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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水路”破解平原排涝 

朱法君 

浙江省水利厅治水办主任 

浙江沿海自北向南分布着杭嘉湖、萧绍、宁波、温黄、温瑞等五大平原，国土面积约占全省 15％，居住人口约占全省 50 % , 

GDP 产出占全省 70 ％以上，是浙江人口和生产力的高度密集区，地位重要。 

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五大平原地处低洼地势，上承山水，下受东海高潮顶托，排水不畅。每遇暴雨洪水，城市常常变

“海”，人民群众的财产遭遇损失。沿海平原的防洪排涝，已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重要短板。 

探究沿海平原洪涝成因，借鉴国际和国内相关行业的成功治水经验，“十三五”期间，浙江计划投资 1000 亿元，打造沿海

平原排水“高速水路”，形成平原排水的快速通道，让洪水尽快通江达海，破解平原排涝的历史性难题。 

平原洪涝的形成 

浙江沿海五大平原均为河口冲积平原，是历经上百年，不断围垦造地演变而成，地面海拔均低于东海高潮位，这种“先天

性”让五大平原饱受洪涝之困。 

此外，五大平原基本临海面江，是浙江境内主要河流进入东海的必经区域。雨水季节，平原自产之水和上游的山区来水汇

积，形成巨大洪流，排放不畅时就易形成涝灾。 

前期的治理中，浙江花大力气建设了高标准的海塘、江堤，有效地防御了潮水和外江洪水，虽然在排水干河口门上均建有

排涝闸，但由于到潮位过程和外江高水位的双重制约，无法实现“全天候”排水，河道的行洪能力大打折扣。 

随着围垦不断推进，排水河道随之不断延伸，水面比降进一步减小，使得河流动能不足、行水滞缓。 

目前，杭嘉湖平原的涝区中心，如嘉兴及嘉兴北部、湖州菱湖等地，其涝水排至杭州湾的距离达数十公里，排至吴淞口则

需上百公里；萧绍平原、宁波平原和温黄、温瑞等平原情况类同，涝区中心、重要城市距离入海口近则几公里、十几公里，远

则上百公里。排水通道路径长，水流在途中势能减弱，造成流速减缓，排水困难。这些涝水只有当东海高潮位退去时，才能经

长途跋涉，候潮排涝。在涝区的中心地带，肉眼基本无法感受到水流的迹象。 

排水河道“长距离、流得慢、排不动”，是平原洪水期间的普遍现象，也是平原持久受淹的根本原因。 

城市不能淹，农村同样也淹不起。城市的发展、坪区的建设、水域的减少等因素，降低了平原的调蓄能力，加重了洪涝形

势，可谓“雪上加霜”。专家预判，如果找不到一条让平原的洪水、涝水尽快通江达海的有效途径，平原洪灾将会愈演愈烈，

进而影响全省发展。 

让排涝干河流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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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涝水快排，归根结底是让排涝干河流得动、流得快。其中增加河流的行近水头是关键，即增加水流在行进过程中的动

能或速度。 

由于五大平原地势平坦，依靠水流本身的重力驱动，达不到快排的效果，必须依靠外力予以加速。其中，“强排泵站”是

关键性工程，也是“高速水路”建设中的核心推进器。因此，在这次的 1000 亿元投资中，增加强排泵站建设是重点，并设定了

三种途径打造“高速水路”:  

一是在沿海排涝口门增设强排泵站，实现全天候排水。根据河道的行洪能力，在排水闸附近增设强排泵站，当外江、外海

出现高水位、高潮位，排涝闸不能排涝时，通过泵站强排，使排水不间断；当涨潮影响排水闸排水效果时，可通过泵站与水闸

的联合调度，保证河流能够持续、快速排水。此项措施可保证排水干河 24 小时持续排水，不受下游高水位、高潮位影响，从而

达到高速排水的口标。 

二是有效控制干河两岸，防止涝水漫溢至支河，有意识抬高干河水位，让干河“满负荷”行洪。受到“高速公路”提高运

力的启发，平原河道同样可以通过两岸有效控制，适度抬高行洪时的水位，山区洪水直接导入干河，支流涝水、区域涝水（城

市、坪区）通过内设的强排措施排入干河，形成“高水高排、低水强排”至干流的系统，从而使承担外泄任务的干河实现全断

面、全天候排水。 

三是增设“接力泵站”，让“高速水路”进一步提速。受管道增压系统，实现长距离、大扬程输水的启发，设置增压泵站，

让河流里的水流得更快。建设一座增压泵站，通过电能、势能、动能的转换，就可实现排水提速。对一些长距离的输水河道，

还可设置梯级接力泵站，使之排水能力成倍、成几倍的提高。 

目前全省平原排涝的方案已经确定，一大批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部分工程已建成发挥效益。 

前期建成的杭州三堡排涝泵站，排涝流量 200 立方米／秒，已在多场洪水战役中发挥作用，让杭州城区的涝水经运河顺畅

快速地排人钱塘江。 

已建成的余姚洒门排涝站是浙江第一座“接力泵站”。启动泵站，让河流持续高速流动，余姚的涝水可以快速直排杭州湾。 

目前，宁波、台州、温州也已启动沿海沿江的强排泵站建设。即将开工的姚江“东排二通道”，新增姚江洪水快速东排入

海的第二通道，通过设置“两级接力、口门强排”，分别在慈江的慈江大闸、化子闸设置“接力泵站”，在镇海的蟹浦闸增设

强排泵站，形成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水路。 

“高速水路”的现实意义 

与传统的扩大河道断面、增加行洪能力的手段相比，“高速水路”具有节地、省钱、易实施的优点。通过在点上增加能量

为主的方式，“高速水路”以提高单位断面的过水能力为主要手段，可以大幅减少征地、拆迁的数量，达到快速排水的效果。 

目前，100 立方米／秒泵站的建设成本约 3 亿元，占地量少，技术成熟，易实施；而同样的 3 亿元，如用在征地、拆迁、

开河上，收效甚微，且政策处理工作难度大、难以实施。“高速水路”的建设，尽可能地利用了现有河道规模，从而征占土地

较少，继而大幅度节约工程投资，对人多地少的浙江省而言，意义非同一般。 

“高速水路”的建设，既可实现洪涝兼治，又可实现洪涝分治，让城市等重要基础设施优先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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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动力的“高速水路”，可以让防洪排涝变得更加可控，甚至实现“水往高处流”。余姚的涝水北排入杭州湾工程，就

改变了洪水的历史排水方向，在保护余姚城区安全的同时，减轻对下游的压力。由于泵站系统均为低扬程、大功率的大型泵站，

每度电可排泄上百方涝水，成本低廉，与洪灾损失相比，其所需的电能微不足道；维护管理上，也将更加便捷，现代化的智能

操作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运行标准化。 

一块平原可以打造多条“高速水路”，实现“强排成网”。城市的强排系统、坪区的排涝系统、干河的有效控制、口门泵

闸、“接力泵站”等措施共同作用，平原排涝将形成以快速强排出海为最终目的的现代化排水系统，彻底改变以往面对洪涝无

可奈何的不利局面，让洪水、涝水按照我们的意愿快速通江达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