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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ject is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5. By establishing an index eval-
uation system and comparing with the relevant national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re-
quirement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role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jects in building a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later projects.  

 
Keyword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ountain Torren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成效评价 

付佳伟，许小华，杨培生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19年8月3日；录用日期：2019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19年8月28日 

 
 

 
摘  要 

本文对江西省2010~2015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对

照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评价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在构建全省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和提高山洪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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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后期项目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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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江西省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是全国多雨省份之一，省内各地多年平均降雨

量为 1400~1900 mm。山丘地区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8%，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育，暴雨或强降雨导致的

山洪灾害频发多发，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山洪灾害发生，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据统计，

1991~2015 年间，江西省洪涝灾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为 64.40 万 hm2，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 89.87 亿元、

死亡人数 76 人，其中因山洪灾害死亡 58 人，占洪涝灾害死亡总人数的 76%，是全省因灾死亡人数最多

的一类灾害。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

规划》精神，江西省根据国家部署和自身情况，采取“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以非工程措施为主，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等治理思路，开展了多期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 
2007 年，江西省自筹资金，启动了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工程建设，在 56 个较为严重的山洪灾害防治

县(市、区)分 3 期开展监测、预警等体系项目建设，项目投资 8600 万元；2010 年，江西省 94 个山洪灾

害防治县(市、区)被纳入到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范围，分 3 年(2010~2012 年度)实施，

项目总投资约 31,488 万元；2013 年，根据国家部署，江西省开始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13~2015 年度)
建设，在 2010~2012 年度基础上，继续完善非工程措施体系建设，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和重点山洪沟

防洪治理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 72,512.73 万元；目前，正处于 2016~2020 年度项目建设阶段，由于受资

金限制，现阶段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等建设任务按设区市分年度进行安排，已基本完成 2016~2018 年度

等项目建设，设计总投资约 27,154 万元。 
本文通过收集多年来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资料，对主要投资年份

2010~2015 年度项目建设成果进行总结，评价项目建设成效，为后期项目规划、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主要建设成效 

通过 2010~2015 年度等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江西省初步建立起了山洪灾害防治体系，提高了山

洪灾害防御能力[1]。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94 个县(区、市)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非工程措施建设和完善、15
条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等[2]。 

通过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基本上查清了全省山洪灾害防治区分布、人口数量、小流域特征和社会经

济情况，以及受山洪灾害威胁严重的重点防治地区基本情况等，科学确定了危险区预警指标，绘制了危

险区范围图。通过非工程措施体系建立和完善，初步构建了专群相结合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主要建设

成果包括新建 836 处自动雨量站、792 处自动水位站、196 处图像监测站、58 处视频监测站、卫星通讯

设备 243 处；建设完成 94 套县级监测预警平台、计算机网络和县级视频会商系统，以及 1529 套乡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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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452 套乡镇视频会商系统；建设完成无线预警广播 27,500 站(主站 3789 站、从站 23,711 站)、简易

雨量报警器 13,360 站、简易水位站 774 站、手摇警报器 27,366 个，铜锣、口哨等简易预警设备 67,027
套，手持喊话器 50,642 个；编制完善县级山洪灾害防治预案 94 个、乡镇预案 1155 个、村级预案 8409
个。通过 15 条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将已治理地区原来不足 5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高到重点部位 10 年、

一般地区 5 年，形成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其保护范围涉及人口 12.34 万、农

田 9.90 万亩、重要基础设施 151 处等[2]。 

3.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思路 

根据防灾减灾能力和山洪灾害防御能力相关论述[3] [4]，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

测与预警系统等方面能力，其中预防与应急准备系统包括工程防御能力、防灾意识普及能力等，影响要

素包括工程治理情况、预案覆盖率、宣传培训覆盖率、公众灾害防范意识和主动防灾避险能力等因子；

监测与预警系统包括灾害监测、灾情分析、灾害预报精度、灾害预警、预警信息发布等方面能力，影响

要素包括水雨情监测站点密度、预警设施设备覆盖率、预警设施设备质量、预警发布人员灾害识别水平、

预警信息到达人群时间等因子。 
根据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情况，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有助于提高灾害分析能力和预报精度，在

优化调整自动监测站布设、合理配置预警设施设备等方面提供依据，间接提升灾情监测能力、灾害预警

能力和信息发布能力等，其成果也为基层各级防御预案修编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通过监测预警系统建

设，提高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分析、预警和信息发布能力；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提高了山丘区居民灾害

防御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提高了基础防御人员技术水平，通过责任制建立和预案编制，提高了灾害预

防和应急准备能力；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项目提高了已治理地区工程防御能力。 
本文根据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相关技术要求，结合山洪灾害防御能力理论，对各项目

建设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项目类别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评价山洪灾害调查覆盖范围及深度，是否实现了查清山洪灾害防治区及其人员分布、小流域基本

情况和科学确定预警指标、准确划定危险区范围等预期目的。 
2) 评价全省防治区项目实施前后自动监测站点密度的变化情况，是否满足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需求；

评价简易雨量报警器、无线预警广播等预警设施设备覆盖率以及主要预警设备产品质量和集中度等。 
3) 评价监测预警县级平台和乡镇平台覆盖程度，平台开发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要求，软件开发商

集中度和产品质量等。 
4) 评价群测群防体系是否按照“十个一”的标准进行建设；宣传教育的普及率和培训、演练覆盖率

等。 
5) 通过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公众在防灾减灾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提升方面受教育程度、公众对

项目满意情况等。 

4.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综合分析，确定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山洪灾害调查评价覆盖率、自动

监测站点密度、简易预警设备覆盖率、监测预警平台覆盖率、群防群测体系覆盖率、主要产品集中度、

公众教育程度、公众满意度等 8 个目标因子和各目标因子控制的 28 个具体指标构成，见表 1 所示。 
大部分指标值通过收集全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成果分析计算得出；简易雨量报警器覆盖率等指

标选择典型地区调查计算得出；公众满意度等指标值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山洪灾害防治区发放给当

地干部群众进行填报，对填报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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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in evaluation indexes for mountain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jects in Jiangxi Province 
表 1.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主要评价指标统计表 

目标因子 序号 具体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说明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覆盖率 

1 调查自然村数占比 调查自然村数/防治区自然村数 

2 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3 详查自然村数占比 详查自然村数/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4 分析评价自然占比 分析评价自然村数/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自动监测站点密度 
5 防治区自动雨量站点密度 防治区面积/防治区自动雨量站点数量 

6 防治区自动水位站点密度 防治区面积/防治区自动水位站点数量 

简易预警设备覆盖率 

7 简易雨量报警器覆盖率 重点防治区简易雨量报警器数量/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8 无线预警广播覆盖率 重点防治区无线预警广播数量/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9 手摇报警器  

10 铜锣口哨等  

监测预警平台覆盖率 
11 县级预警平台覆盖率 防治县平台个数/防治县个数 

12 乡镇平台覆盖率 防治区乡镇平台个数/防治区乡镇个数 

群测群防体系覆盖率 

13 县级预案覆盖率 县级预案数量/山洪灾害防治县数量 

14 乡镇预案覆盖率 乡镇预案数量/山洪灾害防治乡镇数量 

15 村级预案覆盖率 村级预案数量/山洪灾害防治行政村数量 

16 警示牌  

17 宣传栏  

18 明白卡  

19 宣传手册  

20 培训人次  

21 演练场次  

主要产品集中度 

22 自动监测站点集中度 定性评价 

23 简易雨量报警器集中度 定性评价 

24 无线预警广播集中度 定性评价 

25 平台软件集中度 定性评价 

公众满意度 26 公众满意度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 

公众教育程度 
27 山洪灾害防御常识知晓率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 

28 山洪灾害避险技能掌握率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 

5.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 

5.1. 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用对比分析法，各指标的评价标准首先根据国家防办、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下发的

各类建设标准、技术要求等，通过分析、总结，凝练出各个指标标准值；其次，无法参照技术要求的，

根据实际防治需求、前期规划等得出标准值。采用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

法，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5.2. 评价结果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评价结果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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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valuation table of mountain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jects in Jiangxi Province 
表 2. 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成果评价情况表 1 

目标因子 序号 具体目标 江西省 
建设情况 

典型 
地区 

国家建设技术要求 
(实际需求、规划要求等) 

完成或 
达标情况 

山洪灾害调查 
评价覆盖率 

1 调查自然村数占比 2.254  满足实际需求 达标 

2 重点防治区自然村数 8485  规划数为 16,549 个 未完成 

3 详查自然村数占比 1.01  1 达标 

4 分析评价自然占比 1.01  1 达标 

自动监测 
站点密度 

5 防治区自动雨量监测站点密度 32 km2/个  防治区按 50 km2/个布设 达标 

6 防治区自动水位监测站点密度 119 km2/个  重点地区按 100 km2/个布设 基本达标 

简易预警 
设备覆盖率 

7 简易雨量报警器覆盖率  0.36 重点防治区行政村全覆盖 未达标 

8 无线预警广播覆盖率  0.72 重点防治区行政村全覆盖 未达标 

9 手摇报警器 27,366 个  防治区行政村和重点防治区自然村全 
覆盖，建设数量应不少于 20,350 个 达标 

10 铜锣口哨等 67,027 套  防治区行政村和重点防治区自然村全 
覆盖，建设数量应不少于 20,350 套 达标 

监测预警 
平台覆盖率 

11 县级预警平台覆盖率 1  山洪灾害防治县全覆盖 达标 

12 乡镇预警平台覆盖率 1.14  山洪灾害防治乡镇全覆盖， 
不少于 1395 个 达标 

群测群防 
体系覆盖率 

13 县级预案覆盖率 1  山洪灾害防治县全覆盖 达标 

14 乡镇预案覆盖率 0.95  
山洪灾害防治乡镇全覆盖，根据 
调查评价成果，江西省山洪灾害 

防治区乡镇为 1395 个 
基本达标 

15 村级预案覆盖率 0.91  
防治区行政村全覆盖，根据调查 

评价成果，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区 
行政村数为 11,865 个 

基本达标 

16 警示牌 13,162 个  防治区行政村全覆盖， 
数量应不少于 11,865 个 达标 

17 宣传栏 11,179 个  防治区行政村全覆盖， 
数量应不少于 11,865 个 基本达标 

18 明白卡 224 万张  
危险区居民住户全覆盖，根据调查 

评价成果，江西省山洪灾害 
危险区户数约为 76 万 

达标 

19 宣传手册 191 万册  
危险区居民住户全覆盖，根据调查 

评价成果，江西省山洪灾害 
危险区户数约为 76 万 

达标 

20 培训人次 29,610 人次  

山洪灾害防治乡镇和行政村防御 
责任人各 2 人、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平均每套设备 1 人，实际需求每年 

应不少于 33,486 人次 

基本达标 

21 演练人次 563 场次  平均每个山洪灾害防治乡镇至少 
1 次，应不少于 1395 场次 不达标 

主要产品 
集中度 

22 自动监测站点集中度 较高   较好 

23 简易雨量报警器集中度 较低   较差 

24 无线预警广播集中度 较低   较差 

25 平台软件集中度 较高   较好 

公众满意程度 24 公众满意率  0.80  较好 

公众教育程度 
25 山洪灾害防御常识知晓率  0.9125  良好 

26 山洪灾害避险技能掌握率  0.9160  良好 

 

 

1此表中数据主要出自《江西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10~2015 年)总结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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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建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基本上完成了 94 个山洪灾害防治县调查评价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要求[5] [6]，通过采用对防

治区内沿河村落现场逐一排查等方法，调查范围基本上实现了山洪灾害防治区内全覆盖，共确定了 8485
个重点防治区自然村，对所有重点防治区进行了详查和分析评价工作。现阶段调查评价成果与基层运用

仍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成果未完全植入到平台软件当中，预警指标等成果需要在后期使用过程中

进行检验、率定和复核等。 
2) 基本上形成了全省山洪灾害防治监测系统。首先，自动雨量站、自动水位站等监测站点按照国家

技术要求建设[7]，其密度基本满足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需求，且产品集中度较高，后期运维管理工作较好，

近些年全省自动监测站点到报率基本上保持在 100%，运行状况良好；其次，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要求[7]，
建设了省、市、县、乡 4 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完成 4 级平台计算机网络和视频会商的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省、市两级监测预警平台山洪预警作为防汛抗旱指挥决策系统的一个模块，与防汛抗旱指挥

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融合，县级平台软件开发由 2 家公司完成，产品集中度较高，质量较好，但是在与其

它部门信息共享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县级平台运行维护管理力量薄弱。 
3) 基本上形成了全省山洪灾害防治预警体系。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要求[7]，主要预警设施设备包括无

线预警广播、简易雨量报警器、手遥报警器、铜锣等基本配置到了山洪灾害防治行政村一级，但是无线

预警广播、简易雨量报警器在重点防治区覆盖程度不足，且产品集中度不高，质量参差不齐，技术管理

难度大。目前，简易预警设备运维管理经费落实不足，维保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难以做到定期保养和及

时维修。 
4)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山洪灾害防治群测群防体系。通过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县、乡、村各级建立相

应的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落实了防御责任制，各级防御预案进行了编制；山洪灾害防御警示牌、宣

传栏等宣传设施基本上建立到了行政村，明白卡、宣传手册等宣传学习用品分发到了危险区居民户；基

层山洪灾害防御培训基本上满足要求，但是防御演练还存在不足，部分重点地区未达到国家“十个一”

标准[8]。 
5) 通过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山丘区群众对山洪灾害基本防御常识和避险自救知识掌握程度较高，

提高了居民灾害防范意识，对规范山丘区人类活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公众对山洪灾

害防治项目质量和当地防御工作满意程度较高，增强了山丘区干部群众对防御山洪灾害的信心，提升了

全省山洪灾害能力建设水平。 

6. 总结 

江西省从 2010 年全面实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以来，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为首要目标，各地在防

御山洪灾害过程中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转移危险区内群众，有效地减少了全省山洪灾害受灾人员和因灾

伤亡人员，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据统计，2001~2010 年全省因山洪灾害年均死亡人数约为 22 人，

2011~2015 年为 10 人，下降近 55%；山洪死亡人数波动也呈明显降低趋势，从 2001~2005 年间死亡人数

极差值的 76 人、2006~2010 年间的 31 人下降到 2011~2015 年间的 20 人，说明通过项目建设，全省山洪

灾害社会抗灾力得到明显提升，逐步减少或避免了群死群伤等极端灾难事件发生。 
目前，山洪灾害仍是江西省洪涝灾害中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灾种之一，由于特殊的气象水文和地形

地貌条件，全省局部暴雨诱发的山洪灾害多发频发，要实现人员“零伤亡”的目标仍然很难。根据上述

评价结果，山洪灾害现状防御体系仍存在不足，在后期项目建设中，需要加强调查评价成果应用和山洪

灾害预报预警等技术研究，提高各地区山洪灾害精确预报预警能力；加大运维资金落实力度，进一步完

善基层监测预警平台和预警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管理体制；加强对重点沿河村落和防治区范围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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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预警设备覆盖力度，扩大预警范围，提升预警能力；按照国家“十个一”标准持续开展群测群防体

系建设[8]，不断提高山丘区群众主动防灾避险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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