行政村 22 个 乡镇 2 个   乡镇 1 个 行政村 7 个 乡镇 1 个 

（2）风险点影响区转移方案 

根据淹没范围和水深，转移方案分为高地避险和转移安

置。 

睢县惠济河李楼风险点的淹没范围内需要高地避险的

涉及睢县 3 个乡镇 21 个行政村 30965 人，李楼风险点高地

避险人口统计见表 5.3-2。 

睢县惠济河李楼风险点的淹没范围内需要转移安置涉

及睢县河堤的 3 个行政村 2530 人，李楼风险点转移安置人

口统计见表 5.3-3。 
表 5.3-2       睢县惠济河李楼风险点高地避险人口统计表 

县 乡（镇） 行政村 人口（人） 

睢县 白庙乡 

鲁楼 2302 

石屯 1215 

东朱楼 2257 

白庙 3247 



 

33 

县 乡（镇） 行政村 人口（人） 

李楼 1337 

徐阳沟 490 

河堤乡 

河堤村 1948 

张伍楼 1123 

李环溪 946 

杨贵楼 1730 

马六 1270 

张庄 1174 

张路渊 1537 

郝庄 726 

邢庄 1742 

任庄 641 

探花李 1103 

邵楼 1677 

党李 1799 

韩营 1573 

胡堂乡 阮堂 1119 

合计  30956 

表 5.3-3       睢县惠济河李楼风险点转移安置路线表 

序号 转移路线 转移单元 安置区 
转移人口

（人） 

转移路线距离

（km） 

1 焦庄村—河堤乡 河堤乡 焦庄村 睢县 河堤乡 370 1.33 

2 马吾楼村—河堤乡 河堤乡 马吾楼村 睢县 河堤乡 1413 3.06 

3 罗庄村—韩营村 河堤乡 罗庄村 河堤乡 韩营村 747 2.44 

合计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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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6.1 组织保障 

完善各级防汛指挥机构，明确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负

责河道的防洪抢险应急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指挥。 

6.2 队伍保障 

在防洪应急抢险时建立县、乡抢险应急小分队，在灾害

来临时，应服从县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有条不紊地进

行抢险、抢修和救护工作。如遇重大险情，可申请动用部队

进行抢险救援。 

6.3 物资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落实

防汛救灾物资经费，备全备足防汛抢险救护物资，做到存放

有序，调度灵活。县级储备的防汛物资要按规定登记造册，

实行专库、专人管理，明确调运管理办法，严格调运程序。

发生险情时，服从同级及以上防汛指挥机构调用。 

睢县防汛救灾物资存储于县级定点仓库中，主要包括编

织袋、冲锋舟、救生衣等。抢险期间防汛物资不能及时筹备

时，及时向上级防汛指挥部门申请调用。全市现有抢险物资

储备情况见表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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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商丘市抢险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县别 

草

袋 麻袋 编织袋 编织

布 
无纺

布 
照明设

备 
挡水子

堤 
铅丝网

片 铅丝 桩木 砂石料 橡皮

舟 
冲锋

舟 
机动

船 
救生

衣 
救生

圈 
排涝设

备 
万

条 万条 万条 万平

方米 
万平

方米 台套 米 万片 吨 立米 立方米 只 艘 艘 件 只 套 

市 级   52.17   186 180 0.03 13.51 45.22  11 4  1850 180  

永城市   6.26   20   2.35   10 1  278 168 20 

夏邑县 2 0.06 1.2 0.1 0.95 30    12  8  2 80 80 35 

虞城县   2.5   50   3 60  6   600 100 20 

梁园区   0.2 0.1  50   3 200 5000    100 30 20 

睢阳区   0.4      0.5      40  30 

示范区   1  0.2 10   2  24.5 20 1 0 100 100 70 

民权县  0.3 7      5 500     200   

睢县  0.8 2.5   30   1    2  163 100 54 

宁陵县   0.35      0.2   1   100   

柘城县  0.2 2   100    300   1  8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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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通讯保障 

通信网络由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等组成，应覆盖县、乡

防汛指挥机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通信运营部门应保障各类防汛通信设备正常运行，确保

汛期防汛指挥调度的通信联络畅通。在紧急情况下，充分利

用公共广播和电视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等手段发布雨情、水情、

险情和人员撤离等信息。 

6.5 其他保障 

6.5.1 资金保障 

各级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本辖区

遭受洪水灾害的工程修复、防洪工程维护、防汛抢险救援队

伍装备和能力建设、救灾物资储备和运送等资金保障。 

6.5.2 卫生防疫 

救灾时卫生防疫工作由县防汛指挥机构统一部署，在卫

生防疫工作人员的指导帮助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控制灾

区疫情发展或蔓延。 

6.5.3 生活救助 

民政部门负责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及时调配救灾款物，

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负责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切

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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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安全保卫 

公安部门负责维护抢险工地及受灾区域的治安保卫工

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行为，

保障抗灾救灾顺利进行。 

6.5.5 宣传报道 

汛期要通过电视台、网络、手机等媒介及时宣传和报送

洪涝灾害防御动态、工作布署和落实等信息，宣传机构按照

各级指挥部门的统一部署，重点做好河道雨水情信息、洪水

预报、调度运行计划、抢险应急措施等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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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题与建议 

7.1 问题 

（1）部分河道堤防存在险工险段，堤身单薄；河道内

存在片林，影响行洪。 

（2）板桥闸和夏楼闸被鉴定为四类闸，存在安全隐患。 

（3）洪水预报预警体系不健全。 

（4）洪涝灾害防御意识淡薄，存在麻痹思想和饶幸心

理。 

7.2 建议 

（1）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加快河道综合治理，消除行

洪隐患，提高防洪标准。 

（2）建立洪水预报预警机制，完善洪水预报调度系统，

提升洪水影响和风险预警能力，为洪涝灾害防御提供支撑。 

（3）建立拦河闸联合调度机制。 

（4）加大宣传力度，发放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普及

洪水灾害防御知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逃生

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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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防 (2021) 7 号

商丘市水利局

关于印发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利(水务)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业农

村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规范我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提高水旱灾害风

险防控能力，及时高效有序应对水旱灾害，我局组织制定了《商

丘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 ，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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