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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 年淮河蚌埠水文

站大洪水资料$运用信息预测理论$构建

大洪水可公度有序网络结构$同时采用

峰谷定位法%前兆法等方法对淮河大洪

水进行综合分析和预测4结果表明!

'&!(!'&!$ 年淮河"蚌埠站#将有可能

发生大洪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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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的损

失大$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大洪%大旱%大震和

强台风尤为严重4统计资料表明$常年受灾人口在 ' 亿人次以上$灾害

损失约高达同期Qd6的 $ o4因此$防灾减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极为关键而紧迫的任务4

文献(!%$)应用翁文波信息预测理论对国内外数十次地震%水旱

灾害作出成功的预测$为天灾预测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4信息有序

性和有序网络方法是信息预测理论的发展与补充$不仅可以应用于

强震预测研究(F%))

$也可以应用于水旱灾害预测研究(!&%!()

4

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成果以及文献(!$%!")的基础上$以蚌埠水

文站为代表站$研究探索淮河流域的大洪水规律$进而对淮河大洪水

进行预测研究$期望为我国防灾减灾事业提供决策依据4

$#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数据选取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全流域年降水量为 )!& --

左右$"') 月为本流域汛期$降水量占全年的 "(o左右$其中 # 月降

水量最集中$平均占年降水量的 ! $̀ 左右4该流域的大洪水为暴雨所

致$" 月中旬至 # 月中旬淮河流域进入梅雨季节$易发生持续性大范

围的暴雨$从而造成大洪水灾害4蚌埠站是淮河干流中游的重要控制

站$该站控制流域面积约为 !'7! 万 E-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F 亿

-

(

$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较大4

本文的研究主要以淮河蚌埠站自从 !)!" 年以来的年最大洪峰流

量资料"其中 !)(9'!)$" 年%!)$) 年缺失#为基础$同时参阅历年-水

情年报.等其他水文统计资料(!#%!))

4经统计$近 !&& .来$淮河流域共

发生大洪水 '! 次$平均 $7" .一次$如表 ! 所示4!)$( 年虽无实测资

料$但在-中国历史大洪水.下卷中有 !)$( 年 9 月淮河支流沙颖河大

洪水的记载4'&!& 年淮河蚌埠站虽也无实测资料$但是在 # 月 !F'!)

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淮河流域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王家坝

以上%南四湖%沂沭河和里下河地区南部一般 !&& '̂&& --$部分地区



****

表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目录"$T$)!!"$! 年#

5.MK?!*G.I.K2<,?2LIS?+,.0S?LK22@=.I

:?/<M, =I.I02/ LC2-!)!" I2'&!'

序号 大洪水时间
相邻大洪水

时间间隔 .̀

年最大洪峰流量`

"-

(

=̀#

备注

! !)!"%&#%&9 ' !" 9&& R[!

' !)'!%&#%!$ F !# 9&& -['

( !)'"%&9%!& F ( '&& -\(

$ !)(!%&#%'# F '" F&& R\(

F !)(F%&#%') $ ' F!& -\'

" !)(#%&9%(& ' $ '!& R

# !)$(%&9% " ' -[!

9 !)F&%&#%!& # '! !&& R\(

) !)F$%&9%&F $ !! "&& -

!& !)F"%&#%!& ' " )$& R[!

!! !)"&%&#%&9 $ $ F&& R\(

!' !)"9%&#%'" 9 " #"& R

!( !)#F%&9% # " )9& -[!

!$ !)9&% F F !(& R\!

!F !)9'% ' # &"& R\(

!" !)9#%&)%&! F $ 9F& -\!

!# !))!%&#%!$ $ # 9"& R\'

!9 !))"%&#%'( F " "&& -

!) '&&(%&#%&F # 9 F9& R\(

'& '&&#%&#%'" $ # F#& -[!

'! '&!&%&#%!F'!) ( ' -\'

注!表 ! 中-为太阳黑子谷年$R为太阳黑子峰年$-[! 为太阳黑子

谷前第一年$R\! 为太阳黑子峰后第一年$余类推$下同4

'&& (̂&& --4各省最大点雨量分别为!安徽金寨红

石嘴(FF --%河南桐柏吴城 (!9 --%湖北广水花山

(&9 --%江苏海安小洋口闸 (&$ --4据统计$流域平

均降雨量为 )" --$其中王家坝以上 !F# --%王润

区间 !F$ --%润鲁区间 !'9 --%沂沭河 !!) --%南

四湖 !&" --%里下河 !&! --$降雨量大于 !&& 和

'&& --的暴雨笼罩面积分别为 !'7" 和 !79 万

E-

' ('&)

4如此大范围强降水$故将 '&!& 年计为大洪

水样本年份4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可公度性有序网络分析

翁文波将预测方法分为统计预测和信息预测两

大类$以体系中各元素的共性为依据的是统计预测$

以体系中各元素的特性为依据的是信息预测4信息

预测方法基于尽可能少的理论假设$从实际出发去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重点放在无序现象中寻找

信息有序性4严重天灾属于异态事件$它的时空分布

规律与常态事件有很大区别$因此$通常处理元素共

性的统计预测方法以及基于连续函数的拟合模型往

往难以奏效4

网络是节点及其连线的集合$它是系统概念的

进一步延伸和扩充4网络是开放的$它更适于描述客

观存在的一些复杂事物4根据表 !$本文将可公度性

与太阳黑子相位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淮河蚌埠站

大洪水可公度有序网络结构"图 !#4图 ! 中以大洪

水发生的年号表示大洪水事件$其纵向时间间隔为

' #̂ .不等$看似毫无规律$但是横向时间间隔为

F! F̂$ .$却显得非常整齐规范4据美国国家海洋与

大气管理局"PO88#最新预测$太阳活动第 '$ 周峰

值大约发生在 '&!(''&!$ 年"在图 ! 下方标注"R#

与"R\!#6#4由图 ! 可知$淮河大洪水的分布具有

极为显著的有序性"图 ! 初稿早在 '&&' 年底就已构

建$并通过 '&&(%'&&# 年淮河大洪水的预测实践检

验(!(%!$)

#4

图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可公度有序

网络结构"虚线表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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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大洪水可公度有序网络图上的样本

点"即发生大洪水的年份#由 ( 个因素确定!横向是

太阳黑子 F 个周期值"即天文主周期#&纵向是太阳

黑子半个周期值&第 ( 个是太阳黑子位相4通过这 (

个因素就可以初步对大洪水年进行预测4

太阳黑子 F 个周期的平均值约 F( .$该有序值

出现的频次较高$特别引人注目4在大洪水的预测

中$F( .是蚌埠站大洪水最主要的周期$具有非常重

要的预测意义4

实际预测时$按照矩形法则$用矩形的 ( 个已知

点来预测第 $ 个点$预测出来的这一点就是大洪水

的高发期年份$其误差为 w! .4同时结合其他方法

加以分析和判断4

根据图 ! 可以预测!'&!(''&!$ 年淮河有较大

可能性发生大洪水4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峰谷定位法

河流来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是丰

水过后是枯水$枯水过后再丰水这样交替出现的4由

丰枯交替规律可得到峰谷定位法4

仔细分析淮河蚌埠站年最大洪峰流量资料$发

现淮河大洪水明显存在着 (& .的大周期$与古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相一致&同时$在每个

(& .大周期中又可划分出 ( 个 !& .小周期$而每个

!& .小周期又存在着+三峰三谷走十年,"即在一个

!& .小周期中相继出现第 ! 峰'第 ! 谷'第 ' 峰'

第 ' 谷'第 ( 峰'第 ( 谷#的规律4

!# 列表法4统计淮河蚌埠站大洪水资料$做出淮

河蚌埠站大洪水峰谷定位法统计及预测"表 '#4表 '

中包括了大周期%小周期%( 峰 ( 谷的具体年份4预测

时先定位$再结合历史上同一位置的情况进行预测4

表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峰谷定位法统计及预测

5.MK?'*NI.I0=I0A=./@ 3C?@0AI02/ L2CIS?+,.0S?LK22@=.I:?/<M, =I.I02/ M.=?@ 2/ 32=0I02/ -?IS2@ 2L3?.E ./@ W.KK?J

水文循环

周期次数

及时间

项目

第 ! 周期

起止

年份

间隔

年数

峰间隔

年数

谷间隔

年数

第 ' 周期

起止

年份

间隔

年数

峰间隔

年数

谷间隔

年数

第 ( 周期

起止

年份

间隔

年数

峰间隔

年数

谷间隔

年数

未来第 $ 周期"预报#

起止

年份

间隔

年数

峰间隔

年数

谷间隔

年数

备注

大周期
!)!9'

!)$9

(&

!)$9'

!)9!

((

!)9!'

'&!!

(&

'&!!'

'&$!

(& 平均 (& 年

小周期
!)!9'

!)'9

!&

!)$9'

!)F9

!&

!)9!'

!))'

!!

'&!!'

'&'!

!& 平均 !& 年

第 ! 峰 !)'! F !)F& ( !)9' ' '&!( " 第 ! 峰

第 ! 谷 !)'' $ !)F! ( !)9" F 第 ! 谷

第 ' 峰 !)'( ' !)F$ $ !)9# F

第 ' 谷 !)'F ( !)FF $ !)99 '

第 ( 峰 !)'" ( !)F" ' !))! $

第 ( 谷 !)'9 ( !)F9 ( !))' $

小周期
!)F9'

!)#&

!'

!))''

'&&!

) 平均 !& 年

第 ! 峰 !)(! F !)"& $ !))" $

第 ! 谷 !)(' $ !)"! ( !))# F

第 ' 峰 !)(F $ !)"( ( !))9 '

第 ' 谷 !)(" $ !)"" F !))) '

第 ( 峰 !)(# ' !)") " '&&& '

第 ( 谷 !)#& $ '&&! '

小周期
!)#&'

!)9!

!!

'&&!'

'&!!

!& 平均 !& 年

第 ! 峰 !)#' ( '&&( (

第 ! 谷 !)#$ $ '&&$ '

第 ' 峰 !)#F ( '&&F '

第 ' 谷 !)#9 $ '&&" '

第 ( 峰 !)$# !)9& F '&&# '

第 ( 谷 !)$9 !)9! ( '&!! 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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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法4通过淮河蚌埠站年最大洪峰流量过

程线"图 '#$确定预测年处于什么位置!第几水文循

环 (& .大周期%哪个 !& .小周期以及 !& .内 ( 峰 (

谷的时间%空间具体位置$再结合历史上同一位置的

情况$判断出未来的来水趋势4

$&'#淮河蚌埠站大洪水前兆法

大洪水前兆$是指在大洪水发生前出现的水文%

气象%动植物%天文等异常现象4蚌埠站在发生大洪

水之前多数情况下都有春汛洪水前兆4例如!

!# !)(! 年 $ 月$江南丘陵地区即出现大雨和暴

雨4$'F 月间$赣江%湘江春汛暴发$湘江长沙站 $ 月

'(日出现最大流量 !' F&& -

(

=̀$$ 月 '" 日赣江外州

出现全年最高水位'(7(9 -4蚌埠站!)(!年#月'#日

出现历史上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 '" F&& -

(

=̀的特大

洪水4

'# !)F$ 年 ( 月底武汉关水位 !$ -$$ 月骤涨

# -4$ 月鄱阳湖水系出现大暴雨$赣江上游月雨量

达 F&& --以上$安徽黄山月雨量 ! &(# --$(&& --

以上雨区范围约 #& 万 E-

'

4!)F$ 年 # 月 '" 日蚌埠

站出现了 " #"& -

(

=̀的大洪水4

(# !))! 年 '%( 月江淮地区显著偏多$淮河上中

游偏多近 ' 倍4( 月 "'9 日$淮河流域普降大到暴

雨$淮河干流及部分支流超过或接近历史同期最高

值$9 日蒋家集站洪峰水位 ')7$' -$为 !)F! 年有资

料以来最大值4!))! 年 # 月 !$ 日蚌埠站出现了

# 9"& -

(

=̀的大洪水4

$# '&&( 年 ( 月 !9 日淮河干流王家坝站洪峰流

量 ! $F& -

(

=̀%'& 日鲁台子站洪峰流量 ' &"& -

(

=̀$

均为历年 ( 月最大流量4'! 日蚌埠站洪峰流量达到

' #$& -

(

=̀$在历年 ( 月最大流量系列中列第 ' 位4

'&&( 年 # 月 ! 日蚌埠站出现了洪峰流量为

9 F9& -

(

=̀的大洪水4

F# '&&# 年 ' 月 '# 日'( 月 ( 日$信阳市普降大

雨$淮河源头地区 ( 月初发生较大洪水"" 日 ! 时$

淮滨水文站最大流量 ! '(& -

(

=̀#$这在建国以来尚

属首次4'&&# 年 # 月 '" 日蚌埠站出现了洪峰流量为

# F#& -

(

=̀的大洪水4

$&(#综合预测

大洪水预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项复杂

的大系统工程4在可公度有序网络中长期预测预警

的基础上$后续的短临预测预报需要争分夺秒抓紧

时间进行$综合峰谷定位法和前兆法$特别关注与收

集 '&!( 年 ''" 月水文信息$严密监视水情汛情$排

除干扰虚报$锁定并跟踪目标$努力做好 '&!(''&!$

年淮河"蚌埠站#发生大洪水的短临预报4

!#结语

可公度性有序网络结构分析是大洪水中长期预

测的一种直观%形象%简明易行的好方法$它避免了

传统数理模型分析的繁琐和不可识别性4对于淮河

蚌埠站大洪水的预测研究$作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积

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4本文关于淮河

大洪水预测方法的经验总结$希望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愿与社会各界同仁一道$采取多学科%多途

径%联合协同攻关$共同为淮河防汛减灾事业做出

贡献4

图 '*淮河蚌埠站年最大洪峰流量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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