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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6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全国
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最关键时期。经多
方会商研判，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
进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四川、河
南、山东、甘肃等 10省份，分析研判雨情汛情
发展态势，研究部署“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细化重点地区工作措施。

根据会商结果，当前鲁豫苏皖等地强降
雨持续，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陕甘等
地地质条件脆弱，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突出；
四川盆地降雨与前期高度重叠，次生灾害易
发多发；长江上中游、淮河干流水位可能复

涨，堤防巡查防守压力大。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各级各部

门要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警醒扎实做好防
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巡查防守，
坚决避免发生水库垮坝、重要堤防决口等重
大险情，持续强化灾害性天气和雨水情监测
预警，将预警发布和“叫应”工作落实到基层
末梢，强化应急力量预置和布防，严格落实防
汛关键期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16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河南、山东两省紧急调拨救灾毛巾被、家庭
应急包等 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
组织国家减灾中心针对河南南阳局地洪涝灾
害开展应急监测。 （周圆 王聿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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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喜说，在应对
长江 2024年第 1号洪水过程中，长江委联合调度控制
性水库群累计拦洪约 165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湖北、
湖南、江西、安徽沿江沿湖的防洪压力。7 月 11 日 18
时，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长江委优化调控三峡水
库下泄流量，三峡水库对洪水的削峰率达 32%，避免长
江中下游宜昌至武汉约 700公里河段超警戒水位。

“根据预报，三峡水库 7月 15日将再迎来一次洪峰
流量 45000 立方米每秒量级的洪水过程，三峡水库库
区防洪安全存在较大风险。”吴道喜说，长江委将通过
联合调度金沙江梯级水库、大渡河瀑布沟水库、嘉陵江
亭子口水库等上游干支流水库群，预计可减小三峡水
库入库洪峰流量 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降低三峡水库
最高调洪水位 2米左右。

吴道喜表示，根据最新预报，未来 10 天长江上游
仍有连续性强降雨过程，强度以大到暴雨为主。为应
对长江上游后续可能发生的大洪水，保障荆江河段防
洪安全，长江委计划抓住 7 月中下旬有限的强降雨间
歇期，加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让三峡水库腾出足够的
防洪库容，做好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可能出现
的大洪水的准备。 （刘诗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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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谈“七下八上”期间防汛抗洪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说，“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期，总体上洪水多发、频发、重发，致灾性
强。

根据防汛关键期汛情预测，重点关注四大风险：七
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洪水防御可能面临多
线防汛，防御任务十分繁重；局地暴雨极易引发中小河
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难度大；中小
水库、病险水库、淤地坝点多量大，抗御洪水的能力较
低，安全度汛压力大；今年水利工程项目多，部分项目
需要跨汛期施工，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高。

姚文广表示，水利部将有针对性地做好防御措
施。坚持预防为主，前瞻、及时、准确做好汛情监测预
报预警、会商研判、调度指挥；坚持以流域为单元，所有
具备防汛能力、担负防汛任务的水工程全部进入防汛
状态，实现流域控制性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
整体效果；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特别要加强超警超保河
段和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堤防背水侧坑塘等地方的巡
查防守，尤其重视夜间巡查防守。

同时，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切实完善县、
乡、村、组、户 5级责任制和“叫应”机制；严格落实水库
安全度汛责任，在建工程全部落实安全度汛措施，高度
重视城市防洪内涝问题；高度重视危险区群众转移避
险，一旦出现险情或危险预兆，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

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钱峰说，今年入汛以
来，全国降雨的阶段性明显，过程多、强度大；主要
江河洪水早发、多发、并发，4月珠江流域发生 6次
编号洪水、较常年偏早 2个月，全国大江大河已发
生 20 次编号洪水；中小河流超警数量多、洪水涨
势猛，全国 24省份共有 78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洪水，是常年同期的 2.2倍。

旱情方面，云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冬春连旱
持续时间达 6个多月；6月以来，河南、山西、山东、
安徽、陕西、河北、江苏、甘肃等地旱情一度发展迅
速。

钱峰说，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旱涝
并发、涝重于旱，可能有台风北上，暴雨洪水等极
端突发事件趋多、趋广、趋频、趋强，致灾影响重。

汛情方面，长江上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上游
支流嘉陵江、中游支流汉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
河中下游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支流渭河、汾河、伊
洛河、沁河、大汶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淮河流域
沂河、沭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淮河干流可能发生
超警洪水；海河流域漳卫河、子牙河可能发生较大
洪水，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
发生超警洪水；珠江流域西江可能发生
超警洪水；松花江、辽河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太湖、钱塘江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

旱情方面，预
计广东东北部、福
建大部、浙江南部、
湖南南部、江西大
部、内蒙古中部、河
北西北部、山西北
部、陕西北部、新疆
北部等地可能发生
干旱。

防汛关键期
重点关注四大风险

“七下八上”期间
七大流域都可能发生洪水

加强水工程调度
积极迎战长江洪水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日至8月15日），这是每年防

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这期间，防汛抗洪重点关注哪些风险？哪些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防御？
14日，水利部举行“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通气会，对上

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