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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水利工程防御洪水方案预案修编工作的通

知》（鲁水防御函字〔2025〕6 号），结合支脉河近期工程有关条件变化及引起的防

洪条件改变，对《淄博市支脉河防御洪水方案》（2024 年度）进行修编。 

为切实有效做好支脉河洪水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根据现状河道基本情况和防

洪能力编制防御洪水方案，重点查清工程防洪能力，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制定应对

措施，科学处置各类工程险情和洪水灾害，为各级政府、防汛指挥部门的指挥决策和

防洪调度、抢险救灾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做到有计划、有准备的防御洪水，保证防

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科学、有序、高效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1.2.1  有关法律法规、条例 

一、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年 1 月修订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 3 月修订版）； 

6、《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 月 8 日发布施行）； 

7、《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8、《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6 年）； 

9、《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7 年修订版）； 

10、《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2 年）； 

11、《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办法》（2004 年 7 月修订版）； 

1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2018 年 1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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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3、《山东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鲁政发〔2012〕5 号）；  

14、《山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鲁政办字〔2020〕90 号）； 

15、《淄博市河道管理办法》（1996 年）； 

16、《淄博市城市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淄城汛指〔2022〕1 号）； 

17、《淄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淄政发〔2021〕4 号）； 

18、《淄博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方案》（淄水防御〔2022〕3 号）； 

19、《淄博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淄政办字〔2022〕41 号）； 

20、其他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等。 

二、文件依据 

1、《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水利工程防御洪水方案预案修编工作的通知》

(鲁水防御函字〔2025〕6 号)； 

2、《山东省大型河道防御洪水方案编制大纲（修订稿）》（山东省水利厅 2025

年 3 月）； 

3、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水情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通知（鲁水防御

函字〔2022〕33 号）。 

三、规范规程 

1、《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298-2004）； 

2、《堤防工程运行规范》（DB37/T4403-2021）。 

四、相关规划及资料 

1、《淄博市水务系列丛书―河道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 8 月）； 

2、《淄博市支脉河防御洪水方案（2024 年度）》（2024 年 4 月）； 

3、《淄博市支脉河“一河一策”综合整治方案(2025-2027 年）》（2024 年 12 月）； 

4、《淄博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淄政办字〔2022〕41 号）； 

5、《高青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高政办字[2022]33 号）； 

6、《高青县 2019 年度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19

年 5 月）； 

7、其他相关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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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河道防洪治理相关文件 

1、《淄博市高青县危桥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 年 8 月）； 

2、《支脉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 年 4 月）； 

3、《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河道拦蓄工程初步设计》（2020 年 9 月）； 

4、《2020 年度高青县引黄灌区节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0 年 8 月）； 

5、《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人工湿地工程（一期）翻板闸施工图》（2021 年 1 月）； 

6、其他相关治理文件等。 

1.3  编制原则 

1、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原则，最大程度减少灾

害损失。 

2、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部门协同，分级分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防范和处置各自辖区内河道洪水灾害。 

3、按照流域统一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

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4、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始终作为防汛工作的

首要目标任务，确保标准内洪水不决口，遇超标准洪水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5、坚持依法防汛抗洪，实行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战结合。 

1.4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支脉河干流高青段发生不同等级洪水时造成的洪涝灾害事件的防

御和处置。 

1.5  高程系 

1、本方案中高程系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本方案中支脉河明李闸上游段桩号采用《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河道拦蓄工程

初步设计》中支脉河桩号，支脉河明李闸下游段桩号采用《支脉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中支脉河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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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方案》批准 

《淄博市支脉河防御洪水方案》编制完成并征求意见后按规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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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道工程概况 

2.1  流域概况 

2.1.1  流域所处地理位置 

支脉河流域位于黄河下游滨海平原，北依黄河，南靠小清河，西起高青县，东至

渤海莱州湾，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支脉河发源于淄博市高青县西部花

沟镇闫家村，向东流经高青、滨州市的博兴、东营市的广饶县，在广饶县东北部注入

渤海，干流河道长 135km，总流域面积 3382km2。流域内地势平坦，河道比降在

1:3000~1:17000 之间，是典型的平原河道。 

淄博市境内支脉河自庆淄路（G233）与青胥沟交叉处起，至东干排下游止，全

长 36.5km，流域面积 830km2，其中支脉河干流控制面积 342km2，支流北支新河控制

面积 488km2。境内主要支流有青胥沟、干二排、杜姚沟、东干排等，均分布于支脉

河左岸。 

2.1.2  河流水系 

淄博市支脉河主要支流有青胥沟、干二排、杜姚沟、东干排等，均分布于河道左

岸。 

1、青胥沟 

青胥沟属小清河水系，源于高青县青城镇王皮村南，于黑里寨镇胥家村汇入小清

河，流经青城镇、花沟镇、黑里寨镇。全长 10.74km，总流域面积 106.5km2，青胥沟

排涝标准为 5 年一遇，排涝流量 42m³/s，河底比降 1/15000。作为高青县“两环、五湖、

四纵、四横”骨干水网体系中“四纵”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南北水源连接通道和骨

干排涝河道的功能。 

2、干二排 

干二排源于高青县木李镇杨坊村，于高城镇程家村南汇入支脉河，先后流经木李

镇、田镇街道和高城镇，全长 24km，流域面积 139km2。 

3、杜姚沟 

杜姚沟属支脉河水系，源于高青县常家镇北王家村北，于高城镇姚套村西南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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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脉河，流经常家镇、芦湖街道、唐坊镇和高城镇。全长 26.8km，总流域面积 230km2。

最大宽度 45m，最小宽度 6m。河道底宽 7.5~25m，边坡 1：2.5，河底比降 1/5000~1/7000。

作为高青县“两环、五湖、四纵、四横”骨干水网体系中“两环”和“四纵”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县城外环防洪、南北水源连接通道和骨干排涝河道的功能。 

4、东干排 

东干排源于高青县唐坊镇宫家村，于高城镇姚套村东汇入支脉河，流经唐坊镇和

高城镇，全长 10.3km，流域面积 32km2，属支脉河水系。 

2.1.3  地形地貌 

流域地处黄河下游滨海平原，南接山前冲洪积平原的前缘，地形较平坦，地势西

高东低、北高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面坡降 1/7000 左右，最高点西部马扎子

高程 16.5m，最低点东南部姚套高程 7.5m，地面平均标高 12m。历史上黄河在该流域

多次决口、泛滥，塑造形成了岗、洼相间分布的微地貌景观，共有河滩高地、决口扇

形地、缓岗地、微斜平地、浅平洼地和碟形洼地六种地貌类型。 

1、河滩高地：分布在黄河大堤以内，系洪水期黄河泥沙漫滩淤积而成，表层岩

性主要为粉砂、细砂及粘质砂土，高程 16～18m。 

2、决口扇形地：分布于西北部马扎子一带，由黄河决口淤积而成，表层岩性主

要为粉砂，高程 16m 左右。 

3、微斜平地：分布在西半部及北部沿黄地段，是该流域主要的地貌类型，地面

高程 12～16m，表层质地主要为砂壤、中壤、轻壤，地势较平坦，微由西向东倾斜。 

4、缓岗地：自南向北共有三条大小不等东西向的缓岗地，依次为金岭、银岭、

铁岭，三条岭带表层多为均质砂，部分夹有壤心或粘心，较周围地面高 0.5～3.0m，

由黄河决口冲积而成。 

5、浅平洼地：高程在 11m 以下，分布在三条缓岗地之间，地形较低洼，多呈半

封闭状态，排水不畅，易涝易碱。 

6、碟形洼地：高程在 9.5m 以下，分布在东北部赵店镇大芦湖一带，易涝易碱。 

2.1.4  集水面积 

支脉河干流河道长 135km，总流域面积 3382km2，其中淄博市境内全长 36.5km，

流域面积 830km2，均位于高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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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水文气象 

流域地处北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风旱相随，雨热同期。

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冷少雪。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554.5h，多年平均气温为 12.4℃，月平均最低气温在 1 月份，

为-4.1℃，月平均最高气温在以 7 月份，为 26.5℃，历年高气温 40.9℃，最低气温

-22.7℃，春季多东风和东南风，秋季多西和西南风，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年平均风

速为 2.7m/s。 

降水：受大气环流、季风等影响，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多

年平均降雨量 565.3mm，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年降水量多集中在 6～9 月，且连续最

大 4 个月降水量一般出现在汛期。汛期多年平均降水量 422.2mm。 

蒸发：流域多年平均（1980～2000 年）蒸发量 944.8mm，水面蒸发量 Cv 值为

0.13，小于降水 Cv，说明蒸发量的年际变化较均匀。多年平均干旱指数为 1.7，属于

半湿润气候带。 

径流：流域地表径流基本是当地降雨，多年平均径流深 64.5mm，年径流量在时

空分布上和降水基本一致，年际内变化很大。过境径流主要是黄河来水。 

2.1.6  洪水特征 

支脉河流域全年降雨主要集中在 6 月至 9 月。汛期降水频繁，局部性暴雨时有发

生，且突发性强降水时间集中，可预报时效短。由于暴雨强度大，历时短，加上支脉

河流域属于平原地区，河道比降平缓，洪水不畅，河道洪水来不及宣泄，造成沟河漫

溢、堤防溃决、大片内涝积水。 

2.1.7  社会经济情况 

高青县地处黄河三角洲，是黄淮海平原开发和黄河三角洲农业综合开发区之一，

是连接东部对外开放与西部平原开发区的桥梁，在实施全省“东部开放，西部开发，

东西结合，优势互补”的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

的优势，农业是高青县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业总产值均在 10 亿元以上，

总耕地面积 4.5 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是山东

省唯一被农业部确定的棉花高产开发示范县。 

根据县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GDP）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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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5.83 亿元，同

比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 93.69 亿元，同比增长 8.7%；第三产业增加值 112.92

亿元，同比增长 5.2%。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18.16%、37.11%、44.73%。 

2.2  工程规划和治理情况 

2.2.1  河道规划情况 

一、《支脉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支脉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2015 年 4

月）支脉河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5 年一遇。支脉河干流主要断面计算

成果见表 2.2-1。 

表 2.2-1                 支脉河干流主要断面洪水计算成果表                流量：m3/s 

桩号 控制段 流域面积（km2） P＝5％ P＝20％ 

0+000 青胥沟 166.0 129 60 

18+116 干二排 202.4 150 69 

34+507 杜姚沟 313.4 169 78 

36+444 东干排 339.8 179 83 

二、《淄博市支脉河岸线利用管理规划》 

根据《淄博市支脉河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2017 年 12

月），将支脉河岸线划分为 1 个控制利用区、2 个岸线保留区，岸线功能区成果分述

如下： 

1、源头至新支脉河桥（0+000~21+065）属于一般河段，河道两岸为村庄或农田，

规划期内尚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划分为岸线保留区，岸线长度 21.065km，面积 127.44

万 m2。 

2、新支脉河桥至东张村排沟（21+065~22+620）段为南岳污水处理厂与台湾工

业园区，开发利用程度已较高，划分为岸线控制利用区，岸线长度 3.11km，面积 1.01

万 m2。 

3、东张村排沟至出境段（22+620~36+500）属于一般河段，河道两岸为村庄或

农田，规划期内尚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划分为岸线保留区，岸线长度 27.76km，面

积 159.24 万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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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河道治理情况 

1996 年，山东省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支脉河干流与支脉河一并疏浚治理，

工程于 1998 年开工，1999 年竣工，治理标准是按照省计委《关于支脉河干流治

理工程设计的批复》中标准：除涝标准按徒骇河“1964 年雨型”加大 60%，相当

于 5 年一遇；防洪标准按徒骇河“1961 年雨型”加大 30%，相当于 20 年一遇。治

理工程自庄家桥至东干排，长度 36.6km，完成挖方 108.76 万 m3，堤防填筑 17.2

万 m3，完成建筑物 35 座，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 75 万 m3，砌石 6740m3，工程共计总

投资 1500 多万元。 

2003 年 5 月，对庆淄公路庄家桥至明李闸段 16.767km 进行了清淤治理，完

成土方 51.5882 万 m3，工日 44.5858 万个，投资 310 万元。 

2016 年对明李闸下游 19.871km 河道进行了治理。 

2018 年对支脉河庆淄路至明李闸段 16.64km 河道进行清淤疏浚。 

2019 年对支脉河前营桥、后营桥进行改建，两座桥均为 3 孔 16m 正交桥梁。 

2020 年实施高青县支脉河河道拦蓄工程，新建 2 座拦河闸。 

2020 年实施高青县引黄灌区节水工程，在支脉河新建拦河闸 1 座，拦河闸为开

敞式水闸，单孔净宽 4m，共 3 孔，闸门高 3.0 m。 

2021 年实施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人工湿地工程（一期）翻板闸施工图，新建液

压翻板闸 1 座。闸室段长 9.0m，4 孔，中孔净宽 7.0m，边孔净宽 7.5m。闸底板高程

3.180m，闸前蓄水位 7.05m。 

2.3  河道防洪工程现状 

2.3.1  河道和堤防现状 

1、河道现状 

淄博市境内支脉河全部位于高青县，河道总长 36.50km。根据《山东半岛流域综

合规划报告》《支脉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支脉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确定支脉河干流按 20 年一遇标准设防，5 年一遇标准排涝。自 1999 年治理后，支脉

河至今未再进行过系统治理，2016 年对明李闸下游河段河槽按 20 年一遇标准进行了

治理，2018 年对明李闸上游段河道按 5 年一遇除涝标准进行了清淤疏浚。目前明李

闸上游段河道满足 5 年一遇除涝标准，明李闸下游河段满足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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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支脉河上部分跨河建筑物存在阻水现象，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 

  

图 2.3-1  源头段河道               图 2.3-2  3#拦河闸下游河道 

  

图 2.3-3  唐北公路桥下游河道          图 2.3-4  明李拦河闸下游河道 

  

图 2.3-5  南岳水务段河道          图 2.3-6  程家村桥下游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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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堤西李桥下游河道          图 2.3-8  赵班公路桥上游河道 

  

 图 2.3-9  丁庄闸下游河道           图 2.3-10  姚套桥下游河道 

2、堤防现状 

支脉河为有堤防河道，两岸堤防各长 35.7km，明李闸上游段无贯通防汛道路，

堤西里桥下游河道右岸与南水北调干渠共用堤防，堤顶为沥青混凝土道路。详见表

2.3-1。 

表 2.3-1                      支脉河堤防调查表 

序

号 
堤防名称 起点 终点 

堤防

级别 

是否

达标 

起点 

桩号 

终点 

桩号 

河流 

岸别 

堤防

型式 

堤防长

度(m) 

1 

支脉河左

堤-高青县

段 

花沟镇

周闫村 

高城镇

堰头村

委会 

5 是 0+000 35+700 左岸 土堤 35700 

2 

支脉河右

堤-高青县

段 

花沟镇

周闫村 

高城镇

堰头村

委会 

5 是 0+000 35+700 右岸 土堤 35700 

2.3.2  控制性枢纽建筑物现状 

经调查，支脉河干流现状拦河闸坝共有 7 座，分别为支脉河 1#拦河闸、支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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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拦河闸、支脉河 3#拦河闸、明李闸、南岳水务闸、丁庄闸、道旭渡液压翻板闸。 

南岳水务闸设计流量为 133m3/s，2021 年 5 月完成安全鉴定，鉴定结果为二类闸；

明李闸、丁庄闸除险加固工程已竣工验收；支脉河 1#~3#拦河闸为 2020 年新建拦河

闸，道旭渡液压翻板闸为 2021 年新建拦河闸。 

  

图 2.3-11  支脉河 3#拦河闸                   图 2.3-12  明李闸 

  

图 2.3-13  南岳水务闸                       图 2.3-14  丁庄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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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5   道旭渡液压翻板闸 

表 2.3-2                     支脉河拦河闸坝工程调查表 

序

号 
桩号 

水闸名

称 
位置 

设计 

流量
(m3/s) 

水闸 

孔数 

闸孔 

总净宽

（m） 

底板 

高程

（m） 

正常挡

水位

（m） 

除涝 

水位

（m） 

防洪

水位

（m） 

1 0+717 

支脉河

1#拦河

闸 

庆淄路

下游 
129 3 12 9.12 11.82 

12.24/ 

12.14 

13.82/ 

13.72 

2 4+880 

支脉河

2#拦河

闸 

吉池沟

入口下

游 

129 3 12 8.380 11.080 
11.50/ 

11.60 

12.98/ 

13.08 

3 9+063 

支脉河

3#拦河

闸 

张官村

桥下游 
129 3 12 7.13 10.33 

10.23/ 

10.13 

11.91/ 

11.81 

4 16+640 
明李拦

河闸 

花沟镇

明李村

南 

129 5 27.5 5.29 8.09 
8.69/ 

8.59 

10.09/ 

9.99 

5 21+250 
南岳水

务闸 

南岳桥

东 
133 3 15 / / / / 

6 30+418 
丁庄拦

河闸 

高城镇

丁庄村

南 

150 3 18 2.43 6.13 
5.97/ 

5.87 

7.31/ 

7.21 

7 34+980 

道旭渡

液压翻

板闸 

姚套村

南 
169 1 29 2.11 5.11 

5.21/ 

5.11 

6.81/ 

6.71 

2.3.3  跨河工程 

经现场调查，支脉河跨河工程主要有桥梁、渡槽等，目前支脉河共有跨河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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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座，其中跨河桥梁 37 座，渡槽 2 座。部分生产桥梁因建设年代早、标准低，不满

足河道行洪要求。目前支脉河共有 7 座跨河桥梁、2 座渡槽为阻水建筑物。 

表 2.3-3                 淄博市支脉河跨河工程统计表 

序号 桩号位置 分布位置 建筑物类型 阻水 

1 0+000 庆淄公路桥 桥梁 否 

2 1+632 闫家村新桥 桥梁 否 

3 3+277 吉祥桥 桥梁 否 

4 4+530 贾庄桥 桥梁 否 

5 5+515 曹家庄西桥 桥梁 否 

6 6+794 曹家庄东桥 桥梁 否 

7 8+554 张官村桥 桥梁 否 

8 8+960 大官村桥 桥梁 否 

9 10+453 新立村桥 桥梁 否 

10 11+555 唐北路桥 桥梁 否 

11 13+472 前池村桥 桥梁 否 

12 15+646 东刘庄桥 桥梁 否 

13 16+217 明李桥 桥梁 否 

14 16+425 李忠公路桥 桥梁 否 

15 16+788 支脉河 2 桥 桥梁 否 

16 17+040 道口村桥 桥梁 是 

17 17+779 王家村桥 桥梁 是 

18 18+443 程家村老桥 桥梁 是 

19 18+466 程家村桥 桥梁 否 

20 19+173 前营村桥 桥梁 否 

21 20+216 后营村桥 桥梁 否 

22 21+065 新支脉河桥 桥梁 否 

23 21+246 南岳水务桥 1 桥梁 是 

24 21+505 新南岳水务桥 桥梁 否 

25 21+835 过清干渠桥 桥梁 否 

26 21+850 过清干渠渡槽 渡槽 是 

27 22+050 南岳水务桥 2 桥梁 否 

28 22+406 东张村桥 桥梁 是 

29 23+170 纸坊渡槽 渡槽 是 

30 23+550 堤西里桥 桥梁 否 

31 24+504 西关桥 桥梁 是 

32 25+913 东关桥 桥梁 否 

33 26+432 滨博高速路桥 桥梁 否 

34 28+368 赵班公路桥 桥梁 否 

35 28+892 前孙村桥 桥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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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桩号位置 分布位置 建筑物类型 阻水 

36 31+235 堤上刘村桥生产桥 1 桥梁 否 

37 31+884 堤上刘生产桥 2 桥梁 否 

38 32+643 石槽村生产桥 桥梁 否 

39 34+600 姚套桥 桥梁 否 

2.4  河道主要控制断面与防洪指标 

为观测方便，选取支脉河 3#拦河闸、明李闸、丁庄闸和姚套水文站作为控制断

面。支脉河属平原河道取设计排涝水位作为警戒水位，相应的排涝流量作为参考流量；

以设计防洪水位作为保证水位，相应的设计防洪流量为参考流量。 

表 2.4-1            支脉河干流主要控制断面与防洪指标表 

序号 控制断面 

警戒 保证 

水位（m） 参考流量（m3/s） 水位（m） 参考流量（m3/s） 

1 3#拦河闸 9.73 51 10.23 60 

2 明李闸 8.69 60 10.09 129 

3 丁庄闸 5.97 69 7.31 150 

4 姚家套水文站 4.96 78 6.56 169 

2.5  防洪保护区及其重要目标 

依据堤防现状、沿河地形，划定防洪保护区。保护区包括高青县田镇街道、芦湖

街道、花沟镇、高城镇、唐坊镇，防洪保护面积 229.52km2，187 个村庄，保护人口

12.31 万人，保护耕地 21.38 万亩。 

高青县高城镇、淄博南岳水务有限公司、淄博南岳水务有限公司净化水站、山东

省（高青）台湾工业园以及沿河村庄百姓、公路、通讯设施，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金融等重点单位是重点保护对象。 

2.6  历史洪水 

2.6.1  历史洪水情况 

支脉河流域汛期雨量集中，又常以暴雨形式出现，由此产生的地表径流向河道汇

集，因地处平原，河道坡降小，干支流排水缓慢，极易发生涝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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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青县水利志记载：1964 年特大涝，全年降水量 1006.7mm，汛期 771.8mm，

7 月 27 日开始降雨，致使沟满濠平，平地水深 0.5m，庄家全部被淹，出门趟水。全

县 868 个自然村，64939 户，26 万人受灾。其中重灾人口达 21 万多人，粮食减产 2665

万公斤，棉花 265.5 万公斤。死亡 10 人，倒塌房屋 25513 间，受灾面积 68.7 万亩，

成灾面积 64.6 万亩，绝产面积 41 万亩。 

1966 年支脉河流域普降大雨，全流域总降水量 2.8 亿 m3，产生地面径流1.9亿m3。

支脉河宣泄不及，水位高出地面 1~1.5m，各支流排水受到顶托，中、下游发生漫溢，

71.5 万亩土地被淹，水围村庄 200 多个，倒塌房屋 7000 余间。 

1984 年，全年降水量 680.7mm，汛期降雨量 553.4mm。由于降雨集中，造成成

灾面积 89831 亩，其中良田 57810 亩，棉田 31800 亩，油料作物 7250 亩。减产三成

以上的 13200 亩，五成的 28301 亩，七成的 16660 亩，绝产的 21670 亩，减产粮食

700 万公斤，棉花 400 万公斤，花生 10 万公斤。受灾人口 46330 人，倒塌房屋 81 间，

死亡一人。 

2009 年 5 月 9 日~11 日，全县普降 50 年一遇的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184mm，最

大点赵店站 217mm，最大 24h 降雨量 215mm，是高青县自 1957 年有水文资料记载以

来历年同期最大一次降雨。据统计，该次降雨造成高青县 52440 公顷农田发生内涝，

绝产面积 11730 公顷，倒塌房屋 185 间，受灾人口 29.8 万，直接经济损失 2.7 亿元。 

2013 年，全县累计平均降雨 748mm，比多年同期多 29.6%。特别是 7 月份，连

续发生强降雨，7 月，全县平均降雨量为 484.9mm，其中最大降雨点田镇 535mm，最

小降雨点青城 424mm。受降雨影响，内涝严重，农田大面积积水，农作物出现严重

涝灾，全县 70 多万亩农作物全部受灾，其中成灾面积 56.4 万亩，绝产 43.7 万亩，造

成经济损失 5.2 亿元。经暴雨侵蚀倒塌土坯房 244 间，受损房屋 325 间，家庭财产损

失 333.7 万元。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295 万元，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

元。 

2018 年截至 5 月下旬，全县平均降水量为 178mm，较多年同期平均降水量

（80.1mm）偏高 120%。4 月 22 日五月下旬，全县出现五次中雨及以上降雨，平均

降水量为 151.9mm，远超多年同期，其中 4 月 22 日、5 月 15 日全县平均降水量分别

达到 47.4mm、43.6mm，最大雨点量为樊林 87mm，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其 8 月份受

台风“温比亚”影响，降雨量较大，流域内内涝严重。 

2019 年 8 月，受台风“利奇马”影响，高青县迎来持续性降雨。8 月 10 日 9 时至

http://baike.so.com/doc/2259043.html
http://baike.so.com/doc/5973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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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20 时，高青县平均降水 166mm，最大点田镇站 214mm，最小点木李站 106.5mm。

截止 8 月 11 日 20 时，高青县累计平均降雨量 243mm，最大点田镇站 316.5mm，最

小点木李站 157mm。截止 8 月 13 日 9 时，高青县累计平均降雨量达到 309mm。台风

“利奇马”期间，高青县部分村庄、社区、企业受淹，房屋出现倒塌。 

2.6.2  洪涝灾害分析 

支脉河流域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冬季寒冷干燥，降水稀少；夏季高温

与炎热，全年 60%以上的降水集中在汛期。加上支脉河位于平原区，比降缓、流速慢，

洪水过程多出现涨猛落缓的趋势，洪水持续时间 2~3d，其中涨水过程一般 5~10h，落

水历时较长一般 1~2d。 

支脉河自 1999 年统一治理后，2016 年底高青县水利局对境内支脉河明李桥下游

河段按 20 年一遇标准进行了治理。2018 年底高青县水利局对境内支脉河明李闸上游

河段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经过多年运行，加上黄河灌溉尾水入河、大部分河道及沟

渠实行灌排一体，河道及排沟比降较缓，造成河道淤积，缩短了洪水重现期。另外在

工程实施过程中，因资金短缺，沿线跨河建筑物及部分河段未达到设计标准，对河道

行洪造成影响。 

2.7  存在的问题及防汛抢险不利因素 

2.7.1  重点防御河段 

支脉河沿线分布多条支流和众多灌排沟，现状依然存在多个灌排沟口为敞开式，

沟口处支脉河堤防不连续，存在缺口。干流出现高水位时容易导致倒灌形成涝灾，同

时不利于防洪屏障，对两岸形成防洪威胁。重点防御河段统计表见表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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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高青县支脉河重点防御河段统计表 

序号 重点防御河段名称 存在问题 

1 西赵村重点防御河段 

岸坡迎流冲击，砂壤土抗冲刷、 

抗掏蚀能力差，岸坡易坍塌 

2 闫家村重点防御河段 

3 吉祥村重点防御河段 

4 花三村重点防御河段 

5 曹家村重点防御河段一 

6 曹家村重点防御河段二 

7 双柳村重点防御河段 

8 前池村重点防御河段 

9 明李村重点防御河段 

10 道口村重点防御河段 

11 蔡家村重点防御河段 

12 堤西里村重点防御河段 

2.7.2  防御薄弱环节 

一、河道堤防隐患  

支脉河为有堤防河道，沟口处支脉河堤防不连续，存在缺口，明李闸上游

段无贯通防汛道路。  

二、跨河建筑物隐患  

支脉河跨河工程主要有桥梁、渡槽等，现状除主要道路交通桥外，其余桥梁因建

设年代早、标准低，部分桥梁不满足河道行洪要求。支脉河共有阻水桥梁 7 座，阻水

渡槽 2 座。受当时经济条件限制，生产桥均为跨主河槽桥梁，两端滩地段为路基填筑，

河道行洪时，滩地段阻水。支脉河主要阻水建筑物见表 2.3-3。 

2.7.3  其他防洪安全问题及抢险不利因素 

支脉河为跨市级行政区域河道，防洪工程统一联合调度难度大 

支脉河高青段下游为博兴县，发生洪水时防洪工程统一联合调度难度大，易受下

游洪水顶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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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 

河道主要控制断面基本情况见章节 2.4。 

3.1  雨情水情监测 

高青县已建设县级预报预警平台与县级防汛会商平台，可以将监测系统和预报

预警系统统一到县级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防汛专网的互联互通。全县各个镇

（街道）均开展防汛计算机网络建设，使镇（街道）可以访问到县级洪涝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全县共有 28 处自动雨量站。 

支脉河流域内有姚家套站 1 座水文站，有 5 座水位站，为吉祥站、前营站、大

庄站、单集站、孟君寺站。 

1、各级水情部门必须保证 24 小时值班不断岗，值班人员要密切监视雨水情信

息，水文站出现特殊水情时要及时向各级防汛部门报送信息。 

2、流域内各水文站要密切关注强降雨时河道水情的变化，发生特殊雨情和水

情时，要在 15 分钟之内报当地县、镇政府。 

3、水文中心应密切监控辖区内遥测雨量信息，发现错误和奇异信息，立即核

实更正，及时上报市、县防汛部门，同时通知有关水文站。 

4、要密切监控辖区内的水文站、巡测站水情的变化。 

5、各级水文部门接收、报送的强降雨和特殊水情信息，务必做好全面记录，

包括接收人、报送人、时间、内容、方式等，作为备查依据。 

3.2  洪水预报 

洪水预报由各级水文部门负责。 

当预报站点达到洪水预报作业标准时，水文部门根据流域水情、雨情及降水预

报情况，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洪水进行预测预报，及时开展作业预报，按照规定组织

联合会商。及时将预报成果报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达到预警发布标准的，由各级

水文部门及时发布。 

预报发生警戒以上洪水，根据降雨情况，滚动预报，直至水情降落至一般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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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洪水水情预警信号依据洪水量级及其发展态势，由低至高分为三个等级，依次

用黄色、橙色、红色表示。支脉河各级洪水预警水位详见表 3.2-1。 

表 3.2-1                   支脉河预警级别划分表 

序号 控制点 黄色预警水位（m） 橙色预警水位（m） 红色预警水位（m） 

1 3#拦河闸 <9.73 9.73≤水位<10.23 ≥10.23 

2 明李闸 <8.69 8.69≤水位<10.09 ≥10.09 

3 丁庄闸 <5.97 5.97≤水位<7.31 ≥7.31 

4 姚家套水文站 <4.96 4.96≤水位<6.56 ≥6.56 

当河道达到预警水位或流量并预报继续上涨时，水利部门负责组织、监督、指

导洪水预警发布工作。水文部门负责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红色预警经同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由水文部门发布，各级预警报同级防汛指挥机构。应急部门按

照同级防汛指挥机构部署，组织指导有关方面提前落实抢险队伍、预置抢险物资、

视情开展巡查值守、做好应急抢险和人员转移准备。 

3.3  信息发布 

3.3.1  一般洪水的信息发布 

水利局将洪水信息即时通过传真、电话、公文系统（平台）等方式发送给防汛

指挥部办公室、河道管理单位、河道下游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等单位。预警信息采

取短信、网站、公众号等形式对公众进行即时发布。 

3.3.2  标准内洪水的信息发布 

水利局将洪水预报即时通过传真、电话、公文系统（平台）等方式发送给防汛

指挥部办公室、河道管理单位、河道下游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预警信息采取短信、

网站、公众号等形式对公众进行即时发布。 

3.3.3  超标洪水的信息发布 

发生超标洪水时，水利局将洪水预报即时通过短信、网站、公众号等方式发送

给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级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河道管理单位，河道下游有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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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乡镇、厂矿企业等有关部门。信息采取短信、网站、公众号等形式

对公众进行即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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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洪工程及拦河闸坝调度运用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局部服从整体、兴利服从防洪的原则，科学处理防

洪与兴利的关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规范、工程设计及工程安全状态，

严格按照批复的流域防洪调度方案、防御洪水方案、水资源分配方案等进行调度运

用。同时加强水库、河道拦河闸坝的联合调度。拦河闸、坝调度运用遵循统一指挥、

统一调度，分级分段负责，左右岸、上下游统筹兼顾，灌溉蓄水服从防洪需求，最

大限度地减轻洪涝灾害损失，确保县城和镇（街道）驻地排洪及河道的防洪安全，

沿河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支脉河沿线主要有拦河闸坝 7 座，包括传统拦河闸 6 座、液压翻板闸 1 座。拦

河闸汛期以泄洪排涝为主，闸门开启泄洪，入汛后水闸畅泄，确保水位不超过设计

洪水位，保证洪水下泄。支流入口闸视河道水位和支流水位情况随机调度，尽量满

足错锋下泄和防止洪水倒灌。 

表 4-1              高青县支脉河拦河闸坝工程管理单位调查表 

序号 桩号 
拦河闸坝名

称 
位置 管理单位 联系方式 

1 0+717 
支脉河 1#拦

河闸 
庆淄路下游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2 4+880 
支脉河 2#拦

河闸 
吉池沟入口下游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3 9+063 
支脉河 3#拦

河闸 
张官村桥下游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4 16+640 明李拦河闸 花沟镇明李村南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5 21+250 南岳水务闸 南岳桥东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6 30+418 丁庄拦河闸 高城镇丁庄村南 
高青县农业节水

灌溉服务中心 

周建波

13864360726 

7 34+980 
道旭渡液压

翻板闸 
姚套村南 

淄博市生态环境

局高青分局 

何哲

1855333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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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洪水分级与风险分析 

5.1  洪水分级 

根据河道的设计指标，将洪水等级划分为三级： 

1、一般洪水：河道洪水位低于警戒水位为一般洪水。 

2、标准内洪水：河道洪水高于警戒水位，但不高于保证水位，相应的防汛状态

为“警戒状态”。 

3、超标准洪水：河道洪水超过保证水位。按《防洪法》的规定，防汛进入“紧急

状态”。明李闸上游段河道以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作为超标准洪水，明李闸下游河段以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作为超标准洪水。 

结合支脉河河道调查情况，充分考虑河道沿线群众居住情况，确定支脉河防汛特

征水位、流量的控制性建筑物为 3#拦河闸、明李闸、丁庄闸、姚家套水文站。 

一般洪水： 

源头～3#拦河闸段：当 3#拦河闸闸前水位低于 9.73m 时上游发生一般洪水； 

3#拦河闸～明李闸段：当明李闸水位低于 8.69m 时上游发生一般洪水； 

明李闸～丁庄闸段：当丁庄闸水位低于 5.97m 时上游发生一般洪水； 

丁庄闸下游段：姚家套水文站水位低于 4.96m 时段发生一般洪水。 

现状标准内洪水： 

源头~3#拦河闸段：当 3#拦河闸闸前水位达到 9.73m 并持续上涨至 10.23m 时发

生现状标准内洪水； 

3#拦河闸～明李闸段：当明李闸水位达到 8.69m 并持续上涨至 10.09m 时发生现

状标准内洪水； 

明李闸～丁庄闸段：当丁庄闸水位达到 5.97m 并持续上涨至 7.31m 时发生现状标

准内洪水； 

丁庄闸下游段：当姚家套水文站水位达到 4.96m 并持续上涨至 6.56m 时发生现状

标准内洪水。 

超标准洪水： 

源头～3#拦河闸段：当 3#拦河闸闸前水位高于 10.23m 时上游发生超标准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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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拦河闸～明李闸段：当明李闸水位高于 10.09m 时上游发生超标准洪水； 

明李闸～丁庄闸段：当丁庄闸水位高于 7.31m 时上游发生超标准洪水； 

丁庄闸下游段：当姚家套水文站水位高于 6.56m 时发生超标准洪水。 

表 5.1-1                        支脉河洪水分级表         

序号 河段名称 一般洪水 现状标准内洪水 超标准洪水 

1 3#拦河闸闸前 <9.73 9.73≤水位<10.23 ≥10.23 

2 明李闸 <8.69 8.69≤水位<10.09 ≥10.09 

3 丁庄闸 <5.97 5.97≤水位<7.31 ≥7.31 

4 姚家套水文站 <4.96 4.96≤水位<6.56 ≥6.56 

5.2  一般洪水风险分析 

一、水情 

当发生一般洪水时，洪水主要通过主河槽下泄，河道不会发生大的险情。 

二、可能发生的险情 

发生一般洪水时，两岸地面高程均高于警戒水位，整体河道泄洪状况良好。可能

出现的险情是重点防御河段发生洪水时易冲毁岸坡。 

5.3  现状标准内洪水风险分析 

一、水情 

河道洪水高于警戒水位，但不高于保证水位，防汛进入“警戒状态”。在支流和支

沟入口处发生洪水倒灌，重点防御河段可能会发生滑坡、沉陷、裂缝渗水，甚至溃决

等险情；破损穿堤涵闸及排水沟可能会发生洪水倒灌甚至决口。 

二、可能发生的险情 

支流和支沟入口处发生洪水倒灌，重点防御河段可能会发生滑坡、沉陷、裂缝渗

水，甚至溃决等险情；破损穿堤涵闸及排水沟可能会发生洪水倒灌甚至决口成灾，低

洼处出现积水。 

5.4  超标洪水风险分析 

一、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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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河段控制断面超过保证水位，防汛进入“紧急状态”。河道满槽行洪，堤外大面

积积涝成灾，无法向河内排水，若防守不利可能支流发生洪水倒灌，或溃堤成灾。 

二、可能发生的险情 

1、全河段发生滩地行洪，部分堤段可能会发生滑坡、沉陷、裂缝渗水，甚至溃

决等险情；破损穿堤涵闸及排水沟可能会发生洪水倒灌甚至决口成灾。 

2、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沿河低洼区受灾，支流汇入口、渡槽、跨河生产桥、

闸坝处为薄弱段，可能出现险情；若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发生洪水漫滩、洪水倒灌，

危及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若防守不利，可能溃决成灾。 

3、阻水建筑物易形成壅水使洪水倒灌漫溢，影响正常泄洪。 

主要淹没范围 229.52km2，涉及花沟镇、田镇街道办、芦湖街道办、高城镇、唐

坊镇 5 个镇办（街道），共计 187 个村庄，12.31 万人，耕地 21.38 万亩。国道 233、

省道 238、滨莱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淄博南岳水务有限公司、高青得益乳业牧

场、高青县飞源化工有限公司等重要企业。 

花沟镇向黑里寨镇政府驻地和小清河大堤转移，田镇街道、芦湖街道、高城镇、

唐坊镇向小清河大堤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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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水处置 

6.1  一般洪水的处置 

警戒水位低于沿河地面高程，不会带来大的财产损失。主要由水利部门进行处理，

可采取以下防御措施： 

1、要严密监视汛情的变化，主动与当地水文、气象部门联系，并将汛情及时向

指挥部领导汇报，作好抗洪抢险应急准备。 

2、支脉河 1#~3#拦河闸、明李闸、南岳闸、丁庄闸、道旭渡液压翻板闸畅泄，

充分利用河道行洪；支流入口闸视河道水位和支流水位情况决定控制运用方式。 

3、加强支脉河的水位监控。 

4、对沿河危桥设置警示标志。 

5、对阻水的桥梁和渡槽加强监测和管理，提出禁止通行措施，要严密监视汛情

的变化并做好抢护准备，预置抢险物资及队伍，如洪水有继续上涨趋势，抢险队要进

行分段防守，抢筑子堤，防止洪水漫溢，确保一般洪水安全下泄。 

6.2  现状标准内洪水的处置 

防御措施主要是：由水利部门负责河道、闸坝保安全；桥梁等有关责任部门进行

防护，保障桥梁和行人安全；出现险情时上报应急管理部门。 

6.2.1  工程调度 

支脉河 1#~3#拦河闸、明李闸、南岳闸、丁庄闸、道旭渡液压翻板闸畅泄，确保

河道行洪通畅；支流入口闸视河道水位和支流水位情况决定控制运用方式，错峰排水、

防止倒灌。 

阻水桥梁编制汛期限制通行方案，提出禁止通行措施，要严密监视汛情的变化并

做好抢护准备，预置抢险物资及队伍，防汛队伍要进行分段防守，如洪水有继续上涨

趋势，及时抢筑子堤，防止洪水漫溢，确保现状标准内洪水安全下泄。 

6.2.2  风险处置 

1、阻水风险处置：清除阻水障碍物，确保行洪畅通。 

2、缺口风险处置：开展缺口堵复等工程措施。 



淄博市支脉河防御洪水方案 

27 

 

3、重点防御河段处置：预置抢险物资及队伍，做好抢险准备。阻水桥梁和渡槽

段及时抢筑子堤，防止洪水漫溢，确保现状标准内洪水安全下泄。 

如洪水有继续上涨趋势，防汛队伍做好抢险准备，加强重点防御河段的防守力量，

特别是入支沟入口处，发现倒灌，要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封堵并安装排水机械排除内涝。 

淄博南岳水务有限公司厂区段河道安排人员值守、预置抢险物资，及时抢筑子堤，

防止洪水漫溢，确保现状标准内洪水安全下泄。山东省（高青）台湾工业园结合工业

园防洪评价报告内的相关措施做好标准内洪水防御工作、人员转移和抢险措施，尽量

做到防止洪水漫溢，确保现状标准内洪水安全下泄。 

6.2.3  技术支撑 

1、组织领导 

（1）在县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下，各级防汛指挥机构进入抗洪紧急状态。 

（2）县防汛指挥机构 1h 内做出水情预报，拟定调度初步意见，供会商研究。 

（3）立即启用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由防洪专家组负责对水情预报、调度初步意

见进行分析研究，优化方案，写出正式书面报告，提报县防汛指挥决策使用。 

（4）组织召开紧急会商会议。 

2、物资供应 

相关河道管理部门负责水旱灾害防御物资的供应，仓库管理人员坚守岗位，按防

汛物资调用审批程序保证物料供应。当发生较大险情，需要调用群众和社会团体备料

时，由县防汛指挥机构负责筹集和运输。 

3、技术支撑 

市水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提供技术支撑，指导现场抢险工作；加强洪水预报预警

工作。 

6.3  超标准洪水的处置 

6.3.1  工程调度 

所有拦河闸坝开闸泄洪，防止重大险情，组织沿河可能淹没的村庄群众安全转移，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1、支脉河 1#~3#拦河闸、明李闸、南岳闸、丁庄闸、道旭渡液压翻板闸畅泄； 

2、支流入口闸视河道水位和支流水位情况相机调度，尽量满足错锋下泄和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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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倒灌； 

3、采取其他临时应急措施。 

6.3.2  风险处置 

1、组织指挥 

县防汛指挥机构依据《防洪法》规定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领导及主要成员单位

集体办公，县防汛指挥机构统一指挥，防洪专家支持系统启动，防汛队伍人员上岗到

位，包段负责人全部上堤指导堤防防守。 

阻水风险处置：清除阻水障碍物，确保行洪畅通。 

缺口风险处置：开展缺口堵复等工程措施。 

重点防御河段处置：预置抢险物资及队伍，做好抢险准备。 

抢筑子堤：做好重要防御河段和重点保护目标的防守。 

防汛队伍全部上堤防守，沿河镇（街道）要按照县防汛指挥机构批准的度汛预案

组织上堤抢险，防汛抢险物资要运送到重点防御河段。加强沟口、道口、穿堤管线、

涵闸、堤防薄弱堤段的防守力量，特别是入支脉河的沟口处，发现倒灌，要立即组织

人员进行封堵并安装排水机械排除内涝。 

2、工程措施 

加固村庄段和人口密集段的河道堤防，可以进行临时加高或加固；堤防不连续段

和阻水桥梁段河道抢筑子堤；淄博南岳水务公司、山东省（高青）台湾工业园段河道

采取抢筑子堤等临时加高或加固堤防的措施；拆除阻水严重的障碍物；发生倒灌时，

对无闸控制的支流进行封堵，有闸控制的支流关闭闸门，安装排水机械排除内涝；干

流水闸提闸，液压翻板闸提前倒伏；对危桥设置警示标志。 

3、加强巡查 

沿河道管理单位动态跟踪水位和险情发展变化，对河道堤防和重点保护目标进行

不间断巡视检查。 

4、物资供应 

相关河道管理部门负责水旱灾害防御物资的供应，仓库管理人员坚守岗位，按防

汛物资调用审批程序保证物料供应；群众和社会团体备料充足，照明、车辆、运输机

械及其他防洪抢险设备由县防汛指挥机构统一调度，确保物资供应。 

5、团结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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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防汛指挥机构各成员单位（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全力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工作。 

淄博南岳水务有限公司厂区段河道预置抢险物资及队伍，抢筑子堤，安排人员转

移，尽量最大努力减轻洪水造成的财产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山东省（高

青）台湾工业园结合工业园防洪评价报告内的相关措施做好超标准洪水防御工作、人

员转移和抢险措施，尽最大努力减轻洪水造成的财产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6.3.3  人员转移 

由县防指统一指挥进行人员转移。 

为保证沿河低洼地带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减轻洪水损失，遇超标准洪水或重大

险情，应在市防汛指挥机构的指挥下，按照群众安全转移方案和路线，有秩序地实施

群众迁移安置。有关乡镇分别负责辖区内的群众安全转移与安置工作。 

群众转移工作的原则是“就近避险、就近转移、就近安置”。一是就近避险，当遇

大洪水后，首先在临近的坚固房屋、楼房等处就地躲避洪水风险；二是按照防指安排

向相临村庄较高的地方进行集中转移；三是对于一些老、弱、病、残等需要就医的人

群，应按照防指安排，转移到相近的乡镇驻地或县城等医疗条件相对较高的地方。同

时，转移的同时，由各级政府组织的转移机构进行就地安置，以保障群众正常生活所

需。 

转移路线的制定按照“就近、就快”的原则。花沟镇支脉河左岸一部分村庄居民通

过庆淄路向黑里寨镇政府驻地转移，另一部分村庄居民通过唐北公路桥跨过支脉河沿

唐北公路（X028）向小清河大堤转移、花沟镇支脉河右岸的村庄居民通过交通道路

和地势较高的生产道路向小清河大堤转移；田镇街道支脉河左岸干二排以西的村庄居

民通过唐北公路桥跨过支脉河沿唐北公路（X028）向小清河大堤转移，田镇街道支

脉河左岸干二排以东的村庄居民通过高淄路桥跨过支脉河沿高淄路向小清河大堤转

移、田镇街道支脉河右岸的村庄居民通过交通道路和地势较高的生产道路向小清河大

堤转移；芦湖街道的村庄居民通过高淄路桥跨过支脉河沿高淄路向小清河大堤转移；

高城镇支脉河左岸滨莱高速以西的村庄居民通过高淄路桥跨过支脉河沿高淄路向小

清河大堤转移，高城镇支脉河左岸滨莱高速以东的村庄居民通过赵班公路桥跨过支脉

河沿赵班路向小清河大堤转移、高城镇支脉河右岸的村庄居民通过交通道路和地势较

高的生产道路向小清河大堤转移；唐坊镇村庄居民通过高淄路桥和赵班公路桥跨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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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河沿高淄路和赵班路向小清河大堤转移。详见附图 2 和附表 3。 

6.3.4  技术支撑 

1、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 

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根据河道抗洪抢险现场应急处置需要，临时成立在同级防

汛抗旱指挥部领导下的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现场紧急前线的指挥调度，并与

当地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相衔接。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由现场抗洪抢险的各级单位及负责

人组成。 

2、抢险队伍 

紧急抢险程序启动后，包河防汛安全责任人现场办公，防汛队伍全部上堤防守，

抢筑子堤，重点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防汛抢险物资要运送到重点防御河段。沿河及跨

河交通道路、桥梁严格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要在桥两头做临时挡水

围堰，尽量防止洪水漫溢。特别是重点防御河段、临河村镇、南岳水务有限公司、台

湾工业园段等，发现倒灌，要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封堵，并安装排水机械排除内涝。两

岸低洼地带居民视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发生超标准洪水时，河道洪水位超过现状河口，河道发生大面积漫溢，筑堤等措

施已不能有效阻止洪水破坏，只能采取转移、避免等措施，沿河村庄的群众和有关企

业单位需大量转移。 

3、物资供应 

相关河道管理部门负责防汛物料的供应，仓库管理人员坚守岗位，按防汛物资调

用审批程序保证物料供应；照明车辆、运输机械及其他防洪抢险设备由县防指统一调

度，确保物资供应。 

4、加强巡查 

河道管理单位动态跟踪水位和险情发展变化，对河道堤防和重点保护目标进行不

间断巡视检查。 

5、技术支撑 

市防汛指挥机构派出专家组，在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配合

救援。 

6.4  下游洪水顶托情况下的对策 

下游博兴境内发生洪水或其他原因导致支脉河下游洪水无法下泄。此时将造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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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洼区域洪水无法下泄，大面积内涝产生。 

一、可能出现的险情、淹没范围、重点防守河段及保护目标 

1、可能出现的险情 

全河段发生滩地行洪重点防御河段可能会发生滑坡、沉陷、裂缝渗水，甚至溃决

等险情；破损穿堤涵闸及排水沟可能会发生洪水倒灌甚至决口成灾。 

2、淹没范围 

淹没范围包括沿岸的花沟镇、田镇街道、芦湖街道、高城镇、唐坊镇的部分村庄、

学校、企业等。 

3、重点防守河段及保护目标 

重点防守沟口、道口、涵闸、堤防薄弱堤段。保护目标为花沟镇、田镇街道、高

城镇的镇府所在地；沿线村庄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沿线的学校、企业、金融、油

田等企事业单位及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 

二、防洪抢险的组织与实施 

由市防指协调滨州尽一切可能疏通滨州境内河道，确保洪水下泄。同时防御措施

参照超标准洪水进行防御和人员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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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巡查与险情处置 

7.1  工程巡查 

针对河道堤防及其附属建筑物防汛情况的检查包括河道巡堤查险与汛前、汛期和

汛后的防汛检查。 

7.1.1  河道巡堤查险原则 

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定期开展。由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巡查，

明确人员，确定巡查范围及重点部位。 

日常检查一般宜每周检查不少于 2 次；遇强降雨、较大洪水或特殊情况，明确加

派巡查人员、加密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  

巡查结束后，应及时记录整理，并签名归档。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复查，采取

必要措施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必要时会同科研、设计、施工单位作专题研究。 

7.1.2  巡查重点 

按照巡查有关制度及规范要求，重点对堤身、堤岸、防渗及排水设施、穿（跨）

堤建筑物、管理设施、生物防护工程、河势变化等进行巡查。 

堤身外观巡检：重点巡查堤顶、堤坡、堤脚、混凝土结构、砌石结构等。 

堤岸防护巡检：要根据坡式、坝式、墙式护岸等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巡查。要对

护脚进行重点巡查。 

防渗及排水设施巡险：重点对防渗保护层、排水沟进出口及排水导渗体或滤体进

行检查。 

穿（跨）堤建筑物巡检：重点对接合部位进行巡查，对穿（跨）堤建筑物机电设

备进行检查。 

管理设施巡检：重点对观测监测设施、交通设施、信息化设施等进行巡查。 

生物防护工程巡检：重点检查防浪、护堤林带有无老化和缺损，检查草皮护坡是

否冲刷、缺损。 

河势变化巡查：观察行洪时近岸段特别是弯道顶冲段河势有无较大变化，滩岸有

无坍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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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日常检查 

日常检查应对堤身、岸防护工程、防渗及排水设施、穿（跨）堤建筑物（管线）

及其与堤防接合部位、管理设施、防汛抢险设施等进行巡查。一般宜每周检查不少于

2 次；堤防工程的管理单位每月集中组织检查一次。险工险段及汛期或遇极端天气时

需根据需要增加检查频次。 

根据河道现状实际情况从下列项目和内容中选择河道已有的进行日常检查： 

1、堤身外观 

①堤顶：堤顶是否坚实平整，堤肩线是否顺直；有无凹陷、裂缝、残缺，相邻两

堤段之间有无错动；是否存在硬化堤顶与土堤或垫层脱离现象。 

②堤坡：是否平顺，有无雨淋沟、滑坡、裂缝、塌坑、洞穴，有无杂物垃圾堆放，

有无渗水；排水沟是否完好、顺畅，排水孔是否正常，渗漏水量有无变化等。 

③堤脚：有无淘刷、变形、坍塌等现象。 

④混凝土结构：有无溶蚀、侵蚀、冻害、裂缝、破损、老化等情况。 

⑤砌石结构：是否平整、完好、紧密，有无松动、塌陷、脱落、风化架空等情况。 

2、堤岸防护 

①坡式护岸：坡面是否平整、完好，砌体有无松动、塌陷、脱落、架空、垫层淘

刷等现象，护坡上有无杂草、杂树和杂物等。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坡变形缝和止水是否

正常完好，坡面是否发生局部侵蚀剥落、裂缝或破碎老化，排水孔是否正常。 

②墙式护岸：混凝土墙体相邻段有无错动、变形缝开合和止水是否正常，墙顶、

墙面有无裂缝、溶蚀，排水孔是否正常。浆砌石墙体变形缝内填料有无流失，坡面是

否发生侵蚀剥落、裂缝或破碎、老化，排水孔是否正常。 

③护脚：护脚体表面有无凹陷、坍塌，护脚平台及坡面是否平顺，护脚有无冲刷

松动、变形。 

④河势有无较大改变，滩岸有无坍塌。 

3、防渗及排水设施 

①防渗设施：保护层是否完整，有无损坏失效，渗漏水量和水质有无变化。 

②排水设施：排水沟进口处有无孔洞暗沟、沟身有无沉陷、断裂、接头漏水、阻

塞，出口有无冲坑悬空。排渗沟是否淤堵。排水导渗体或滤体有无淤塞现象。 

4、穿（跨）堤建筑物及其与堤防接合部 

①穿堤建筑物与堤防的接合是否紧密，是否有渗水、裂缝、坍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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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穿堤建筑物与土质堤防的接合部临水侧截水设施是否完好，背水侧反滤排水设

施、有无阻塞现象，穿堤建筑物变形缝有无错动、渗水、断裂。 

③跨堤建筑物支墩与堤防的接合部是否有不均匀沉陷、裂缝、空隙等。 

④上、下堤道路及其排水设施与堤防的接合部有无裂缝、沉陷、冲沟。 

⑤跨堤建筑物与堤顶之间的净空高度，能否满足堤顶交通、防汛抢险、管理维修

等方面的要求。 

⑥检查穿（跨）堤建筑物有无损坏，按照关规定对穿（跨）堤建筑物机电设备进

行检查。 

5、管理设施 

①观测、监测设施：各种观测、监测设施是否完好，能否正常使用。观测设施的

标志、盖锁、围栅或观测房是否丢失或损坏。观测设施及其周围有无动物巢穴。 

②交通设施：道路的路面是否平整、坚实，交通是否通畅。堤防工程道路上有无

打场、晒粮等现象。未硬化的堤顶道路有无交通卡口等管护措施。堤顶道路所设置的

安全、管理设施及标志是否完好。 

③信息化设施：信息化设备、电缆是否完好，是否存在破损、中断等现象；信息

化系统是否运行正常，监控图像是否存在缺失现象。  

④其他附属设施：堤防上的里程桩、界牌、界标、警示牌、护路杆等是否有丢失

或损坏。堤岸防护工程的标志牌和护栏有无损坏、丢失。堤防沿线的护堤屋（防汛哨

所）或管理房有无损坏、漏雨等情况。各类照明设施，供电线路、电气设备等是否完

好。防汛物资的储备及设备完好情况。  

6、管理、保护范围  

①护堤地、保护范围及历史出险点有无管涌、渗水等。  

②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内有无从事危害堤防工程安全、影响工程运行及水质的行

为及其它禁止性行为。  

7、生物防护工程  

①防护林带、护堤林带的树木有无老化和缺损现象；是否有人为破坏、病虫害及

缺水现象。  

②草皮护坡是否被雨水冲刷、缺损，人畜损坏或干枯坏死。  

③草皮护坡中是否有荆棘、杂草或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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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是在每年汛前、汛后。汛前检查宜 4 月底前完成，汛后检查宜 10 月底

前完成。  

根据河道现状实际情况从下列项目和内容中选择河道已有的进行定期检查：  

1、汛前检查，除日常检查内容外，重点对以下项目进行检查：  

①监测堤身断面及堤顶高程是否符合设计标准。  

②工程维修养护情况及整体度汛面貌；上年度汛后检查发现问题的维修、处置情

况；应急处置预案是否编制与报批；防汛值班、水文监测和应急管理人员及责任人落

实情况；防汛物资的储备情况与设备完好情况；防汛抢险队伍的落实情况，是否存在

影响工程安全的违章建筑、构筑物等。  

③当穿堤建筑物的底高程在堤防设计洪水位以下时，其为防洪所设置的闸门或阀

门是否能在防洪要求的时限内关闭，并能正常挡水，必要时进洞检查。  

2、汛后检查：应检查堤身、堤岸防护工程、交叉建筑物等损坏情况；堤脚冲刷

及防冲结构有无异常等情况；险情记录和洪水水印标记记录及处理记录；检查观测、

监测设施有无损坏。  

3、堤身内部检查应根据需要，采用人工探测、无损探测、钻探等方法，适时进

行各种堤身内部隐患探测，以检查堤身内有无白蚁等害堤动物危害、洞穴、裂缝、和

软弱层存在。 

7.1.2.3  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是在遭遇大洪水、地震、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和发生重大事故时，

堤防管理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专家和有关单位进行专项检查，编写专项

检查分析报告。必要时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共同检查。  

专项检查应包括下列检查项目和内容：  

1、事前检查：在大洪水、大暴雨、台风、风暴潮到来前，对防洪、防雨、防台

风、防风暴潮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堤防工程存在的问题及可能出险的部位进行检查，应

检查工程标准和坚固程度能否抗御大洪水、大暴雨、台风、风暴潮。  

2、事中检查：在经历大洪水、大暴雨、台风、风暴潮过程中，对堤防工程运行

状况进行检查。  

3、事后检查：应检查大洪水、大暴雨、台风、风暴潮、地震等工程非常运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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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及重大事故后，堤防工程及附属设施的损坏和防汛物料及设备动用情况，对水位

的观测记录情况。 

7.2  工情险情报告 

7.2.1  工情报告 

当河道出现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各级堤防、闸坝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

将堤防、闸坝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县水利局，由县水利局上报市水利局；出现保

证水位以上洪水时，由县水利局上报市水利局，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市防汛指

挥机构；发生洪水时，县防指应在每日 8 时前向市防指报告雨水情及工程出险情况和

防守情况。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每 2 小时报告一次雨、水情。其他汛情应随时上报。 

7.2.2  险情报告 

1、制定险情报告机制。由河道管理部门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同时水行政

主管部门向市防指汇报，报告内容应包含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当前状况、

拟采取的洪水调度方案和险情处置措施和拟调用的物资队伍等。 

2、当堤防、闸坝等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以及其它不可抗拒因素而

可能决口或预计发生溃堤时，当地市、县防汛指挥部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第一时间

向可能淹没的有关区域预警，向下游受威胁地区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向上级防汛指挥

机构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

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以利加强指导或作出进一步的抢险决策，快速提供抢

险物资和增派抢险队伍支援。 

7.3  险情处置 

7.3.1  先期处置 

1、河道管理单位发现险情，应按照“抢早、抢小”的原则，立即组织防汛队伍进

行应急处置，同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提请做好抢险物资队伍准备。 

2、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险情报告后，应立即派出专家组赶赴现场，同时视情调

度水利抢险队伍和抢险物资赴现场支援。 

3、当险情持续发展，水利部门抢险队伍或物资不能满足抢险需求时，应报告当

地防汛指挥部请求支援，并说明需要的抢险人员数量及物资种类与数量、到达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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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等。 

发生重大险情及超标准洪水险情处理程序：接到超标准洪水险情信息后，及时向

市防汛指挥机构进行汇报，市水利局、防汛专家以及相关责任部门组赶赴现场，协助

县防指做好人员转移。 

7.3.2  应急处置 

根据抗洪抢险工作需要，视情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指挥机构由指挥长、副指

挥长及必要的工作组构成。以下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视情组建： 

1、指挥长：全权负责现场抢险救灾工作。 

2、副指挥长：领导分管工作组紧急开展工作，完成指挥长指定的抢险灾任务。 

3、综合协调组：调度各工作组进展情况，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情况，及时传达

上级部门工作部署要求，协调解决现场有关问题等。 

4、雨水情测报组：及时准确掌握雨、水、汛情发展趋势，滚动开展监测预报预

警。 

5、工程抢险组：对险情发展进行研判，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及抢险人员、物资、

设备建议，按统一安排开展现场抢险。 

6、转移救济组：负责灾民的安全转移、生活安置和救灾工作。 

7、电力保障组：保障抢险现场及灾民安置现场的电力供应。 

8、通讯保障组：保障抢险现场有线、无线通讯的畅通。 

9、道路保障组：抢修水毁公路、桥梁，保障抗洪抢险道路交通畅通。 

10、物资保障组：负责调拨、征用、运输抢险物资和设备，负责外地支援物资接

收及协调工作。 

11、生活保障组：负责保障现场指挥部和抢险队餐饮住宿。 

12、治安保卫组：负责维护抢险现场秩序和治安工作。 

13、医疗卫生组：负责组织抗洪抢险现场及群众转移安置地点的卫生防疫和医疗

救护工作。 

14、经费保障组：负责抢险救灾物资等应急经费的筹集、拨付。 

15、宣传舆情组：负责发布有关雨情、水情、工情、灾情和救援信息；做好现场

新闻媒体服务管理工作；应对网络舆情等。 

16、纪律督察组：督促各项抢险救灾指令落实到位。对抗洪抢险中涌现出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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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和人物依法进行大力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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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善后处理 

8.1  洪水消退 

8.1.1  巡查 

在洪水消退过程中，高青县防汛指挥机构组织防汛队伍对支脉河堤防和工程继续

不放松巡视检查，防止堤防由于长时间浸泡发生工程险情。重点巡查堤防背水坡坡脚

有无沙土随渗水涌出地面、有无表面裂缝、有无渗水点；临水坡有无风浪冲刷淘空、

坍塌；穿堤建筑物与堤防结合部有无渗漏、裂缝、位移等。 

现场应急防汛指挥部主要领导、各工作组根据指令，可分批逐步撤离。 

8.1.2  继续加固出险工段 

高青县防汛指挥机构组织防汛队伍，对河道堤防和工程的出险段继续加固，保证

支脉河在洪水消退过程中的防洪安全。 

8.2  水毁修复 

支脉河汛情结束后，市、县防汛指挥机构和各成员单位应立即开展水毁调查，积

极争取资金，开展水毁工程修复。一是对影响当年防汛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尽快修复，

力争在下次汛情到来之前恢复主体功能；二是对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及防汛

专用通信设施，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其功能；三是对受灾地区所投保的水毁设施、

设备、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有保险公司及时进行核实、理赔。 

8.3  物资补充 

支脉河汛情结束后，市、县防汛指挥机构和各成员单位要根据防汛抢险物资的具

体消耗情况，及时进行补充、更新，以备后需。 

8.4  总结评估 

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有关单位应根据防汛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对河道堤防和工

程的汛后状况进行调查，对防汛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损失，以及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的应对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分析与评估，提出改进措施，形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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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与自评估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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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障措施 

9.1  物资保障 

1、物资储备 

市及区县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按防御超标洪水的需要，落实物资储备的种类与数

量，按照国家标准储备物资，并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

物资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储备的防汛物资，主要用于解决遭受严重洪水灾害地区防汛

抢险物资不足等问题，重点支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区防汛抢险救生物资的应急需要。

市级防汛物资储备主要为用于拦挡洪水、导渗堵漏、堵口复堤等抗洪抢险急需的抢险

物料，用于救助、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及抗洪抢险人员配用的救生器材，用于抢险施

工、查险排险的小型抢险机具。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市级储备的防汛物资品种和数量，结合本地抗洪抢险

的需要和具体情况确定。 

防汛物资仓库应建立并完善防汛物资、设备器材的登记、定期检查、核销、补充、 

维修保养、报告制度，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每年汛前要进行清仓查库，翻晒倒垛，

避免霉烂、损坏，汛前防汛检查组应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及其质量进行检查，检查人

员需签字确认，并将物资、设备储备情况报同级防汛指挥机构。 

2、调拨权限与程序 

市级防汛物资的调用，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需要直接调用，或各区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储存

单位下达调令。 

抗洪抢险结束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调用的防汛物资，由市财政负责安排专

项经费补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调用的，由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补充。 

当储备物资消耗过多或储存品种有限，不能满足抗洪抢险需要时，应及时启动生

产流程和生产能力储备，联系有资质的厂家紧急调运、生产所需物资，必要时可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5 年淄博市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情况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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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防汛队伍保障 

在汛前必须根据防汛工作有关规定组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专业与常备相结

合”的防汛抢险队伍。在适当的时机对防汛抢险队伍进行培训和演习，并配备必要的

交通运输和抢险的机具设备。根据需要，有条件乡镇要组建机动抢险队，并与当地驻

军密切联系，通报情况，实行军民联防。 

1、防汛队伍的职责 

防汛抗洪是全民全社会的事情，为了取得防汛抗洪斗争的胜利，除了发挥工程设

施的防汛能力外，根据区县防指提出的防御目标，结合工程现状，配备足够的防汛抢

险队伍，从人防上做好防御可能发生大洪水的准备。防汛抢险队伍要按照专业队伍与

群众队伍相结合、军民联防的原则组织，共同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防汛抢险队伍的职责是：巡堤查险、报险、除险、配合清障及时封堵病险涵闸等

穿堤建筑物、遇险情听从指挥及时投入抢险工作。 

2、防汛队伍的组成 

防汛队伍主要由常备队、专业队、后备队（部门）组成。 

1、常备队是防汛抗洪的技术骨干力量，也是防汛抢险的常备基本力量，主要由

市、区县水利部门、河道管理单位职工以及防汛成员单位抽调的防汛人员组成，应做

到思想、工具、料物、抢险技术四落实。常备队负责河道防汛日常工作、巡堤查险、

水工程调度等。 

2、专业队由各级水旱灾害防御队伍组成，配备必要的抢险设备和救援装备，承

担重大险情、决口抢护等应急支援任务。 

3、后备队由河道沿线各乡镇（街道）的群众或驻地企业职工组成。由所在区（县）

人民政府及其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根据险情发展需要，承担巡堤查险、

工程抢护、群众转移等一线防守任务。 

2025 年淄博市水旱灾害防御队伍见表附表 5。 

9.3  宣传、培训与演练 

1、宣传 

合理确定防御洪水方案的宣传内容、方式、各级组织实施单位和责任人，对河道

防御洪水方案定期进行宣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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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 

县防汛指挥机构负责辖区内水利工程及各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防汛

抢险技术人员和防汛机动抢险队骨干的培训。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考核严

格、分类指导，保证培训工作质量。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

与不定期相结合，每年汛前至少组织一次培训。部队的培训工作由部队根据需要统一

安排，市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定期对各级防汛队伍进行组织动员和技能培训，熟悉河道防御洪水方案，掌握常

见险情判断与处置技术、抢险器材使用方法等。建立健全汛期队伍快速集结和响应机

制。 

3、演练 

编制年度防汛抢险演练计划。演练分为桌面推演、抢险技术演练和综合演练，结

合河道实际情况，列明演练参加单位、演练方式、演练科目等，采用桌面推演、综合

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本河道防汛抢险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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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河流基本情况及防洪工程建设现状表 

管辖范

围 

社会经济情况 
 

河长 

（km） 

河道治理现状（公里、座） 

镇办 
村庄 

（个） 

人口 

（万

人） 

耕地 

（万

亩） 

已成堤（km） 
已砌

护堤

防 

重点防

御段数

量 全长 左岸 右岸 

高青县 5 187 12.31 21.38 36.5 71.4 35.7 35.7  12 

 

附表 2                      支脉河防汛预防级别划分表 

序号 控制点 黄色预警水位（m） 橙色预警水位（m） 红色预警水位（m） 

1 3#拦河闸 <9.73 9.73≤水位<10.23 ≥10.23 

2 明李闸 <8.69 8.69≤水位<10.09 ≥10.09 

3 丁庄闸 <5.97 5.97≤水位<7.31 ≥7.31 

4 姚家套水文站 <4.96 4.96≤水位<6.5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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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超标准洪水淹没区情况及人员撤离安置表  

洪水量级 乡镇 涉及村庄 转移地点 

超标准洪水 花沟镇 

田家村 

黑里寨政府驻地 

兴旺村 

沙窝村 

东赵村 

西赵村 

庄家村 

邱耿村 

付家村 

沟王村 

小庄村 

西张村 

东张村 

任马寨村 

花二村 

花一村 

花沟镇区 

花二村 

花三村 

花四北村 

花四南村 

龙虎庄 

小清河大堤 

段家庄 

肖胡家 

贾寨村 

榆林村 

双柳村 

胡官村 

新立村 

高旺村 

店西村 

店东村 

王旺庄村 

龙套村 

宋套村 

胡屋村 

东口一村 

东口二村 

西口村 

陈庄村 

曹家坡村 

杨庄村 

田官村 

大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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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超标准洪水淹没区情况及人员撤离安置表 

洪水量级 乡镇 涉及村庄 转移地点 

超标准洪水 

花沟镇 

张官村 

小清河大堤 

云集村 

曹家村 

老鸦赵村 

西寺村 

中寺村 

东寺村 

贾庄 

辛庄 

后石村 

前石村 

吕家 

后陈 

前陈 

王家寨 

龙桑树 

张朝 

小张家 

李黄庄 

芦家 

中十村 

东十村 

周家 

闫家 

郭坊村 

吉祥村 

杏行村 

田镇街道办 

马庄村 

小清河大堤 

尹家村 

乔家村 

湾头村 

邹家村 

崔西村 

三龙庄村 

崔东村 

正理庄村 

路家村 

谢仓村 

小高村 

前杨村 

后巩村 

姜家村 

郭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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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超标准洪水淹没区情况及人员撤离安置表 

洪水量级 乡镇 涉及村庄 转移地点 

超标准洪水 

田镇街道 

胡家村 

小清河大堤 

后池村 

前池村 

司家村 

冯郭村 

封王村 

前巩村 

徐董村 

芦湖街道办 
蔡家村 

丁家村 

高城镇 

陶家村 

小清河大堤 

赵王村 

北陈村 

花孙村 

夏庄村 

庙子村 

和平村 

东关村 

林场 

丁庄村 

东刘村 

道口村 

明理村 

袁家村 

保证村 

忠信村 

义和村 

庄头村 

拥护村 

程尔头村 

王家村 

蔡家村 

小套村 

耿家村 

程家村 

后营村 

前营村 

西刘村 

西张村 

陈尧村 

荆周村 

孟家村 

务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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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超标准洪水淹没区情况及人员撤离安置表 

洪水量级 乡镇 涉及村庄 转移地点 

超标准洪水 高城镇 

东张庄村 

小清河大堤 

纸坊村 

堤西里村 

范家村 

付家庄 

西关村 

高城镇区 

城北刘村 

北关村 

豆家村 

北门里村 

东门里村 

堤上刘村 

十里铺村 

安家村 

大王村 

信家村 

小河西村 

城北郭 

大蔡家 

小王庄 

李明安 

张庙村 

五里村 

赵路村 

邢王村 

闫家村 

西 吕 

东 吕 

后孙村 

前孙村 

马庄村 

刘家庄 

辛庄村 

周家庄 

沙西 

沙东 

英家庄 

石槽村 

蔡旺村 

西郭村 

河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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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3          超标准洪水淹没区情况及人员撤离安置表 

洪水量级 乡镇 涉及村庄 转移地点 

超标准洪水 唐坊镇 

寺前村 

小清河大堤 

魏寺村 

耿家村 

吕寨村 

谢家村 

荆官村 

西于村 

毛家村 

武西村 

武东村 

蔡家村 

郭家村 

元河村 

西高村 

洼里王村 

孙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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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5 年淄博市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情况表 

序

号 

区县 

（单位） 

规模 

（万元） 

编织袋

麻袋

（条） 

土工布

（膜）

（平方

米） 

桩木等

木材 

(立方米/

根） 

沙子砂石

料（方） 

铅丝铁丝 

（千克） 

电缆线 

(米) 

柄类简

易器械

(套) 

排水设

备（台

套） 

照明灯

具（台

套） 

发电设

备 

（台/

千瓦） 

舟艇 

（艘

） 

救生衣

（件） 

救生圈

（个） 

雨具

（套） 
其他 储备地点 主管部门 联系人 

1 市级 261.6  252980 53100   380 5120   728 52 14 6 2 3597   370 

铅丝笼 700 个、

彩条布 2100 平

方米、一体式移

动应急抢险处置

单元 3 个 

淄博市水旱灾

害防御仓库  

地址：周村区

周隆路 7298 号

恒业物流园

内。 

淄博市水

利局 

张长征
13002714517 

2 张店区 11.00  25500 3800 4.52 2600.00 200 1000 100 12 25 3 3 60 10 20   

孝妇河湿地公

园 5 米气盾闸

物资仓库/傅家

镇金马村协议

号料储备点 

张店区水

利局 

张纪东
13561607909 

3 淄川区 300.0  100000 30000 20 31400.00 10 1000 2000   120 15   50 20 200   

淄川区水利局

仓库（城里大

街 503 号）/协

议号料储备点

（小赵村、凤

凰村东、公义

木材市场、胶

王路桥东 100

米等） 

淄川区水

利局 

孙天
18560338279 

4 博山区 262.0  103000 13000 23.8 2000.00 3000 3000 525 1 522 20 2 455 190 1230   
石马水库防御

物资储备仓库 

博山区水

利局 

王双喜
18553372876 

5 周村区 104.0  20000 2000   4.00  600   470 10 4   2 25 4 49   
周村区机场路

385 号 

周村区水

利局 

郭军
13468411415 

6 临淄区 8.4  10000           60 13 53 2 1 23   71 

救援抛绳器 2

个、安全绳 10

根、帐篷 2 个、

喊话器 9 个、五

金工具 2 盒、吨

包 200 个 

临淄区水利局

防御物资储备

仓库 

临淄区水

利局 

刘敬林
13964311478 

7 桓台县 1000.0  398000 30000 1000 600.00        55 16 3 15 1800 100 1500   

桓台县荆家镇

水务站、桓台

县小清河管理

所 

桓台县水

利局 

刘佳
15753373559 

8 高青县 230.0  9900 3000 400   6900 100 120   1 1 1 94 4   挖掘机 3 台 

高青县芦湖街

道东朱村(大芦

湖驻地） 

高青县水

利局 

张金辉
18053347075 

9 沂源县 30.0  120000 1500     150 100 90 7 22 8   20 40 20 

吸水膨胀袋 398

条，救生抛投器

6 套 

沂源县胜利路

9 号 

沂源县水

利局 

史新雷
1876437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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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县 

（单位） 

规模 

（万元） 

编织袋

麻袋

（条） 

土工布

（膜）

（平方

米） 

桩木等

木材 

(立方米/

根） 

沙子砂石

料（方） 

铅丝铁丝 

（千克） 

电缆线 

(米) 

柄类简

易器械

(套) 

排水设

备（台

套） 

照明灯

具（台

套） 

发电设

备 

（台/

千瓦） 

舟艇 

（艘

） 

救生衣

（件） 

救生圈

（个） 

雨具

（套） 
其他 储备地点 主管部门 联系人 

10 高新区 

6.2 17000 1900 3 1000 4000 0 310 0 39 0 0 38 3 131   
高新区北路 9

号 

高新区建

设局 

耿新升
13589574629 

30 5000 2130 0 1000 60 500 0 2 57 5 2 80 0 386 

抢险救援车 5

辆、通讯保障车

2 辆 

彩虹路中转站 
聂洪海

13324110522 

11 
文昌湖区 

萌山水库 
119.0  30000 8450.4 533 867.80  11.1 2728 533 46 121 1 3 250 0 457 

卫星电话 2 部、

华平无线单兵

（4G 单兵）设备

1 部、手持喊话

器 4 个 

萌山水库管理

中心 

萌山水库

管理中心 

郭宗涛
13220678392 

12 经开区 7.5  600 10   50.00  20 40     15 4   80 10 80 卫星电话 2 部 
应急局物资储

备库 

经开区应

急局 

杨栋梁
18553305419 

13 太河水库 297.7  89470 11600 42 8665.00  3164.35 2148 490   114 7 2 2750 30 344   
太河水库防汛

物资储备仓库 

市太河水

库管理中

心 

庞春雨 

15608183665 

14 田庄水库 93.9  20000 8000 3 3518.02  2208.5 655 201   38 6 2 258 20 100   
田庄水库防汛

物资储备仓库 

沂源县田

庄水库综

合服务中

心 

张贵亮
13573320109 

15 红旗水库 32.0  23000 3000 3 865.00  3000 400 150   20 1 1 50 20 100   
红旗水库防汛

物资储备仓库 

沂源县水

利局 

翟哲
13953347687 

16 新城水库 40 20000 4000 6 2000 200 120 175 2 40 2 1 100 6 120 石笼网 100 套 
新城水库防汛

物资储备仓库 

淄博市引

黄供水有

限公司 

李栋
15866295858 

18 市河湖长 

25.0              28   12 1 3 50   30 

救援绳 15 根、机

动三轮车一辆、

卫星电话 3 台 

孝妇河湿地公

园 淄博市河

湖长制保

障服务中

心 

金恒宇
18766900520 

1.5  1000       150   25   20 1   30     

独轮人力小推车

2 辆，麻绳 100

米，钢管（2 米

每根）40 根 

分洪闸院内 
李军

13805331946 

19 总计 2859.76  1245450 175490 2009.32 54949.82 23673.95 11791 6005 200 1253 86 40 9810 457 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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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5 年淄博市水旱灾害防御队伍 

序号 区县 单位 队长 
队伍联

系人 

队伍人

数 

队伍支

数 
队伍主管部门 队伍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1 张店区 张店区水利局 李辉 范鲁军 40 1 张店区水利局 张店区水利局 
范鲁军       

15206678965 

2 

淄川区 

淄博市城际救援总队 束小刚 束小刚 150 1 淄川区应急局 淄博市城际救援总队 
束小刚

13905335819 

3 淄川蓝天救援队 王雷 王雷 132 1 淄川区应急局 淄川蓝天救援队 
王雷

13969358544 

4 

博山区 

池上镇防汛应急抢险队 铉律 李泳钢 30 1 池上镇 池上镇 
李泳钢

13053393553 

5 八陡镇机关防汛应急小分队 张君琪 刘聪聪 51 1 八陡镇 八陡镇 
刘聪聪

18615124097 

6 八陡镇基干民兵防汛应急排 张高瑞 张高瑞 30 1 八陡镇 八陡镇 
张高瑞

18560257796 

7 白塔镇防汛抗旱救援队 谢宜建 翟昌德 60 1 白塔镇 白塔镇 
翟昌德

13583398766 

8 城东街道防汛抗旱应急分队 许乐意 聂刚 58 1 城东街道 城东街道 
聂刚

13675331355 

9 石马镇人民政府 马勇 吕金霞 20 1 石马镇 石马镇 
吕金霞

13881022656 

10 山头街道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队 刘持久 刘持久 30 1 山头街道 山头街道 
刘持久

18053311479 

11 
博山镇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救援

队 
黄明文 孙庆飞 48 1 博山镇 博山镇 

黄明文
18560998212 

12 城西街道防汛抗旱应急队伍 曲欣 梁韬 40 1 城西街道 城西街道 
梁韬

1761568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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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单位 队长 
队伍联

系人 

队伍人

数 

队伍支

数 
队伍主管部门 队伍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13 

博山区 

源泉镇防汛抢险队 李晓剑 吕海峰 40 1 源泉镇 源泉镇 
吕海峰

15553349222 

14 域城镇应急救援队伍 赵凯 王玉荣 70 1 域城镇 域城镇 
王玉荣

13646442342 

15 博山区博晟环卫有限公司 丰新鹏 丰新鹏 15 1 域城镇 域城镇 
丰新鹏

13515334448 

16 石门景区应急队伍 于云龙 周庆和 15 1 域城镇 域城镇 
周庆和

15269673158 

17 区消防大队 王千凯 王千凯 45 1 
博山区消防救援

大队 
博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王千凯
13355288852 

18 八陡森林消防 张文磊 张文磊 50 1 
博山区森林消防

队 
博山区森林消防队 

张文磊
13723997121 

19 武警博山中队救援队 赵辰 赵辰 20 1 武警博山中队 武警博山中队 
赵辰

18753339233 

20 民兵应急排 焦挺 焦挺 20 1 武装部 武装部 
焦挺

15589303656 

21 

周村区 

红狼应急救援队 鲍新征 鲍新征 30 1 
周村区应急管理

局 
站北路市政公司院内 

鲍新征
18953363388 

22 周村区阳光救援队 郑传恒 郑传恒 80 1 
周村区应急管理

局 
电厂路西首 

郑传恒
13964335111 

23 临淄区 临淄区水利局 刘晓兵 刘敬林 45 1 临淄区水利局 临淄区水利局 
刘敬林

13964311478 

24 

桓台县 

山东省桓台水利建筑安装工程

总公司  
刘文 崔若亮 32 1 桓台县水利局 

山东省桓台水利建筑

安装工程总公司  

崔若亮
13573386888 

25 桓台县万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崔智 崔智 30 1 桓台县水利局 
桓台县万泉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 

崔智
1380643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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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县 单位 队长 
队伍联

系人 

队伍人

数 

队伍支

数 
队伍主管部门 队伍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26 高青县 高青县水利局 韩本顺 韩本顺 60 1 高青县水利局 高青县水利局 
韩本顺

13573305855 

27 沂源县 沂源县水利局 徐凤伟 史新雷 25 1 沂源县水利局 沂源县水利局 
徐凤伟

15866323555   

29 高新区 
淄博中环洁城市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 
聂洪海 聂洪海 40 1 高新区建设局 

淄博中环洁城市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 

聂洪海
13324110522 

30 

文昌湖

区萌山

水库 

淄博市萌山水库防汛常备队 尹斌 王胤韬 43 1 
淄博市萌山水库

管理中心 

淄博市萌山水库管理

中心 

王胤韬
17605339461 

31 

经开区 

傅家镇应急排 盛洪伟 盛洪伟 20 1 傅家镇 傅家镇 
盛洪伟

19805336898 

32 南定镇应急排 许建法 许建法 30 1 南定镇 南定镇 
许建法

18253306591 

33 沣水镇应急排 孟令跃 孟令跃 30 1 沣水镇 沣水镇 
孟令跃

13665332003 

34 红狼救援队 于孔军 于孔军 30 1 经开区应急局 红狼救援队 
于孔军

15550319999 

35 
太河水

库 
淄博市太河水库管理中心 吕丕家 焦玉梁 57 1 

市太河水库管理

中心 

淄博市太河水库管理

中心 

焦玉梁
18560993657 

36 
田庄水

库 
沂源县田庄水库综合服务中心 刘本志 刘本志 57 1 沂源县水利局 

沂源县田庄水库综合

服务中心                                      

刘本志
13589510296 

37 
红旗水

库 
红旗水库 郭传祥 秦立刚 325 1 燕崖镇人民政府 

峪林村、石板村、刘庄

村 

秦立刚
13723990637 

38 
新城水

库 
新城水库 李振 李振 165 1 

淄博市水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市水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李振
18615108211 

总计         206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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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支脉河防御洪水方案 

评审意见 

2025 年 4月 25日，淄博市水利局组织召开《淄博市支脉河

防御洪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淄

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心、高青县水利局、淄博市水利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名单附后）。会前专

家提前审阅了《方案》，会上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讨论，

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支脉河是淄博市骨干河道之一，编制防御洪水方案，

保障河道防洪安全是必要的。《方案》参照《山东省大型河道防

御洪水方案编制大纲（修订稿）》（山东省水利厅，2025年 3 月）

编制是可行的。 

二、《方案》根据工程现状，提出的洪水分级、风险分析与

处置措施，工程巡查与险情处置、现场应急组织机构，善后处

理、保障措施等基本可行。 

三、意见和建议 

1.完善雨水情监测预警预报措施； 

2.补充拦河闸坝调度运用有关情况； 

3.完善超标准洪水量级选择及相应风险分析、处置措施； 

4.完善附图附表。 

                  专家组 

                                 2025 年 4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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