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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说明 
 

本预案主要针对由黄石长江干堤、花马湖堤和自然高地共同

组成的黄石市城市防洪圈范围，包括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

区的全部和开发区·铁山区局部（原铁山区区域），超标准洪水

包括长江洪水、花马湖洪水、东方山水库及城区山洪。开发区·铁

山区大部分位于大冶湖流域，其超标准洪水防御适用于《黄石市

大冶湖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预案启动后，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宣布黄石市城区受影

响区进入防汛紧急期。不同洪源受影响的区域根据洪水量级和来

源，由技术支持单位通过洪水分析提出，经专家组审查确定。 

宣布进入防汛紧急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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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城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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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立健全黄石市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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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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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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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1）《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754-2017）； 

（2）《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大纲》（国家防总办公室办

综〔2006〕3 号文）。 



 —8— 

1.2.3 相关材料及技术报告 

（1）《湖北省黄石市长江干堤加固工程补充初步设计报告》

（湖北省水利设计院 2000 年 7月）； 

（2）《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务院 2006 年）； 

（3）《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国务院 2008 年 7 月）；  

（4）《长江洪水调度方案》（国务院 2015 年 7 月）；  

（5）《黄石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黄石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5 月）；  

（6）《黄石市 2007 年度城市防洪应急预案》（黄石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07 年 5 月）；  

（7）《黄石市堤防保护区洪水风险图编制成果报告》（长

江委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 2016 年 3 月）；  

（8）《黄石市防汛抗旱工作手册》（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9）《黄石市城市防汛排渍应急预案》（黄石市城市排渍

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黄石市主城区面临超标准洪水的应急防御和

处理工作。 

当长江干流发生超标准洪水、预报黄石港洪水位将超过

27.5m 时，或花马湖发生超标准洪水、预报花马湖水位将超 20.0m

时，保护对象为黄石城市防洪保护圈范围内的黄石港区、西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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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下陆区的全部和开发区·铁山区局部（原铁山区区域）及其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包括黄石市长江干堤从艾家湾至四顾闸，花

马湖堤防从筲箕窝至黄石长江干堤艾家湾。 

东方山等城区水库发生超标准洪水（水库洪水位超校核洪水

位或水库发生险情导致漫坝、溃坝可能），影响范围为黄石城市

防洪保护圈范围内的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的全部和开发

区·铁山区局部（原铁山区区域）。 

主城区遇超标准山洪灾害（24 小时降雨大于 200mm）时，影

响范围为黄石城区临山的部分街道社区。 

1.4 防御原则 

（1）生命至上。坚持以保障城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

任务，避免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 

（2）确保重点。做好城区超标准洪水应急事件的防范工作，

重点保护黄石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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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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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况 

 

2.1 城市概况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是武汉城市圈副中

心城市，是全国 31 座重点防洪城市之一。东北临长江，与黄冈

市隔江相望，北接鄂州市，西靠武汉市。 

黄石市中心城区包括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开发

区·铁山区。由黄石长江干堤、花马湖堤和西南自然山地共同组

成的黄石城市防洪圈范围内的区域包括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

陆区、开发区·铁山区局部（原铁山区区域），面积 288.5km
2
。

开发区·铁山区大部分位于大冶湖流域，其超标准洪水防御适用

于大冶湖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2.1.1 自然地理 

黄石市区地处幕阜山北侧沿江滨湖、丘陵地带，东西长约

30.0km，南北宽约 2.0~10.0km。东南至西北有韦山、黄荆山连

绵，西北有白雉山、东方山与马鞍山逶迤，东北濒临长江。黄石

市区三面群山环抱，磁湖位于市区中心；老城区（黄石港、西塞

山）背山怀湖面江，地形破碎低洼，海拔高度一般为 20.0m 左右；

磁湖西部两山之间的下陆区为缓坡丘陵地带，标高在24.0~51.0m

之间。市区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市中心区最低地面高程 18.3m，

黄石港区比较低洼的地方为花湖街办、黄石港街办、红旗桥街办、

胜阳港街办，西塞山区比较低洼的地方为澄月街办、陈家湾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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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街办、河口镇区、下陆区、团城山街办临磁湖地区。汛期城

区有 69.82km
2
在长江防洪水位以下。 

黄石城区现有东方山、园门、喻家垅、江洋、黄家湾、凉山、

柳家湾、风雷 8 座小型水库，其中东方山和园门为小（1）型水

库，其余均为小（2）型水库，总承雨面积 8.03km
2
。对城区防洪

有重要影响的水库是东方山水库和黄家湾水库。东方山水库库容

123 万 m
3
，黄家湾水库库容 54 万 m

3
，2座水库洪水影响下游 0.4

万人的安全和武九铁路、106 国道、东贝集团等企业。 

2.1.2 社会经济 

黄石市是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华中地区重要的原材料工

业基地，全国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全市已形成了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建材、能源、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化工

医药等八大产业集群，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 个，省级工

业园区 7 个。2018 年黄石城区 GDP780 亿元，人口 85 万人。 

黄石市水陆交通便利，沿长江“黄金水道”建有 38 座码头，

铁路联接京广、京九；公路、铁路、水路客运线路近 200 条；宜

黄高速公路和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建成后，西联渝、汉，东通宁、

沪，四通八达。 

2.2 城市防洪体系 

2.2.1 工程体系 

黄石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市区地势低洼，外临长江，内有

湖泊，两面夹持，腹背受敌，洪水威胁极大。黄石市中心城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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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外洪来源为长江，内洪主要来源于区域暴雨内涝，同时受花

马湖、磁湖来水的影响。经多年建设，黄石市已形成了以黄石长

江干堤、花马湖堤和自然高地共同组成的黄石市城市防洪保护

圈，防洪工程体系主要有黄石长江干堤、花湖堤、排水闸站等组成。 

（1）长江干堤 

黄石城市防洪主干线为黄石市长江干堤市区段，上起艾家

湾，下至四顾闸，桩号 65+600~29+587，包括昌大堤、黄石港堤、

沈家营堤、代司湾堤、胜阳港堤、石灰窑堤、黄思湾堤、西塞堤

（西塞山-拐角、拐角-杨泗庙）、二百二堤、刘家坝角堤、鼎丰

堤、四顾堤共 13 个堤段，全长 28.27km，其中土堤 18.87km，占

全长的 67%；浆砌石或混凝土挡水墙 9.36km，占全长的 33%。黄

石市长江干堤为 I 级堤防，干堤上重要穿堤涵闸 13 座，建筑物

等级为 I 级。目前黄石市区长江干堤已基本加固完毕，堤顶高程

达到 29.5~28.7m，堤顶宽 13~10m。 

黄石长江干堤基本情况见附表 1。 

（2）花马湖堤 

花马湖堤位于黄石市西北端，西起筲箕窝，东至黄石长江干

堤艾家湾，设计堤线长 9.928km，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

堤顶高程为 22.14m，堤顶宽度为 6.0m，堤防工程级别为 3 级。

从西至东分为汉池堤、武黄高速公路、葫芦港堤、大湾堤、金家

桥堤、肖家堰堤、巴掌堰堤、四百五堤、泵站堤、长咀堰堤、上

港堤、细窦湖堤、花港堤段 13 个堤段。 



 —13— 

（3）排涝泵站 

市区排涝泵站计 8 座，其中花湖泵站 20m
3
/s、青山湖泵站

19m
3
/s、胜阳港泵站 32m

3
/s、中窑泵站 9m

3
/s、上窑泵站 0.2 m

3
/s、

白鹭泵站 0.6 m
3
/s，一门泵站 1.1m

3
/s，鼎丰闸泵站 24.2 m

3
/s。 

2.2.2 非工程措施 

（1）目前，国务院已批复《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和《长江

防御洪水方案》，由长江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对长江洪水进

行调度指挥。 

（2）黄石市人民政府已于 2014 年 5 月出台《黄石市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黄石市城市排渍指挥部办公室已于 2020 年 4 月

出台《黄石市城市防汛排渍应急预案》，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统一调度指挥。 

（3）长江委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 2016年 3月编制完成《黄

石市堤防保护区洪水风险图编制成果报告》，是黄石市城市防洪

的重要依据。 

（4）花马湖流域位于鄂州，鄂州市已编制鄂州市花马湖流

域调度预案和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 

（5）东方山水库 2019 年已进行除险加固，由开发区·铁山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挥。 

（6）城区范围内山洪由黄石市水文、气象、自然资源等部

门纳入监测预警预报范围，并编制完成了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绘

制区域内山洪灾害风险图，由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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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水风险 

 

3.1 历史洪水 

3.1.1 长江历史洪水 

建国以来长江多次发生大洪水，给黄石市带来了严重的损

失。 

（1）1954 年洪水 

1954 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4 月至 7 月降雨 1713mm，

为多年同期均值的 2.2 倍。8 月 19 日，长江黄石港最高水位达

26.39m，历经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 6万军民防洪抢险 148

个昼夜，战胜五次洪峰，加上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在上游 3 处两次

分洪，分别降低黄石港水位 0.33m 和 0.37m，保住了城市长江干

堤无一溃口。但上游白沙乡段江堤于 7月底失事，使老虎头至朝

阳阁上游花湖地区全部淹没。 

这场特大型洪涝灾害，全市淹没田地 34.8 万亩，倒房 92586

间，受灾人口 22.938 万人，因灾死亡 143 人，经济损失约 5 亿

元。 

（2）1996 年洪水 

1996 年，黄石市遭受到继 1954 年以来的第二次大洪水。6

月 2 日至 7月 21 日几场特大暴雨，总雨量达 1106.9mm，是正常

年份同期降雨量的 3 倍，致使全市各大湖泊、水库、塘堰全部满

载，56 座水库相继溢洪。7 月 22 日，长江黄石港水位达 25.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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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警戒水位 1.56m，仅比 1954 年最高水位低 0.83m。1996 年洪

水中，全市 4区 1市(大冶市)及团城山开发区共 37 个乡镇(场)、

街道办事处受灾。受灾人口 76.82 万人，洪涝灾害导致全市 436

家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直接经济损失 4.13 亿元。 

（3）1998 年洪水 

1998 年 7、8 月间，黄石出现了极端暴雨，7 月 22 日 24 小

时暴雨达 374.5mm，创历史之最。5、6、7 月三月雨量之和为

1564mm，超 1954 年同期雨量 24mm，暴雨导致山洪暴发，同时长

江中下游出现了接近和超过 1954 年最高水位的特大洪水，形成

外洪内涝，上压下顶最恶劣的洪水组合。8 月 10 日零时，长江

黄石港水位达 26.31m，仅比 1954 年最高洪水位低 0.08m；韦源

口最高水位达 25.48m，超过 1954 年当地最高水位 0.44m。1998

年大洪涝造成黄石市区受灾人口达 54.29 万人，紧急转移人口

18.09 万人，倒房 14463 间计 21.7 万 m
2
，死亡 19 人，直接经济

损失 11.48 亿元。 

3.1.2 花马湖历史洪水 

（1）1991 年洪水 

1991 年，花马湖 7 月 1 日至 12 日累计降水量 536.1mm，降

雨持续时间长、雨量大、范围广，造成内湖水位猛涨，花马湖在

4 台机组同时运行提排条件下，水位仍达 19.75m。 

（3）1996 年洪水 

1996 年，花马湖 6~8 月降水量 870.9mm，其中 7月份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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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mm，花马湖最高水位达到 20.22m。 

（4）1998 年洪水 

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流域性大洪水，洪峰次数多，高

水位持续时间长。花马湖 7月份降雨量达 777.9mm，其中 7 月 22

日降雨 286.2mm，超历史记录最高值。花马湖内湖最高水位高达

21.25m，内湖圩垸近全部溃漫，渍涝成灾面积超过 10 万亩，沿

湖的鄂州市、黄石市多处乡镇被淹。 

（5）1999 年洪水 

1999 年 6月 21 至 30 日，花马湖累计降雨量 440.7mm；内湖

水位由 17.36m 上涨到 19.3m，7月 2 日达到 19.88m。 

3.2 洪水风险分析 

3.2.1 长江洪水 

（1）长江流域洪水特点 

长江流域的洪水发生的时间与地区分布与暴雨一致，一般是

中下游早于上游，江南早于江北。武汉关以上洪水由四川盆地、

洞庭湖水系、清江、汉江等下泄洪水组成。洞庭湖、鄱阳湖水系

洪水一般发生在 4~7 月，金沙江下游和四川盆地洪水一般在 6~9

月，汉江一般在 7~10 月。一般年份各河洪峰互相错开，中下游

干流可顺序承泄中下游支流和上游干支流洪水，不致造成大的洪

灾。但如气象异常，干支流洪水叠加，会形成大洪水或特大洪水。 

长江出三峡进入中下游冲积平原后，江面展宽，水流变缓，

河槽、湖泊蓄量大，上游干流和中下游支流入汇的洪水过程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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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调蓄后，峰形较为平缓，退水过程缓慢，退水时若遇某一支流

涨水，又会出现局部的涨水现象，形成多次洪峰的连续洪水，一

次洪水过程往往持续 30~60 天甚至更长。 

三峡水库建成运行后，大大减轻了长江中游的防洪压力。对

于武汉地区，可以避免荆江大堤溃决后洪水取捷径对武汉的威

胁，配合丹江口水库和武汉附近地区蓄滞洪区的运用，提高了武

汉防洪调度的灵活性。根据鄂汛办〔2003〕29 号关于印发《2003

年湖北省长江干流防汛特征水位》的通知精神，长江黄石港站设

防水位由 22.0m 调整为 22.80m，警戒水位由 24.0m 调整为

24.50m，保证水位为 27.50m。1948~2002 年间，长江黄石港超设

防水位 42 年，超警戒水位 17 年；2003~2018 年间，长江黄石港

超设防水位 6年，超警戒水位 1年。1948~2020 年，长江黄石港

超 24.5m 警戒水位 9 次。 

长江黄石段高水位多发生在每年的 7~8 月。根据上游武汉关

水文站流量记录资料，1954 年最大洪峰流量为 76100m
3
/s，超过

60000m
3
/s 达到 16 次（年）。统计历年黄石港超警戒水位情况和

1998 年长江黄石段过境洪峰情况，分别见附表 2和附表 3。 

（2）洪水风险因素 

长江黄石段洪水主要源于武汉关以上，即使上游采取分蓄洪

措施，分蓄洪垸不能适时适量进行理想调度运用，消峰后的洪峰

流量仍会到达黄石河段，上游洪水仍是黄石河段的主要风险因素。 

澴除此之外，武汉至黄石沿江两岸府 河、滠水、倒水、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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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水、浠水等支流洪水汇入以及鄱阳湖流域洪水对黄石长江水位

的顶托影响也是黄石河段发生超标准洪水的影响因素。 

（3）黄石长江干堤溃口风险分析 

根据湖北省水利厅编制的《黄石市堤防防洪保护区溃口避洪

转移方案》，黄石长江干堤的溃口风险位置有两处，分别为青山

湖和石油库，青山湖溃口处位于长江干堤胜阳港排水泵站附近；

石油库溃口处位于长江干堤石油库险段，靠近西塞街办。 

经模拟长江1954年实际洪水和长江1954年型300年一遇洪

水，青山湖和石油库分别溃口，黄石市的淹没历时和范围如下： 

1）青山湖溃口：当遭遇 1954 年洪水时，青山湖溃口后 3h

内，洪水首先淹没附近的花湖区域、胜阳港区域，随后 6h 内洪

水传播至黄石市城区以及磁湖、花马湖沿岸较低区域。青山湖堤

溃口宽度 300m，分洪洪峰量 4997m
3
/s，洪水淹没面积 13.66km

2
；

遭遇 1954 年型 300 年一遇洪水时，溃口宽度 400m，分洪洪峰量

6382m
3
/s。洪水淹没面积 35.11km

2
。 

2）石油库溃口：当遭遇 1954 年实际洪水时，石油库溃口后

3h 内，洪水首先淹没附近的西塞街办沿江地区，随后 6h 内洪水

传播至春湖、八里湖区域。石油库溃口宽度 300m，分洪洪峰量

3208m
3
/s，洪水淹没面积 167.58km

2
；遭遇 1954 年型 300 年一遇

洪水时，溃口宽度 400m，分洪洪峰量 3413m
3
/s。洪水淹没面积

172.16km
2
。  

黄石市堤防保护区遭遇长江 1954 年实际洪水、长江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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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300 年一遇洪水，淹没区域、淹没历时见附图。 

3.2.2 花马湖洪水 

（1）洪水特性 

花马湖位于黄石市北部的鄂州市境内，流域面积 291km2。花

马湖流域洪水主要来源于降雨，并与外部长江水位密切相关。花

马湖主要外排出口为上港闸和花马湖泵站，上港闸 1956 年建成，

设计流量 52m3/s，花马湖泵站于 1978 年建成，设计排涝流量

32m3/s。汛期长江高水位时，花马湖洪水只能通过花马湖泵站抽

排入江，泵站外排能力不足，加上近年来鄂州的围垦建设挤占了

花马湖原有水域面积，导致了花马湖洪涝灾害的频繁发生。花马

湖实测最高日水位排位前十的年份水位情况统计见附表 4。 

（2）花马湖洪水风险因素 

花马湖发生超标准洪水的主要风险因素是花马湖流域发生

超标准的暴雨，同时受长江高水位影响外排能力不足，导致流域

下游水位超过花马湖堤保证水位，危及黄石市城区安全。 

3.2.3 东方山等城区水库及山洪 

东方山等城区水库位于黄石市城区，当水库上游发生超过水

库校核标准对应设计暴雨或水库发生险情并引发水库漫坝或溃

坝时将危及黄石市城区防洪安全。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当黄石市城区上游铁山站 24 小时降雨

大于 200mm 时，山区将会产生山洪灾害，危及黄石市城区防洪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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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预报预警 

 

4.1 监测 

4.1.1 水文站网 

长江干流黄石河段上下游有四个水文、水位站：汉口水文站、

黄石港水位站、武穴水位站和湖口水文站，均由长江水利委员会

领导，由长江水文局负责进行监测。 

澴长江武汉至黄石河段区间主要支流有府 河、滠水、倒水、

澴举水、巴水、浠水等，对应水文、水位监测站分别有府 河的卧

龙潭水位站、滠水的黄陂水文站、倒水的李家集水文站、举水的

柳子港水文站、巴水的马家潭水文站、浠水的浠水水文站。以上

各测站均由湖北省水利厅领导，由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负责进行

监测。 

黄石市城区有铁山雨量站、下陆雨量站，由湖北省水利厅领

导，由湖北省黄石市水文局负责进行监测。 

花马湖流域有花湖水位站。由湖北省水利厅领导，由湖北省

鄂州市水文局负责进行监测。 

长江干流和支流水文、水位控制站表分别见附表5和附表6。 

4.1.2 水情及工情监测 

（1）水雨情监测 

1）要加强长江委水文局、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鄂州市水

文局、黄石市水文局、气象局等气象、水文监测信息和成果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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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监测信息要及时上报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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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及周边地区水文、气象预报成果，

适当加密监测和预报频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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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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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监测及预报频次，实测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150mm 时，应

每隔 3 小时发布。实测 24 小时降雨量达到 200mm 时，应每隔 2

小时报送所在区域未来 12 小时的降雨预报；实测 24 小时降雨量

达到 250mm 以上时，应每隔 1小时报送所在区域未来 6 小时的降

雨预报，预测结果须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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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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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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预报由黄石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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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监测和预报频

次，对花马湖提供 24h 降雨量预报，东方山等城区水库提供 6h

的降雨量预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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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城区洪水预报由黄石市水文局负责，包括收集长江干流

洪水预报、武汉至黄石各区间主要支流洪水预报、花马湖流域洪

水预报、东方山水库和城区山洪预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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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预警 

4.3.1 超标准洪水判别依据  

（1）长江黄石河段发生超标准洪水判别依据 

1）当长江干流汉口站洪水将到达 29.5m 并预测会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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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黄石港水位将超过 27.5m 时，判定黄石城区将出现超标准洪

水。 

2）当长江干流汉口站洪水位达到 29.5m 并采取分洪措施以

后，应密切关注区间支流（府澴河、滠水、倒水、举水、巴水、

浠水等）洪水情况及下游湖口水位，若支流出现较大洪水，下游

湖口在保证水位 22.5m 附近并顶托严重时，黄石港水位将超过

27.5m 时，判定黄石城区将出现超标准洪水。 

（2）花马湖水位将超过保证水位 20.0m 或者发生超设计标

准的暴雨时，判定黄石城区将出现超标准洪水。 

（3）预报东方山等城区水库发生校核洪水标准对应的设计

暴雨量，或者东方山水库发生险情可能导致漫坝、溃坝时，判定

黄石城区将出现超标准洪水。 

（4）山洪超标准洪水根据山洪预警平台发布为准。 

4.3.2 预警响应 

预报长江黄石港洪水位将超过 2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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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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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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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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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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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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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工作，实行市委常委负责制，带领工作

专班分赴一线指导防汛抗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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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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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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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

大道、湖滨大道、迎宾大道、S112 等进行交通管制，确保防汛

人员和物资车辆能够顺利到达黄石长江干堤和花马湖堤，同时上

街引导交通或者进行临时交通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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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政府、街道、社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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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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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市城区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需重点防守的工程有：黄石长

江干堤、花马湖堤防、东方山水库。根据水位和堤防等级统筹安

排巡堤查险人员。 

5.1 洪水调度 

1、长江洪水调度由长江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进行调度。根

据《长江防洪预案》，黄石所在长江江段洪水调度方案内容如下： 

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城陵矶及以下河段调度方案为： 

运用重要和一般蓄滞洪区仍不能控制水位上涨时，运用蓄滞

洪保留区分蓄洪水。 

运用蓄滞洪保留区后，仍不能控制城陵矶、汉口、湖口水位

上涨时，适当抬高干流一级及二级堤防运行水位，加强工程巡查、

防守、抢险，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重要保护对象防洪安全。 

若水位继续上涨，或者长江干堤一级堤防出现重要险情，应

选择三级堤防进行破口，临时扒口分洪。 

2、花马湖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需临时加筑子堤，若水位继

续上涨至堤顶高程，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请求湖北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出面协调，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局部破口分蓄洪。 

5.2 巡堤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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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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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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和群众抢险队同时巡堤查险，严密布防。根据水位确定

巡堤查险频次。超过保证水位 27.5m 时，应加密巡查频次，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巡查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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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马湖堤防按照对应堤防标准进行巡堤查险。 

5.3 防守抢险 

1、黄石长江干堤 

当长江黄石港洪水即将达到 27.5m 时，市、区防汛部门分别

负责各自行政管辖地域的堤防防守任务。各指挥部具体分段防守

见附表 7。 



 —29— 

当通过巡查发现堤防出现有险情的前期征兆时，应迅速调集

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并及时向影响区预

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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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的突击抢险。具体抢护措施为： 

（1） 黄石长江干堤子堤加固 

当长江黄石港水位达到 28.5 米时，应对黄石长江干堤全线

进行加筑子堤，子堤 1m 高，1m 宽，边坡 1:0.5，全线需要土方

约 50 万方。 

（2）黄石长江干堤险情抢险 

黄石市区长江干堤的建设基本达到设计标准，可抵御相当于

54 年洪水，但未经过设计洪水的考验。已整治的险工险段如：

凉亭山险段、石油库险段、二百二险段等仍需在日常运行管理中

加强监测维护，在遭遇特大洪水时，各险工险段、涵闸仍是我市

城市防洪工作的重点。度汛措施为加强观察，备足石料，加强防

守。 

主要险情：黄石干堤重点险段出现过散浸、管涌、漏洞、翻

砂鼓水等险情。近年来虽经整治，但没有经过大洪水的实际考验。 

查险重点：对江堤外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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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上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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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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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含技术人员）组成。 

抢护方案：当长江黄石港水位达 26.39m 时，保证水位及以

上，上三线劳力 50 人/公里驻守，分三班日夜防守。备黄砂、碎

石各 50m
3
，水泥 5T，编织袋 5 万个，落实 2 万 m

3
的粘土料场。

对发生的各类险情及时进行抢护。槽内渍水用水泵抽出。 

当长江黄石港水位超过 27.5m 时，保证水位及以上，上三线

劳力 100 人/公里驻守，分两班日夜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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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花马湖堤防子堤加固 

当花马湖水位达到 21.0 米时，应对花马湖堤全线进行加筑

子堤，子堤 1m 高，1m 宽，边坡 1:0.5，全线需要土方约 18 万方。 

3、东方山等城区水库 

当东方山等城区水库达到校核洪水位对应的暴雨时，应上三

线劳力进行驻守，如果水位继续上涨，需要临时组织扩挖，降低

溢洪道底坎高程，扩大行洪断面，下游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分洪。 

5.4 人员转移安置 

转移的总体原则是先人后物。转移方向主要是基础稳固的楼

房高层和政府设立的避难安置点。 

当长江黄石河段堤防发生溃口时，黄石港区比较低洼的地方

为花湖街办、黄石港街办、红旗桥街办、胜阳港街办；西塞山区

比较低洼的地方为澄月街办、陈家湾街办、西塞街办、河口大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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垸区。下陆区、团城山街办临磁湖地区。汛期城区有 69.82km
2

在长江防洪水位以下。 

当花湖堤发生溃口时，主要影响的区域为花湖街道区域，约

7km
2
，避洪人数约为 2万人，选择就近向自然高地转移的方式，

转移至陆家冲安置区、老虎头安置区、刘家大湾安置区等。 

当东方山等城区水库发生溃口时，主要影响的区域水库保护

下游 0.4 万人的生命安全和武九铁路、106 国道、东贝集团等企

业。选择就近向自然高地转移的方式，往上游安全地方转移。 

主城区遇超标准山洪灾害（24 小时降雨大于 200mm）时，影

响范围为黄石城区临山的部分街道社区。选择就近向自然高地转

移的方式，往附近高楼地方转移。 

当群众遭受洪水围困时，应及时组织救援人员和冲锋舟、救

生船、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确保围困群众的生命安全，政府

提供安置生活基本保障。 

具体人口转移安置计划由地方相关部门编制。 

5.5 应急响应调整、应急响应结束 

启动超标准洪水应急响应后，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洪

水形势发展，提高或降低防洪响应级别。新的级别发布后，原响

应级别自动转入新启动的应急响应级别，并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

社会发布相关消息。 

当超标准洪水及次生衍生危害被基本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

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按程序结束应急响应，同时通知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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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5.6 后期处置 

5.6.1 灾情调查与评估 

发生洪涝灾害后，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有关专家和

人员，对洪涝灾害进行现场抽样调查，计算、复核，确定造成灾

害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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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对灾情进行汇总统计和上报。 

5.6.2 恢复与重建 

洪涝灾害发生地的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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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黄石市人民

政府援助的，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请求，市应急管理局

会同有关部门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计划，提出

解决建议或意见，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重大洪涝灾

害的善后与重建工作由黄石市人民政府和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成员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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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尽职责、分工协作，共同做好灾后处置工作。 

水利、城管、交通、住建、电力、通信等部门要迅速组织力

量对受损的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电网、变电站、通

信设施进行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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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市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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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本系统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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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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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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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
新
县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大
冶
市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超标准洪水指挥机构） 

黄
石
港
区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西
塞
山
区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下
陆
区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开
发
区 
· 
铁 
山 
区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机
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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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灾等重大抢险救灾行动。 

市委宣传部：正确把握防汛宣传工作导向；负责组织新闻媒

体做好防汛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汛突发事件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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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协调防汛通信保障工作；负责配合黄石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征调防汛抗旱应急物资，协调有关工业产品应急生

产组织。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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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抢防汛物资以及破坏防汛设

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指导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引发的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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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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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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防汛有关经费保障工作；协同水利部门向上

级争取防汛补助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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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

奖励工作，协调落实防汛值班补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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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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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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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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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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和相关人员

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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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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作。 

市供销社：负责防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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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防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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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防汛抢险救援、应急支援工作。 

黄石海事局：负责长江水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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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邮政局：负责保障各级防汛指挥部邮政畅通。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负责防汛电力供应、应急保障。 

中石化黄石分公司：负责保障防汛油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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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情的收集、汇总、传输和水文情报预警预报工作；及时向

黄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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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指挥小组主要职责 

根据防汛需要，黄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编组分成综合协调、

抢险救援、治安维稳、物资装备、交通保障、医疗救护及卫生防

疫、灾民安置、次生灾害防治、宣传 10 个指挥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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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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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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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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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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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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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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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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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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抢险队伍按县、市、区来组建。其中城区按救援 2 个社

区的标准各安排 200 人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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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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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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需对黄石长江干堤加固子堤。黄石长江

干堤长 28.27 公里，若全线加筑子堤，按 1m 宽，1m 高，边坡 1:0.5

来计算，全线需要土方 50 万方左右，花马湖堤防需土方 18 万方

左右加固，黄石市河道堤防管理局应根据实际堤防情况事先选定

土料场，以备防汛抢险需要。土料场应离堤防 500m 以外。全线

加筑子堤后，按临水坡 3m 长，顶宽 6m 加子堤铺设彩条布，共需

要 80 万 m
2
。 

在一般洪水防御物料准备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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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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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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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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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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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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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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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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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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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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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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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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为对黄石大道、湖滨大道、迎宾大道、S112 进行交通管制，

确保防汛车辆通行，能够顺利到达黄石长江干堤。具体交通管制

方案由公安和交通部门编制。 

（1）运输任务及职责分工 

抗洪应急抢险紧急运输任务由市交通部门统一领导调度，市

运管局负责协调组织城市抗洪期间突发运输任务，市交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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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发集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运输工作。 

（2）应急运力储备 

 黄石城区常备城市公交车和道路货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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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交运集团、城发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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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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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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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区卫健部门根据实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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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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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市城区除现存避难场所外，可利用地势较高的学校、广

场、公园、体育场（馆）等设施，开辟紧急避难场所，为洪涝灾

害受灾群众提供应急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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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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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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51— 

附表 1 

黄石市长江干堤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备注 名称 起止桩号 

长度

（m） 

设计水

位（m） 

堤顶高

程（m） 

堤顶宽

度（m） 

1 昌大提 65+600～58+636 2156 27.6 29.6 13 

2 黄石港堤 58+636～57+290 1347 27.5 29.5 13 

3 沈家营提 57+290～55+500 1406 27.5 29.5 13 

4 代司湾堤 55+500～54+743 763 27.4 29.4 10-11 

5 胜阳港堤 54+743～53+363 1046 27.4 29.4 10～20 

6 石灰窑堤 53+363～51+510 1725 27.4 29.4 3~4 

7 黄思湾堤 51+081～46+628 4453 27.3 29.3 1 

8 西塞堤 45+000～40+112 4430 27.2 29.2 12 

9 合兴堤 40+112～37+400 2702 27 29.1 12 

10 二百二堤 37+400～33+180 4067 26.9 29 12 

11 刘家坝角堤 33+180～32+500 501 26.8 28.9 12 

12 鼎丰堤 32+500～30+150 2402 26.7 28.8 10 

13 

保护圈

范围 

四顾堤（大治） 30+150～29+587 1268 26.7 28.7 8～10 

14  四顾堤（阳新） 28+980～29+613 633 26.7 28.2 11 

15  海口堤 28+980～8+500 18240 26.2 27.7 10～12 

16  菖湖堤 8+500～0+(-025) 5458 25.9 27.36 10～12 

17  富池堤 6+610～0+000 5673 25.09 26.5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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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长江黄石港站超警戒水位情况表 

 

序号 年份 进入警戒水位日期 
最高水位

（m） 
出现日期 超警戒水位持续天数 

1 1948  24.1 7 月 26 日  

2 1949  24.23 7 月 23 日  

3 1954 6 月 26 日 26.39 8 月 19 日 92 

4 1955  24.29 6 月 29 日  

5 1962 7 月 14 日 24.01 7 月 14 日 1 

6 1968 7 月 18 日 24.49 7 月 23 日 11 

7 1969 7 月 16 日 24.43 7 月 20 日 9 

8 1973 6 月 29 日 24.28 7 月 8 日 9 

9 1980 8 月 24 日 24.78 9 月 2 日 16 

10 1983 7 月 5 日 25.39 7 月 19 日 26 

11 1988 9 月 13 日 24.41 9 月 17 日 9 

12 1991 7 月 16 日 24.13 7 月 17 日 4 

13 1995 6 月 29 日 25.06 7 月 10 月 19 

14 1996 7 月 15 日 25.56 7 月 22 日 31 

15 1998 6 月 28 日 26.32 8 月 9 日 80 

16 1999 7 月 5 日 25.91 7 月 23 日 30 

17 2002 8 月 23 日 24.36 8 月 26 日 7 

18 2016 7 月 6 日 24.99 7 月 7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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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998 年长江黄石段洪峰情况表 

序号 出现时间 
洪峰水位 

（m） 

超警戒水位 

（m） 

洪峰流量

（m3/s） 
洪峰因素 

1 7 月 06 日 14 时 25.29 1.29 67200 
上游大面积强降雨，

且与洞庭湖来水相遇 

2 7 月 23 日 02 时 24.86 0.86 64300 
21 日武汉、黄石出现

强暴雨 

3 8 月 01 日 21 时 26.3 2.3 73100 上压下顶 

4 8 月 09 日 23 时 26.32 2.32 73300 荆江段准备分洪 

5 8 月 15 日 02 时 25.95 1.95 67400 洪峰到黄石基本展平 

6 8 月 20 日 11 时 26.2 2.2 74000 
洪水与清江、汉江来

水相遇 

7 8 月 29 日 04 时 25.87 1.87 67800 上中下游来水量减弱 

8 9 月 03 日 20 时 25.76 1.76 68200 上中下游来水量减弱 

 

 

附表 4 

花马湖实测最高日水位基本情况 

排序 最高日水位（m） 对应年份 排序 最高日水位（m） 对应年份 

1 21.25 1998 6 19.35 1982 

2 20.22 1996 7 19.30 1987 

3 19.88 1999 8 19.16 2010 

4 19.75 1991 9 19.11 2011 

5 19.70 1983 10 18.94 1990 

 



 —54— 

附表 5 

长江干流水位站水位控制表 

河段 站名 设防水位 警戒水位 保证水位 

武汉河段 汉口站 25 27.3 29.73 

黄石河段 黄石港站 22.8 24.5 27.5 

 武穴站  21.5 23.5 

九江河段 湖口站  20.5 22.5 

 

 

 

附表 6 

长江支流水位站水位控制表 

河名 府澴河  滠水 倒水 举水 巴水 浠水 

区名 东西湖 黄陂 黄陂 新洲 新洲  浠水 

控制站 东山头 童家湖 黄陂 李家集 柳子港 马家潭 浠水 

设防 

水位 
25 25 25 26.3 28   

警戒 

水位 
26.3 26 26 28 29   

保证 

水位 
30.01 29.35 29.31 30.73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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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黄石市长江干堤防汛抗旱指挥部具体分段防守表 

名  称 职责范围 

大冶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 

长江干堤（桩号 30+100～29+587）及大冶湖大闸、大冶湖泵站，

王家山堤、石龙头堤。 

西塞山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 

辖区内长江干堤（桩号 53+129～51+510、45+000～30+150）及幸

福闸、中窑闸、鼎丰闸、合兴闸等涵闸和长江干堤上的交通闸，

一门煤场至江边挡水墙以及涵闸和交通闸。 

黄石港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 

辖区内的长江干堤（桩号 65+600～53+129）及大码头闸、胜阳港

闸、上港闸等涵闸及长江干堤上的交通闸。 

湖北新冶钢有限

公司 

厂区内的长江干堤（桩号 50+872～47+033）及干堤上的涵闸、泵

站和交通闸。 

黄石港务局 
该局船厂范围内的长江干堤（桩号 47+033～46+628）及干堤上涵

闸及交通闸。 

下陆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 

开发区·铁山区防

汛抗旱指挥部 

 

全市防洪抢险的二线机动力量，视长江水情和干堤险情，由市防

指统一调动。 

 

黄石市水文水资

源局 

提供长江上下游流域的水位日报和预报本地区雨情日报以及各种

水雨情分析。 

黄石市气象局 提供短、中、长期气象预报和各种气象分析。 

 

黄石市河道堤防

管理局 

协助各指挥部的巡堤人员对基础变形、管涌、渗漏、滑坡、塌陷

等监测；检查涵闸水流水利条件变化，基础稳定、设备完好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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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黄石长江干堤现场防御抢险物资储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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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段/工程类别 

千米 条 M2 M3 M3 kg M3 kg 件 千瓦 只 只 台 M 

1级堤防 每千米 4000 400 600 500 100 1 200 50 0.2 10 0.10  0.03  50 

昌大提 2.156 8624 862.4 1293.6 1078 215.6 2.156 431.2 107.8 0.4312 21.56 0.22  0.06  107.8 

黄石港堤 1.347 5388 538.8 808.2 673.5 134.7 1.347 269.4 67.35 0.2694 13.47 0.13  0.04  67.35 

沈家营提 1.406 5624 562.4 843.6 703 140.6 1.406 281.2 70.3 0.2812 14.06 0.14  0.04  70.3 

代司湾堤 0.763 3052 305.2 457.8 381.5 76.3 0.763 152.6 38.15 0.1526 7.63 0.08  0.02  38.15 

胜阳港堤 1.046 4184 418.4 627.6 523 104.6 1.046 209.2 52.3 0.2092 10.46 0.10  0.03  52.3 

石灰窑堤 1.725 6900 690 1035 862.5 172.5 1.725 345 86.25 0.345 17.25 0.17  0.05  86.25 

黄思湾堤 4.453 17812 1781.2 2671.8 2226.5 445.3 4.453 890.6 222.65 0.8906 44.53 0.45  0.13  222.65 

西塞堤 4.43 17720 1772 2658 2215 443 4.43 886 221.5 0.886 44.3 0.44  0.13  221.5 

合兴堤 2.702 10808 1080.8 1621.2 1351 270.2 2.702 540.4 135.1 0.5404 27.02 0.27  0.08  135.1 

二百二堤 4.067 16268 1626.8 2440.2 2033.5 406.7 4.067 813.4 203.35 0.8134 40.67 0.41  0.12  203.35 

刘家坝角堤 0.501 2004 200.4 300.6 250.5 50.1 0.501 100.2 25.05 0.1002 5.01 0.05  0.02  25.05 

鼎丰堤 2.402 9608 960.8 1441.2 1201 240.2 2.402 480.4 120.1 0.4804 24.02 0.24  0.07  120.1 

四顾堤（大治） 1.268 5072 507.2 760.8 634 126.8 1.268 253.6 63.4 0.2536 12.68 0.13  0.04  63.4 

四顾堤（阳新） 0.633 2532 253.2 379.8 316.5 63.3 0.633 126.6 31.65 0.1266 6.33 0.06  0.02  31.65 

海口堤 18.24 72960 7296 10944 9120 1824 18.24 3648 912 3.648 182.4 1.82  0.55  912 

菖湖堤 5.458 21832 2183.2 3274.8 2729 545.8 5.458 1091.6 272.9 1.0916 54.58 0.55  0.16  272.9 

富池堤 5.673 22692 2269.2 3403.8 2836.5 567.3 5.673 1134.6 283.65 1.1346 56.73 0.57  0.17  2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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