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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ilongjiang, as the border river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experienced many floods in his-
tory.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necessity of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ilongjiang main stream 
flood must be influenced by every influence factor, so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se 
influence factors. This passage firstly identifies every influence factor as communicative informa-
tion factor, communicative will factor and communicative detail factor, then analyzes every influ-
ence factor by taking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ilongjiang main stream flood in 2013 as an example. On the aspect of communicative informa-
tion fact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notify their respective 14 stations’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On the aspect of communicative will fact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carry out hy-
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spective laws and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aspect of communicative detail fact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communi-
cate different contents of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geography, disaster and so on via net-
work, remote sensing and many other various forms. Finally, this passage carries on the discus-
s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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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洪水，中俄两国也逐渐意识到水情交流的必要性。中俄

两国在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进行水情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其进行分

析尤为必要。首先将各项影响因素识别为交流信息因素、交流意愿因素和交流细节因素，并以2013年黑

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的中俄水情交流为例对各项影响因素依次进行分析。在交流信息因素方面，中俄两

国相互通报各自14个测站的水情信息。在交流意愿因素方面，中俄两国从国际法的角度入手，以双方各

自与双方之间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开展水情交流。在交流细节因素方面，中俄两国通过网络、遥感等多种

形式交流地理、灾情等不同内容的水情信息。最后对中俄两国实现水情交流信息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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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龙江(阿穆尔河)是一条世界大河，总长度为 5498 km，居世界第六；流域面积为 1.843 × 106 km²，
居世界第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3.55 × 1011 m³，居世界第八。与此同时，她还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

流经中国、俄罗斯、蒙古和朝鲜 15 个一级行政区。她作为国际界河共分为 3 段，分别为额尔古纳河界河

段、黑龙江干流界河段和乌苏里江界河段，界河长约 4000 km，为世界第一界河[1]。根据中俄两国有关

历史文献、洪水调查及实测水文资料记载，黑龙江上中游曾于 1872、1897、1928、1929、1958、1959、
1972、1984 年等发生过大洪水，并多次在上游形成冰坝，发生冰凌洪水[2] [3]。2013 年入汛以来，由于

受持续降雨和干支流水库泄洪影响，黑龙江干流又发生了继 1984 年以来的大洪水[4]。 
与此同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俄(苏)两国就开始围绕黑龙江干流开展一系列的水情交流活动，如

国际河流报讯、测验技术交流和水文专家互访等[5]。由于中俄两国国情不同等方面的原因，在进行水情

交流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河流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如文献[6]-[10]。但针对黑龙江干流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是围绕水污染防治方向进行研究，如文献[11] 
[12]。因此很有必要对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的中俄水情交流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mailto:wangsicong1991022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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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因素的识别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中俄水情交流这一过程具有主动性、互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因此要把它看

做一个系统才能更好地进行影响因素分析[13]。因此本文将中俄水情交流的影响因素分为交流信息因素、

交流意愿因素和交流细节因素。 
交流信息因素指的是中俄两国进行水情交流时双方必备的水文信息，主要包括中俄两国负责黑龙江

干流水情交流的部门和中俄两国交换黑龙江干流相关水文信息的测站等。这是中俄水情交流的前提，中

俄两国需要有相关的水情人员和水情资料，才能准确获取本国水情，从而进行双方的水情交流。中俄水

情交流的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级别[14]，当洪灾发生前后，这些部门在及时通报黑龙江

干流实时水情的同时还要格外关注灾情。同时黑龙江支流洪水对于干流洪水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

一些支流的水系形状特殊[15]，因此也需要掌握中俄两国相关水文测站的情况。 
交流意愿因素指的是中俄两国进行水情交流时彼此达成共识的程度。这是中俄水情交流的关键，中

俄两国在获取本国水情的前提下，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后才能进行水情交流。近年来中俄两国通

过与水有关的国际法以及两国各自的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出双方进行水情交流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中俄两

国的防洪合作提供法律支撑[16] [17]。同时中俄两国由于国情不同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差

异在双方水情交流的过程中也应注意[18]。 
交流细节因素指的是中俄两国进行水情交流时双方需要拟定的一系列细节。这是中俄水情交流的重

心，中俄两国在水情交流上达成共识后，还需要在细节上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才能开展水情交流，主要包

括交流的内容和形式[19]。中俄两国在考虑水情交流细节的同时还需要及时进行反馈，这样才能实现双向、

持续、完整的水情交流过程。 

3. 影响因素分析 

在识别完中俄水情交流的各项影响因素之后，下面以 2013 年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的中俄水情交流

为例，对各项影响因素依次进行分析。 

3.1. 交流信息因素分析 

中俄两国相关部门能够做到及时配合，每天 8 时许都能按照《国际水文情报预报电码手册》互相通

报各自 14 个水文测站的水情信息，保证了双方救灾的顺利进行。通报的信息除了气象、降雨、来水量外，

还增加了当日水库水位等一些重要信息，并且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当观测水位达到规定的预警水

位时，双方还会增加交换信息的次数和交换测站的站数(见表 1)。 
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 中俄两国水情交流有时不够及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 中俄两国在

黑龙江干支流的一些偏远地区未设立水文测站，对水文信息的收集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今后要从国际

河流的角度优化黑龙江干流的水文站网，从而更好地开展水情交流[20]。 

3.2. 交流意愿因素分析 

中俄两国都能以相关法律作为准绳进行水情交流，开展联合救灾工作。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背景下，中俄水情交流从总体上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没有大的障碍(见表 2)。 
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 我国关于国际河流水情交流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存在管理体

制不健全、操作性不强、法律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今后要考虑周全，以实现我国的“小法律”适应或

在国际公认的“大法律”框架内[21]；2) 双方水情信息公开不够畅通，对中俄水情交流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响。今后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新闻媒体及时传达水情信息，新闻媒体也要给予正面合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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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related st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ilongjiang main stream 
flood 
表 1. 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中俄水情交流的相关测站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 俄罗斯向中国提供 

序号 河名 站名 水位 流量 雨量 河名 站名 水位 流量 雨量 

1 海拉尔河 坝后 √  √ 阿穆尔河 波克罗夫卡 √  √ 

2 呼玛河 呼玛桥 √ √ √ 阿穆尔河 契尔尼亚沃 √  √ 

3 第二松花江 吉林 √ √ √ 额尔古纳河 奥洛奇 √  √ 

4 第二松花江 扶余 √  √ 石勒喀河 斯列坚斯克 √ √ √ 

5 嫩江 同盟 √  √ 结雅河 扎列其那娅·斯洛勃达 √ √ √ 

6 嫩江 齐齐哈尔 √  √ 结雅河 库赫帖林卢格 √  √ 

7 嫩江 江桥 √  √ 结雅河 小沙赞卡 √ √ √ 

8 嫩江 大赉 √  √ 谢列姆扎河 诺尔斯克 √  √ 

9 松花江 哈尔滨 √ √ √ 布列亚河 切昆达 √  √ 

10 松花江 依兰 √  √ 布列亚河 卡缅卡 √ √ √ 

11 松花江 佳木斯 √ √ √ 乌苏里江 列索扎活次克 √  √ 

12 松花江 富锦 √  √ 大乌苏尔卡河 瓦古通 √  √ 

13 穆棱河 密山桥 √  √ 比金河 兹文耶活 √  √ 

14 挠力河 菜咀子 √  √ 霍尔河 霍尔 √  √ 

注：“√”表示提供该方面的信息。 
 

Table 2.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related law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ilongjiang main stream 
flood 
表 2. 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中俄水情交流的相关法律 

法律法规角度 法律法规名称 发布单位 颁布年份 

国际法 《赫尔辛基规则》 国际法协会 1966 年 

国际法 《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1992 年 

国际法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第 51 届联合国大会 1997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8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8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88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1991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0 年 

中俄两国各自法律法规 《俄罗斯联邦水法》 俄罗斯国家杜马 1995 年 

中俄两国之间法律法规 《关于交换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水文情报和预

报的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政府 1986 年 

中俄两国之间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

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 2007 年 

中俄两国之间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

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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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流细节因素分析 

中俄两国已初步建立水情交流信息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方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水情人

员在汛期直接联系这一渠道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见表 3)。 
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 中俄水情交流的内容缺少带有前瞻性和预报信息为主的动态数据。今

后中俄两国负责水情交流的部门需要与气象部门配合，共同研究提升水情预报精度的方法；2) 通报水情

信息频率和点位的水平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后要加强水利信息化建设，对于双方都会有一个历史性的

提升[22]。 

4. 结论与建议 

黑龙江为中俄两国的界河，在 2013 年黑龙江干流大洪水期间，中俄水情交流为双方的水情人员提供

了及时的水情资料，从而更好地推动了中俄联合抗洪，也为国际河流救灾合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中俄水情交流的影响因素可以识别为交流信息因素、交流意愿因素和交流细节因素。其中交流信息

因素是前提，交流意愿因素是关键，交流细节因素是重心。 
在交流信息因素方面，中俄两国相互通报各自水文测站的水情信息。其中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海拉尔

河 1 处，呼玛河 1 处，第二松花江 2 处，嫩江 4 处，松花江 4 处，穆棱河 1 处，挠力河 1 处，共计 14 处；

俄罗斯向中国提供阿穆尔河 2 处，额尔古纳河 1 处，石勒喀河 1 处，结雅河 3 处，谢列姆扎河 1 处，布

列亚河 2 处，乌苏里江 1 处，大乌苏尔卡河 1 处，比金河 1 处，霍尔河 1 处，共计 14 处。所有水文测站

都能提供水位和雨量信息，部分水文测站在此基础上还能提供流量信息。 
在交流意愿因素方面，中俄两国从国际法角度中的《赫尔辛基原则》等法律法规入手，以双方各自

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俄罗斯联邦水法》等)以及双方之间法律法规(如《关于交换黑

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水文情报和预报的备忘录》等)的角度为依据开展水情交流。 
在交流细节因素方面，中俄两国通过多种形式交流不同内容的水情信息。从内容上来说，水情信息

按照目的可以分为地理、水文、工情和灾情信息，按照时间可以分为历史、实时和预报信息，按照状态 
 

Table 3. China and Russia’s hydrological communication related feat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ilongjiang main 
stream flood 
表 3. 黑龙江干流洪水背景下中俄水情交流的相关特征 

关于交流内容上需要考虑的信息 关于交流形式上需要考虑的信息 

分类 名称 解释 分类 名称 解释 

按照目的 地理信息 一般指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描述水利要

素空间分布和地理特性的信息 按照表现 数据 实时性强，可供中俄水情人员参考 

按照目的 水文信息 一般指河流和水库的雨量信息、水位

信息、流量信息和冰情信息 按照表现 文件 说服性强，见证中俄水情交流历史 

按照目的 工情信息 一般指水库、闸坝、堤防工程 
运行状况 按照表现 图表 直观性强，拉近中俄双方水情交流 

按照目的 灾情信息 一般指防洪工程出现裂缝、管涌、滑

坡和决堤等相关信息 按照介质 纸质 如黑龙江流域《水文年鉴》 

按照时间 历史信息 通过长期积累获得可供使用的信息 
按照介质 电子 如黑龙江省水利厅实时雨水情网站 

按照时间 实时信息 通过实时观测获得可供使用的信息 

按照时间 预报信息 通过水文预报获得可供使用的信息 按照手段 网络 如我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国际报汛站

采取电子邮件的形式交换水情 

按照状态 静态信息 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不变的水情信息 
按照手段 遥感 如中俄两国通过遥感航拍的方式测量黑

龙江干流断面 按照状态 动态信息 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变化的水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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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信息；从形式上来说，水情信息按照表现可以分为数据、文件和图表形式，按照介

质可以分为纸质和电子形式，按照手段可以分为网络和遥感形式。并且中俄两国还能根据实际情况打破

常规，在汛期让双方的水情人员直接联系。 
从 2013 年黑龙江干流大洪水中可以看出，由于洪水灾害具有突发性，仅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水情交

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对已初步建立的水情交流信息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建议首先要在国际河流

管理合作的背景下结合中俄两国的实际情况确立该机制的目标和原则，然后用相关的决策支持理论和方

法不断去完善该机制。为完善该机制可参考近年来国际水文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如《美加边界水条约》、

《关于中方向印方提供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实施方案》和《关于中国水利部向

湄委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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