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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长沙 7月 6日电 （记者

俞慧友）6 日，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岳阳市华容

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决口险情处

置进行通报。

7月5日16时许，岳阳市华容县团洲

乡团北村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桩号

19+800）发生一处重大管涌险情。17时

48分许，紧急封堵失败，导致堤坝决堤，最

初决堤口宽度约 10 米。截至 6 日 12 时

许，堤坝决口宽约220米，垸内平均水深

约5米，淹没面积47.64平方公里（占团洲

垸总面积的 92.5%，该垸安全区暂未被

淹），洞庭湖与垸内水位落差约0.10米。

接报险情后，湖南省全力以赴开展

抢险救援工作，迅速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并妥善安置，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 目 前 ，已 有 序 撤 离 团 洲 垸 群 众

5755人，未发生人员伤亡。

通报中提及，钱团间堤（钱粮湖南

垸和团洲垸之间堤防）堤长 14.35千米，

距决口处约 9 公里。湖南已对钱团间

堤“第二道防线”西侧的钱粮湖南垸做

好了人员转移预案，一旦出现险情，将

立即依预案组织转移。针对“第二道防

线”，湖南已调配 3000 余人、50 余台工

程车辆、18 台挖机，进行清基扫障、铺

设彩条布、装填沙袋等加固工作；对间

堤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早发

现、早处理；架通线路，保证照明及设备

运转；管控防汛通道交通秩序，确保抢

险通道畅通。

在安置工作方面，当地岳阳市、君

山区、华容县等地已采取有效措施充分

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共紧急调拨帐

篷 1000顶、折叠床 3200张、夏凉被 3200

条、褥子 3200 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 5000 个家庭

应急包驰援湖南。

下一步，湖南省将着力强化统筹调

度，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

仗。包括做好钱粮湖垸尤其是钱南垸的

人员撤离预案，做好已转移群众安置救

助；落实专人分段把守，加强对间堤的巡

查防守，组织人员力量除险加固，坚决守

住“第二道防线”；科学堵住干堤决口，实

时监测洞庭湖水位，按已制定方案，有序

开展决口封堵作业，尽快排除险情；全面

强化巡查除险；全面发动湖区市县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特别

是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聚焦超警堤段、历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

物等重点部位地毯式排查，落实“以车代

仓”“以船代仓”等措施，确保险情第一时

间发现、迅速处置到位。

有序撤离群众 5755人 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

湖南：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

7 月 5 日 16 时许，湖南省岳阳市华

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桩号 19+

800）发生管涌险情。随后堤防发生决

口，造成垸区被淹。据新华社 6 日最新

消息，封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做

好，目前正在进行堵口作业。

7月6日，湖南省洞庭湖水利事务中

心一位专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管涌又称潜蚀，是在高水位压力

下，堤、坝、闸等水工建筑物地基发生渗

漏侵蚀活动，把地基中细小颗粒和可溶

盐类带走，使土层结构破坏的现象。

“管涌是洞庭湖区常见的险情，习

惯称为‘翻沙鼓水’。”上述专家说，由于

洞庭湖区的堤防基础多为深厚砂卵石，

夹有粉细砂，透水性强，在堤外河道涨

水的情况下，两边水压差会使地下水夹

带泥沙从薄弱环节涌出。

管涌如不及时处理，水流会将附近

堤闸基础中的砂层淘空，导致堤闸骤然

下挫，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决堤。

该专家告诉记者，一般来讲，管涌处

置的紧急核心措施是抢筑“砂石反滤围

井”，利用土袋等阻水材料，围绕管涌点

构筑一道围堰，抬高局部水位，减小水压

差，从而大大减缓地下水涌出的程度。

由于围堰呈井状，故称围井。反滤则是

沿水流方向从下往上配置粒径由细到粗

的砂石层，起到过滤的作用，只允许清水

流出，而管涌带出的泥沙则被阻拦下来，

从而化解管涌对大堤地基的破坏作用。

管涌是历年防汛关注的重点。记

者日前随水利部“抗击长江中下游洪

水”主题采访活动到湖南省常德市汉寿

县沅南垸采访。

沅南垸位于洞庭湖西滨，区域内水

系发达，其安危对洞庭湖防洪影响较大。

今年7月1日以来，沅南垸共发现7处

险情，有6处是巡堤人员查险发现的，1处

是村民发现后报告的。这些管涌险情都得

到了安全处置。“抢早、抢小、抢了”，这是当

地防汛抢险的口诀。防汛抢险就是与时间

赛跑，发现早处理快才能保安全。

洞庭湖是长江洪水的重要调蓄场

所。据了解，洞庭湖区共有千亩以上堤

垸 226 个，一线堤防总长 3471 公里，三

类堤垸堤防长度各占 1/3。其中 11 个

重点垸堤防长 1221 公里，24 个蓄滞洪

垸堤防长 1161 公里，191 个一般垸堤防

长 1089 公里。此次出现险情的团洲垸

就属于一般蓄滞洪垸。

该专家介绍，洞庭湖区至今进行了

4 个阶段的治理，在洞庭湖一、二期治

理期间，曾对大堤内脚 100 米范围内大

部分坑塘进行了填塘固基。但每遇高

洪水位，部分堤段还是会发生区域性

“翻沙鼓水”，最近的距堤脚 30 米至 50

米，最远的距堤脚 1000米至 1500米。

（科技日报北京7月6日电）

出现管涌险情怎么办？专家表示——

“砂石反滤围井”可削弱“翻沙鼓水”破坏力
◎本报记者 付丽丽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造成农作物

受灾。为降低对秋粮生产的影响，7 月 1 日，农业农村

部召开防汛抗旱调度会强调，要因地制宜抓好受灾作

物生产恢复。

洪涝过后的农业复产，注定是一场硬仗。

奔赴生产一线 给出技术建议

“我种了 10 余亩柚子树，洪水的突然来袭让果园

损失惨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蕉南村的果农

曾还平说。

最近，广东省梅州市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农作物受

损严重，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

梅县区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该区农作物受灾面

积1000多公顷，受灾种类有沙田柚、水稻、蜜柚等。为减

少损失，梅县区及时组建了由70人组成的7个农技专家

指导组，直奔受灾严重地区，帮助恢复农业生产。

种植柚子 30 余年的邹文标是其中一员。邹文标

说，柚树被水浸后要先冲洗掉淤泥，蜜柚要重新套袋，

枯掉的枝叶要及时剪掉。随后，要给柚树松土，避免土

壤板结，还要根据根部腐烂情况倒入杀菌的药水。

“镇农业组派了专业人员清洗稻苗表面淤泥和喷洒

肥料，尽力弥补了部分损失。”该区新圩村党支部书记梁翠

红告诉记者，在专家组的指导下，村民有序开展补种工作。

近日，广西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专家赶赴横州

市，调查茉莉花盆花生产受灾情况，为茉莉花盆花生产

企业灾后生产恢复提供技术指导。此外，该院各先锋

队、创新团队、科技特派员（团）奔赴广西多地农业生产

一线，在洪涝前为农户搭建了一道科技屏障。

“积水严重的地块，要及时转移盆花至地势高处，

或挖沟抽排积水，同时要尽快对基地进行一次全面杀

菌。”针对高温高湿环境导致茉莉花盆花病害加重的情

况，广西农业科学院设施与休闲农业产业科技先锋队

花卉专家、科技特派员卜朝阳研究员给出了技术建议。

在贵港市覃塘区的甘蔗种植区、来宾市兴宾区的

水稻示范区、桂林市荔浦市的芋头种植基地等都能看

到科研人员的身影。“我们要求各团队要下沉到生产一

线，为农业经营组织和农民兄弟积极开展灾后恢复生

产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因灾损失。”广西农业科学

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智能分析研判 及时预警预报

7月 3日，江西放晴，在九江的田间地头，恢复农业生产按下“快进键”。

“如果这场雨再持续下去，我的稻子可能要面临绝收。”江西九江瑞昌夏畈镇

农民胡应金今年种植的部分水稻处于低洼地块，在洪水来临，他一筹莫展之时，

九江派出的农技专家赶到了他的稻田。

专家抵达后，第一件事就是收获已成熟作物，清理疏通田间沟渠排水系统，

将受堵出水口用挖掘机疏通打开，防止农田大面积内涝。

紧接着，专家迅速制定了灾后恢复生产自救措施。其中一条便是加紧准备

种子、化肥等物资，抓住节令做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洪水退到哪，田就种到

哪。”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专家说。

记者了解到，江西落实中央和省级农业生产救灾资金 1.93 亿元，向 15 个县

（市、区）免费发放救灾种子 14.9 万公斤。向受灾县紧急派出“一对一”工作组和

巡回专家组开展农业复产。

云收雨歇，但洪涝来去无常，未雨绸缪少不了科技加持。

“只要2分20秒，就能实现对全国52万条中小河流计算断面72小时洪水预警

预报。”贵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贵阳高新区企业依托大数据和人才优势，

自主研发了“东方祥云”洪水预报调度系统，搭建起洪水灾害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

调度平台，让使用者通过一张大屏，就能实时查看雨水、气象等各项情况，并且该系

统还能进行智能分析研判，及时预警预报，从而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截至目前，“东方祥云”为贵州省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2.8万次 228万条，成功协

助防御13场强降雨洪水过程，为全国5.7万座水库水电站提供抗洪防灾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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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一些地方

遭遇断路断网断电极端情况，应急管

理部持续加强大数据监测预警，统筹

开展应急通信装备预置备勤，深化演

练拉动，强化科技赋能，着力提升汛期

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

针对汛情灾情，应急管理部发挥

大数据优势，精准锁定“三断”区域，利

用铁塔、通信大数据系统 24 小时不间

断监测预警，第一时间发现疑似受灾

断网区域，辅助利用智能外呼等系统

核查，精准锁定广东梅州、安徽黄山、

湖南怀化等地失联乡镇，大幅缩短通

信异常区域发现时间。

6 月 14 日开始，应急管理部组织

各地开展“三断”应急指挥通信拉动演

练 29 次，全流程开展无人机通信平

台、卫星电话、直升机投送等演练，以

演促训、以演备战。发挥消防救援队

伍前突能力作用，建立应急通信力量

空中投送机制，第一时间将消防通信

力量投送现场，同时持续提升消防前

突能力，及时打通失联区域应急指挥

通信。6 月 17 日，广东消防救援队伍

30 名通信人员乘坐直升机抵达梅州

市平远县泗水镇等重灾区，及时建立

前后方通联渠道。

6 月 19 日以来，安徽黄山多地出

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6 月 20 日

12时 30分，黄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

动防汛抗旱二级响应。

基于铁塔和通信大数据分析，应

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精准锁定

黄山市歙县绍濂乡古祝村、清溪村、小

溪村出现通信失联，立即启动联合预警

研判及处置机制，联合指导当地应急和

消防通信力量立即响应。黄山市歙县

救援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

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无人机执行灾

情巡察、物资运投和通信中继等任务，

在重灾区上空稳定建立公网通信。21

日8时30分，无人机通信平台飞抵古祝

村，为784名受灾群众提供空中通信通

道，保障了受灾群众应急通信需求。

6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

管理部紧急将预置的 2 套复合翼无人

机通信平台调派至湖南怀化会同县、邵

阳绥宁县，快速恢复三洲村、白市溪口

村等 7 个村庄通信，掌握失联区域灾

情；根据灾情发展，7月2日，将2套复合

翼无人机通信平台机动至湖南岳阳平

江县、汨罗市，保障平江县瓮江镇、浯口

镇、童市镇、三墩乡及汨罗市白水镇等

地通信，打通对外联系渠道，并对地质

灾害点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侦察；同时

调派翼龙大型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通

信平台飞赴会同县、绥宁县受灾区域，

保障金子岩乡等5个乡镇通信。

7 月 1 日凌晨 1 时，国家消防救援

局湖南机动队伍通信保障分队机动至

距邵阳绥宁县麻塘乡政府 3 公里处，

因桥梁受损、道路受阻，通信保障分队

携带自组网基站、卫星电话等装备冒

雨徒步奔向乡政府，作为第一支进入

灾区的专业救援队伍，迅速搭建窄带

自组网通信网络，恢复任务区域通信，

及时支撑受灾地区通信保障需求。

据介绍，接下来，应急管理部科技

和信息化司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

信和科技司将进一步强化联合监测预

警和分析，制定通信力量空中投送任

务单，常态化组织开展应急通信保障

拉练演练等，持续提升“三断”条件下

的应急通信能力水平。

应急管理部：

提升“三断”条件下应急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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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依晨 龙跃梅 刘 昊 何星辉

◎本报记者 陆成宽

7 月 5 日，湖南省岳阳市华容
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
口险情后，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垸区群众。
来自各地的抢险救援力量迅速汇
集，消防、武警和民兵部队正在紧
张地加固间堤，运送抢险物资，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图为 7月 6日凌晨，抢险人员
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开
展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湖南省消防救援总
队供图）

救援进行时

科技日报讯（记者符晓波）“各位渔

民朋友，台风将正面袭击闽南沿海，请有

序进港避风”“我们已派出无人机巡防队、

投放便携式智能无人船”……眼下已步入

台风季，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汛防台

综合应急演练在厦门高崎渔港开展。智

能遥控救生圈、无人机、电动飞行救生圈

等多款应急保障新装备，亮相协助开展防

汛防台救援工作，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醒目的橙色救生圈，快速在水面前

行，向落水人员飞驰而去，第一时间将

被困人员带回救援船。“这样的遥控救

生圈可以实现 1500 米远程遥控，适合

在船舶无法停靠的浅滩开展救援，是很

好的救助工具。”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综

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路书杰介绍，智能

遥控救生圈是为海上救助志愿者队伍

配备的先进救生装备之一。当天，福建

省渔业互保协会还召集多个厂家，展示

最新研发的海上救生设备，为厦门海上

救助提供更先进的技术。

在演练现场，蓝天救援队使用的救

生抛投器采用气动抛射装置，能够将气

胀式充气救生圈发射到人力不能投掷的

距离，救生圈入水 5 秒内就完成自动充

气，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可折叠收纳

的便携式智能无人船，具备远程遥控和

无人驾驶两种模式，并搭载摄像头、喊话

器、照明灯，能实现卫星定位、视频传输、

一键返航等功能，一次可营救7至8人。

本次演练共动员公务船艇 22 艘、

渔业船舶 5 艘、120 救护车 1 台、消防车

组 2台、全地形消防摩托车 4台、便携式

智能无人船 1艘、智能遥控救生圈 2个、

电动飞行救生圈 2个、救生抛投器 2套、

无人机 4架，400名人员参演。

厦门：科技支撑防汛防台救援工作

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 通讯员沈
甸）近日，广东省梅州市持续遭遇强降

雨，该市北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广东

全省各地各部门投入力量、资源，全力

支持梅州抢险救灾。

受暴雨洪涝影响，当地多处道路、电

力、通信中断。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

从邻近城市调集了近千人的抢修队伍，

支援梅州抗灾复电。南方电网（广东）综

合应急基地应急特勤队的 30 名队员近

期到达梅州市蕉岭县。特勤队带来了众

多新抗灾“利器”，如照明无人机、重载无

人机、智能头盔、自组网布控球、便携式

卫星信号基站等。“无人机、智能头盔、自

组网布控球拍摄的画面可以实时回传指

挥中心，帮助后方第一时间全方位了解

现场情况，制定精准有效的应急和抢修

方案。”特勤队负责人蒋毅介绍。

在现场，蒋毅将队员分成两组，其

中一组使用排涝车、排涝机器人对县城

被淹地下车库开展排涝。第二天，他们

又转战新铺镇进行排涝。该县南礤镇

因水浸和山体滑坡，导致道路损毁严

重，村落失联。另一组特勤队员前往南

礤镇进行现场勘灾和通信搭建。“放心，

我没事。”通过特勤队携带的卫星电话，

南礤镇石寨村村民向亲人报了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比特勤队员到得更

早的是“粮草”，15 批抢修物资已被运

抵梅州。应急抢修塔、变压器、配电箱、

避雷器、绝缘导线等一应俱全，保障了

复电工作顺利推进。

广东：众多抗灾“利器”助力复电抢修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红色告

警，有滑坡风险，赶快通知村民撤离！”6

月 28 日，记者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获悉，当日 6 时 30 分，重庆市武隆

区长坝镇鹅冠村长田坎滑坡点发生滑

坡灾情。因监测预警及时响应，当地提

前组织避险撤离群众 30 户 51 人，未造

成人员伤亡。

连日来，重庆市强降雨导致地质灾

害风险上升。从 6月 24日到 28日，重庆

丰都、武隆、綦江、巴南四地的滑坡灾情

均被及时处置，无人员伤亡。这些预警

的及时发布，要归功于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融合该市十几个行业部门数据

建设的危岩地灾风险管控应用系统。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面对

“点多、线长、面广”的地质灾害特点，传统

的人力勘察方式已难以满足高效、精准的

防治需求。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运

用多种科技手段，对该市1.4万余处地灾

隐患点进行地毯式摸排，形成了调查、监

测类数据约100亿条数据。这些数据为

地质灾害的精准预警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监

测设备等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建立了

全天时全天候动态监测预警网络，让风险

预警有了智慧‘千里眼’。”重庆市地理信

息和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袁超表示。

“我们还融合全市 2068 个雨量站

实时数据和 4208 个小流域、66077 个地

质斜坡单元矢量数据等十几个行业部

门数据，真正实现一屏总览、一键调度、

一体联动、一网共治。”该局地质勘查管

理处处长李少荣介绍，通过与各市级部

门、区县各部门以及基层治理人员的紧

密协作，形成了多跨协同闭环管控和高

效协同处置能力。一旦出现地灾预警，

系统会自动“叫醒叫应”所有人员，将预

警信息发送至每个人手机上，确保了风

险信息的快速传递和紧急响应。

重庆：“千里眼”及时预警滑坡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