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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说明 

 

当黄石市大冶湖发生超标准洪水、预报洪水位将超过保证

水位 20.5m 时启动本预案，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大冶湖流

域受影响区进入防汛紧急期。黄石市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要以防汛抢险工作为中心，指挥长坐镇指挥，相关责任人要及

时进岗到位，全力以赴投身防汛抢险。根据防汛抢险需要，防汛

指挥部有权调动一切力量，调用一切资源，采取包括水上、陆地

交通管制等在内的各种管控措施，科学调度洪水工程，科学调

（分）蓄和宣泄洪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基础设施安

全，尽量减轻灾害损失。 

任何单位、个人都必须服从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不得阻扰

防汛人员执行指挥部的调度指令，不得拒绝、延缓执行水工程的

调度指令。 

本报告高程系统为冻结基面，冻结基面-1.948m=黄海（韦源

口站），特殊注明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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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大冶湖流域发生超标准洪水时的应急管理体制

和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处置应急事件工作职责，做好防汛抢

险应急处理，提高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调度和处置能力，保障

大冶湖流域抢险救灾工作及时高效有序进行，及时组织人员转移

安置，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确保重点区域安全，确保重要基础设

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保

障大冶湖流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编制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月 2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第三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修订）》（2017 年修订，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实施）； 

（5）《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2012 年 10 月 1 日，湖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实施）。 

1.2.2 相关材料及技术报告 

（1）《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务院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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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石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黄石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5 月）；  

（3）《大冶湖水利枢纽工程调度及湖泊控制运用方案》（黄

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4）《大冶市防洪预案》（大冶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6 月）；  

（5）《黄石市大冶湖水利综合治理规划》（湖北省水利水

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2012 年 5 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黄石市大冶湖发生超标准洪水（预报大冶湖水

位将超过保证水位 20.50m）时的应急防御和应急抢险、排险和

分洪调度处理工作。当黄石市大冶湖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重点保

护对象为大冶湖围堤以及大冶湖闸站的防洪安全，力保大冶市城

区、黄金山开发区、园博园核心区以及主要交通大棋路、黄阳公

路等重要设施的安全。 

1.4 防御原则 

（1）生命至上。超标准洪水防御应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中心，

各项应对措施须从最不利处着眼，留有冗余。 

（2）确保重点。做好大冶湖超标准洪水应急事件的防范工

作，重点保护大冶市城区、黄金山开发区、园博园核心区和重要

基础设施安全。 

（3）尽量减轻灾害损失。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洪水

调度坚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上下游兼顾、左右岸协调，局部

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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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况 

 

2.1 流域概况 

2.1.1 自然地理 

大冶湖主港发源于鄂南幕阜山北麓，属长江中下游南岸的一

级支流，流经大冶市 6个乡镇，在大冶市区注入大冶湖。大冶湖

出口经 12.1km 的长港和大冶湖水利枢纽，于阳新县韦源口汇入

长江，流域面积为 1106km
2
。 

大冶湖位于流域中部下游，是由河流发展而成的沉降湖。地

理位置东经 115°02′～115°11′，北纬 30°04′～30°08′，由三里七湖、

尹家湖、红星湖、五湖和大冶湖组成。现状主要功能有防洪调蓄、

农业灌溉、生态养殖、工业取水、航运及城区景观娱乐等。湖泊

呈不规则长型，东西走向，东西长 40km，南北宽1～3km，岸线长

约 240km。湖底最低高程 11m，平均水深 1.92m。 

大冶湖调蓄容量大，是流域下游的重要调蓄湖泊。湖泊水位

有急涨缓落的特征，并且随季节变化较明显。湖泊多年平均水位

为 16.96m，最高水位常出现在每年的 7～8月份，最低水位出现

在 12 月至翌年的 2 月份。出现的最高水位为 21.62m（1998 年），

最低水位为 14.04m（1979 年）。大冶湖逐月平均水位见表 2.1-1。 

表 2.1-1             大冶湖逐月平均水位表（磊山站）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

均 

水位（m） 15.95 15.98 16.1 16.27 16.74 17.33 18.14 18.25 18.22 17.76 16.7 16.0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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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湖支流众多，湖周有长流港、栖儒港、杨羹港、三里七

港、罗家桥港、大箕铺港等 40 条河流汇入湖泊。 

上游主港长流港为干流，发源于幕阜山北麓，集水面积

454.8km
2
，河长 42.3km，平均坡降 0.6%。 

栖儒港发源于大冶市的太婆尖，集水面积 111.4km
2
，全长

21km，平均坡降 2.3%。 

杨羹港集水面积 80.4km
2
，全长 19.6km，平均坡降 2.9%。 

三里七港集水面积 81.3km
2
，全长 18.9km，平均坡降 3.1%。 

罗家桥港集水面积 30.3km
2
，河长 13km，平均坡降 4.7%。 

柏树咀港集水面积 7.9km
2
，河长 3.8km，平均坡降 6.1%。 

四棵树港集水面积 8.5km
2
，河长 4.1km，平均坡降 5.8%。 

大箕铺港集水面积 171.4km
2
，河长 28.1km，平均坡降 1.8%。 

下堰湖港集水面积 14.2km
2
，河长 4.9km，平均坡降 5.1%。 

2.1.2 社会经济 

大冶湖流域范围涉及黄石市 3个区（下陆区、开发区·铁山

区和西塞山区）部分区域；黄石市开发区·铁山区所属托管的汪

仁镇、金山街道、太子镇、大王镇、章山街办等；大冶市 3个街

道办（东岳路街道办、金湖街道办、罗家桥街道办）全部，8 个

乡镇（陈贵镇、大箕铺镇全部，以及金山店镇、灵乡镇、还地桥

镇、刘仁八镇、殷祖镇、茗山乡部分地区）；还涉及新港园区韦

源口镇、金海管理区和阳新县白沙镇部分地区。 

2019 年末流域总人口为 122.4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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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农村人口 47.39 万人，城镇化率为 61.3%。 

根据 2019 年调查，大冶湖周边现存的主要圩垸有 28 处，圩

垸内耕地面积 7.5 万亩，人口 16.2 万人，2019 年工农业总产值

29.64 亿元。 

2.2 洪水特性及洪涝灾害 

2.2.1 洪水特性 

大冶湖流域以暴雨洪水为主，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439mm，

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4-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5.3%，其中6月份

最大，多年平均月雨量234mm。由于暴雨集中，汇流时间短，造

成洪水峰高量大，峰型集中，再加上与外江水位遭遇恶劣，致使

流域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2.2.2 历史洪涝灾害 

自 1973 年以来，大冶湖发生大的洪水年份主要有 1980、

1983、1986、1996、1998、1999、2010、2016 年等，特别是 1983、

1998、1999、2010 年、2016 年的暴雨洪水，造成了大冶湖区内

的阳新县、大冶市及西塞山区巨大的经济损失。 

1998 年 7月 21 日，一日降水量达 126.6mm，三日暴雨

266.9mm，十五日暴雨 582.5mm，造成湖堤决口或漫堤，致使大

冶湖 17 万亩农田全部被淹，历史罕见，造成湖区内的工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和威胁。 

2010年7月8日至22日，日最大降水量大冶站达到115.5mm，

流域 15 日面雨量接近 400mm，7月 22 日大冶湖韦源口站水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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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 20.54m，超过保证水位，白泥泉湖、太白湖等 10 处民垸

堤防漫溃，开发区·铁山区磊山湖和兴隆咀民垸堤出现滑坡等险

情。 

2016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黄石遭遇连续强降雨，6 月

28 日降雨量为 80.2mm，7 月 1 日降雨量为 72.2mm，7 月 2 日降

雨量为 102.3mm，7 月 4 日降雨量最大为 115.7mm。大冶湖水位

在短短 8 天从 17.24m 涨到 20.89m，全线超过保证水位，大冶湖

周边圩垸汛情告急。7 月 5日晚 10 时 20 分，水位 20.95 米，超

出保证水位 0.39 米，林家湖东截西渠出现 10 多米的溃口。黄石

经济技术发开区经济损失惨重。2016 年大冶湖连续七日降雨量

为 397.3mm，连续十五日降雨量为 543.7mm，连续三十日降雨量

为 694.4mm。 

2.3 防洪工程体系 

大冶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是由大冶湖围堤、大冶湖出口大冶

湖闸、外排大冶湖泵站和大冶湖二站、湖周边的分洪民垸及水库

等共同组成。 

2.3.1 大冶湖围堤 

大冶湖围堤主要由大冶湖周边的重点保护民垸围堤组成，包

括大冶市城区堤、兴隆咀围堤、园博园核心区围堤、熊家洲围堤、

三里七湖南堤、三里七湖北堤、赵保湖围堤、春湖垸围堤、冷水

湖堤共9段，全长约32.5km。 

目前大冶湖围堤中大冶市城区堤防已达50年一遇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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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其中东堤堤长2.6km，西堤堤长1.5km，堤顶高程23.50 m，

堤顶宽4.0m，内外边坡1:3.0。 

园博园核心区堤防位于大冶湖北岸，作为黄石市生态新区核

心区的保护要求，已按50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进行达标建设。加

固堤防总长8.676km。春湖、熊家洲及兴隆咀堤防堤顶高程都已

加固到22.5m，其中春湖和熊家洲堤防已达标。 

其余重点保护民垸堤防，堤顶高程在20.0~22.0m之间，堤面

宽一般2～4m，尚未进行加高加固。 

2.3.2 涵闸及泵站 

1、四顾闸 

大冶湖于 1902 年建成了较早的四顾闸，承担大冶湖的排水

任务，该闸为 3孔拱涵，闸宽 8.27m，设计排水流量 50m
3
/s。四

顾闸由于建设年代早，建设标准低，于 1996～1998 年重建，改

建成船闸兼排水闸，为 1 孔×9m（宽）×13.5m（高），设计排水

流量 137m
3
/s。 

2、大冶湖大闸 

大冶湖闸位于四顾山北麓东侧的龟头墩上，为 4孔×6m（宽）

×6m（高），闸底高程 12.5m，闸顶高程 26.5m，承担大冶湖的

排水任务，设计最大排水流量 300m
3
/s。1999 年新建了防洪墙，

防洪墙顶高程为 28.5m。 

3、大冶湖泵站 

大冶湖泵站始建于 1971 年，1973 年投入运行。位于阳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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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源口镇，是配合大冶湖闸和四顾闸以提排为主的大型流域性排

涝泵站，装机 6×1600kw，设计排水流量 120m
3
/s，最大排水流量

可达 180m
3
/s，2009 年完成了更新改造。 

4、大冶湖二站 

2016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冶湖外排能力，新建了大冶湖二

站工程，新增两台机组，装机2×1600kw，设计流量40m3/s。 

2.3.3 分洪民垸 

大冶湖圩垸内耕地面积 10.8 万亩。其中阳新县污泥湖于

1998 年溃口后至今未封堵，已退垸还湖。大冶湖主要圩垸情况

见附表 1。 

2.3.4 水库 

大冶湖流域内中型水库有 3座，即阳新县的小青山水库和大

冶市的杨桥、九眼桥水库。 

1、杨桥水库 

杨桥水库位于茗山乡杨桥村，距大冶市区 30km，承雨面积

17.5km
2
，总库容 1476 万 m

3
，兴利库容 1150 万 m

3
。防洪标准按

百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校核。正常蓄水位 54.9m，设计洪水

56.20m，校核洪水位 56.70m，坝顶高程 57.6m，最大坝高 17.7m，

坝顶宽 8m，最大下泄流量 294m
3
/s。正常溢洪道型式为开敞式宽

顶堰，堰顶高程为 54.9m，堰顶净宽 71.0m。2011 年水库完成除

险加固并投入使用。 

2、九眼桥水库 



 —78— 

九眼桥水库位于陈贵镇境内，承雨面积55.3km
2
，总库容1345

万 m
3
，兴利库容 280 万 m

3
，调洪库容 980 万 m

3
。防洪标准按百年

一遇设计，千年一遇校核。正常蓄水位 35.3m，设计洪水位

39.10m，校核洪水位 40.20m，坝顶高程 42.3m，最大坝高 14.2m，

坝顶宽 7.2m，最大下泄流量 412m
3
/s。正常溢洪道型式为开敞式

宽顶堰复式断面，堰顶高程为 36.4m 和 35.3m，堰顶净宽 56m 和

11m。2011 年水库完成除险加固并投入使用。 

3、小青山水库 

小青山水库位于阳新县白沙镇青山村，大冶湖支流青山河

上。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库。承雨面积 14 km
2
，总库容

1087 万 m
3
。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校核。正常蓄

水位 144.0m，设计洪水位 145.5m，校核洪水位 147.0m，坝顶高

程 42.3m，最大坝高 14.2m，坝顶宽 7.2m，最大下泄流量 330m
3
/s。

泄洪洞型式为有闸门控制的圆形有压涵管，断面尺寸直径为 3m，

进口底高程为 1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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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水调度 

 

3.1 设计洪水 

大冶湖洪水来自于暴雨，一般 15～30 日暴雨是造成湖区成

灾的主要原因。 

大冶湖二十年一遇十五日降雨量 530mm，三十日降雨量

678mm，相应十五日洪量为 3.69 亿 m
3
，相应三十日洪量为 5.04

亿 m
3
； 

五十年一遇十五日降雨量 641mm，三十日降雨量 804mm，相

应十五日洪量为 4.52 亿 m
3
，相应三十日洪量为 6.15 亿 m

3
； 

百年一遇十五日降雨量 725mm，三十日降雨量 898mm，相应

十五日洪量为 5.15 亿 m
3
，相应三十日洪量为 6.98 亿 m

3
。 

 

表 3.1-1 

大冶湖洪水成果表 

重现期 2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 

十五日降雨量（mm） 530 641 725 

三十日降雨量（mm） 678 804 898 

十五日洪量（亿 m
3
） 3.69 4.52 5.15 

三十日洪量（亿 m
3
） 5.04 6.15 6.98 

3.2 现状防洪能力分析  

大冶湖流域现状围堤可基本防御10年一遇洪水，尚未全面提

升至20年一遇。待大冶湖重点保护民垸围堤工程全面达标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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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湖整体防洪能力可达到20年一遇，局部堤段可达到50年一遇。 

大冶湖外排泵站，共8台机组，外排能力合计达到了160 m
3
/s。 

因此，大冶湖设计标准以内洪水为 20 年一遇洪水，超标准

洪水为 20 年一遇以上洪水。 

3.3 洪水调度 

3.3.1 调度原则 

本次洪水调度按现状大冶湖围堤防洪能力和新的水情、工情

资料等进行超标准洪水调度。 

（1）坚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上下游兼顾、左右岸协调，

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2）大冶湖汛期起排水位为17.8m，保证水位为20.5m，即

作为二十年一遇洪水设计控制水位；五十年一遇洪水争取控制水

位为21.5m。 

（3）分蓄洪民垸运用的顺序应根据大冶湖超额洪水峰量大

小、民垸蓄洪容积、分洪后影响大小，以分洪效果好、分洪损失

尽可能小的原则来确定。 

（4）大冶湖的防洪应服从长江防洪的整体要求，合理调度

控制闸站、分蓄洪民垸进行蓄泄洪水。 

3.3.2 洪水调度方案 

（1）非汛期：10 月 16 日至次年 4月 30 日，大冶湖水位控

制在 17.80m 至 18.5m 之间。 

（2）汛期：5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大冶湖水位应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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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m 以下。 

（3）当湖泊确需降低湖水位时，排水涵闸尽量利用外江低

水位进行抢排。 

（4）汛期，当在内湖水位低于外江水位，且内湖水位超过

17.8m 的启排水位时，大冶湖泵站应及时开机抽排。主汛期，在

内湖水位达到警戒水位 19.5m 时，大冶湖泵站、大冶湖二站应开

启 8 台机组全力抽排。 

（5）分洪调度 

本次超标准洪水分洪调度方案，初步分为两批圩垸分洪： 

第一批在预报大冶湖洪水超过 20 年一遇且大冶湖水位将超

过 20.5m 时，将依次对水家堍湖、太白湖、有色湖、林家湖四个

调蓄区率先进行主动分洪调蓄，并视洪量大小、水位上涨情况，

依次运用磊山湖、刘家湖、石家湖垸、沙湖、下赛湖、西畈湖六

处分洪圩垸。其余圩垸作为保护圩垸进行防守，对于堤顶高程不

足的重点保护堤段将通过临时加筑子堤的方法进行防护，非重点

民垸不得通过加高堤防的方式进行抢险。 

第二批在预报大冶湖洪水超过 50 年一遇且第一批圩垸分洪

后水位将超过 21.5m 时，视洪量大小、水位上涨情况，依次运用

铺灯湖、栗子湖、大湾湖、八里湖、下堰湖、贵湾湖、白泥泉、

谭家湖、龙泉湖九处圩垸来参与分洪；在上述圩垸分洪后，对

100 年一遇标准洪水预计将控制水位在 21.7m。其余园博园核心

区、兴隆咀、熊家洲、赵保湖、三里七、春湖、冷水湖等重点保

护圩垸进行重点防守。 



 —82— 

4 监测预报预警 

 

4.1 监测 

4.1.1 水文站网 

1）雨量站网 

大冶湖流域内有铁山、白沙铺、殷祖、陈贵、大王、灵乡、

金山店 7 个雨量站，雨量站分布基本合理，能反映流域内降雨特

性。 

2）水文（水位）站网 

大冶湖流域出口有韦源口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1106km
2
；

大冶湖主港入大冶湖主湖处设有柯家渡水文站，支流三里七港设

立有罗桥水文站，大箕铺港上游设有小箕铺水文站，大冶湖内设

有磊山站水位站，大冶湖主港上游设有李河水位站。 

以上雨量、水文、水位站均由湖北省水利厅领导，由黄石市

水文局负责进行监测。 

4.1.2 水情及工情监测 

（1）水雨情监测 

1）要加强黄石市水文局、气象局等气象、水文监测信息和

成果的共享，监测信息要及时上报防汛指挥机构。 

2）加强对重大灾害天气和水情的联合监测、会商和预报，

尽可能延长预见期。当预报即将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黄石市水文、

气象部门应密切关注周边地区水文、气象预报成果，适当加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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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预报频次，并及时报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为黄石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适时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3）当超标准洪水造成水文自动监测系统损毁时，需启动人

工观测，确保水文数据的准确性，连续性。 

（2）工情监测 

各级堤防、泵站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

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指挥机

构。 

当堤防和穿堤涵闸、泵站等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

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导致失事时，工程管理部门

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向有关区域预警，同时第一时间向同级和上

级防汛指挥机构报告，明确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除

险情况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技术责任人名单，以利加强指导或

作出进一步的抢险决策。 

工情监测责任单位为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 

3、灾情监测 

灾情信息主要包括：洪水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

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道路、邮电通信、水电

设施等方面的损失。灾情监测责任单位为黄石市应急管理局。 

4.2 气象预报和洪水预报 

4.2.1 气象预报 

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时，黄石市气象部门应适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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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监测和预报频次，并及时报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为黄石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适时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4.2.2 洪水预报 

黄石市水文局根据流域降水情况负责对大冶湖流域进行洪

水预报。 

4.3 预警 

4.3.1 超标洪水判别依据  

根据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大冶湖水位将超过保证水

位 20.50m，判定大冶湖将出现超标准洪水。 

4.3.2 预警响应 

预报大冶湖水位将超过保证水位 20.50m 时，由黄石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Ⅰ级响应行动建议，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主要领导决定启动Ⅰ级响应程序，发布Ⅰ级预警信息，并每半

小时发布一次实时汛情公告。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将预警信息和汛情公告以电

话或传真形式将情况上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向黄石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黄石军分区通报。 

4.3.3 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和汛情公告发布，须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签

发，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发布的内容包括灾害性

天气预报、洪水预警预报和实时水情报告。发布对象及方式： 

（1）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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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黄石军分区、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经

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运局、市水利和湖泊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

理局、市国资委、市城管委、市供销社、市气象局、市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武警黄石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黄石海事局、市邮

政局、国网黄石供电公司、中石化黄石分公司、市水文局、中国

电信黄石分公司、中国移动黄石分公司、中国联通黄石分公司、

中国铁塔黄石分公司等，通过短信和电话方式进行通报，并逐级

进行通知。 

（2）社会公众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发布的预警信息和汛情公告通知市委

宣传部、广播视电台、黄石日报社、通讯运营公司等，以电视、

网络、广播、短信、报纸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布。 

（3）受影响区域群众 

街道、社区、小区等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喇叭喊话或者逐户上

门通知，确保信息通知不遗漏。 

4.3.4 预警行动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依法宣布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期，全市

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各个成员单位各自启动相关应急预案，严

阵以待，随时准备全力配合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进行抗灾抢险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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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在 24 小时内派工作组、专家

组赴一线具体指导防汛工作。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到岗履责，按市防指运作编组规定，各组集中办公、正

常运转。市防办强化值班，防办负责人带班，增加值班人员，随

时掌握汛情、水情、雨情、工情和灾情的变化，做好预测预报，

加强协调、督导事关全局的水利工程调度。紧急时刻，提请市委、

市政府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实行市委常委负责制，带领工作

专班分赴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2）防汛备料检查 

预警发布之后，黄石市应急管理局应及时检查防汛物料，包

括现场储备、防汛物资仓库储备、市场协议储备物料等。对防汛

前期已使用部分应及时补齐；对市场协议形式储备的物料，应到

储备现场进行检查，随时对物料进行补充。 

（3）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待命 

黄石市已组建基层抢险队伍、机动抢险队伍、市直专业抢险

队伍三个层次的防汛抢险队伍 24 支，人数 3000 人。预警信息发

布之后，所有防汛队伍需迅速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抢险救灾

工作。 

（4）交通管制 

预警信息发布之后，黄石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迅速对大棋

路、黄阳公路、圣明路等进行交通管制，确保防汛人员和物资车

辆能够顺利到达民垸堤，同时上街引导交通或者进行临时交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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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并向市民发出预警。具体交通管制方案由公安和交通部门编

制。 

（5）受影响区群众转移 

应急、民政、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按照人口转移预案迅速

组织群众转移。 

（6）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黄石军分区、武警

黄石支队领导和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应率领专家组或工

作组及抢险队伍到相关责任区域驻守。 

（7）大冶湖区域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当地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应对堤防采取不间断拉网式加密巡查，市排水部门需对低洼

积水的地段派人驻守；供水供气部门做好应对汛情的准备，确保

居民生活正常运行；市经信局和电力部门确保防汛用电需要；市

财政局为防汛抢险、救灾及时提供资金保障。黄石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为灾区紧急调拨防汛物资。市卫健委及时准备派出医

疗专班，赴灾区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防控工作。市水文局、气象

局密切观察水雨情信息，随时预报。相关县（市）、区的防汛指

挥机构成员单位应全力配合，做好防汛和抗灾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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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御措施 

 

5.1 水利工程调度 

按照大冶湖控制性枢纽工程调度规程实施调度，充分运用泵

站提排和涵闸自排，尽快排水入江。 

流域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大冶湖泵站应开足马力昼夜抢排，

大冶湖闸将根据外江水位情况相机抢排。 

当大冶湖水位超过 20.5m 时，大冶湖周边圩垸二级站将视情

况及时减少排水量或停止排水，以减缓防洪压力。 

5.2 水库拦蓄 

充分运用大冶湖上游小青山、杨桥、九眼桥三处中型水库的

滞洪、消峰作用，尽可能的拦蓄洪水，以减轻下游大冶湖防洪压

力。 

5.3 工程防守与应急抢险 

大冶湖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需重点防守的工程为大冶湖重点

保护圩垸堤防、大冶湖大闸和大冶湖泵站。 

5.3.1 巡查与工情监测 

巡堤查险内容包括堤防（含防洪墙）及穿堤建筑物（构筑物）。

堤防巡查范围包括堤顶、堤坡、平台、堤脚、背水侧堤防工程管

理和安全保护范围的区域、临水侧堤防附近水域。穿堤建筑物巡

查范围包括建筑物本身及其管理范围区域等。 

大冶湖兴隆咀、园博园核心区、冷水湖、熊家洲、赵保湖、



 —89— 

三里七、春湖圩垸堤防超过水位 21.5m，其它圩垸堤防超过水位

20.5m 时，应加密巡查频次。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采取拉

网式方式开展巡堤查险工作。要按责任堤段分组次、昼夜轮流组

织巡堤查险，相邻责任堤段要越界巡查。对险工险段、砂基堤段、

穿堤建筑物、堤防附近洼地、水塘等易出险区域，要扩大查险范

围，做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 

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交接班人员要对责任堤段共同巡查

一遍，当面签写交接班记录。巡堤查险记录应统一格式，逐栏填

写，规范记录。 

巡堤查险人员发现险情后要立即上报，及时进行应急抢护处

理，并派专人盯守，密切监视险情发展变化情况。险情报告内容

主要包括险情位置、类型、程度、出险时间、堤防状况、水位、

抢险措施等。 

各级防指及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国家防总《关于加强防汛抗旱

突发险情灾情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国汛办电〔2017〕37 号

文）、《防汛抗旱突发险情灾情报送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

做好信息报送，加强信息核实和情况跟踪，做到不漏报、不瞒报、

不错报。 

5.3.2 防守 

根据水位和堤防等级统筹安排巡堤查险人员。接近保证水位

时，每公里安排 30 人至 50 人分班进行巡堤查险，发生超标准洪

水位时，每公里安排 50 人分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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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大冶湖水位达保证水位 20.5 米时，对第一批分洪圩垸

弃守分洪，对铺灯湖等 9 处圩垸继续加强防守。需上劳力 1195

人巡堤查险，必须 24 小时昼夜巡堤查险。其中：右岸 1135 人，

防守段面为 22.7 公里（包括铺灯湖 2.6 公里、大湾湖 0.95 公里、

八里湖 4.5 公里、下堰湖 2.4 公里、贵湾湖 0.35 公里、白泥泉

1.9 公里、谭家湖 2.2 公里、栗子湖 4.3 公里、龙泉湖 2 公里）。 

2、当大冶湖水位即将到达超标准洪水 21.5 米时，对第二批

分洪圩垸弃守分洪，对兴隆咀、园博园核心区、冷水湖、熊家洲、

赵保湖、三里七、春湖圩垸作为重点保护区将继续加强防守。 

（1）劳力查险 

需上劳力 1435 人巡堤查险，必须 24 小时昼夜巡堤查险。其

中：左岸 730 人，防守段面为 14.6 公里（包括兴隆咀 4.7 公里、

园博园核心区 4.3 公里、冷水湖 1.9 公里、三里七 3.7 公里）；

右岸 705 人，防守段面为 14.1 公里（熊家洲 11.2 公里、赵保湖

1.4 公里、春湖 1.5 公里）。 

（2）子堤加固 

分别对兴隆咀、园博园核心区、冷水湖、熊家洲、赵保湖、

三里七、春湖圩垸围堤进行加固，子堤 1m 高，1m 宽，边坡 1:0.5，

全线需要土方约 50 万方。 

3、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按防守段面要逐站逐闸落实

防守责任人和防守劳力，确保安全。 

5.3.3 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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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险重点：对堤外坡、护坡、挡水墙进行巡查，发现堤坡、

堤面裂缝、崩塌、散浸、管涌、漏洞、翻砂鼓水、挡水墙局部破

坏，立即上报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

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抢险组织：成立现场抢险指挥部，由市、区防汛指挥部抽调

人员（含技术人员）组成。 

抢护方案：当大冶湖水位达保证水位 20.5 米时，在赵保湖、

熊家洲、三里七、兴隆咀、园博园核心区、春湖等圩垸处各停靠

驳船一艘，备编织袋及碎石、黄砂等物资，以应对紧急抢险。必

要时可申请动用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参加重要堤

段、重点工程的防守或突击抢险。对发生的各类险情及时进行抢

护。 

5.4 分蓄洪区（垸）运用 

5.4.1 运用条件 

大冶湖二站工程已经建成，在 20 年一遇标准内洪水下，大

冶湖通过泵站外排，可以控制水位在保证水位 20.5m。 

大冶湖水位接近并预报将超过 20.5m 时，应提前通知第一批

分洪民垸各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前做好撤离准备。 

当大冶湖水位超过 20.5m 时，依次顺序启用第一批分洪民垸

进行分洪。并对第二批分洪民垸进行防守。 

当大冶湖水位还将继续上涨时，大冶湖水位接近并预报将超

过 21.5m 时，应提前通知第二批分洪民垸各相关单位和个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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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做好撤离准备。 

当大冶湖水位超过 21.5m 时，根据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

求对第二批分洪民垸进行破垸分洪。 

5.4.2 运用程序 

大冶湖流域若发生超标准洪水，根据预案中的第 3章洪水调

度方案，初步分为两批圩垸分洪，计划扒口 19 处，长约 490m。 

第一批在大冶湖水位超过 20.5m，即大冶湖洪水预计超过 20

年一遇标准，将依次对水家堍湖、太白湖、有色湖、林家湖四个

调蓄区率先进行主动分洪，并视洪量大小、水位上涨情况，依次

运用磊山湖、刘家湖、石家湖垸、沙湖、下赛湖、西畈湖六处分

洪圩垸。  

第二批当大冶湖水位超过 21.5m 时，即大冶湖洪水预计超过

50 年一遇标准，视洪量大小、水位上涨情况，依次运用铺灯湖、

栗子湖、大湾湖、八里湖、下堰湖、贵湾湖、白泥泉、谭家湖、

龙泉湖九处圩垸来参与分洪；并预计对于 100 年一遇标准洪水将

控制水位在 21.7m。 

5.4.3 分洪口门及爆破步骤 

1、分洪口门 

分洪口门信息及爆破顺序见附表 4。 

2、爆破步骤 

（1）当大冶湖水位即将超过 20.5m 时，先适时对 4 个调蓄

区分洪口门进行爆破，再根据具体情况对余下圩垸分洪口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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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 

（2）当第一批参与分洪的圩垸退洪口门全部爆破后，大冶

湖水位即将超过 21.5m 时，则爆破第二批进洪口门，分洪入各圩

垸。 

5.5 人员转移与安置 

1、为保障大冶湖分洪区居民安全转移能有条不紊的实施，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应编制人员转移与安置预案，各级政府

从组织上、交通、通信、报警、后勤保障、安全保卫、卫生防疫、

接待安置等各方面周密部署。 

2、收到上级防汛指挥部准备启用分蓄洪民垸的命令后，立

即启动相关民垸人口转移与安置预案，确保人员安全、有序转移。 

3、各级政府在汛前应根据人员转移与安置预案进行演练。 

大冶湖各分蓄洪民垸人口转移安置计划见附表 5。 

5.6 调度权限 

大冶湖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抗灾救灾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负责统一指挥、调度。大冶市、阳新县、开发区·铁山区、西

塞山区负责本辖区内防汛抗灾救灾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大冶湖枢

纽工程及沿湖民垸防洪调度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必须服从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大冶湖枢纽工程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向大

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调度令，由大冶湖枢纽工程管理局负责

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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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湖民垸分属于大冶市、阳新县、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市

开发区·铁山区。民垸防洪调度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负责向各民垸归属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调度令，具

体实施由各民垸归属地分级负责，实施情况报黄石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 

5.7 后期处置 

5.7.1 灾情调查与评估 

基本原则。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部门分工、密切配合、社会动员的工作要求，共同做好

抗灾救灾工作。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收集、掌握、

上报、核实灾情信息，提出抗灾救灾工作建议，制定抗灾救灾工

作方案。市防指负责协调抗灾救灾工作，市防指成员单位根据工

作职责负责各自行业的抗灾救灾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指导做好灾民安置和救助、救灾物资、救灾资

金等工作；经信部门组织指导工矿企业安全恢复生产；农业部门

全力抓好农业抗灾救灾和恢复生产；财政部门组织做好救灾资金

筹集和拨付；卫健部门组织伤员救护和防疫消杀；住建、交通、

水利、供电、通信等部门组织抢修住房、道路、供水、水毁、供

电、供气、通讯等设施；其他单位根据工作职责负责各自行业的

抗灾救灾工作。 

分洪后发生洪涝灾情，对大冶湖洪涝灾害进行现场抽样调

查，计算、复核，确定造成灾情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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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统计上报指标与现场调查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提高

灾害的各项指标精度。对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更为客观准确的评

估； 

（2）对防洪工程发生的险情分析原因，提出除险加固意见； 

（3）总结在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整改意见

和措施； 

（4）市应急管理局对灾情进行汇总统计和上报。 

5.7.2 恢复与重建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

门分工、密切配合、社会动员的工作要求，共同做好灾后重建工

作。各属地政府担负主体责任，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

健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责任机制。洪涝灾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负

责组织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

校复课、水毁工程修复、环境污染物清除、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

等工作。 

    通过核实灾情、灾情评估完成后，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市发改

委、财政、住建、水利、农业、交通等行业部门通过联席会议等

形式，及时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解决灾后困难和问题，统

筹编制灾后重建方案。 

应急部门牵头做好灾后重建的部门联动组织协调，做好受灾

群众安置、集中安置场所工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自然灾害紧急

救援救助资金，按程序报批后下达；经信部门帮助受灾工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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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恢复生产；农业部门全力抓好农业恢复生产；教育部门加快

公共教育设施重建；住建部门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

城乡居民住房恢复重建；交通部门加快道路交通设施修复建设；

水利部门做好水毁工程的修复；电力通讯部门加快电力通信广电

设施修复；其他部门根据具体分工职责开展各自行业灾后重建工

作。针对应急响应期间防汛抢险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备要

求，将抢险物资及时补充到位。 

对抢险救灾期间征用的个人和集体物资，按照依法补偿的原

则，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对参与抢险的人员要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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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织体系及保障措施 

 

6.1 指挥机构 

大冶湖超标准洪水指挥机构是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其

相关下属指挥部和机构。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防汛指挥机构

指导下开展工作，由指挥长、副指挥长和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

组成。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

防总、长江防总以及省防指、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方

针政策、决策部署，组织、指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负责全面指挥工作；常务副指挥长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

务副市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军分区领导

担任。 

指挥部成员由黄石军分区，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武警部队

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各自

工作职责，负责有关防汛抗旱工作和任务。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下设城市排渍、工业尾矿库、地质灾害、工矿企业四个分指挥

部，负责行业防汛抢险救灾。各县市区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负

责本行政区域的防汛抢险救灾。 

有防汛抢险救灾任务的各成员单位成立专门防汛组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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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本系统防汛工作。 

 

组织机构框图 

 

6.2 成员单位职责 

1、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汛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负责本级政府防汛责任制落实； 

（3）提出防汛应急预案启动建议并组织实施； 

（4）负责统筹防汛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以及调配工作； 

（5）组织指导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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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指导开展重大洪涝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7）参与防汛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8）负责与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及省防指的协调、联络工作。 

2、指挥部成员主要职责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各自工作职责，负责有

关防汛工作和任务。具体职责如下： 

黄石军分区：负责协调部队、组织民兵力量参加抗洪抢险、

抗旱救灾等重大抢险救灾行动。 

市委宣传部：正确把握防汛抗旱宣传工作导向；负责组织新

闻媒体做好防汛抗旱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汛抗旱

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 

市发改委：负责将防灾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负责做好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立项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防汛抗旱安全教

育和管理工作，监督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和措施；负责监督学校选

址避开行洪通道及洪水泛滥区。 

市经信局：负责全市电力调配，电力、通信应急保障工作；

配合市防指征调企业防汛抗旱应急物资，协调有关工业产品应急

生产。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交通秩序和灾区社

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物资以及

破坏防汛抗旱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指导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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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抗旱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

离或转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保障防汛指挥和抢险救灾车辆

优先通行。 

市民政局：负责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的防汛工作，督促协调

做好福利机构、救助机构防汛准备及内部人员的安全保护，灾后

修复或重建。 

市财政局：负责防汛抗旱有关经费保障工作；协同水利部门

向上级争取防汛抗旱补助经费；负责相关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 

市人社局：负责协调配合做好防汛抗旱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表彰奖励工作，协调落实防汛抗旱值班补助等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

开展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调查、勘查、监测

预警和救援技术支撑等工作；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

划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工作中要统筹考虑防洪排涝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涉及环境事件调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市住建局：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防汛抗旱

工作，调动城乡建设工地机械、人员投入防汛抢险，落实建筑企

业在建工地中的防汛工作。 

市交运局：负责协调做好公路、水运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工

作；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做好行业内在建涉河交通设施工程安全

度汛工作，在紧急情况下责成项目业主（项目法人）清除碍洪设

施；配合做好行业内在建涉河工程防洪影响评价监督工作；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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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地方交通主管部门组织运力，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疫人员、物

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 

市水利和湖泊局：承担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负责落实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

程防御洪水、洪水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组织

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山洪灾害防御相关

工作；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共享工作；承担水工程

防守和应急抢险的涉水技术支撑工作；指导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

水工程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演练；组织指导全市水旱灾害防御信息

化建设；组织指导全市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工作；负责农村因旱人

畜饮水安全保障工作；承担其他防汛抗旱涉水专业技术支撑工

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业旱、涝等灾

情信息；指导农业防汛抗旱和灾后农业救灾、生产恢复、渔业的

防洪安全。 

市商务局：负责加强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

监控；协调防汛抗旱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物资的组织、供应。 

市文旅局：负责开展旅游景区防汛抗旱工作宣传；协调做好

旅游景区安全保卫和疏导等相关工作；督导旅游景区编制实施防

汛应急预案；督导旅游景区及时落实各类预警信息，督导旅游景

区做好水情、汛情、灾情等相关工作。 

市卫健委：负责水旱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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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工作；组织做好受伤人员的紧急转送、医疗救护以及急需药品

和医疗物资的紧急调配等工作；灾情发生后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提供水旱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灾区辖区开展防病治

病，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编制全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市防汛抗旱灾情统计和上报；统筹指导全市防汛抗旱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各地及社会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力量

建设；拟定全市防汛抗旱应急物资和装备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

组织建立全市应急物资共用共享和协调机制；组织协调防汛抗旱

应急物资和应急救援装备调拨和紧急配送；组织协调全市水旱灾

害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工作，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汛期加强对直

接管理行业的防汛抗旱督查检查工作；组织指导市防汛抗旱灾情

核查上报、损失评估等灾害救助工作，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市国资委：负责直属企业防汛工作。 

市城管委：负责城市防汛排渍、供水、协助抗旱工作。 

市供销社：负责防汛抗旱物资组织储备和调用。 

市气象局：负责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以及气象灾害

形势分析和评估；负责提供气象干旱监测信息；对影响汛情、旱

情的天气形势作出监测、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参与

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汛期及时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

作出滚动预报，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

信息，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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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防汛抗旱应急车辆保障调度工

作。 

武警黄石支队：负责调动武警部队投入防汛抢险及抗旱工

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防汛抢险救援，抗旱应急支援工作。 

黄石海事局：负责长江水上救援和协助长江防汛抢险和长江

水上物料的运输。 

市邮政局：负责保障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邮政畅通。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负责防汛抗旱电力供应、应急保障。 

中石化黄石分公司：负责保障防汛抗旱油料供应。 

中国电信黄石分公司、中国移动黄石分公司、中国联通黄石

分公司、中国铁塔黄石分公司：负责保障本行业防汛抗旱期间信

息联络畅通，架设应急通信设施。 

市水文局：负责境内大江大河及重要支流和水库的雨情、水

情、墒情、汛情的收集、汇总、传输和水文情报预警预报工作；

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相关信息；及时开展应急水文监测

和信息报送工作；开展洪水调查工作。 

西塞山区防指：负责组织、指挥西塞山区超标准洪水抢险工

作，协助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 

开发区·铁山区防指：负责组织、指挥开发区·铁山区超标

准洪水抢险工作，协助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 

大冶市防指：负责组织、指挥大冶市超标准洪水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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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 

阳新县防指：负责组织、指挥阳新县超标准洪水抢险工作，

协助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 

3、指挥小组主要职责 

根据防汛抗旱需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编组分成综合协调、

抢险救援、治安维护、物资装备、交通保障、医疗防疫、灾民安

置、次生灾害、宣传报道、督查督导 10 个工作小组，具体指挥

协调相关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各指挥小组按照指挥部指令和预案

启动运作，小组人员由相关单位抽调组建，牵头成员单位负责人

任指挥小组组长，其它成员单位负责人任副组长，由相应分管副

市长负责指挥。 

一、综合协调组：由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

象局、市水文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委等单位组成。

负责指挥部的上传下达工作；及时收集掌握雨情、水情、险情、

灾情、工情等各种防汛动态信息；组织协调防汛抢险救灾行动；

负责有关协调联络工作。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应急管理局为牵头

单位。启动三四级应急响应时，由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启动一

二级应急响应时，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抢险救援救灾组织工作。 

二、抢险救援组：由市应急管理局、黄石军分区、市水利和

湖泊局、市公安局、武警黄石支队、市消防支队、民兵预备役和

市经信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城管委、市供销社、国网黄

石供电公司、市供水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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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公司及其他常备专业救援队伍等单位组成。负责部署和组织军

警民抢险救援力量、实施紧急抢险和救援行动，转移和疏散被困

群众。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城管委、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对行业抢险进行技术支撑，

现场组织协调由市应急管理局、黄石军分区负责，市经信局协调

通信运营商通信的应急保障，供电公司负责抢险救援中电力保

障，市供销社负责防汛物资保障等。市应急管理局、黄石军分区

为牵头单位。 

三、治安维护组：由市公安局组建。负责抢险区域、灾区治

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抢险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

为，保证抢险和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市公安局为牵头单位。 

四、物资装备组：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长江海事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供

销社、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民政局、

中石化黄石分公司、供电、通信运营商等单位组成。负责抢险救

灾物资装备的储备调度和供应；保证抢险现场电力、通信、物料

供应；保障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管理救灾捐

赠物资。市应急管理局为牵头单位。 

五、交通保障组：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黄石海事局、

市住建局、市城发集团等单位组成。市公安局负责交通保畅，保

证人员的疏散和救援抢险、物料物资运输通道的畅通，灾区道路

交通管制。市交运局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的应急运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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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交通保障，保障路面通畅，及时抢修损毁道路。市交通运输

局为牵头单位。 

六、医疗防疫组：由市卫生健康委、医疗集团、医养集团等

单位组成。主要负责组织医疗急救、卫生防疫等工作。组织做好

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保障工作。市卫生健康委为牵头单位。 

七、灾民安置组：由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组成。负责灾情调查、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

放、灾民的登记安置，解决灾民的吃、住、穿等基本生活问题，

协助和配合医疗救护及卫生防疫组做好救灾工作。市应急管理局

为牵头单位。 

八、次生灾害组：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管理局、

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委、市水利和湖泊局等行业监

管单位组成。负责会同各县市区政府加强对本行业领域落实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督促，并监督、检查、指导县级

相应部门落实地质灾害防治相关日常监管工作。负责指导泥石

流、地质灾害、危险边坡、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各县

市区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配合相关部门落实。各行业监管单

位分别负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 

九、宣传报道组：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黄石日报社、

黄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组成。负责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宣传报

道、信息发布、舆论监测监管及引导工作，市委网信办负责防汛

抗旱工作相关的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处置。市委宣传部为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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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十、督查督导组：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政府办、市防

办等单位组成。应急响应期间负责对各级各部门贯彻执行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决策部署及防汛抗旱工作纪律进行督查督导，对工作

不力造成不良后果进行问责处理。市纪委监委为牵头单位。 

各组由牵头单位负责组建，启动应急响应后视汛情灾情紧急

情况上岗到位，汛期服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与调度。 

6.3 抢险救生与防汛物资保障 

6.3.1 抢险救生队伍  

防汛抢险队伍：黄石市已组建基层抢险队伍、机动抢险队伍、

市直专业抢险队伍三个层次的防汛抢险队伍 24 支，人数 3000

人。 

基层抢险队伍按市、县（市）、区来组建，共计 1000 人。 

机动抢险队伍主要由黄石军分区、武警黄石支队、高炮三团、

消防支队和公安干警组成，合计机动抢险队伍人数 660 人。 

市直专业抢险队伍是指结合行业、职业特点组建的带有一定

专业技能的防汛力量，主要包括水利、通信、供电、交运、卫生、

民政等 10 支专业抢险队。 

6.3.2 防汛物质保障 

1、物资储备 

按照“分级负责、分级储备、分级管理、统一调配、合理负

担、满足急需”的原则，实行专仓储备、专人管理。保证随调随

运。主要分基层单位的储备、部队公安部门的储备和专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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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三个层次。 

基层单位的储备主要指流域内市、县（市）、区进行储备。

储备的主要防汛物资：编织袋、土工布、砂石料、块石、铅丝、

桩木等；主要物查储备库：黄石市直防汛仓库及县市区防汛物资

储备仓库。 

部队公安部门的储备主要指黄石军分区、武警黄石支队、高

炮三团、消防支队和公安部门的应急机动抢险救生衣（圈）、抢

险救生舟。 

专业单位的储备是指根据行业特点的需要进行储备，主要包

括水利、通信、供电、交运、卫生等 10 个专业单位的储备。主

要储备：照明灯具、专业应急船舶、专业应急车辆、棉被、帐篷、

铁丝、胶管、麻绳、药品等物资。 

指挥部的防汛抢险物资由办公室负责储备落实。 

市防办储备的防汛物资，主要用于修筑子堤、拦挡洪水、导

渗堵漏、堵口复堤等抢险急需的抢险物料，用于救助、转移被洪

水围困群众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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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受灾严重区域的防汛抢险救灾物资

的应急需要。 

大冶湖各县市防汛物资储备统计表见附表 6。 

超标准洪水重点还需要编织袋、块石、碎石、黄砂等材料，

现场抢险具体需求数量见附表 7。 

各县市区防指做好各类物资储备工作，并上报市防办备案。 

2、物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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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中心物资储备仓库，按国家物资储

备定额、标准及实际情况进行储备。流域内市、县（市）、区防

指根据本区情况做好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在抢险救灾紧急情况下

可向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调用市级储备物资援助。黄石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调用物资时，先调用市防汛储备物资，在不能满

足需要的情况下，向省防指申请援助。防御期间各级储备物资消

耗过多时，应及时进行补充储备，必要时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

征集。 

抢险工作结束后，办理物资核销外，已调用物资中未动用或

可回收的，由申请调用单位进行回收，并负责返还到调出的仓库。 

6.4 电力保障 

超标准洪水引发部分区域故障停电后，流域内市、县（市）、

区电力公司应立即了解设施受损及停电范围，对危及人身安全的

设备实施停电，迅速隔离故障区，防止事故扩大；同时向当地政

府汇报，密切联系防汛机构及气象部门，掌握雨情、灾情以制订

具体抢险方案；联合市内各应急队伍开展抢险，适机出动应急发

电车、携带小型发电机或架设临时线路，为抗洪抢险、抢排渍涝

等提供应急救援现场临时供电，优先保障沿江和沿湖电力设施。

供电单位加强与当地防汛机构联系，及时获取水情，根据水位变

化及设施标高，提前汇报当地政府并通报重要用户，有序停电避

险并对部分设施采取撤离保护、转移疏散。 

6.5 用水保障 

各水厂提前配备沙袋、铁锹、雨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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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完善防洪预案。加强原水水质监测，强化出厂水质监管，加强

管网水水质监管，保证水质达标。每天对原水沿线各点位进行巡

视性监测，发现水质变化第一时间预报预警。各水厂做好各种药

剂储备与监管，每天对出厂水进行水质检测，确保出厂水水质合

格达标。 

6.6 生活用品保障 

市场应急保供工作事关保障抗灾救灾顺利进行和满足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防汛期间要明确责任，严肃纪律，加强应

急值班值守，确保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 

加强与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情

况，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

的各项措施，督促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加强对物资的安全检查，防

止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 

加强对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的指导和协调，及时掌握企业库存

和销售情况，督导企业适时增加应急救灾商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和储备，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密切关注粮食、食用油、肉类、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供

求和价格变化情况，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加强市

场运行监测，做好市场运行分析、预测市场发展趋势，为应急商

品市场调控工作提供政策支持。督促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关注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确保市场调度畅通、商品库存充足。 

6.7 通讯保障 

移动、联通、电信通讯网络运营商的各级公司应加强防汛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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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作，坚持预防与保障并重、谋划与防范并举的工作方针，以

水库、堤防沿线、主要交通干线防洪通信为重点，对网络设备状

况和信号质量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排除。通讯网络运营

商应编制应急预案，针对现有通信设施状况，明确通信保障应急

预案的多层防御体系，备足应急抢修设备、车辆和人员。 

各级防汛指挥部应组织技术人员对水雨情预报系统、工程监

测系统、防汛会商系统等设备和网络进行全面的检测和维修，加

强汛期的网络运行监测和维护工作，确保防汛期间的政令畅通、

指挥畅通、各类信息畅通。 

6.8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做好灾区和受灾人员转移后的治安管理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救灾行为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依法严

厉打击哄抢、盗窃等不法行为，保障转移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6.9 交通保障 

由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负责落实现场交通管制等措施，

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快速顺畅的通道；现场交通运输保障，由交

通部门负责调动各种交通工具，确保应急处置的需要；根据需要

设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抢险救援车辆免费及时通过。要

尽快组织专业队伍，恢复被毁坏的交通设施，确保交通畅通。具

体为对大棋路进行交通管制，确保防汛车辆通行，能够顺利到达

大冶湖周边确保堤防。具体交通管制方案由公安、交通部门编制。 

（1）运输任务及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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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应急抢险紧急运输任务由市交运局统一领导调度，市交

运局负责协调组织抗洪期间突发运输任务，市交运集团、市城发

集团等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运输工作。 

（2）应急运力储备 

 流域内市、县（市）、区常备公交车和道路货车。各道路货

运单位应做好危险品等特殊运输工具的保养，保证在抗洪抢险紧

急状态下能够及时提供。 

（3）交通运输通讯联络 

流域内市、县（市）、区交运、公交单位必须将常备运输工

具编制造册，建立工作队伍组成人员的通讯联络机制，并报市运

管局备案。紧急状态下，各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必须保证通讯畅

通。 

（4）运输安全保障 

运输工具的提供单位，必须保证运输工具的安全性能，指派

经验丰富的驾驶人员和技术人员承担运输任务，并建立相应的安

全机制。 

运管局依照职责，对运输工具的提供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监

督检查。 

6.10 医疗保障 

参与医疗救援的医疗机构和人员要以最快速度赶赴灾区，开

展现场医疗急救、检伤分类、伤病员转运和院内救治等工作，在

群众临时安置点、交通站点、抢险工地等人群聚集的地点设立临

时医疗点，组织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服务，确保伤病员和抢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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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灾区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灾区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监测工作， 根据受灾地区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及时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性服药和应急接种等工

作。一旦发生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健部门要组织

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核实诊断、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标本采集与检测、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等工作。 

加强灾区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监测工

作，依法对饮用水供水单位的供水活动和公共场所卫生实施监

管。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指导群众临时

安置点集中配餐的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卫生工作，防止食物中毒、

介水传染病等发生。 

灾区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心理疏

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消除民众心理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

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协调教育、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

等部门和团体，协同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6.11 紧急避难场所 

流域内各县市区尚未设置固定的紧急避难场所，已安排了以

学校为主的临时避难场所，为洪涝灾害受灾群众提供应急避难。

大冶湖可用于人口转移安置场所情况见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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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御预案管理 

 

7.1 预案编制与审批 

本预案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编制，经黄石市人民政

府批准执行，并报湖北省防办备案。 

各区防指根据本预案制定本级的防御预案，经区人民政府批

准实施，并报市防办备案。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结合本预案编制本部门

实施预案，并报黄石市防办备案。 

7.2 预案修订 

黄石市防办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预案评估每 5 年一

次，根据情况变化，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修订完善。修订后的预案

经批准后执行，并上报备案。 

流域内各市、县（市）、区防办对本级预案的修订，参照市

级预案程序进行。 

7.3 预案解释权 

本预案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7.4 预案属性 

本预案为黄石市应急预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汛抗旱

预案体系中专项应急预案，为应对黄石市可能发生的超标准洪水

制定的防御预案与措施。 

7.5 预案颁布与实施 

本预案由黄石市人民政府颁布。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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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大冶湖主要圩垸基本情况表 
围堤现状 (m) 

圩垸名称 县市 所在乡镇 圩垸定位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圩垸面积 

（km
2
，高程

21.5m） 
堤长 面宽 最低高程 最高高程 

水家堍湖 阳新县 韦源口镇 调蓄区   0.8 1.4 3 20.6 20.8 

太白湖 阳新县 韦源口镇 调蓄区 153 464 3.5 8 2.5 19.8 20.8 

有色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调蓄区   0.35 0.6 3 - - 

林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调蓄区   0.81 2.4 3 18.9 20.4 

磊山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一般民垸 1838 8262 6 2.66 4 21.8 22.6 

刘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太子镇 一般民垸   1.77 1.5 3 21.1 21.1 

石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一般民垸 862 3100 1.32 1.04 3 21.9 22.5 

沙 湖 阳新县 韦源口镇 一般民垸 256 859 0.75 2.6 3 23.1 23.1 

下赛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太子镇 一般民垸   3 3.6 4 20.7 21.3 

西畈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口镇 一般民垸   0.3 2.4 3 21.5 21.6 

铺灯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口镇 保护民垸   0.66 2.6 3.2 20.7 21.5 

栗子湖 西塞山区 河口镇 保护民垸 160 600 1.32 4.3 2.5 19.9 21.8 

大湾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保护民垸 1668 6672 1.65 0.95 3 21 21.5 

八里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口镇 保护民垸 399 1886 2.2 4.5 3 21.9 21.9 

下堰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保护民垸   1.33 2.4 3 21 21.5 

贵湾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保护民垸   0.25 0.35 3 21 21.5 

白泥泉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保护民垸 1840 7357 1.28 1.9 3.5 21 21.5 

谭家湖 阳新县 韦源口镇 保护民垸   1.03 2.2 3 23.1 23.1 

龙泉湖 西塞山区 河口镇 保护民垸 167 653 2.73 2 2.5 21.7 22.6 

核心区园博园 开发区·铁山区 金山街办 重点保护 300 1200 3 4.3 3 22.5 22.5 

兴隆咀 开发区·铁山区 东岳街办 重点保护 600 2400 6.8 4.7 4 22.5 22.5 

熊家洲 大冶市 大箕铺镇 重点保护 5540 27700 9.07 11.2 4 22.5 22.5 

赵保湖 大冶市 市农科所 重点保护 480 2400 1.6 1.49 4 21.7 23.7 

三里七 大冶市 罗桥街办 重点保护 2900 14500 9.5 3.7 3.4 20.9 20.9 

春 湖 阳新县 韦源口镇 重点保护   1.29 1.5 6 23.2 23.2 

冷水湖 西塞山区 河口镇 重点保护   1.24 1.9 3 20.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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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大冶湖降雨对应大冶湖水位变化表 

降雨量(mm) 产水量（亿 m
3
） 相应湖容(亿 m

3
) 对应水位(m) 

50 0.20 1.91  17.82 

100 0.44 2.15  18.19 

150 0.75 2.46  18.65 

200 1.11 2.82  19.19 

250 1.52 3.23  19.79 

300 1.99 3.70  20.46 

350 2.40 4.11  21.03 

400 2.79 4.50  21.57 

注：以大冶湖现状湖容曲线为基础，在水位 17.5m 时开始降雨，未考虑排水出湖过程。 

 

附表 3           大冶湖泵站排水对应大冶湖水位变化表 

开 6台机排水 1日 开 8台机排水 1日 

起始水位 
相应湖容(亿 m3) 对应水位(m) 相应湖容(亿 m3) 对应水位(m) 

17.5m  1.61 17.35 1.58  17.30 

18.0m  1.93 17.85 1.90  17.80 

18.5m  2.26 18.36 2.23  18.31 

19.0m  2.59 18.86 2.56  18.81 

19.5m  2.93 19.36 2.90  19.31 

20.0m  3.28 19.86 3.25  19.82 

20.5m  3.63 20.36 3.60  20.32 

21.0 m  3.99 20.87 3.96  20.82 

21.5 m  4.35 21.37 4.32  21.32 

注：以大冶湖现状湖容曲线为基础，每日开机排水按 22h 计，未考虑降水入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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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第一批圩垸分洪口门信息及爆破顺序表 

县市 
分洪口

门名称 
位置 

分洪

顺序 

口门 

炸口宽 

增加调蓄容积

（m
3
，水位

20.5m 以下） 

相当于流域

降雨量（mm） 

对于水位

20.5m 时， 

下降值（m） 

阳新县 
水家 

堍湖 

韦源口镇 

许家洲村 
1 20 125 1.8 

阳新县 太白湖 
韦源口镇竹溪

洲村 
2 50 650 9.2 

开发区· 

铁山区 
有色湖 大王镇大岗村 3 10 30 0.4 

开发区· 

铁山区 
林家湖 汪仁镇庆洪村 4 20 101 1.4 

0.10 

开发区· 

铁山区 
磊山湖 汪仁镇磊山村 5 20 2468 34.9 

开发区· 

铁山区 
刘家湖 太子镇洪桥街 6 20 728 10.3 

开发区· 

铁山区 
石家湖 汪仁镇沿湖村 7 10 343 4.9 

阳新县 沙 湖 
韦源口镇 

沙湖村 
8 50 200 2.8 

开发区· 

铁山区 
下赛湖 太子镇泾源村 9 50 1238 17.5 

开发区· 

铁山区 
西畈湖 

韦源口镇 

新港村 
10 50 62 0.9 

0.44 

备注：本表水位下降值仅考虑分洪后湖容变化，未考虑降水入湖过程和排水出湖过程 

 

表 4-2           第二批圩垸分洪口门信息及爆破顺序表 

县市 
分洪口

门名称 
位置 分洪顺序 

口门炸

口宽 

增加调蓄容

积（m
3
，水位

21.5m 以下） 

相当于流

域降雨量

（mm） 

对于水位

21.5m 时， 

下降值（m） 

开发区·铁山区 铺灯湖 韦源口镇泾源村 1 20 251 3.5 

西塞山区 栗子湖 河口镇栗子湖村 2 20 344 4.9 

开发区·铁山区 大湾湖 大王镇八祥村 3 10 671 9.5 

开发区·铁山区 八里湖 韦源口镇新港村 4 50 391 5.5 

开发区·铁山区 下堰湖 大王镇下堰村 5 20 391 5.5 

开发区·铁山区 贵湾湖 大王镇贵湾村 6 10 102 1.4 

开发区·铁山区 白泥泉 大王镇枫树村 7 20 650 9.2 

阳新县 谭家湖 韦源口镇潭家畈村 8 20 304 4.3 

西塞山区 龙泉湖 河口镇龙泉村 9 20 1041 14.7 

0.26 

备注：本表水位下降值仅考虑分洪后湖容变化，未考虑降水入湖过程和排水出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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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大冶湖人口转移安置计划表 

圩垸 

名称 
县市 地点 

分洪

顺序 

圩垸 

定位 

转移 

户数

（户） 

转移 

人口

（人） 

高程 21.5m 

下圩垸面积

（km
2
） 

水位 21.5m

对应湖容

（万 m
3
） 

涉及转移

的乡村 
转移地点 

转移 

方式 
转移路线 责任单位 

  
第一批参与 

分洪 
                         

水家 

堍湖 
阳新县 

韦源 

口镇 
1 调蓄区     0.8 332 许家洲 新港村高地       

太白湖 阳新县 
韦源 

口镇 
2 调蓄区 153 464 3.5 1639 竹溪洲 新港村高地 乘船 竹溪洲至新港村 韦源口镇 

有色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3 调蓄区     0.35 61 
大港村、

金寨村 
大王镇       

林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4 调蓄区 0 0 0.81 279 庆洪村 庆洪村高地 步行     

磊山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5 一般民垸 197   6 3045 
磊山村、

黄荆头村 

刘铺村、王贵村、

黄荆头村、磊山村、

王叶村、枯树明村

高地 

步行 
村级公路至高

地，约 0.8km 

刘铺村、王贵村、

磊山村、王叶村、

枯树咀村、王叶村 

刘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太子镇 6 一般民垸     1.77 898 洪桥街 洪桥街高地       

石家湖 开发区·铁山区 汪仁镇 7 一般民垸 26 105 1.32 438 沿湖村 沿湖村高地 步行 
村级公路至高

地，约 0.8km 
  

沙 湖 阳新县 
韦源 

口镇 
8 一般民垸 256 859 0.75 266 沙湖村 新港村高地 乘船 

沙湖至四顾闸步

行韦源口 
韦源口镇 

下赛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太子镇 9 一般民垸     3 1510 径源村 径源村高地       

西畈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 

口镇 
10 一般民垸     0.3 89 新港村 新港村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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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大冶湖人口转移安置计划表 

圩垸 

名称 
县市 地点 

分洪

顺序 

圩垸 

定位 

转移 

户数

（户） 

转移 

人口

（人） 

高程 21.5m 

下圩垸面积

（km
2
） 

水位 21.5m

对应湖容

（万 m
3
） 

涉及转移

的乡村 
转移地点 

转移 

方式 
转移路线 责任单位 

  
第二批参与 

分洪 
                        

铺灯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 

口镇 
1 保护民垸     0.66 251 径源村 径源村高地       

栗子湖 西塞山区 河口镇 2 保护民垸 60 350 1.32 344 栗子湖村 河口镇 
步行或

乘车 

（1）上坝堤--向

东新港村，（2）

上坝堤--向西登

上大众山 

西塞山工业园区新

港村 

大湾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3 保护民垸 433 1733 1.65 671 

下垅、金

赛、八祥

村、下海 

大王镇下垅村小

学、金赛村完全小

学、八祥村小学、

下海村委会、中庄

中学 

步行 
村级公路转移，

约 1km。 

下垅村委会、金赛

村委会、八祥村委

会、下海村委会 

八里湖 开发区·铁山区 
韦源 

口镇 
4 保护民垸 5 5 2.2 391 新港村 新港村高地 乘车 

村级公路至 

韦源口 
新港村 

下堰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5 保护民垸     1.33 391 
下堰村、

莲花村 

大王镇莲花小学、

上堰小学 
步行     

贵湾湖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6 保护民垸     0.25 102 
贵湾村、

下垅村 

大王镇贵湾小学、

下垅小学 
步行 

村级公路转移，

约 1km。 

贵湾村委会、下垅

村委会 

白泥泉 开发区·铁山区 大王镇 7 保护民垸 1150 4603 1.28 650 

坎下村、

刘寿村、

枫树村、

长林村、

下街村 

下刘完全小学、长

林完全小学、大王

中学、大王人民礼

堂、刘寿村委会 

乘车 
村级公路转移，

约 1.5~2km。 

下刘村委会、坎下

村委会、刘寿村委

会、长林村委会、

枫树村委会 

谭家湖 阳新县 
韦源 

口镇 
8 保护民垸     1.03 304 谭家畈村 韦源口镇       

龙泉湖 西塞山区 河口镇 9 保护民垸 96 367 2.73 1041 龙泉村 章山村、龙山村 
乘车、

步行 

村级公路龙泉湖

中路至章山小

学，约 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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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大冶湖流域各市区县现状防洪抢险物资储备统计表 

区县 物资储备情况 

西塞山区 编织袋 40000 条，铅丝 37 公斤 

开发区大王镇 
编织袋 50000 余条，彩条布 2800 平米，木桩 1850 根、在各堤防、水库、山塘等存放备汛砂石

料 128T、和供应商签订砂石料合同量 1000t。 

大冶市 编织袋 207900 条、木桩 7280 根、块石 11140 立方、碎石 5842 立方、黄砂 2928 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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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大冶湖围堤防汛抢险物料储备需求表 
抢险物料 救生器材 小型抢险机具 

长度 
袋类 土工布 砂石料 块石 铅丝 桩木 

钢管

（材） 
救生衣 发电机组 

便携式

工作灯 
投光灯 打桩机 电缆 

工程 

类别 
圩垸 

千米 条 M
2
 M

3
 M

3
 kg M

3
 kg 件 千瓦 只 只 台 M 

4 级堤防 

每千米需备量 
1500 150 50 50 20 0.3   20  0.1 2  0.05   20 

4 磊山湖 2.66 3990 399 133 133 53.2 0.798 0 53  0.266 5  0.133 0 53.2 

4 刘家湖 1.5 2250 225 75 75 30 0.45 0 30  0.15 3  0.075 0 30 

4 石家湖 1.039 1559  155.85 51.95 51.95 20.78   0 21  0.1039 2  0.05195 0 20.78 

4 沙 湖 2.6 3900 390 130 130 52 0.78 0 52  0.26 5  0.13 0 52 

4 下赛湖 3.6 5400 540 180 180 72 1.08 0 72  0.36 7  0.18 0 72 

4 西畈湖 2.4 3600 360 120 120 48 0.72 0 48  0.24 5  0.12 0 48 

3 级堤防 

每千米需备量 
2000 200 200 200 5 0.6 100 30  0.2 5  0.05 0.02 30 

3 铺灯湖 2.6 5200 520 520 520 13 1.56 260 78  0.52 13  0.13 0.052 78 

3 栗子湖 4.3 8600 860 860 860 21.5 2.58 430 129  0.86 22  0.215 0.086 129 

3 大湾湖 0.95 1900 190 190 190 4.75 0.57 95 29  0.19 5  0.0475 0.019 28.5 

3 八里湖 4.5 9000 900 900 900 22.5 2.7 450 135  0.9 23  0.225 0.09 135 

3 下堰湖 2.4 4800 480 480 480 12 1.44 240 72  0.48 12  0.12 0.048 72 

3 贵湾湖 0.35 700 70 70 70 1.75 0.21 35 11  0.07 2  0.0175 0.007 10.5 

3 白泥泉 1.9 3800 380 380 380 9.5 1.14 190 57  0.38 10  0.095 0.038 57 

3 谭家湖 2.2 4400 440 440 440 11 1.32 220 66  0.44 11  0.11 0.044 66 

3 龙泉湖 2 4000 400 400 400 10 1.2 200 60  0.4 10  0.1 0.04 60 

2 级堤防 

每千米需备量 
3000 300 400 400 80 1 200 40  0.2 10  0.1 0.03 50 

2 核心区园博园 4.3 12900 1290 1720 1720 344 4.3 860 172  0.86 43  0.43 0.129 215 

2 兴隆咀 4.7 14100 1410 1880 1880 376 4.7 940 188  0.94 47  0.47 0.141 235 

2 熊家洲 11.2 33600 3360 4480 4480 896 11.2 2240 448  2.24 112  1.12 0.336 560 

2 赵保湖 1.49 4470 447 596 596 119.2 1.49 298 60  0.298 15  0.149 0.0447 74.5 

2 三里七 3.7 11100 1110 1480 1480 296 3.7 740 148  0.74 37  0.37 0.111 185 

2 春 湖 1.5 4500 450 600 600 120 1.5 300 60  0.3 15  0.15 0.045 75 

2 冷水湖 1.9 5700 570 760 760 152 1.9 380 76  0.38 19  0.19 0.05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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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大冶湖可用于人口转移避难场所情况一览表 

序号 避难场所名称 设计避难场所面积（亩） 
可容纳避难人数 

（万人） 
日常管理业主单位 备注 

1 下垅村小学 1.5 0.05 下垅村委会 含村委会 

2 金赛完全小学 2.6 0.08 金赛小学   

3 八祥村小学 1.5 0.05 八祥村委会 含村委会 

4 下海村委会 0.8 0.01 下海村委会   

5 莲花小学 2 0.08 莲花小学、莲花村委会 含村委会 

6 上堰小学 1.5 0.05 上堰村委会 含村委会 

7 贵湾小学 1 0.03 贵湾小学、贵湾村委会 含村委会 

8 下刘完全小学 2 0.08 下刘小学   

9 长林完全小学 3 0.08 长林小学   

10 大王中学 4.5 0.1 大王中学   

11 中庄中学 3 0.1 中庄中学   

12 大王人民礼堂 1.5 0.05 大王镇人民政府   

13 刘寿村委会 1 0.02 刘寿村委会 含老办公楼 

14 黄石一中 100 1 区教育局   

15 金山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0 0.3 金山街办文化站   

16 王太小学 50 0.5 区教育局   

17 四棵小学 30 0.3 区教育局   

18 大路小学 30 0.3 区教育局   

19 新农小学 10 0.1 区教育局   

20 金山二小 20 0.2 区教育局   

21 金山三小 20 0.2 区教育局   

22 钟山小学 10 0.1 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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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8       大冶湖可用于人口转移避难场所情况一览表 

序号 避难场所名称 设计避难场所面积（亩） 
可容纳避难人数 

（万人） 
日常管理业主单位 备注 

23 河口中学 19 亩 0.2 河口中学   

24 滨湖小学 3 亩 0.02 滨湖村   

25 章山小学 2 亩 0.02 章山小学   

26 原下段小学 2 亩 0.02 下段村   

27 磊山小学 1 0.006 磊山村   

28 刘铺小学 4.5 0.03 刘铺村   

29 王贵小学 4 0.03 王贵村   

30 枯树咀村小学  1 0.001 枯树咀村   

31 王叶村小学 5 0.04 王叶村   

32 新港村委会 12 0.06 新港村、竹溪洲村   

33 韦源口镇 15 0.1 韦源口镇、沙湖村   

34 
安置到新港村韦源口居住的居

民家里 
    新港村   

35 大冶一中 100 0.3 大冶一中   

36 大冶师范附属小学 7 0.05 大冶师范附属小学   

37 大冶市外国语学校 15 0.1 大冶市外国语学校   

38 观山小学 20 0.1 观山小学   

39 各村高地     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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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湖泊水位~面积~容积关系曲线图 

 

大冶湖水位、面积、容积表 

水位（m） 面积（万 m2） 容积（万 m3） 

13.35 0 0 

14 1450 400 

15 4280 3000 

16 5680 8000 

17 6220 13900 

17.5 6340 17100 

18 6460 20300 

18.5 6620 23600 

19 6780 26900 

19.5 6880 30300 

20 6990 33800 

20.5 7150 37300 

21 7320 40900 

21.5 7480 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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