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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洪水灾害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且我国气候、地理条件较为复杂,洪水灾害

发生频率较高,防御治理难度较大。因此,需要对洪水预报技术进行创新和优化,实现洪水情况的即时预

警和科学处置,提高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促进洪水预警预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文章主要对洪水预报工作的

现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洪水预报工作质量的优化策略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洪水预报工作水平,强

化预报数据精准性,为后续洪水工作的积极应对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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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od disasters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Moreover, China's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re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 frequency of flood disasters is relatively high,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nnovate and optimize flood forecasting technology, achieve real-time warning and scientific 

disposal of flood situations,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flood forecasting and warning level,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flood warning and forecasting work.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flood forecasting work, and analyz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quality of flood 

forecasting work,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flood forecasting work, strengthen the accuracy of 

forecasting data,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active response of subsequent floo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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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提升洪水预报精准度,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需要

对各流域、水库的洪水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在实际的洪水预报

工作中,要求对历史水文、气象数据进行详细了解,并构建数据

模型,对洪水发生过程、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直观化展示和预测,

从而为防洪工作的开展创建良好基础,并为防汛抢险、农业生

产、水利工程的开展提供更加全面、精细化的服务。在洪水预

报工作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预报措施,并引进现

代化的预报技术,以保障预报精度,促进洪水预报工作的高质量

进行。 

1 洪水预报问题现状 

我国地域辽阔,河流分布较为广泛,且受到不同天气、地理

因素的影响,导致洪水的时空分布、成因、形成过程等存在很大

差异性。洪水的发生具有较强的季节性、频发性和突发性,且主

要集中在夏季,尤其是在降雨量较高的区域,很容易发生突发性

洪水灾害[1]。引起洪水灾害的原因主要分为人为因素、自然因

素。其中强降雨、流域陡峻地形等自然因素是引起洪水问题的

重要原因；此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会降

低森林植被覆盖率,甚至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生态

恶化等现象,加大了洪水灾害的发生几率。而且洪水灾害的破坏

性较强,危害性较大,且常常伴有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严重

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图1为我国中小河流历年来灾

害损失。 

当前,在洪水预报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降低了洪

水预报工作质量,其中具体体现在：第一,缺乏先进的洪水预报

技术,现有的预报手段较为落后,且对分布式水文模型应用不足,

难以对洪水问题进行精准性预报；第二,预报范围不足,当前的

洪水预报工作中,仅仅对重要干支流进行预报,且预报时间段集

中在断面洪峰流量等时间段,忽视支流的预报,容易加大预报数

值偏差,导致预报数值不全面,严重降低了洪水预报信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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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利于防洪工作的有效开展；第三,预报精度较差,在以往

的洪水预报工作中,对流域水文资料掌握不足,且预报人员专业

水平较差,导致预报结果数据偏差较大；第四,部分中小型水库

泄洪能力不足,难以对较大洪水问题进行积极应对,导致洪水预

报工作难以开展；第五,雨情监测点不足,站网密度较差,且现有

站点的代表性不足,难以对面雨量进行精准计算,难以对点状暴

雨的具体信息,如时间、强度、量级等进行详细预测,再加上气

象预报不准确,严重降低洪水预报工作质量[2]。 

 

图1 我国中小河流历年来灾害损失 

2 优化措施 

2.1引进新模型 

为了提升洪水预报工作水平,强化预报数据精度,需要引进

新技术,构建新型的水文气象模型,从而对当地洪水发生情况进

行仿真模拟,这样可以帮助工作人员掌握更加精准化的洪水预

报数据,为洪水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为洪水防控措施的制定

提供参考和指导。在具体操作中,需要对历史洪水数据进行收集

和分析,并了解水流循环过程,并以此为依据构建水文气象分布

式模型,并优化模型设计。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需要结合河流实

际数据展开分析,并构建数据库,在GIS技术、RS技术的支持下,

强化分布式水文模拟系统的优化应用,同时还需要对其模拟能

力、专业扩展性能力进行充分应用,从而实现洪水预报工作的便

捷化和高效化[3]。 

2.2健全防洪预报体系 

完善的洪水预报体系,可以保障洪水预报工作的顺利进行,

并提高预报精度,为洪水防洪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预报体系,尤其要强

化水情监测、水文分析等工作力度,同时要与网络技术、信息技

术进行联合应用,形成科学合理的洪水预报体系。同时需要加大

雨情采集点建设密度,这样对雨情进行实时掌控,确保洪水预报

系统的有效落实。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强化洪水预警模型的精度,

收集、整合该地区的历史洪水数据,并对现有的洪水预警模型进

行完善和优化,这样可以进一步强化洪水预警精度。此外,还需

要对预警模型展开重复性验证,增加其适用性,能够在不同地区

发挥作用[4]；此外,要制定完善的紧急响应机制,明确具体的管

理责任,并对其进行合理划分,落实到具体人员身上,强化其责

任意识,同时明确具体的工作流程,保障洪水预警工作的有序开

展。一旦发现洪水预警信号,需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确保

人员、物资、设备的充足性准备,以便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要对现代化科学技术进行优化应用,如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

从而有效提升洪水预警信息准确性,并对其进行及时传递,同时

要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构建智能洪水预警系统,这样可以实

现洪水监测工作的实时性,并保障在第一时间进行预警,且能够

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对相关部门、群众进行预警。 

2.3强化洪水监测预警 

要在现代化技术支持下,构建系统完善的洪水观测站网络,

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强化洪水观测设备的引进,并对其进行优

化布局,从而最大程度上提高洪水监测覆盖率。且要结合洪水工

作需求的提升,适当增加洪水观测站数量,这样可以保障洪水预

报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要对卫星遥感技术进行优化应用,

从而采集高分辨率的洪水信息,并对洪水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

测,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将其与卫星数据比

较分析,这样可以对洪水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更加精准的预测；要

把气象预报融入到洪水预警工作中,这样可以对当地降雨量、时

空分布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从而保障洪水预警信息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同时需要建立立体化的信息监测体系,对卫星、雷达、

地面雨量站等技术进行优化应用,形成多源监测资料,并在大数

据技术的支持下,对海量数据进行精准识别,同时在同化技术联

合应用下,可以对洪水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形成流域致洪全过程

监测体系[5]。同时还需要对地面自动测报、空天遥感、智能感

知、物联网等现代化技术进行联合应用,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测

报；同时还需要构建气象水文耦合预报模型,构建精准度较高的

预报雨量场,并引进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这样可以保障降

水预报工作的精准化进行。同时需要结合历史降雨、洪水实测

资料,并在大数据技术、遥感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分布式水文预

报模型,以便对不同河流洪水情况进行全方位预测。 

2.4加大宣传力度 

为了实现洪水预报工作的高质量进行,需要强化洪水知识

宣传力度,并拓展宣传渠道,让更多群众了解洪水预报工作的重

要性,强化防洪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6]。在具体工作中,可以

通过官方网站、新媒体、电视、广播等进行宣传,拓展洪水知识

传播范围,并定期组织开展防洪知识的宣传,强化群众的洪水应

对能力；同时要加大防洪演练工作,并开展应急预案宣传,提高群

众的洪水自救能力,减少洪水危害性,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2.5强化通讯设施建设 

为了进一步提高洪水预报工作效率,需要构建完善的水情

信息传输网络,首先通过移动通讯网对各报汛站与水情分中心

进行有效连接,这样可以把水情信息进行技术传输,实现各类信

息的集中处理,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水情信息的应用价值；在计

算机技术支持下。加强各个水情分中心、水情总中心等机构之

间的联系,形成系统化的沟通网络,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维护管

理,从而对洪水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为洪水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

参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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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选择合适的预报方法 

(1)先估后算法,在该方法应用中,需要结合上下游的水位

关系进行分析,尤其要收集同一时间段内上下游的水位、流量等

信息,并绘制直观化的图表,这样方便为洪水情况分析工作提供

更加精准的数据依据。同时要对当地实力测量数据进行分析,

并提炼出不同时期洪水的洪峰值,并对其具体时间点进行计算,

然后以此为依据绘制图表,确定曲线图,形成直观化的洪水预报

方案。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洪水发生规律进行总结,并进行估算,

详细查算洪水发生时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从而总结规律,获

得结论[8]。(2)随机性模型法,结合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方

法,对历史水文资料、气象资料进行详细分析,以便对洪水预报

要素演变的随机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形成随机水文数学模型。

该方法应用中,需要利用回归分析、判断分析方式,精准提炼

预报要素的影响因素,并科学预测经验预报方程；之后还需要

把预报要素当做离散时间序列随机过程,并通过自回归方式

构建随机模型,从而对洪水情况进行预报,该方式适合开展长

期水文预报。 

2.7提高预报人员综合素质 

预报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洪水预报工作水平息息相关。因此

要选择合适的预报人员,既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

平,同时还需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到洪水预报工作

中,熟悉网络环境,能够对数据库等进行熟练应用,从而保障洪

水预报工作的顺利进行[9]。预报人员需要对流域情况进行详细

了解,尤其要掌握流域内是否存在渗补给的潜水、含水层是否存

在超渗产流等现象,并通过相关计算机技术等对流域水文过程

进行模拟,构建数学模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水文规律的研究

提供参考,并帮助工作人员对各个预报站点进行详细了解；此外,

预报人员还需要对天气系统的演变情况进行动态了解,并对水

文预报方法的基本原理进行精准掌握,同时要详细了解下渗理

论、蒸散发模型等知识,从而保障防洪调度工作的顺利进行,做

到提前预报服务,最大程度上减少洪水危害性；同时还需要综合

性掌握雨情、水情,并着重检查洪水服务技术、应急措施的落实

情况,对不同河道、水库的防洪能力进行综合管理,全面掌握

实时信息,为洪水预报工作和洪水防控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3 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新时期,对洪水预报工作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需要对洪水预报技术进行创新,并优化

预报模式,从而提升洪水预报精度,为防洪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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