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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始县长梁镇位于鄂西南山区,多年平均降水量1384毫米,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洪水灾害频发

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

为例,分析其洪灾成因,因地制宜提出工程及非工程措施,并总结鄂西山区集镇的一般防洪对策以及现实

路径 

[关键词] 鄂西山区；集镇防洪；山洪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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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鄂西指湖北的西部,包含襄阳、宜

昌、随州、恩施、神农架等地市州,西北

南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

山等山地环绕,主要地形以山地为主,面

积占湖北省占国土面积的52.4%。 

鄂西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

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光照充足,

无霜期长。多年平均降水量800～2500

毫米,自西南、东南向西北递减,且年际

和区际差异较大。受地势和气候影响,

鄂西山区集镇多年来受山洪灾害,水患

严重,造成严重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其灾

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山洪暴涨暴

落,突发性强,在点多面广的山区小流域

由于汇流时间短,汇流面积集中,极易形

成洪峰,常常几小时内就发生洪峰；(2)

现状防御措施不足,灾害发生频繁,由于

历史原因,山区集镇往往建于河谷低洼

地带,且人水争地现象造成河道阻塞、断

面不足等问题使得集镇防洪标准极低,

往往低于5年一遇,因此,稍有大暴雨即

形成灾害；(3)山洪危害大、破坏性强,

不同于平原湖区水势缓涨,人民群众避

险转移尚有时间,山区集镇人口相对集

中,镇区集聚人口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

人,在恶劣天气下短时间内安全转移有

很大难度,加之山洪易引发泥石流、塌方

等次生灾害,因此往往山区集镇洪水造

成的损失和危害极大。 

因此,在我省大江大河防御体系基本

建成之后,山区集镇防洪成为了我省面上

洪水防御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本为拟

以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为例,提出鄂西山

区集镇的防洪对策以及现实路径。 

2 历史洪灾 

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长梁镇

位于建始县西北部,全镇最高点西北部哨

棚包,海拔1922.2m；东北部最低点火龙河

出口,海拔280m；东南部最低点马子峡,海

拔465m。集镇四面环山,地势低洼,地面平

均高程在611m左右。近三十年来,长梁镇

就遭受十余次较大洪水灾害,沿河两岸受

灾严重,尤其是2020年7月26日、27日特大

暴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亿元。 

2020年7月26日,建始县遭受暴雨山

洪侵袭,24h降雨257.1mm,整座城几乎被

一夜间暴涨的洪水淹没。据建始县政府

官网通报,7月26日“超百年一遇”洪水

造成因灾死亡5人,失联1人,造成业州、

长梁、茅田、龙坪等乡镇16万余人受灾。 

7.26特大暴雨来造成整个长梁集

镇地面积水深度平均达到1m以上。其中

东风广场平均水深达1.5米,受灾群众

数达9000人,车辆被淹没100余台,房屋

坍塌5栋,附近商铺全部被淹,直接损失

近亿元。本次特大洪灾造成集镇水、电、

路、网全部中断,洪灾过后路面留下大

量淤泥。 

3 防洪工程现状 

长梁镇主要排水通道小沟河发源于

长梁乡上垭,由西北流向东南,穿过长梁

陇里集镇,中间有人工排水管道和谢家

湾、汤家湾2条支沟相继汇入,最后在集

镇下游汇入干流马水河。小沟河河口以

上流域面积7.67km²,主河道长4.6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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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平均比降20‰。其中支流谢家湾汇

合口以上流域面积为5.8 km²,干流河道

长3.56km,河道平均比降28.4‰。长梁集

镇境内主要水系走向示意图如图所示： 

长梁镇防洪工程问题的根源是缺乏

系统治理规划。长梁镇镇区防洪工程长

期处于“缺乏统一规划、缺乏统一管理、

缺乏统一治理”的状态。截止目前为止,

长梁镇区尚未编制镇区防洪规划,灾害

预警系统建设不足,对于山洪灾害的预

防和治理主要是靠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沟

道排洪,实际防洪标准极低,不到3年一

遇。在管理上,镇区的雨水管道属市政部

门管辖,上游水库及主要排洪通道小沟

河属水利站管辖,小沟河两岸违章建筑

属城建部门管辖,跨河桥梁属公路部门

管辖,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依靠单

一部门往往不能彻底解决集镇排洪的根

本问题。今年7.26暴雨山洪发生时,陇里

大道雨水箱涵断面太小,且淤塞严重,暴

雨瞬间即充满箱涵漫上街道,多余的水

量顺陇里大道奔流而下,在街道形成

1.0m多深的街面河流；小沟河工业园区

跨河桥在7.26暴雨时正在建设,因缺乏

防洪预案,在河道中的满堂脚手架不仅

严重阻水,造成集镇水位壅高,桥梁施工

的机械材料也被大水冲走,损失严重。主

要表现为以下突出的短板： 

3.1河道行洪断面不足 

随着长梁镇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镇

区人口不断聚集,商业居住用地需求不

断增加,临河岸边成为集镇中心地段,居

住小区、东风商业广场等均集中在小沟

河两岸,河道断面被慢慢侵占,河道宽度

在集镇上游及集镇下游的宽度分别为8m

和15m,在集镇中间却越束越窄,行洪断

面日益减小,小沟河宽度从原先的10～

15m不断萎缩,现集镇中心区域最窄处河

道平均宽度仅4m,为盖板箱涵,净空高

3.5～4m,坡降较缓,坡降约6‰,最窄断

面处过流能力19.35m³/s,行洪能力远小

于10年一遇洪峰流量67m3/s。 

3.2跨河建筑物桥梁卡口 

根据现场调查,集镇范围内有三座

跨河桥梁,分别位于支流杨家湾下游、工

业园入口及马水河汇入河口。杨家湾拱

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桥孔过水面积仅

10m2；7.26暴雨发生时,工业园新桥正处

于建设之中,脚手架及模板等均竖立于

河道内,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入河口拱桥

建于上世纪90年代,桥孔过水面积15m2,

且目前正在对拱圈进行加固,进一步缩

小行洪断面。这三座桥造成了河道行洪

的瓶颈,在洪水发生时,汇入小河沟的洪

水受卡口影响严重壅高,致使集镇极易

受淹。 

3.3非工程防洪体系建设不足 

长期以来,长梁镇仍侧重于灾后救

助工作,灾前预防工作投入不足,洪水预

警、防洪管理手段和技术水平落后,工程

和水情监测、预警预报系统不够完善。 

4 防洪工程对策 

根据调洪演算,长梁镇发生5年一遇

洪水时,集镇东风广场处相应水位为

613.35m,受淹1.25m；发生10年一遇洪水,

东风广场处相应水位为613.60m,受淹

1.50m；这与今年7.26洪水后洪灾调查的

成果基本一致,可见,河道行洪能力不足

及东风广场下游卡口是阻碍长梁镇洪水

下泄造成集镇受淹的最主要原因。根据

对洪灾成因的分析,解决陇里集镇防洪

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部门的

综合治理才能完成。从长期来看,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 

(1)编制长梁镇区防洪综合规划,加

强统一协调,根据长梁镇区的长期发展

目标,制定合理的防洪标准,确定各项防

洪工程的规模及建设内容,明确各部门

职责。(2)对镇区河道进行合理的规划,

协调好河道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关系,

对严重侵占河道的行为进行处罚,逐步

恢复河道的原始形态。结合镇区品味提

升和景观建设,恢复河道的行洪、生态、

亲水功能,打造人水和谐的镇区环境。(3)

河道卡口。拆除重建严重卡口的杨家湾

拱桥及河口拱桥,保证其满足镇区20年

一遇洪水洪峰过流能力。(4)完善镇区排

水管网,扩建箱涵。小沟河淤积河段清淤,

改建镇区排水系统,扩建陇里大道主箱

涵。(5)增加撇洪通道。由于扩宽小河沟

需拆除大量两岸的房屋,投资过大,且征

地拆迁难度巨大,对此可以考虑在新建

排水隧洞分洪。将小沟河谢家湾河口以

上5.8km2承雨面积的洪水直接泄入马水

河下游松林坝河段,可使陇里集镇东风

广场以下镇区达到10年一遇防洪标准,

同时将大大减少上游渍水时间,降低镇

区居民受洪涝灾害威胁的风险。(6)完善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制定山洪灾害应急

预案,落实管理机制、人员和经费,定期

组织演练。 

5 结语 

通过以上对建始县长梁镇防洪问题

及对策的分析可知,鄂西山区集镇防洪

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缺乏总体规划和系统

治理,人水争地矛盾突出,各部门多头治

水未形成合力,防洪减灾信息系统不完

善等,仅靠单一的水利工程措施难以彻

底解决山区集镇的防洪问题,这需要长

期的系统治理。从现实看,山洪灾害又具

有突发性、危害性强的特点,我们需要在

短期内尽量减少洪灾的损失,在治理应

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坚持长期与短期相结合,工

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立足于以

防为主、防治结合,逐步增强山区集镇抵

御洪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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