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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中国南方出现严重洪涝灾害，令人
们担忧会否重现 1998 年的严峻情况。多位专家认为，
目前看来幹流主要控制站水位低於 1998 年，此外中
国抗洪综合能力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防汛抢险
救援能力、装备水平以及对灾情的监测预警能力都
有显著提升。涉及水陆空天电领域的多种高新技术
都开始应用於抗洪一线，5G、无人机、大功率“龙
吸水”移动排水车等抗洪神器，令中国抗洪救灾更
加智能化、应对洪灾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6 月以来，全国多地连日发生暴雨，造成洪涝地
质灾害频发。进入 7 月，雨势没有减弱，影响範围
进一步扩大，造成 27 省 ( 区、市 )3789 万人次受灾，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 月 12 日 0 时，鄱阳湖标志性
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超过 1998 年历史水位，标志着中
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
值。目前，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已通过汉口至九江
江段，长江幹流主要控制站水位还未超过 1998 年。

1998 年特大洪水时抗洪场景，特别是解放军用

身躯堵决口的画面，令人难以忘记。在今年的抗洪
抢险中，鄱阳湖水位虽然超过 1998 年，但并没有出
现那些悲壮场景。据新华社引述干县荷浦乡水文站
站长涂鹏说，从前每逢雨季，管理员只能凭经验判
断水情、堤坝、涵管等情况，如今的防汛手段相当
於“鸟枪换炮”。在鄱阳县鄱阳镇问桂道圩堤封堵
现场，自动监测决口处水位、流速变化的 GPS 测量
仪和雷达流速仪投入使用，确保封堵作业的高效开
展。

水雨情报监测自动化

1998 年，报汛用得最多的是“打电报”。如今，
现代通信和监测手段的运用，已使长江流域汛情监
控系统发展到了“当年不可想像”的地步。据报道，
长江流域所有的水雨情监测都实现了自动化，依靠
现代化的监测站点和设备，自动报汛。长江上游实
行联合调度的水库与长江防总之间已建成了网络专

线，可实现信息的推送、交换和共享。20 分鐘以内，
全流域所有报汛站点的信息可汇集到长江防总，30
分鐘以内可报至国家防总。事实上，很多信息 10 分
鐘之内就到了。

一大批高科技防汛利器已开始在抗洪一线应用，
涉及到排涝、救援、通讯、侦察等多个环节。城市内涝，
是每年汛期中抗洪抢险的难题。大功率“龙吸水”
移动排水车，堪称城市里的排涝利器。“龙吸水”
的排水扬程高度可达 22 米，相当於能把水喷到 7 层
居民楼房那麼高。特别适合在地下车站、地铁站、
狭小道路、涵洞隧道、水库、水坝盘等不同场景的
应急排险作业。

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表示，3D 水下
声呐扫描仪和水陆双向通话潜水设备，使得救援人
员在下水搜救时能精确地获取水下结构、人体、物
体等数据，让水下救援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卫星通信车等的应用正大幅
提高防汛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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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高新技术应用于抗洪一线  防汛能力显著提升

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顺利通过汉口江段

图：7月 13 日，在江西省永修县三角乡，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前往救援 /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