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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大洪水的雨情、水情分析

王维国１　章建成１　李　想２

（１．国家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国家气候中心）

提　要：利用淮河流域实测降水资料和水文资料，分析了２００７年夏季淮河流域大洪

水期间的降水时空分布、气候统计特征以及水情特征，并与历史同期进行了比较。结

果表明，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强降水过程集中在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２６日，强降水主要

分为四个时段，淮河干流四次洪峰对应着４个强降水阶段，累积降水量越大，相应的

流量越大，洪峰水位也越高。２００７年汛期淮河流域平均降水量少于１９５４年，和２００３

年基本持平，但淮河中上游降水集中，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从而导致了淮河流域

出现１９５４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关键词：淮河流域　水位　降水特征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ｎ

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Ｗｅｉｇｕｏ
１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１
　ＬｉＸｉａｎｇ

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０７ｉｎ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

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ｌｉ

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ｓａｌｓｏ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ｓｓｈ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２９ｔｈＪｕｎｅｔｏ２６ｔｈＪｕｌｙｗｉｔｈ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ｆｏｕｒｆｌｏｏｄｐｅａｋｓｏｆ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ｏｒｅ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ｔｈｅ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ｇｈｅｒ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ｒ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２００７，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２００７ｗａｓｅ

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２００３．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ｓ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６日；　修定稿日期：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２日

第３４卷，第７期

２００８年７月
　　　　 　　　

气　　　象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７

　　　Ｊｕｌｙ，２００８



引　言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气

候变化复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流域内众

多支流多为扇形网状水系结构，洪水集流迅

速。淮河上游干流及其南部山区，河道坡度

大，汇流时间短，洪峰水位高，历时短。当淮

北支流洪水，泄洪入淮河干流时，与淮河上游

干流及其淮南山区洪水遭遇，容易在淮河干

流形成特大洪水。历史上，淮河流域多次发

生流域性洪涝。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

日，淮河流域再次出现特大暴雨，淮河爆发了

１９５４年以来最大的洪水，王家坝出现四次洪

峰，超警戒水位时间累计达２６天，先后启用

１０个行蓄（滞）洪区分洪。

洪水的发生与众多因素有关，其中异常

降水是最直接的因子［１］。近年来，许多学者

对２００３年淮河暴雨、１９９８年长江暴雨洪涝

的降水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２６］，取得了重要

成果，但暴雨过程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各具特

点。因此利用地面加密观测资料和淮河主要

干支流水文资料对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雨

情和水情作具体的分析和讨论，研究２００７年

汛期淮河流域的降水特征与历史异同以及降

水的时空分布与淮河干流水位变化可以为进

一步研究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涝的成因奠定

一些基础。

１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降水分布特征

１１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降水概况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随着副高脊线北抬至

２２～２３°Ｎ，我国主要降水带由华南、江南北部

北跳到淮河流域，标志着淮河流域汛期的开

始。此后长达一月的时间内，受北方不断南下

冷空气与副高西侧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

淮河流域频降暴雨—大暴雨，出现了自１９５４

年以来最大的流域性洪水。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日，淮河流域

降水总量一般有３００～５００ｍｍ（图１ａ），其中河

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沿淮一带、江苏中

部达５００～７００ｍｍ。总体上，降水主要集中在

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其中在河南信阳、安徽五

河存在两个明显的降雨量高值中心，中心累积

降雨量在８００ｍｍ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河

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西部等

地降雨总量偏多１～２倍，局地偏多２～３倍

（图１ｂ）。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强降水过程集中

在６月２９日—７月２６日。期间，流域累积

面平均雨量达３７０．４ｍｍ，各站点的累积降雨

量占淮河流域汛期总雨量的９０％以上，同

时，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的４次洪峰也都出现在

该时段内。为此，我们重点选取了６月２９

日—７月２６日的雨情，分析２００７年淮河流

域汛期的降水分布特征。

图１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日
淮河流域降水量（ｍｍ）（ａ）和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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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环流和降水分布特征

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７月２６日５００ｈＰａ

平均高度场可以看到，极涡位于极地中心，但

强度较常年明显偏弱；欧亚中高纬地区呈两

槽一脊形势，阻塞高压位于乌拉尔山到贝加

尔湖一带，常年位于１２０～１４０°Ｅ的高压脊转

为槽区，槽后冷空气沿西北气流南下影响我

国中东部地区。中低纬度地区，副高脊线在

２２°Ｎ附近，西脊点位于１１３°Ｅ，位置明显偏

西，从而有利于西南季风和南海季风的水汽

沿着副高西北侧的西南气流输送到我国淮河

地区［７］；由于极涡偏弱，导致北方南下的冷空

气也偏弱，副高除在７月中旬受冷空气南下

影响略有东撤外，其余大部分时间稳定少动。

在这种稳定的大尺度环流形势下，不断有冷

空气从贝加尔湖分裂南下经东北和华北与西

南暖湿气流交汇于淮河流域。

　　分析表明，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强降水集中

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段。

（１）６月２９日—７月９日，中高纬环流

为两槽一脊，两槽分别位于乌拉尔山东部和

贝加尔湖北部，在９０°Ｅ附近有阻塞高压维

持，形势稳定；冷空气不断从贝加尔湖低槽后

部沿西北气流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副

高脊线北抬西伸到２３～２４°Ｎ、１１０°Ｅ附近，

强盛的暖湿气流与南下冷空气在淮河流域交

汇［７］。这也是２００７年淮河大洪水期间持续

时间最长、降水量最大的降水时段。此次过

程降水主要集中在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

安徽中北部和江苏中北部，雨带位置与淮河

流域相重合。降水量一般有２００～４００ｍｍ，

其中安徽沿淮地区、江苏沿淮西部降水量达

４５０～５５０ｍｍ（图２ａ）。强降水主要出现在７

月１日、２日、４日、５日、６日和８日，其中７

月４日，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普降暴雨－大暴

雨，有１８个站日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ｍｍ，７个站

降水量大于１５０ｍｍ，而且全部集中在淮河中

上游地区；５日和６日，苏皖豫三省沿淮地区

再次出现大到暴雨，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了淮

河流域出现第一次洪峰。７日，随着２００７年

第３号热带风暴桃芝登陆并消亡减弱，副高

短时间内明显西伸，阻挡了水汽继续向北输

送，淮河流域降水有所减弱。７月８日，贝加

尔湖低槽加深，冷空气加强，同时副高逐步东

退，冷暖空气再次交汇于淮河流域，淮河地区

出现了日降水量最强的一次降雨，沿淮地区

共有２６个站出现大暴雨，１２个站降水量超

过１５０ｍｍ，其中安徽颍上县和凤台县日降水

量分别达２２１．５ｍｍ和２１９．４ｍｍ。

（２）７月１３—１４日，原先位于９０°Ｅ附近

的阻塞高压崩溃，乌拉尔山东部低槽加深东

移引导冷空气沿西北路径南下，此时，副高在

东退过程中，强盛的西南季风带来的充沛水

汽与冷空气配合造成了西南地区沿汉水到淮

河流域等地西南－东北向的雨带。河南南

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等地

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一般有

５０～１００ｍｍ，其中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的

部分地区降雨量达１２０～１７０ｍｍ（图２ｂ），雨

量 大 于 １７０ｍｍ 的 站 点 有：河 南 临 颍

１７６．７ｍｍ、西 平 １８０．５ｍｍ、湖 北 京 山

１７７．５ｍｍ、云梦１８４．６ｍｍ。此次过程强降雨

中心主要位于淮河流域上游地区，中下游地

区降雨量相对较小。

（３）７月１８—２０日，中高纬环流调整为

一槽一脊型，脊区位于乌拉尔山地区，低槽仍

位于贝加尔湖一带，随着高压脊减弱东移，贝

加尔湖冷涡也东移南下，雨区自北向南逐步

推进，先后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江淮地区。

山东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

部出现了５０～１２０ｍｍ的降雨（图２ｃ），强降

雨中心位于安徽东北部和河南南部，中心最

大降水量分别是安徽五河县２０２ｍｍ和河南

舞钢县１６６ｍｍ，其中安徽五河县７月１９日

日降水量达１５５．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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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月２３—２６日，亚洲中高纬环流转

为两槽一脊型，脊区位于８０～９０°Ｅ附近，河

套地区上空有冷涡维持；此时，副高西脊点位

于１１０°Ｅ附近，北界在３０°Ｎ，副高外围暖湿

气流以及西南季风水汽不断向被输送与高空

冷涡分裂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造成了西南地

区、汉水流域、江淮流域先后出现较强降水，

其中，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

以及江苏西北部出现了暴雨，降雨量一般有

４０～６０ｍｍ，局部地区８０～１００ｍｍ（图２ｄ）。

这是淮河流域２００７年汛期最后一次强降雨，

至此，淮河流域的梅雨期结束。

图２　２００７年６—７月淮河流域强降水时期主要降水时段过程降水总量（ｍｍ）

（ａ）６月２９日—７月９日 （ｂ）７月１３—１４日 （ｃ）７月１８—２０日 （ｄ）７月２３—２５日

１３　降水的气候统计特征

１３１　淮河流域历史降水量变化分析

淮河流域的洪水主要是流域内众多支流

降水汇集而成，鉴于淮河流域的地形特点，本

文选择了淮河流域１６个主要站点（河南西

华、驻马店、信阳、固始；安徽亳州、宿县、阜

阳、寿县、蚌埠、霍山、六安；江苏盱眙、射阳、

高邮、东台、淮阴）的雨量平均进行逐日雨量

累加［８］，并加权计算了１９５３—２００７年间６月

１９日—７月２６日淮河流域逐年降水量的变

化趋势图（图３）。从图可以看出，历史上淮

河流域大洪水都与该曲线有良好的对应关

系，这说明该曲线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基本

能反映淮河流域多年降水特征。从变化曲线

中可发现，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平均降水量

５３８．５ｍｍ，少于１９５４年（５９４．１ｍｍ），与２００３

年（５３８．４ｍｍ）基本持平，居１９５３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二位。

图３　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日淮河流域
平均降水量历年变化曲线图（１９５３—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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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淮河流域上、中、下游降水情况看（豫

皖交界洪河口以上为上游，洪河口至洪泽湖

为中游，洪泽湖以下为下游），２００７年汛期淮

河上游平均降雨量为６２４．８ｍｍ，比２００３年

（４７５．３ｍｍ）多１４９．５ｍｍ，偏多３１．４５％；中游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５１０．６ｍｍ，比 ２００３ 年

（５３４．７ｍｍ）略偏少，淮河下游的江苏沿淮地

区平均降水量为５０８．７ｍｍ，比２００３年少

８５．４ｍｍ，但局部地区创历史新高，如：泗洪

降水量６７９．１ｍｍ，盱眙降水量６７８．０ｍｍ，洪

泽降水量６６１．８ｍｍ，均为有历史数据以来同

期最大雨量。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降水量与２００３年同期

偏差分布图（图４）也可以看到，位于淮河流

域上游的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降水量比

２００３年要偏多１００～２００ｍｍ；淮河中游平均

降水量虽然要略少于２００３年，但在差值分布

上存在明显的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点，安

徽东部和北部降水量要明显多于２００３年，但

位于淮河干流南侧的大别山区降水量比

２００３年少１００～２００ｍｍ；淮河下游的江苏则

比２００３年偏少５０～１００ｍｍ。

从总体上看，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降水

与２００３年基本持平，但上游降水强度大，位

于淮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河南南部、湖北东

北部、安徽东部以及淮北地区大部分站点汛

图４　淮河流域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日

降水量与２００３年同期偏差分布图（单位：ｍｍ）

期降水量均超过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其中

河南、安徽东部的部分站点超过１９９１年，这

是淮河流域出现仅次于１９５４年大洪水的主

要原因。

１３２　降水日数及暴雨日数

对某一地区而言，洪涝灾害的轻重程度

不仅取决于总降雨量，也与降水强度和降水

持续时间的长短息息相关［９］。２００７年６月

下旬至７月，由于主雨带相对少动，长时间滞

留西南地区东部经汉水到淮河流域一带，导

致了淮河流域内各站点的汛期总降雨日数普

遍超过２４天，其中安徽沿淮的部分地区超过

３０天，比常年偏多６～９天（表略）。

２００７年６—７月，淮河流域汛期暴雨日

数（含大暴雨）一般有４～８天，多于常年平均

值的１～２倍，其中９０％以上的暴雨日出现

在６月２９日—７月２６日这一强降水集中时

段。淮河流域６个典型代表站西平、信阳、凤

台、固镇、五河、泗洪汛期平均暴雨日数为５．２

次，大暴雨日数２．１次，大暴雨日数占总暴雨

日数的４０％。河南信阳三次大暴雨（６月３０

日、７ 月 ９ 日、７ 月 １３ 日）降 水 总 量 为

４７１．４ｍｍ，占该站汛期降雨总量的５９％，其

中７月１日０８时—２日０８时，信阳２４小时

降雨量有２１５．１ｍｍ；安徽五河县三次大暴雨

（７月６日、７月８日、７月１９日）降雨总量为

３８３．４ｍｍ；安徽凤台两次大暴雨（７月１日和

７月８日）降水总量４３１ｍｍ，超过了该地区汛

期总降雨量的一半，降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６月２９日—７月２６日，淮河流域共有１６个

站出现２次或以上的大暴雨，其中河南８个

（商水、西华、临颍、漯河、西平、午钢工区、新

野、信阳），安徽７个（泗县、固镇、淮北、濉溪、

凤台、寿县、五河），江苏１个（盱眙）。

１３３　最大日降水量

最大日降水量是某一段时期的降水峰

值，是降水强度和暴雨灾害的一项重要指

标［１０１１］。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６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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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各地区的最大日降水量普遍在暴雨以上

（图略），其中河南东南部、湖北中部偏北地

区、安 徽 沿 淮 一 带 以 及 江 苏 中 部 超 过

１００ｍｍ，为大暴雨量级；河南东南部、安徽沿

淮、江苏中部的部分地区日最大降水在

１５０ｍｍ以上，日最大降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ｍ的

分别是河南信阳７月１日２１５．１ｍｍ以及安

徽凤台７月８日２１９．４ｍｍ、颍上７月８日

２２１．５ｍｍ。

２　水情特征分析

２１　２００７年淮河水情概况

　　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水情变化可分为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６月１９日—７月１日）的

降水主要是增加底水，淮河基本维持低水位

和低流量；第二阶段（７月２日—７月２８日）

淮河流域发生了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淮河王家坝持续出现高水位和大流量；７月

２９日以后，随着副高脊线再次北跳，高温区

向北扩展，淮河流域出现高温少雨天气，淮河

水位逐渐回落，此为第三阶段。

图５给出的是２００７年６—７月淮河流域

１８个代表站（同上）平均逐日累积降水量和

王家坝逐日０８时的流量曲线图。从图可以

看出，７月１日以前，王家坝基本维持低水位

和低流量状态，并随着降水过程略有起伏；流

量与逐日累积降水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但

比累积降水量变化要滞后２～３天。随着６

月２９日淮河流域强降水过程的开始，王家坝

流量迅速增大，６月３０日０８时，王家坝流量

仅２５０ｍ３·ｓ－１，水位为２０．５２ｍ，７月３日０８

时流量增加到２２２０ｍ３·ｓ－１，是６月３０日的

８．８８倍，同时水位也快速上升到２６．８８ｍ，７

月４日２０时，王家坝出现超警戒水位；６日

凌晨５时，淮河流域的第一次洪峰通过王家

坝，洪峰时水位２８．３８ｍ，超警戒水位０．８８ｍ，

流量４２００ｍ３·ｓ－１。７月６—７日，由于降水

减弱，王家坝水位略有下降，流量也缓慢减

小；７月８日，淮河流域出现汛期最强的一次

降雨过程，当日累积降水量达１３７８．５ｍｍ，王

家坝水位和流量再次快速上涨，９日１３时水

位是２８．９３ｍ，１０日１３时猛增到２９．４８ｍ，上

涨０．５５ｍ。１１日４时，淮河流域第二次洪峰

通过王家坝，洪峰时水位２９．５９ｍ，超保证水

位０．２９ｍ，超２００３年淮河流域洪水期间最高

水位０．１７ｍ。７月１０—１１日，淮河流域降水

出现短暂停歇，加上蓄洪区分洪，王家坝水位

在１４日２０时降低到２８．０５ｍ；７月１３—１４

日，淮河流域再次出现暴雨过程，王家坝水位

随后在１５日又开始上涨，到１７日１１时第三

次洪峰通过时，水位涨至２８．９５ｍ。７月１９—

２３日淮河流域仍持续降雨，２７日７时形成第

四次洪峰通过王家坝，但由于淮河分洪力度

加大，第四次洪峰时，流量和水位相比于前三

次低。总体上看，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四次洪峰

对应着４个强降水阶段，累积降水量越大，相

应的流量越大，洪峰水位也越高；从７月３日

超警戒水位开始至２８日，王家坝水位一直在

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之间振荡，超警戒水位

时间达２６天。

图５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９日王家坝

流量（图中带实线×，单位：ｍ３·ｓ－１）和

平均逐日累积降水量（图中带◆实线，单位：ｍｍ）

２２　与１９５４年、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３年比较

１９５４、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７年四年的对比

表明，王家坝流量峰值以１９５４年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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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０ｍ３ ·ｓ－１），其 次 是 ２００７ 年 （８０３０

ｍ３·ｓ－１），２００３年最小（５９３０ｍ３·ｓ－１）；从高

水位（超警戒水位）持续时间和洪峰次数来

看，１９５４年持续时间最长（７月初到８月中

旬），共出现５次洪峰；２００７年王家坝高水位

持续时间２６天，有４次洪峰，高水位持续时

间比２００３年少３天，但洪峰次数较２００３年

多１次，而１９９１年只出现２次洪峰，超警戒

水位时间也最短。淮河中游蚌埠站１９５４年

峰值流量１１６００ｍ３·ｓ－１，为历史最大，其次

是２００３年（８４３０ｍ３·ｓ－１），２００７年峰值流量

最小（７５２０ｍ３·ｓ－１），但同是位于淮河中游

的润河集站，２００７年峰值水位超过历史最高

水位，相应流量７４００ｍ３·ｓ－１，小于１９５４年

的８３００ｍ３·ｓ－１，但大于２００３年（７１７０ｍ３·

ｓ－１）。从洪峰出现的时间来看，１９９１年洪峰

出现时间最早（６月中旬），１９５４年出现时间

最迟（７月上旬）但持续时间最长。

综合分析，淮河流域重要洪涝年，１９５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７年降水集中时段和强度

各不相同，其中１９５４年洪水为最大；２００７

年，由于降水中心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中上

游地区，特别是淮河上游降水集中，降水强度

大，导致淮河上游王家坝洪水明显大于２００３

年，而中游地区不管是从洪峰的量级和高水

位持续时间来看，基本相当，总体而言，２００７

年淮河流域洪水，小于１９５４年，但大于２００３

年，１９９１为最弱。但４年的共同特点是：洪

峰高、流量大、持续时间长。

３　结　论

（１）２００７年淮河流域汛期降水与２００３

年基本持平，但上游降水强度大，位于淮河流

域中上游地区的河南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

东部以及淮北地区大部分站点汛期降水量均

超过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５年，加上淮河上游河

道窄，落差大，水流急，从而导致了２００７年淮

河流域出现了仅次于１９５４年的大洪水。

（２）２００７年汛期淮河流域强降水主要

分为四个阶段，淮河干流四次洪峰对应着４

个强降水阶段，累积降水量越大，相应的流量

越大，洪峰水位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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