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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水库汛末提前蓄水关键技术与应用》的各项专题成果已应用于《三峡水库调度规程》、《三峡
工程优化调度方案》、《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综合调度研究》等三峡工程的
优化调度研究和实践中，并有效指导了三峡工程提前蓄水实践，对三峡工程的优化调度、科学运用起
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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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年最大洪峰流量日平均流量量级一般为30000～70000m3／s，小于30000m3／s仅
有两次；大于70000m3／s的仅有1次，出现在1896年9月上旬；50000m3／s以上占53.7％：60000m3／s以
上占18.7％。
洪峰在50000m3／s以上的年最大洪水主要集中在7—8月，量级在60000m3／s以上的年最大洪水共有25
场，主要发生在7月上旬至8月中旬，有22次，其他3次发生在9月上旬，8月下旬与其他时间均未出现过
洪峰大于60000m3／s的年最大洪水。
9月中旬超过50000m3／s流量级的次数比9月上旬多一次，下旬30000～40000m3／s及40000～50000m3／s
均与上旬相当。
 因此，宜昌站年最大洪峰出现时间的特征和大气环流的气候特征是一致的。
6月副高脊线在20。
N以南，印度低压正在建立，雨带主要在江南，因此6月宜昌出现年最大洪峰较为少见。
而且从6月中旬到6月下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开始第一次北跳，因此6月出现的年最高洪峰都偏于6
月下旬，而且其量级不会很大。
7月初虽然副高已第一次北跳到25。
N附近，但7月上旬西风槽的平均位置在贝加尔湖东部伸向河套一带，雨带仍偏于江南和嘉陵江东部一
带，波及上游各支流的暴雨过程较少，因此7月上旬以前造成峰高量大的洪水也较少。
 7月中旬到8月中旬，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地北跳到30。
N附近摆动，印度低压正是强盛季节，它与副高对峙给长江上游输送了强劲的暖湿气流。
西风带也季节性地北撤到较北的位置，西风槽的平均位置已不在长江上游的东部，而位于巴尔喀什湖
附近，此时不断分裂的小槽东移，雨带正位于长江上游一带，容易形成川西暴雨。
随着副高周期性地东退西进，暴雨常常会自川西开始逐步向东移动，造成上游各支流、特别是北岸各
支流先后发生暴雨，所以在这个时期宜昌不仅会出现峰高的洪水，也会出现峰高量大的洪水。
因此50000m3／s以上的年最大洪峰流量有70％集中在这段时期。
 8月中旬末到8月下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十分强盛，常常控制上游相当部分地区，这段时间上游暴
雨面积不广或暴雨较少，因此这段时间宜昌出现年最高洪峰的机会也较少。
 9月的情况和6—8月又有所不同，西太平洋副高脊线位于25。
N附近，相当于7月一E半月的情况；但副高往往分裂为单体，印度低压已大为减弱，西风带开始向南
推进，西风槽的平均位置从内蒙经过河套东部伸向汉江及嘉陵江东部地区，因此9月宜昌站年最大洪
峰比6月多。
如果副高比常年撤退迟，而在8月宜昌底水较大，就易形成秋季大洪水，如1945年、l966年等。
 从以上分析可知，7月中旬到8月中旬易出现峰高量大的洪水，历史调查洪水也如此，如1788年的洪水
，其洪峰出现在7月下旬初；1860年洪峰出现在7月中旬末：9月也会出现大洪水，如1896年的洪水宜昌
洪峰就出现在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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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水库汛末提前蓄水关键技术与应用》由武汉长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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