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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洪涝灾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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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汉江上游历史时期以来（２０８ＢＣ—２０１０Ａ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运用最小二乘法、小波

分析和克里格插值等方法，对该区域洪涝灾害等级、时间（阶段、季节、周期等）和空间变化规律及成因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近２　２２０ａ间，汉江上游共发生洪涝灾害３３６次，平均６．６ａ发生１次，集中发生在夏秋

季节（５—９月份）。该区域洪涝灾害划分为轻度洪灾、中度洪灾、重度洪 灾 和 特 大 洪 灾，分 别 占 洪 涝 灾 害 总

数的２４．７％，２９．５％，４０．５％和５．３％。小波分析显示各级洪灾分别存在２～５ａ，３８～４０ａ，１２０ａ，１６０ａ的

周期。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变化呈现波动上 升 趋 势，大 致 可 分 为３个 阶 段，清 代 道 光 年 间 前 期、清 代 光 绪

年间和民国后期至２０世纪末为洪涝灾害 多 发 期。洪 涝 灾 害 空 间 分 布 差 异 明 显，以 安 康 盆 地 为 中 心 向 南、

向北、向东、向西递减，存在两个高频中心 和 两 个 低 频 中 心。大 气 环 流 异 常，特 殊 地 形 条 件，河 流 本 身 的 水

系特征，河道的弯曲程度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是造成该区域洪涝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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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是长江重要的支流，作为我国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水源地，其水文气象变化与京津供水安全密不

可分［１］；同时，汉江上游位于秦岭南侧，处于北亚热带

湿润地区边缘，是研究热点区域之一［２］。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气象灾害频发，其中，洪涝灾害的发生向突发

性强、危害大、调控难度大的方向发展，对人类生存与

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重点 研 究 内 容［２－７］。著 名

学者黄春长先生及其团队［３］从洪水滞留物入手，探讨

汉江上游郧 西、旬 阳 等 段 全 新 世 万 年 尺 度 的 洪 水 事

件，其研究结果大大延长了洪水水文数据序列，有利

于建立汉江上游万年尺度洪水流量—频率关系，研究

结果较为客观、科学，但也存在洪水滞留沉积层不易

保存、时间分辨率有待提高等问题；也有学者［４］通过

频率分析方法绘制降雨径流相关图，预报历史洪水和

特大洪水。而我国记录气象水文灾害的历史文献丰

富且详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器测时间尺度有限的

缺憾。仇立慧、孟婵等［５－７］整理并分析 了 清 代 及 清 末

以来汉江上游洪涝灾害及暴雨洪水灾害发生的频次，
指出洪涝灾害呈现增加的趋势，为该区域洪涝灾害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汉江上游历史时期长时间尺

度的洪涝灾害规律未见系统报道，尤其将洪涝灾害发

生的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较少。故本研究根据史料记

载，探讨历 史 时 期 以 来（２０８ＢＣ—２０１０ＡＤ）汉 江 上 游

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周期和空间规律及成因，
研究结果有利于了解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长尺度变化

规律，对于防洪减灾和水资源水能源工程建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１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汉江发源于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嶓冢山，
是长江一级支流。丹江口以上为汉江上游，干流长约

９２５ｋｍ，占全长的５８．６６％，自 西 北 向 东 南 流 经 陕 西

汉中、安康地区和湖北省境内［１－３］。汉 江 上 游 流 域 包

括秦岭南坡的留坝、佛坪、宁陕、柞水和镇安县；汉江

谷地的宁 强、勉 县、南 郑、汉 中、城 固、洋 县、西 乡、石

泉、汉阴、安康、旬阳、白河、郧西和郧县；以及大巴山

地的镇巴和岚皋等地区。地形以高山、坡地为主，主

河段基本为 Ｕ形 峡 谷，河 槽 的 调 蓄 能 力 较 差。属 于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８００～９００ｍｍ，气候

温和湿润，水量较丰沛，但降水季节变化大，年内分配

不均，是长江各大支流中变化最大的河流，洪涝灾害

频发［８］。以《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陕西省

自然灾害史料》、《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中

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

集》、《西北 灾 荒 史》［９－１４］和 当 地 各 县 县 志 资 料 中 对 汉

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的文献记录为依据进行统计、分
析，运用最小二乘法、小波分析和克里格插值等数理

统计方法［１５－１６］，分析历史时期洪涝灾害发生的等级、
时空变化规律及成因，为该区域洪涝灾害的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洪涝灾害等级划分

根据文献中对洪涝灾害的定性描述及其影响地

域范围、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危害程度，将汉江上游地

区的洪涝灾 害 划 分 为４个 等 级，分 别 为 轻 度 洪 涝 灾

害，中度洪涝灾害，重度洪涝灾害和特大洪涝灾害。
（１）１级 为 轻 度 洪 涝 灾 害。历 史 文 献 中 未 记 载

洪涝灾害对人民生活和生产产生影响或产生的影响

较小，只是简单模糊地描述某地区或小范围内发生了

“大水”、“大雨”事件，将这类洪涝灾害归类为轻度洪

涝灾害。如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３９０年），汉中“汉

中大水”、勉 县“沔 中 大 水”；南 宋 淳 熙 十 六 年（公 元

１１８９年），安康“五月，利（州）西（路）诸道霖雨”［８－１４］。
需要注意的 是，轻 度 涝 灾 的 持 续 降 水 时 间 一 般 小 于

１０ｄ。如果降水持续日数大于等于１０ｄ，则应划归为

第２级 中 度 洪 涝 灾 害。如 明 崇 祯 七 年（公 元１６３４
年），洋县“六 月，连 阴 雨４０日，庄 稼 无 收，出 现 严 重

饥馑”［８－１４］。
（２）２级 为 中 度 洪 涝 灾 害。文 献 中 常 记 载 有 降

水持续时间较长，河水涨溢，淫雨伤害庄稼，官府免收

赋税等，将其划分为中度洪涝灾害。如南宋淳熙十三

年（公元１１８６年），汉中“秋，霖雨，败禾稼”；清道光二

十年（公元１８４０年），勉县“八月十九日，汉江大涨（较
十五年小）”［８－１４］。局部地区暴雨洪涝灾害突发性强，
往往造成人员伤亡。如１９５４年秋宁强县暴雨９ｈ，汉
江上游河水暴涨，大安镇水漫街道。全县３８乡３６５９
户１２　１３２人受灾，冲毁农田数千亩，房屋８７间，毁路

基桥２７处，死２人［８－１４］。将这类虽受灾范围小，但是

已造成人员伤亡，也列为第２级。与此同时，将降水

持续时间小于２０ｄ的霖雨也划归这一级。
（３）３级 为 重 度 洪 涝 灾 害。历 史 文 献 中 有 记 载

描述大量民田被淹、城垣倒塌、受灾范围较广、造成人

畜死伤的洪 涝 灾 害，将 这 类 灾 害 划 分 为 重 度 洪 涝 灾

害。如北宋淳化二年（公元９９１年），汉水“七（８）月，
汉水涨，毁 境 内 两 岸 民 田 庐 舍”；宋 皇 佑 四 年（公 元

１０５２年），石泉县“六月九日，汉水大溢，石泉嘴（汉阴

邑署）漂没”；南宋绍熙二年（公元１１９１年），宁强、南

郑、汉中、城固、西乡、石泉、安康、旬阳等地“七月，辛

亥（８）日，利州久雨，伤害禾苗，石泉军、大安军、兴州、
利州、金州大水”；明永乐十四年（公元１４１６年），汉水

“五（５）月，汉 水 涨 溢，淹 没 州 城，公 私 庐 舍 无 存

者”［８－１４］。这一级灾害连续降水日数应在２０～３０ｄ，
大霖雨划归这一级，如魏太和四年（公元２３０年）汉中

“秋，八月，大霖雨三十余日，汉水泛滥”［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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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级 为 特 大 洪 涝 灾 害。表 现 为 长 时 间 降 水

或江河暴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人口大量死亡，对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把这类洪涝灾害

划分为特大洪涝灾害。比如汉高后三年（公元前１８５
年）和汉高后八年（公元前１８０年），特大洪涝灾害给

当时人民生产和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献中记载

“夏，汉江溢流四千余家”、“夏，汉江河水暴涨，淹漂两

岸六千余家”，影响到勉县、南郑、汉中、城固、安康、旬
阳和白河等地，居民搬迁；晋武帝咸宁三年（公元２７７
年），１年发生了３次洪水，汉江上游沿岸地区受灾严

重，“六月益、梁二州郡国大暴水，死三百余人，七月荆

州大水，十月荆、益、梁又水”［８－１４］。
统计分 析 表 明，在 历 史 时 期（２０８ＢＣ—２０１０ＡＤ）

共记载汉江上游发生洪涝灾害３３６次，平均６．６ａ发

生１次。根据以上的洪涝灾害等级划分标准，１级轻

度洪涝灾害８３次，２级中度洪涝灾害发生９９次，３级

重度洪涝灾害发生１３６次，４级特大洪涝灾害发生１８
次，分别 占 洪 涝 灾 害 总 数 的２４．７％，２９．５％，４０．５％
和５．３％（图１）。近２　２２０ａ间，该地区４级特大洪涝

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少；３级重度洪涝灾害发生最多，２
级中度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很高，中度洪涝灾害和

重度洪涝 灾 害 总 数 占 到 了 洪 涝 灾 害 总 数１／２以 上

（７０％），这也是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发生的一个突

出特点。

图１　汉江上游地区历史时期洪涝灾害等级序列

注：负号表示公元前。

２．２　洪涝灾害的时空变化特点

２．２．１　洪涝灾害统计的频次变化　图２是以１０ａ为

单位 统 计 的 洪 涝 灾 害 发 生 的 频 次，１５９ＢＣ—１８９ＡＤ，

４５０—６４９年，６６０—７７９年，８６０—８８９年，９１０—９５９年，

１２１０—１２３９年，１２７０—１３０９年和１３５０—１３６９年，无洪

涝灾害记录，为洪涝灾害发生少发期。１８２０—１８２９年，

１８３０—１８３９年，１８８０—１８８９年，１８９０—１８９９年，１９９０—

１９０９年，１９１０—１９１９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０—１９４９
年，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和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间 洪 涝 灾 害 发 生 最 为 频 繁，频 次 依 次

分别为９，９，９，９，１０，９，１０，８，１０，９，１０和１０次，说明

１８２０—１８３９年，１８８０—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３０—１９９０年这些

时段，即清代道光年间前期、清代光绪年间和民国后

期至２０世纪末为洪涝灾害多发期；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ａ间洪涝灾害发生频次略微减少，这可能与汉江上

游年降雨量有减小的趋势有关［１７］。
该区域洪涝灾害发生频率的变化可以分为３个

阶 段 （图 ３）。具 体 而 言，第 １ 阶 段 为 ２００ＢＣ—

７７９ＡＤ，这９８０ａ中，共 发 生 洪 涝 灾 害１６次，平 均

６１．３ａ发生１次，占洪涝灾害总数的４．７６％，是洪涝

灾害发生最少时期，随后洪涝灾害呈增加趋势；第２
阶段为７８０—１４８９年，持 续 了７１０ａ，发 生 洪 涝 灾 害

５７次，平 均１２．４６ａ发 生１次，占 洪 涝 灾 害 总 数 的

１６．９６％，是洪涝灾害发生频次相对较高的时期，但年

际变化 大；第３阶 段 为１４９０—２０１０年，在５２０ａ中，
共发生洪涝灾害２６７次，平均１．９５ａ发生１次，占洪

涝灾害总数的７９．４６％，是洪涝灾害发生的高频时期。
结合分析知，近２　２２０ａ，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的发

生呈现“波 浪 上 升”，且 具 有 明 显 的 阶 段 性 变 化 的 特

征，洪水灾害发生频次增加，时间间隔缩短。

图２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频次统计

图３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阶段性变化

２．２．２　洪涝灾害特点的多项式拟合　最小二乘法在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中被广泛应用，利用它进行数据序

列的拟合。图２中趋势线是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洪水

灾害进行的６次多项式的拟合，拟合方程的相关系数

Ｒ２＝０．７８２　４，拟合曲线更加明显地呈现了在１０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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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洪涝灾害的频次变化具有明显地波动性和阶段

性（洪涝 灾 害 发 生 低 频 期—波 动 增 加 期—快 速 增 加

期），这充分说明了将汉江上游近２　２２０ａ的洪涝灾害

序列划分为３个阶段是合理的。

２．２．３　洪涝灾害发生的季节与月份特征　洪涝灾害

除了具有年际波动上升的特征之外，发生的季节与月

份也明显的特点。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明确月份记

载的洪涝灾 害 有２２３次，洪 涝 灾 害 各 月 发 生 次 数 不

均，６月 发 生 次 数 最 多，占 总 数 的２１．９１％，１１和１２
月份无洪涝灾害发生记录。洪涝灾害集中发生在５，

６，７，８和９月份，共占总数的９０．６８％，具有明显的集

中性。历史文 献 中，洪 涝 灾 害 有 明 确 季 节 记 载 的 有

２９４次，有４２年次无详细记录，春、夏、秋、冬季，单季

节洪涝灾害 发 生 总 数 有２２１次，占 洪 涝 灾 害 总 数 的

６５．７８％。其中，夏季洪涝灾害发生频次最高，其次是

秋季，春季、冬季较少。夏季和秋季洪涝灾害发生频

次多是汉江上游地区历史时期洪涝灾害在时间分布

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除了单季节洪涝灾害外，季节性

连涝也是该区域洪涝灾害在时间分布上的一个特点。
有春夏季连涝、夏秋季连涝、秋冬季连涝、春夏秋三季

连涝 等 类 型，季 节 性 连 涝 以 夏 秋 连 涝 为 主，共 有４９
次，占灾害总数 的１４．５８％；两 季 连 涝 中 秋 冬 季 连 涝

发生频次最低，仅有２次；三季连涝共有１５次，占灾

害总数的４．４６％。据统计季节性连涝发生的年份与

重度洪涝灾害和特大洪涝灾害发生的年份基本一致，
即洪涝灾害持续时间越长，对人类生命财产所造成的

损失越严重。

２．２．４　洪涝灾害发生的周期特点　为了探明洪涝灾

害发生的周期特点，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利用小波分

析方法对洪 涝 灾 害 等 级 序 列 数 据 进 行 系 统 解 析（图

４）。分析结 果 表 明，洪 涝 灾 害 等 级 序 列 周 期 变 化 明

显，存在３个明显的集中区和３个明显的峰值，即在

低等级层次中存在２～５ａ频 率，在 中 高 等 级 中 存 在

３８～４０ａ和１２０ａ的 频 率，在 最 高 等 级 中 存 在１６０ａ
的频率。表明该地区１级轻度涝灾存在着２～５ａ的

周期，２级 中 度 洪 涝 灾 害 存 在 着３８～４０ａ左 右 的 周

期，３级重度洪涝灾害存在１２０ａ的周期，４级特大涝

灾存在着１６０ａ左右的周期。

２．２．５　洪涝灾害发生的空间变化特点　统计汉江上

游地区各县洪涝灾害发生的频次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２
平台绘制成图（图５），旬阳、安康、城固、南郑、勉县、留
坝、汉中等地洪涝灾害发生较多，频次都在７５次以上；
其次为镇安、宁强、白河、汉阴、西乡、宁陕、镇巴等地

区，洪涝灾害发生的频次在４５～７５次；石泉、岚皋、佛
坪、紫阳、柞水、洋县、郧西和郧县等地发生洪涝灾害

较少。洪涝灾害发生频次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以安康

盆地为中心向南、向北、向东、向西递减，存在两个高

频中心和两个低频中心。两个高频中心分别是安康、
旬阳以及汉江上游谷地城固以上河段；两个低频中心

是西乡至汉阴和白河至郧西河段，洪涝灾害发生频次

相对较低。洪涝灾害平均发生次数秦岭南坡各县和

大巴山地各县相差不大，秦岭南坡略多于大巴山地。

图４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等级序列周期变化

图５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发生频次的空间差异

２．３　汉江上游洪涝灾害成因分析

诱发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频发的原因，既包括自然

原因，如流域内气候水文条件、降水量的强度和季节

变化、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率等，又包括人类活动的影

响，如在坡地上农业耕种、滥砍滥伐造成植被减少等。

２．３．１　自然原因
（１）季风气 候 与 大 气 环 流 异 常。汉 江 上 游 地 区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 水 量 在８００ｍｍ以 上，降

水年际和季节变化大，且多集中在夏秋季节。从洪涝

灾害季节变化看，在长时间的降水量或短时间的暴雨

及特大暴雨是造成洪涝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原因之

一，据孟婵等［７］研究表明季节性暴雨洪水灾害会使径

流量及泥沙都相应呈现季节分配不均的规律，从而加

剧受灾程度。同时，大气环流异常是诱发洪涝灾害发

生的主要原因。根据环流形势洪涝灾害可以分为夏

西型、夏东型和秋北型３种类型（表１）［１８］。根据前面

对灾害发生的季节和月份特征分析可知，洪涝灾害发

生月份也多集中在５—９月份，该区洪涝灾害以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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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秋北型次之，夏东型最少。受特殊的环流形

势的影响，主要是来自西南季风从孟加拉湾带来的暖

湿气流。西南 季 风 带 来 的 低 纬 度 暖 湿 水 汽，水 量 充

足，空气层厚度大且稳定性较差［２４－２５］。与北方南下的

强冷空气相持在汉江上游地区，导致短时间内的暴雨

或降水持续时间长，从而形成洪涝灾害。因此，夏秋

季节持续性降水或短期内的暴雨是诱发洪涝灾害的

直接原因。

表１　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环流形势［１９－２５］

类 型 发生时间 具体成因 实 例

夏西型
６月中旬至

７月中旬
西南季风带来孟加拉湾暖湿 水 汽，向 东 北 方 向 移 动，在 汉 江 上 游 地 区 由 西 南 向 东 北
发展，以及北方南下冷空气在秦岭上空相遇，受秦岭地形抬升，可造成大暴雨洪水

１９９８年７月

９日大洪水

夏东型
７月下旬至

８月下旬
东南季风带来太平洋的水汽向西北方向移动，副高边缘形成雨带，８月份在汉江中上
游活动频繁、势力最强，形成降雨，造成洪水灾害。

１９８３年７月

３１日特大洪水

秋北型
９月初到

１０月中旬
秋季，北方冷空气南下，与西南 季 风 暖 湿 水 汽 相 遇，由 于 秦 巴 山 地 阻 挡 和 抬 升 作 用，
形成锋面雨，历时间较长，从而形成洪水灾害。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２日大洪水

　　（２）汉江上游流域特征。汉江上游西南季风带来

气流走向和雨带移动方向与径流方向基本一致，与各

支流涨水的先后顺序一致，对洪涝灾害的发生起着加

剧作用，导致汉江上游各地区洪涝灾害发生时间存在

差异性。当东南季风边缘雨区 与 汉 江 上 游 地 区 各 水

系处于垂直正交状态（东南—西北走向）时，降水区域

不大，仅局部 地 区 受 雨 区 的 影 响［２６－２７］。所 以，洪 涝 灾

害的发生不仅受降水量的多少和持续时间影响，还受

雨带的移动方向和降水走向相关，与该流域特点息息

相关。故汉江上游地区夏东型 的 重 度 洪 涝 灾 害 和 特

大洪涝灾害很少见，而特大洪涝灾害以夏西型却是常

见。如“２０１０·７”特大暴雨洪水，由于副高稳定少动，

７００ｈＰａ陕西省南部的切边和８５０ｈＰａ北部湾到陕南

的南风急流维持，而在汉江上 游 形 成 面 积 大、洪 峰 次

数多、量级大的特大洪涝灾害［２８］。
（３）地形与地势因素。汉江上游流域多以丘陵、

坡地为主，地势中间低、南北高，东西狭长。洋县至安

康段基本为Ｖ形峡谷及基岩山坡［２９］。河谷地区在石

泉、紫阳、安康和旬阳段河道弯曲程度大，且该区域流

域内南北支流多，水量丰富，遇 暴 雨 或 降 水 持 续 时 间

过长，往往汇水速度 快，泄 洪 不 畅，形 成 洪 涝 灾 害，独

特的地形条件增加了洪涝灾害的发生概率。

因此，大气环流异常以及特殊地形地势特征和河

流水系特征及河道的弯曲程度是造成 该 区 域 洪 涝 灾

害频发的重要的自然原因。

２．３．２　人为原因
（１）人地矛盾。随着人类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

也成为造成自然灾害主要因素之一［２９］。汉江上游地

区人口相对于全国始终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早期汉

江上游地区人口较少，植被覆 盖 率 高、河 流 水 文 状 况

好。战国时期和秦汉之后，大兴农业，规模扩大，人类

大量砍伐森林，开垦土地，使得 汉 江 上 游 地 区 植 被 覆

盖率降低，造成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的减少，使
得该流域涵养水源能力及保持水土能力下降，加剧了

河流径流 量 的 季 节 分 配 不 均，流 水 对 河 道 的 冲 刷 严

重，且加速了泥沙的 淤 积，阻 塞 河 道。降 水 量 过 大 或

持续时间过长，雨水携带泥沙入河，抬高河床，导致洪

涝灾害发生的几率增加，且灾 害 范 围 较 大，灾 害 发 生

在多个县市甚至是全流域［５］。
（２）水利工程的修建。汉江上游雨量较丰，河网

密布，暴雨 洪 水 灾 害 频 繁，江 河 堤 防 建 设 历 史 较 长。
据史志资 料 记 载，北 周 时（５５７—５８１年）始 建 安 康 城

堤。明清时汉江、丹江干支流亦有简陋河堤工程。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汉 江 干 支 流 共 建 成 主 要 堤 防 工 程

５５４．０４ｋｍ［８］。已建的水工程对一般性洪水具有一定

的调节作用，如石泉和安康水库（表２），是近２０ａ洪

涝灾害发生次 数 减 少 的 原 因 之 一。但从等级规模上

看，近２０ａ重度和特大洪水灾害发生频次相对较高，与
水利工程的建成改变了原有河道水文特性相关，在大

洪水、特大洪水特别是连续降雨形成洪水的情况下，由
于河道的自然调蓄能力降低，在水库库区洪水从支流

汇集到干流的速度将大大快于天然河道，不但不能有

效削减洪峰，反而加快汇流速度，加大洪峰的量级［２８］。
故在防汛时应加大合作力度，科学调度洪水。

表２　石泉、安康水库的防洪削峰作用［２９］

水库
流量／

（１０４　ｍ３·ｓ－１）
重现期／ａ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５
石泉

水库

入库洪峰流量 ２．４６　 ２．１５　 １．６４　 １．１３
最大下泄流量 ２．４１　 １．９９　 １．５６　 １．１３

安康

水库

入库洪峰流量 ５．５７　 ２．９１　 ２．２１　 １．５３
最大下泄流量 ３．０９　 ２．６７　 １．７０　 １．２０

３　结 论

（１）在 历 史 时 期（２０８ＢＣ—２０１０ＡＤ）汉 江 上 游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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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洪涝灾害３３６次，平均６．６ａ发生１次。清代道光

年间前期、清代光绪年间和民 国 后 期 至２０世 纪 末 为

洪涝灾害多发期；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２０ａ间洪涝灾害

发生频次略微减少，这可能与汉江上游年降雨量有减

小的趋势以及水利工程修建有关。
（２）从等级规模上看，中度洪涝灾害和重度洪涝

灾害频次高 是 洪 涝 灾 害 的 突 出 特 点。１级 轻 度 洪 涝

灾害８３次，２级中度洪涝灾害发生９９次，３级重度洪

涝灾害发生１３６次，４级特大洪涝灾害发生１８次，分

别 占 洪 涝 灾 害 总 数 的 ２４．７％，２９．５％，４０．５％，

５．３％。
（３）各级洪涝灾害在发生时间存在差异，轻度涝

灾存在着２～５ａ的周期，中度洪涝灾害存在着３８～
４０ａ的周期，重 度 洪 涝 灾 害 存 在１２０ａ的 周 期，特 大

涝灾存在着约１６０ａ的周期。
（４）洪涝灾害具有明显的集中性，多集中发生在

夏秋季节（５—９月 份），以 夏 西 型 洪 涝 灾 害 为 主。洪

涝灾害发生频次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以安康盆地为中

心向南、向北、向东、向 西 递 减，存 在 两 个 高 频 中 心 和

两个低频中心。
（５）历史时期洪涝灾害的发生与大气环流异常，

特殊地形条件和河流本身的水系特征 及 河 道 的 弯 曲

程度有关，同 时 也 受 人 口 增 长，水 工 程 修 建，坡 地 农

耕、植被破坏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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