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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災過後，不少人提出是否可以向各級
政府部門負責人、基層幹部和普通民眾推出
城市洪水風險圖的問題。對此，北京地理學
會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
中心首席科學家、教授李京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要提升北方城市的設防能
力，除了擁有大型水利設施等硬件基礎外，
還需盡快編製洪水風險圖，以便用於防洪減
災規劃、風險評估、土地管理、洪水保險、
避洪轉移、公眾參與及洪水風險意識普及等
諸多方面。

現時應用範圍領域仍受限
「簡而言之，就是要讓各級部門負責人、
基層幹部和普通民眾都能了解洪水的風險在
哪裏，自己是否身處較高風險地區，以便及
時採取應對措施。」在李京看來，這樣的風
險圖非常有用。「一旦洪水來襲，民眾就能
知道自己應該往哪些低風險地區或者避難場
所疏散，哪裏有可利用資源，提升城鄉整體
的應對能力。」
據悉，洪水風險圖是對可能發生的超標準

洪水的演進路線、到達時間、淹沒水深、淹

沒範圍及流速大小等過程特徵進行預測，以
標示洪泛區內各處受洪水災害的危險程度。
因此，它是一種重要的防洪非工程措施。一
般由政府組織或企業編製和發布，供公眾免
費參閱和借鑒。美日等國都有公開的洪水風
險圖，涵蓋主要的城市社區。這些風險圖標
示出通常被認為是高危洪泛區的地理區域，
表示這些區域遭受嚴重風暴潮、河流洪水以
及內澇洪水的風險較大。
目前，內地洪水風險圖的使用者多局限於

防汛指揮機構和水利部門，應用範圍和領域
十分有限。水利部曾表示，雖然近年來中國
洪水風險圖編製與應用工作有了長足進步，
但總體上仍處於起步階段。對此，不少民眾
表示，期待能向公眾發布簡單易懂的洪水風
險圖，以便及時避險。

加快編製洪水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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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減災考驗的是硬件的質量，也考驗軟件
的水平。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的預防意識、避險意識，直接

關乎應急預警化為行動的效率。因此，補上相關培訓和演練至關重要。李
京表示，災害管理體系中有一個完備的信息預警系統，並直達當地民眾，至關

重要。同時，還要通過培訓和演練提升民眾防災意識。讓每個人都知道，緊急情況
下如何快速、合理、科學地處置和及時撤離。他並建議，將防災減災培訓作為大中學生

的一門必修課。
據內地媒體報道，在今次河北涿州洪災中，不少蓄滯洪區的村民由於未獲得充足的轉移時

間而被洪水圍困，等待救援。還有山區民眾認為自己房屋地勢較高，不會遭遇洪水，不願撤離，
最終被山洪沖走，歷經艱辛撿回一命。對此，有專家表示，相對南方而言，北方從政府部門到普通
民眾對洪澇災害的防範意識比較薄弱。

倡作學生必修課
國家氣候中心主任巢清塵表示，其實這次華北暴雨的預報做得很好，北京從7月29日就對全社會發布暴

雨紅色預警，最後從實況來看，無論是降雨時間、量級，還是雨會落到什麼地區，都和預報吻合得非常
好。但很多人一開始覺得雨不會下那麼大，或認為即使下雨也不至於引發洪水，導致受災。
「面對這次華北緊急洪水，不管是基層指揮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不夠重視。有的根本不了解紅

色、橙色預警意味着什麼，也沒去理會，不願意疏散。更有旅行社不顧危險，組織老年人繼續旅遊。」李京表
示，最近業界多在討論北方地區民眾應對暴雨洪災的培訓教育問題。「下一步，在高風險地區要經常做宣傳、
教育、培訓、演練，不斷增強民眾防範意識。另外，要將防災減災作為學生的必修課，以帶動全社會參與。以
便在未來的災害過程中，民眾能提升敏感度，按要求迅速撤離和轉移安置。」

建議預警通俗化
還有專家提出了預警通俗化的問題。「預警如果能告訴人們水大概會淹到多高，住在這個地區的人立刻就能
有概念了」。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家安全與應急管理學院教授楊賽霓則建議，面對極端天
氣，發布的預警本身也不能再限於單純氣象因子強度的預警，而應該是「基於承災對象」的預警。比如，對當
地交通、通訊和電力設施有哪些影響？對具體某個地區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響？農田受損情況如何？人們只有
知道這些信息，才有更多預先行動的依據，做更充分且適當的準備。

從2021年的河南鄭州水災致全城

「癱瘓」，到今次華北創紀錄暴雨引

發洪災使河北涿州成為重災區，近年

來，中國北方正遭受着比以往更嚴峻

的防汛考驗，如何在今後遭遇洪災時避免陷入癱瘓，成為各界關注

焦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7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防汛抗

洪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工作，強調進一步提升我國防災減災救災能

力。多位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去北方以旱為主，

城鄉基礎設施條件在應對極端暴雨時相對薄弱。此輪華北暴雨洪

災，暴露出北方地區管理部門應對極端天氣仍缺乏經驗，民眾的防

洪意識亦低於南方。今後在彌補水利工程短板、編製洪水風險圖、

提升城市韌性的同時，民眾亦需提升防災意識和應對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國家氣候中心用模式預估的結果顯示，未來北方強降雨會越來越
多。2026年至2045年，京津冀城市群夏季和年平均降水會以增

加為主，強降水、連續五日降水量等指數都呈增加趨勢。隨着城市
擴張，暴雨風險的範圍也在增大。那麼下一次洪災出現之前，北方
城市應如何汲取經驗和教訓？多位專家認為，北方城市需提升汛情
思維，更新標準提高城市韌性。

抓住重建契機 增強抗災能力
北京地理學會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首席
科學家、教授李京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北方地區要汲取每一次暴雨
和洪災留下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的影響，拿
出一個綜合的災害風險評估，以此作為城市規劃設計、管理系統、
重點工程建設、設防標準更新的參考。提高城市韌性，方可更好應
對下一次洪災侵襲。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原副總工程師程曉陶認為，提升城市韌
性首先要提高風險辨識，知道高風險點的位置。同時，要增強危險
感知能力，應配備完善的規定，包括預報怎麼發、預警誰來發、在
什麼範圍內發、如何告知市民、市民何時配合撤離等。另外，在韌
性城市建設過程中，提升抗災搶險、應急處置以及對災害損失的承
受能力都非常重要。災害發生後，相關部門可以通過災害發現基礎
設施的短板和薄弱環節，抓住恢復重建的契機，使基礎設施變得更
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求，增強抗災能力，這一過程就是韌性重建。
另一方面，全民自保互救的能力也要增強。

增設水利設施 補防洪短板
關於防洪設施，李京表示，要強化整個流域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在

治理上，必須提升重要河道和主要支流的防洪指標。他以京津冀為例
提到，潮白河上有密雲水庫，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基本能截留來自燕
山的大部分來水。永定河上有官廳水庫，亦可攔截上游來水。而拒馬
河流域沒有大型水庫，面對百年難遇的洶湧山洪，只能任由其衝出峽
谷。據悉，拒馬河是河北省內唯一一條長年不斷的河流，為北京市五
大水系之一，分為南北兩支。在此前的暴雨中，北拒馬河和大石河洪
峰流量非常極端，它們在涿州交匯，造成嚴重洪災。
「可以考慮在拒馬河上游修建水庫。畢竟大型水利設施是根本，
沒有它的保護，其他防護措施很難發揮作用。」李京說，「修建水
庫對於乾旱和洪水交替出現的北方地區也是有益的，可將攔截的洪
水轉化成淡水資源。」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副指揮、應急管理局副局長

劉斌亦提出，未來汛情災害應對需要更多基礎支
撐。防洪工程方面需要有所提升，例如在山峽
區間修建一定的洩洪水庫，同時進一步提升
下游防洪大堤的安全標準。
事實上，拒馬河上游水庫建設問題
此前亦有討論。程曉陶表示，拒
馬河在規劃上原本是要建水庫
的，但因跨京冀兩地，修
建水利工程牽涉兩地多
部門的協調決策。今
次河北受災正是
提升洪災治理
的 一 個 契
機，應認真
審視是否需
要建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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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度不足，不少城
市的部分區域在暴雨衝擊
下一度斷水斷電。

◆河道堤壩
設防標準普遍不

高，防洪工程有短板，一
旦暴雨如注，易釀成

水患。

◆應急預警
轉化為行動的效率

不夠高，一些預警還做不
到精細化，數據共享

和協同聯動需
提升。

◆相較於東
南沿海，北方相關

部門及民眾防災意識薄
弱。

北方地區
防災短板

助 民 眾 及 時 應 對 洪 災

◆◆88月月55日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延壽縣部分縣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延壽縣部分縣
城被淹城被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88月月22日日，，
河北涿州市民河北涿州市民
眾乘坐船隻轉眾乘坐船隻轉
移移。。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8月16日，工作人員對吉林舒蘭市開原鎮模範村的受損房屋進行
拆除重建工作。 新華社

◆◆88月月22日日，，北京房山區的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口北京房山區的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口，，群眾乘坐衝鋒舟前往轉運車輛乘車點群眾乘坐衝鋒舟前往轉運車輛乘車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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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練
至至關關重重要要 多多方方入入手手增增防防災災意意識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