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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圩区建设是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的重要防洪排涝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流域各地实施联圩并圩" 圩

区规模扩大" 圩区防洪排涝标准不断提高" 对区域及流域防洪均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以流域圩区现状调查为基

础" 采用数学模型对不同水利分区的圩区排涝对区域# 流域防洪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 对圩区排涝调度

运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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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圩区概况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 北滨长

江# 南濒钱塘江# 东临东海# 西以天目山( 茅山等

山区为界# 行政区划分属江苏( 浙江( 上海两省一

市& 流域面积 &%(' 万 78

!

# 流域西高东低# 自西

向东从山丘区地形逐渐转变为平原河网地形# 平原

河网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6"9& 平原河网地区# 地

形平坦( 地势低洼# 大部分地区地面高程在江( 湖

高水位与低水位之间# 洪涝灾害易发# 在同洪涝灾

害的长期斗争中# 人类在低洼地区四周圈筑圩堤#

建设节制闸和泵站# 形成了)圩区*

+#,

&

据调查# !""$ 年太湖流域已建圩区 0'00 座#

保护面积 #$$((%.78

!

"!&&$ 万亩%# 占平原区面积

的 $!%.9& 从圩区建设规模看# 万亩以上的圩区

#0(.%0 万亩# 占圩区面积的 (!%69& 流域圩区平

均排涝模数达 #%##8

&

),%78

!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 流域圩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标准逐渐提高#

圩区的排涝能力增强# 给区域甚至流域防洪带来一

定的影响& 遇区域或流域暴雨# 圩区大量外排涝

水# 使洪涝水迅速汇入区域( 流域骨干河道# 导致

圩外河网水位迅速大幅上涨# 不但增加了区域及流

域防洪压力# 而且由于圩堤内外水位差的加大# 对

圩区自身安全也带来了威胁&

因此# 分析圩区排涝对流域( 区域防洪的影

响# 探索合理的圩区排涝调度方式# 对于减轻圩区

排涝的不利影响十分必要&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分

析计算上的困难#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尤其缺

乏对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河网水力学模型#

对这个问题进行数值分析&

&%圩区调度方案分析

太湖流域圩区排涝对流域( 区域防洪的影响

由圩区所处位置( 圩区排涝能力和圩区调度方式

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 在长期的治水实践

中# 根据流域地形和上下游水系特点# 太湖流域

防洪治理中采取分片治理的格局# 形成了 6 大水

利分区# 分别是湖西区( 浙西区( 太湖区( 杭嘉

湖区( 武澄锡虞区( 阳澄淀泖区( 浦东区和浦西

区# 各水利分区间均建有控制线进行控制
+!,

& 本

次以水利分区为单元进行圩区排涝调度防洪影响

分析&

研究采用的水利计算模型为太湖流域引江济

太水量水质调度联合模型
+&,

# 该模型在太湖流域

实际防汛调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模型中概化河

网( 水利工程及其调度原则均以现状河网( 水利

工程及批准的流域( 区域水利工程防洪( 水资源

调度方案为基础& 流域圩区( 非圩区下垫面# 圩

区属性资料采用 !""$ 年调查的成果& 在现状工

况( 设计降雨条件下# 以水利分区为单元进行圩

区排涝调度分析计算流域( 区域代表站水位和主

要控制线水量变化情况& 以水利分区为单元进行

排涝调度# 即水利分区的全部圩区同时开始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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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排涝&

降雨条件选定& 太湖防洪工程设计标准为 $"

年一遇# 太湖设计防洪水位为 0%($8& 在防洪规

划各类设计雨型中以 )'# 北*和 )'' 南*两种类型

对流域防洪最为不利# 其中 )'# 北*以 #''# 年实

况为典型# 按全流域面平均最大 &"( (" 和 '" 天

降雨量分时段为湖西( 武澄锡虞相应时段雨型同

频率控制# 其他水利分区相应# 降雨过程按实

况缩放& 流域北部# 湖西和武澄锡虞等地区#

圩区规模大( 标准高# 排涝能力较强# 选取 ) '#

北*作为计算雨型# 可充分说明圩区排涝对防洪

的影响&

圩区排涝调度方案设计& 考虑流域湖西区( 武

澄锡虞区( 阳澄淀泖区( 浙西区( 杭嘉湖区等五个

分区同时控制排涝和五个分区单独控制排涝的方

案& 太湖区以水面为主# 浦东( 浦西位于流域下

游# 多以自排为主# 对流域整体影响相对较小#

故予以省略& 控制排涝即为圩区停止往外排涝#

虽水利分区全部圩区停止往外排涝在实际操作中

难以实现# 但可最大程度反映圩区排涝调度控制

运用对区域( 流域所产生的影响# 在模型中作为

一种极端的圩区调度方式进行模拟计算& 计算方

案如表 #&

表 $%不同水利分区圩区停排防洪影响分析计算方案

方案编号 圩区排涝控制涉及的水利分区 控制运用方案

#

全部 . 个水利分区按现状调度

方案运用

发生降雨后# 先利用

圩内滞涝容积滞涝#

再利用泵站排涝

!

湖西区( 武澄锡虞区( 阳澄淀

泖区( 浙西区( 杭嘉湖区 $ 个

分区"简称)全面控制* %

& 湖西区

0 武澄锡虞区

$ 阳澄淀泖区

( 杭嘉湖区

. 浙西区

发生降雨后# 圩内滞

涝区先滞蓄涝水# 滞

涝容积蓄满后# 泵站

本应开始排涝# 现加

以控制# 不允许控制

区域排涝&

'%圩区排涝调度成果及影响分析

'($%计算成果

通过 . 个方案的计算分析# 流域( 区域主要代

表站水位计算结果如表 !# 以此分析各水利分区圩

区控制运用对各水利分区及太湖( 流域骨干河道的

影响&

表 &%圩区不同调度方案主要代表站水位计算结果

单位! 8

方案编号 太湖 蟢湖 无锡 湘城 新市 杭长桥 琳桥 平望

# 0%(# $%6( 0%'0 0%0$ 0%!# 0%'. 0%(( 0%"!

! 0%$' $%(( 0%.6 0%&! 0%#& 0%'& 0%$$ &%'6

& 0%$' $%(. 0%'0 0%0$ 0%!# 0%'( 0%(( 0%"!

0 0%(# $%6$ 0%6 0%0$ 0%!# 0%'. 0%$. 0%"!

$ 0%(# $%6( 0%'! 0%&& 0%!# 0%'. 0%($ 0%"#

( 0%(# $%6( 0%'0 0%0$ 0%#$ 0%'. 0%(( 0%""

. 0%(" $%6( 0%'0 0%0$ 0%!" 0%'& 0%(( 0%"!

'(&%影响分析

'(&($%对各水利分区的影响分析

圩区作为各水利分区内部的防洪除涝设施# 其

涝水主要排入各水利分区的圩外河道# 个别水利分

区圩区单独停排对水利分区自身水位影响较大& 与

现状运用方式相比# 湖西区停排可使本区洮湖( 蟢

湖( 宜兴四站水位降低 #' :&$;8$ 武澄锡虞区停

排可使本区无锡水位降低 #0;8$ 阳澄淀泖区停排

可使本区湘城水位降低 #!;8$ 浙西区停排可使本

区杭长桥水位降低 0;8$ 杭嘉湖区调度停排可使本

区新市和南浔水位分别降低 (;8和 $;8&

在个别分区停排的情况下邻近水利分区只受到

较小的影响# 如湖西区停排可使武澄锡虞区常州水

位降低 &;8# 武澄锡虞区停排可使阳澄淀泖区枫桥

水位降低 #;8# 远离的其他水利分区水位则不受

影响&

'(&(&%对太湖及流域防洪的影响分析

与现状运用方式相比# 全面停排可使太湖水位

降低 !;8"太湖水面积为 !&&678

!

# 降低 !;8相当

于减少了 0(.( 万 8

&

洪水%& 此外计算结果表明#

)'# 北*雨型 ( 月 6 日至 . 月 #( 日太湖水位上升期

间# 全面停排使湖西( 浙西和武澄锡虞入湖水量有

所减少# 其中湖西入湖水量减少最多# 三区减少水

量分别为 $$!! 万 8

&

( #0"6 万 8

&

和 &"! 万 8

&

&

位于太湖上游的分区停排可以直接减少进入太

湖的水量# 其停排对太湖的影响程度最明显& 湖西

区单独停排可使太湖水位降低 !;8# 入湖水量减少

(.6! 万 8

&

# 效果与全面停排相当$ 但浙西区停排

只使太湖水位降低 "%0;8# 入湖水量减少 #&$"

万 8

&

# 效果不明显# 原因之一是浙西区主要入湖

河道东西苕溪干流长度超过 #$"78# 长度较长# 且

东苕溪东岸堤防建有分洪闸# 当河道洪水位高时#

按调度规定需向杭嘉湖区分洪# 洪 "下转第 !# 页%

-!-



规划战略 水利规划与设计 !"#$ 年第 ## 期

分别是 &%# 年( !%0 年( !%. 年$

"0%干旱频率差异主要由自然降水差异( 水资

源分布不均( 不同灌溉设施( 人为因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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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水未全部进入太湖$ 原因之二是浙西

区圩区规模和排涝能力小于湖西区&

在太湖水位较高时# 其他位于太湖下游的水利

分区# 一般水位低于太湖# 圩区停排虽增加了对太

湖洪水下泄的顶托# 但影响很小&

'(&('%对骨干河道行洪的影响分析

望虞河和太浦河"以下简称)两河*%是流域骨

干行洪河道# 流域防洪排涝调度方案中确定以琳桥

和平望两站水位作为望虞河和太浦河行洪调度的控

制指标站# 为兼顾下游地区行洪# 两河排泄太湖洪

水# 需各按其指标站水位控制泄洪&

与现状运用方式相比# 全面停排可使琳桥和平

望站水位各降低 ##;8和 0;8# 有利于两河排泄太

湖洪水及地区涝水# 其对太湖水位的影响已反映在

上述太湖水位变动中&

各水利分区停排方案中# 由于望虞河是武澄锡

虞区排涝河道# 武澄锡虞区停排可使琳桥水位降低

';8# 影响明显# 而阳澄淀泖区停排琳桥水位只降

低 #;8# 影响较小& 由于杭嘉湖和阳澄淀泖区均向

太浦河排水# 杭嘉湖停排可使平望降低 !;8# 阳澄

淀泖度停排可使平望水位减低 #;8&

)%圩区排涝调度建议

)($%加强分区内部圩区调度控制运用

圩区调度控制运用对圩区所在水利分区自身影

响较大# 需加强分区内部圩区调度控制运用& 各地

区有必要结合本地区的防洪规划# 对圩区防洪排涝

调度作进一步研究# 研究本地区不同位置和不同类

型圩区排涝调度的影响# 并制订改善本地区圩区的

调度方案&

)(&%加强上游区圩区的控制运用

从太湖水位看# 位于太湖上游的湖西区和浙西

区圩区排涝对太湖水位的影响较明显# 尤以湖西区

为最# 其他水利分区圩区排涝对太湖水位的影响均

不明显& 因此# 可根据不同水利分区圩区排涝控制

对流域影响的大小# 采取有针对性的调度措施& 在

制订圩区排涝调度方案时可优先考虑湖西区圩区在

发生暴雨前进行水位预降# 发生流域性超标准洪水

时可限制或停止排涝# 以便在流域防洪形势严峻时

作为缓解流域防汛压力的一种措施&

)('%骨干河道两侧圩区调度控制运用需根据骨干

河道行洪要求适当控制

计算表明# 全面控制排涝或有关分区控制排涝均将

使琳桥和平望站水位有明显的降低# 在流域防洪保

安中# 在区域和流域防洪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从大

局考虑# 对望虞河( 太浦河河道两侧圩区的排涝控

制# 将有利于提高两河行洪能力# 且有利于区域和

流域防洪&

在圩内泵站停止排涝的情况下# 圩区就只能依

靠圩内滞涝容积调蓄涝水# 如降雨量大# 使田面积

水时间过长# 且水深超过耐淹作物水深# 农作物的

生长和产量就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控制和停止圩

区泵站排涝需要根据当地当时的防汛情况# 权衡

厉害得失做出抉择& 实际上# 在 #''# 年发生大洪

水时# 当圩外河网洪水上涨到威胁地区 "包括圩

区本身%的防洪安全时曾采取过控制和停止排涝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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