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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浦阳江为研究背景，通过建立二维水动力模型，分析了浦阳江各频率洪水与高湖不同泄

洪总量组合工况下浦阳江流域的洪水位特性．结果表明，当浦阳江遭遇１０ａ一遇洪水增至２０ａ
一遇，再增至５０ａ一遇时，东、西江各典型位置点洪水位的平均降低值由０６２ｍ增至０７０ｍ再
减小为０５９ｍ，即高湖泄洪对浦阳江东、西江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规律．在浦
阳江相同频率洪水工况下，流域各位置洪水位改变量均随高湖泄洪总量增大而增大．而高湖相
同泄洪总量工况下，浦阳江遭遇１０ａ一遇洪水增至２０ａ一遇再增至５０ａ一遇时，流域各区域洪
水位改变量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东、西江以及东、西江下游交汇口 －出口河段的洪水位改变
量自上而下均呈逐渐减小变化，而上游入口 －东西江上游交汇口以及枫桥江河段则反之．研究
结论可为优化高湖滞洪区运行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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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１；Ｓ２７７．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５３０（２０１７）０９－０７６７－０７

　　　 张鸿清，戴会超，万五一，等．滞洪区运行与浦阳江洪水位特性的响应关系［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９）：７６７－７７３．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ＩＨｕｉｃｈａｏ，ＷＡＮＷｕｙｉ，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ｆｌｏｏｄ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ＤＩＭＥ），２０１７，３５（９）：７６７－７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９；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８；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２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３２．１８１４．ＴＨ．２０１７０９１２．１１１７．０１４．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Ｆ５００１２）
作者简介：张鸿清（１９８５—），男，福建龙岩人，高级工程师，博士后（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８＠１２６．ｃｏｍ），主要从事环境水力学及水工水力学研究．

戴会超（１９６５—），男，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生导师（ｄａｉ＿ｈｕｉｃｈａｏ＠２６３．ｎｅｔ），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运行和调控研究．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ｆｌｏｏｄ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１，２，ＤＡＩＨｕｉｃｈａｏ３，ＷＡＮＷｕｙｉ２，ＢＡＯＺｈｏｎｇｊｉｎ１

（１．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Ｅｓｔｕａｒ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５８，Ｃｈｉｎａ；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ａ
ｒｉｏｕｓ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Ｇａｏｈｕｆｌｏｏｄ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
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２Ｄ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ｓｕｆ
ｆｅｒｓｆｒｏｍｏｎｃ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ａｔ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ｂｒａｎｃｈｒｉｖｅｒｓ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ｙ０６２ｍ，０７０ｍａｎｄ０５９ｍ，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ｗｏｂｒａｎｃｈｒ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Ｇａｏｈｕｆｌｏｏｄ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ｃ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ｏｏｄｆｒｅ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第３５卷

ｑｕｅｎｃｙ，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ａｔＧａｏｈｕ．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ａｔＧａｏｈｕ，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ｖａ
ｒｉ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ｓｉ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ｔａ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ｎｃｅ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
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ｃ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ｔｏ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ｌｏｎｇｔｗｏｂｒａｎｃｈ
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ｒ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ｌｅｔｔｏ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ａｏＲｉｖｅｒ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
ｖｉｄｅ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ａｏｈｕｆｌｏｏｄ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ｒｅｔａｒｄｉｎｇｂａ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浦阳江是钱塘江［１－３］水系的一条重要支流，它

途径金华市、诸暨市及杭州萧山等地，与钱塘江、富

春江交汇于三江口．浦阳江在诸暨城关分成东、西
江，并交汇于下游湄池镇附近．由于浦阳江诸暨以
下河道狭窄曲折，加之钱塘江洪潮的顶托，使得该

流域曾洪水泛滥成灾［４－６］．在历史上，浦阳江洪水持
续时间一般为３ｄ左右［７－８］．浦阳江治理一贯坚持
“上蓄、中分、下泄”的原则，但在２０１１年洪水中，暴
露出“上蓄不够、中分难分、下泄不畅”的新问题．枫
桥江是浦阳江的重要二级支流，与浦阳江的东江交

汇于草江口附近，其上游水库在浦阳江防洪治理中

具有重要作用．位于浦阳江分汊河道东江（双潭江
位置）的高湖蓄滞洪区是流域洪水“中分”的唯一大

型防洪工程，它对保障浙赣铁路、诸暨城区及下游

农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起到巨大作

用［９］．当高湖闸坝运行后，浦阳江沿程水动力将发
生明显变化，除影响分洪闸所在东江及双潭江外，

还可能涉及诸暨城关、西江段、枫桥江，甚至湄池以

下河段，覆盖范围非常广泛，需对其开展深入论证．
与此同时，高湖滞洪区５０ａ来均未启用，滞洪区调
度缺乏经验，洪水管理缺乏依据．所以探讨高湖滞
洪区运行与浦阳江洪水位特性的响应关系，能够为

滞洪区的调度提供经验，为洪水管理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利用数学模型计算钱塘江流域洪水

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一系列成果［１０－１２］．文中以浦阳
江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浦阳江二维水动力模型，

分析浦阳江不同频率洪水和高湖不同泄洪总量组

合工况对浦阳江洪水位的影响，进而为优化高湖滞

洪区运行提供指导．

１　数学模型建立及验证

１１　模型建立
利用ＤＨＩ研制的ｍｉｋｅ２１水动力模块［１３－１４］，构

建了浦阳江诸暨以下河道二维水动力模型，模型范

围及计算网格分别见图１，２，模型地形采用２００８年
４月实测地形．数学模型的入口边界设在浦阳江上
游的浣沙桥和枫桥江［１５］的骆家桥，出口边界设在高

湖分洪口和浦阳江下游的三江口．其中，浦阳江浣
沙桥和枫桥江骆家桥为流量入口边界，高湖分洪口

为流量出口边界，三江口为水位边界．浣沙桥和骆
家桥分别采用诸暨水文站和枫桥水文站流量资料，

高湖分洪口的出口流量边界根据泄洪总量确定，三

江口的出口水位边界采用距离浦阳江与钱塘江交

汇口２５ｋｍ的闻家堰水文站水位资料．

图１　模型范围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图２　计算网格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１２　边界条件
考虑浦阳江流域历年洪水周期约为３ｄ，所以确

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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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值计算周期为 ３ｄ．在浦阳江 １０ａ一遇（Ｐ＝
１０％），２０ａ一遇（Ｐ＝５％）以及５０ａ一遇（Ｐ＝２％）
洪水工况下，诸暨站对应的洪水流量分别为１４７７，
１９２０，２５１２ｍ３／ｓ，而骆家桥站对应的洪水流量分别
为１００，１１５，１３５ｍ３／ｓ；浦阳江各洪水频率工况下，出
口的水位边界均取闻家堰水文站多年日平均水位４１５
ｍ；结合高湖滞洪区分级分区规划改造工程要求，高湖
分洪口边界给定３种恒定出口流量，分别为１９２９，
５７８７，９６４５ｍ３／ｓ，也即高湖３ｄ的泄洪总量Ｗ３ｄ分别为
０５×１０７，１５×１０７，２５×１０７ｍ３．

１３　模型验证
采用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３—２１日洪水期各边界实测

资料（高湖分洪口流量为０ｍ３／ｓ）对数学模型进行
洪水位验证．洪水期间诸暨站实测洪峰流量为１０５０
ｍ３／ｓ，浦阳江沿程站点临浦、湄池、高湖坝址、新亭
埠以及诸暨的验证成果分别见图３，图中 Ｈ为洪水
位．由图可知，最高洪水位误差均控制在４ｃｍ以内，
且计算和实测洪水位过程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表明

模型率定［１６］参数基本合理，可用于浦阳江洪水位分

析和研究．

图３　２０１１年６月中旬洪水期各站洪水位过程线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ｉｎｅａ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ｉｄ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２１　高湖泄洪对典型位置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
在研究区域内选取太平桥、茅渚埠、新亭埠、姚

公埠、高湖分洪口、五浦头、墨城电排、草江口、湄

池、临浦等１０个典型位置（见图１），探讨高湖泄洪
对各典型位置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计算结果见表

１—３，表中Ｗ３ｄ，Ｈｓ分别为高湖泄洪总量及其平均增

加１００００ｍ３对应的洪水位降低量．
由表１—３可知：① 在浦阳江遭遇各频率洪水

工况下，高湖泄洪对分洪口的洪水位影响敏感性均

最强．② 当浦阳江洪水从２０ａ一遇增至５０ａ一遇
时，下游临浦的洪水位变化幅度最大，即高湖泄洪

对降低临浦洪水位的效果大幅度减小．③ 当浦阳江
遭遇１０ａ一遇洪水增至２０ａ一遇再增至５０ａ一遇
时，在高湖泄洪总量平均增加 １００００ｍ３情况下，
东、西江各典型位置点洪水位的平均降低值由０６２
增至０７０再减小为０５９ｍ，即高湖泄洪对浦阳江

东、西江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规

律．其原因可能是浦阳江诸暨以下河道的横断面大
致呈梯形，浦阳江遭遇５０ａ一遇洪水时河道洪水位
较高，在高湖相同泄洪总量工况下各典型位置洪水

位的下降幅度均较浦阳江遭遇２０ａ一遇洪水时有
所减小．

表１　浦阳江遭遇１０ａ一遇洪水时高湖不同泄洪总量
工况下典型位置洪水位

Ｔａｂ．１　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Ｇａｏｈｕｆｏｒ
ｏｎｃ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 ｍ

典型位置
Ｈ

Ｗ３ｄ＝０ｍ３ ０５×１０７ｍ３ １５×１０７ｍ３ ２５×１０７ｍ３
Ｈｓ

太平桥 １１４０ １１３７ １１３０ １１２３ ０６８
茅渚埠 １１２６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６ １１０９ ０６８
新亭埠 １０９９ １０９６ １０８９ １０８２ ０６８
姚公埠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２ ９９７ ０５２

高湖分洪口 １１３１ １１２７ １１１９ １１１０ ０８４
五浦头 １０８４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４ １０６７ ０６８
墨城电排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７ ０６４
草江口 １０１９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５ ０５６
湄池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３ ９９７ ９９１ ０５６
临浦 ８５６ ８５５ ８５１ ８４６ ０４０

平均值 ０６２

７６９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第３５卷

表２　浦阳江遭遇２０ａ一遇洪水时高湖不同泄洪
总量工况下典型位置洪水位

Ｔａｂ．２　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Ｇａｏｈｕｆｏｒ
ｏｎｃ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 ｍ

典型位置
Ｈ

Ｗ３ｄ＝０ｍ３ ０５×１０７ｍ３ １５×１０７ｍ３ ２５×１０７ｍ３
Ｈｓ

太平桥 １２２８ １２２５ １２１７ １２０９ ０７６
茅渚埠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０ １２０２ １１９４ ０７６
新亭埠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０ １１７３ １１６５ ０７２
姚公埠 １０７３ １０７０ １０６５ １０５８ ０６０

高湖分洪口 １２１９ １２１５ １２０６ １１９７ ０８８
五浦头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１ １１５４ １１４５ ０８０
墨城电排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２ １１１６ １１０８ ０６８
草江口 １０８６ １０８３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０ ０６４
湄池 １０６８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０ １０５３ ０６０
临浦 ９０９ ９０７ ９０３ ８９５ ０５６
平均值 ０７０

表３　浦阳江遭遇５０ａ一遇洪水时高湖不同泄洪
总量工况下典型位置洪水位

Ｔａｂ．３　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Ｇａｏｈｕｆｏｒ
ｏｎｃ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 ｍ

典型位置
Ｈ

Ｗ３ｄ＝０ｍ３ ０５×１０７ｍ３ １５×１０７ｍ３ ２５×１０７ｍ３
Ｈｓ

太平桥 １２７６ １２７３ １２６６ １２５９ ０６８
茅渚埠 １２６１ １２５８ １２５１ １２４４ ０６８
新亭埠 １２２７ １２２４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０ ０６８
姚公埠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１ １０９６ １０９１ ０４８

高湖分洪口 １２６８ １２６４ １２５６ １２４８ ０８０
五浦头 １２０７ １２０４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０ ０６８
墨城电排 １１６３ １１６０ １１５４ １１４８ ０６０
草江口 １１１９ １１１６ １１１１ １１０６ ０５２
湄池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５ １０９１ １０８５ ０４８
临浦 ９２５ ９２３ ９２２ ９１８ ０２８
平均值 ０５９

２２　高湖泄洪对浦阳江各区域洪水位改变量分布
特性的影响

　　以东、西江上游交汇口，西江的新亭埠村和中
赵村，东江的五浦头村和江藻镇，以及东、西江下游交

汇口作为分界点（分界点如图１所示），将研究对象划
分为上游入口－东、西江上游交汇口，西江上游，西江
中游，西江下游，东江上游，东江中游，东江下游，枫桥

江，以及东、西江下游交汇口－下游出口等９个区段．
表４为浦阳江不同频率洪水与高湖不同泄洪总量组
合工况下９个区域洪水位改变量ΔＨ的范围．

由表４可知，当浦阳江不同洪水频率与高湖不
同泄洪总量组合工况下，东、西江６个区域洪水位改
变量均取改变量范围的中间值，然后将高湖相同泄

洪总量工况下东、西江６个区域洪水位改变量的中
间值加权平均，可以得到高湖泄洪总量为 ０５×
１０７，１５×１０７，２５×１０７ｍ３时，东、西江洪水位改变
量均值分别约为３．０，１０．０，１６５ｃｍ．同理，将高湖
相同泄洪总量工况下东江３个区域和西江３个区域
洪水位改变量的中间值分别加权平均［１７］后，可以得

出高湖泄洪总量为 ０５×１０７，１５×１０７，２５×１０７

ｍ３时，东江洪水位改变量均值较西江要分别高出约
０５，１２，１８ｃｍ．根据整个流域洪水位改变量，高湖泄
洪对不同区域洪水位改变量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

序，按研究区域均为东江上游，上游入口－东西江上游
交汇口，西江上游，东江中游，西江中游，东江下游，枫

桥江，西江下游，东西江下游交汇口－下游出口．

表４　浦阳江不同洪水频率与高湖不同泄洪总量组合工况下９个区域洪水位改变量范围
Ｔａｂ．４　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ｉｎｎｉ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ａｔｅｓａｔＧａｏｈｕ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ｃｍ

工况

ΔＨ

上游入口－东西
江上游交汇口

西江上游 西江中游 西江下游 东江上游 东江中游 东江下游 枫桥江

东西江下游

交汇口－下游
出口

浦洪Ｐ＝１０％＋高泄０５×１０７ｍ３ ２８０～３５０ ２６０～２８０ １９０～２６０ １５０～１９０ ３５０～４１０ ２２０～３００ １５０～２２０ １８０～２００ ０３０～１５０
浦洪Ｐ＝１０％＋高泄１５×１０７ｍ３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９００～１０５０ ７８０～９００ ７４０～７８０ １０５０～１３５０ ８５０～１０５０ ７４０～８５０ ７６０～８２０ ０３５～７４０
浦洪Ｐ＝１０％＋高泄２５×１０７ｍ３ １５４０～１９００ １６００～１８４０ １３５０～１６００ １３２０～１３５０ １８４０～２２７０ １４００～１８４０ １３２０～１４００ １３３０～１３７０ ０４１～１３２０
浦洪Ｐ＝５％＋高泄０５×１０７ｍ３ ３５０～３８０ ３３０～３８０ ２９０～３３０ ２５５～２９０ ３７０～４６２ ３２０～３７０ ２５５～３２０ ２６０～２９０ ０３３～２５５
浦洪Ｐ＝５％＋高泄１５×１０７ｍ３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１０００～１２３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７４０～８００ １２００～１４１０ ９５０～１２００ ７４０～９５０ ７６０～８９０ ０４０～７４０
浦洪Ｐ＝５％＋高泄２５×１０７ｍ３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５０～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１７５０ １４４０～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２３１０ １６５０～２０００ １４４０～１６５０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０４３～１４４０
浦洪Ｐ＝２％＋高泄０５×１０７ｍ３ ３２０～３８０ ３１０～３７０ ２７０～３１０ ２３８～２７０ ３６０～４５２ ３００～３６０ ２３８～３００ ２５０～２８０ ０３１～２３８
浦洪Ｐ＝２％＋高泄１５×１０７ｍ３ ９８０～１１００ ９３０～１１００ ８００～９３０ ７２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１３５４ ８５０～１０００ ７２０～８５０ ７５０～８１０ ０３７～７２０
浦洪Ｐ＝２％＋高泄２５×１０７ｍ３ １７５０～１９００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１４２０～１７００ １３９０～１４２０ １８００～２２８０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１３９０～１５００ １４１０～１４５０ ０４１～１３９０

　　图４分别为浦阳江遭遇１０ａ，２０ａ，５０ａ一遇洪
水工况下，高湖不同泄洪总量工况较不泄洪时流域

洪水位改变量ΔＨ的平面分布（单位：ｃｍ）．
由图４可知，在浦阳江各频率洪水与高湖不同

泄洪总量组合工况下，浦阳江各区域洪水位改变量

平面分布呈以下特征：① 流域洪水位改变量最大和
最小分别为东江的高湖分洪口和下游出口；② 在浦

阳江相同洪水工况下，流域各位置的洪水位改变量

均随高湖泄洪总量增大而增大．而高湖相同泄洪总
量工况下，浦阳江洪水由１０ａ一遇增至２０ａ再增至
５０ａ时，流域各位置洪水位改变量呈先增后减变化
趋势．其原因与前述高湖泄洪对浦阳江东西江洪水
位影响的敏感性规律的成因一致；③ 东江、西江以
及东、西江下游交汇口 －出口河段的洪水水位改变

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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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上而下均呈逐渐减小变化，而上游入口 －东、 西江上游交汇口以及枫桥江河段则反之．

图４　浦阳江洪水与高湖不同泄洪总量组合时浦阳江洪水位改变量分布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Ｐｕｙ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Ｇａｏｈｕ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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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通过建立浦阳江诸暨以下河道的二维水动力

模型，探讨了浦阳江遭遇不同频率洪水工况下，高

湖泄洪对流域典型位置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以及

流域洪水位改变量分布特性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在浦阳江遭遇各频率洪水工况下，高湖泄水
对分洪口的洪水位影响敏感性均最强．当浦阳江遭
遇１０ａ一遇洪水增至 ２０ａ一遇再增至 ５０ａ一遇
时，高湖泄洪对浦阳江东西江洪水位影响的敏感性

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规律．
２）在浦阳江不同频率洪水与高湖不同泄洪总

量组合工况下，东江、西江以及东、西江下游交汇

口－出口河段的洪水水位改变量自上而下均呈逐
渐减小变化趋势，而上游入口 －东、西江上游交汇
口以及枫桥江河段则反之．
３）在浦阳江相同洪水工况下，流域各位置洪水

位改变量均随高湖泄洪总量增大而增大．而高湖相
同泄洪总量工况下，浦阳江洪水由１０ａ一遇增至２０
ａ再增至５０ａ一遇，流域各位置洪水位改变量呈先
增后减变化趋势．
４）在浦阳江不同频率洪水和高湖不同泄洪总

量组合工况下，高湖泄洪对各区域洪水位改变量的

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按研究区域均为东江上

游，上游入口－东西江上游交汇口，西江上游，东江
中游，西江中游，东江下游，枫桥江，西江下游，东西

江下游交汇口－下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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