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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治水思路的变革，围绕新时期防洪减灾体系的建立，引发了诸多专家、领导的热切关注。
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2003年发表的《中国防洪减灾的新策略》一文中强调，治河必须要适应洪水规律
，符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治水理念。
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任宪韶在2007年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面推进四大体系建设，保障流域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报告，重点指出：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和水管理能力保障体系建设是推进海河水利改
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中，洪水风险分析及洪水预警智能决策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必将大大提高防汛决策的现代化水平，对
扭转重工程、轻软件，加强非工程措施在防汛减灾中的作用，使现代高科技为防汛决策服务，实现防
汛决策快速、准确和科学化，具有重大意义。
　　防洪非工程措施就是通过法令、政策、经济和防洪工程以外的技术手段，以减少洪水灾害损失的
工作，通过合理规划管理、搬迁安置、预报预警、防洪保险等方式，调度可能受灾害影响的人、物和
资产，以减轻对洪灾的影响程度，提高抗御灾害的能力。
防洪非工程措施并不能减少洪水的来量，而是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去适应洪水特性规律，减少洪水的
破坏和洪水所造成的损失。
在防洪非工程措施的研究中，防汛指挥决策支持系统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为防汛决策属于事前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
展，还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
如果调度决策得当，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如果调度决策失误，将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
防洪调度决策得当与否，关键在于决策者能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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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水库防洪应急体系及洪水预报的理论与实践。
主要内容包括：洪涝灾害种类、特点与防洪减灾的主要措施；防洪应急体系研究；水库防洪应急预案
编制研究；串联水库防洪应急关键技术及实例应用；洪水预报过程分析、模型研究与实例应用；基
于35技术的防洪应急信息系统研究。
全书理论与实例相结合，内容翔实，层次分明，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水文学与水资源、防灾减灾等相关专业的科研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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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5　我国防洪减灾的主要措施和新要求　　我国防洪减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l6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
公元前250年已修建了分洪工程；19世纪末，开始利用水库防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河流相继建成了以水库、堤防、蓄滞洪区为主的防洪工程体系和
以洪水预报、警报、通信等为主的防洪非工程体系相结合的防洪管理体系，并且越来越重视洪水管理
在防洪减灾中的作用。
　　1.5.1　防洪减灾的主要措施　　（1）建立了行政领导负责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防洪减灾，建立和完善了各级政府防汛抗旱行政首长负责制，实
行统一指挥，统一决策部署。
在各级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
成合力，使防汛抗旱工作的各个环节形成有机的整体，提高了防灾抗灾的整体能力。
　　（2）建立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体制和机制。
建立完善了各级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明确了责任。
建立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简称国家防总）以及黄河、长江、松花江、海河、淮河、珠江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了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电力、通信、石油、铁路、公路
、航运、工矿等部门和单位也设立防汛机构。
完善了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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