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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防御和减轻洪涝灾害，

提高水库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切实做好水库遭遇突发事件时的防洪抢

险调度和险情抢护工作，做到有准备、有计划、有措施地实施防御水

库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情况和灾害，力保水库工程安全，最大程度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顺利进行，编制《昌乐县马宋水库防御洪水方案》（以下简称

《防御洪水方案》）。水库防御洪水方案是在现有的工程设施条件下，

针对因突发事件导致水库面临重大险情威胁，影响水库防汛安全而预

先制定的防御方案、对策、措施，力保水库工程安全，最大限度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减少损失，是政府及防汛领导小组指挥决策和防

洪调度、抢险救灾的重要依据。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4、《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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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7、《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8、《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9、《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10、《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办法》；

11、《山东省实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办法》；

12、《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Z720-2015）

13、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库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编制大纲》；

14、《昌乐县马宋水库汛期调度运行计划》；

15、其他法律法规。

1.3 编制原则

1、贯彻“以人为本”原则，体现风险管理理念，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损失，特别是生命损失，保障公共安全。

2、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属地管理，明确职

责与责任追究制。

3、强调“预防为主”原则，通过对水库大坝可能突发事件的深

入分析，事先制定减少损失和提高应对能力的措施，并做好监测预警

与应急处置准备。

4、突出“便于操作”原则，预案以文字和图表形式表达，形成

书面文件。

5、力求“协调一致”原则，预案和本地区、本部门其它相关预



昌乐县马宋水库防御洪水方案

3

案相协调。

6、遵循“动态管理”原则，预案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不断

补充完善。

1.4 突发事件分类分级

水库大坝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可能导致溃坝、重大工程险情、

超标准泄洪、影响水库正常调度运行的水污染，危及公共安全，需要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紧急事件，分为以下几类：

1、超标准洪水：超过汛期控制运用方案中现状防洪标准的洪水。

2、工程隐患：一是大坝坝体发生渗流异常、渗漏、裂缝、滑坡

等；二是输、泄水建筑物出现裂缝、变形、倒塌等；三是放水洞出现

漏水、地基渗透破坏和冲刷破坏等各种隐患。

3、地震灾害： 地震作用下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洞等枢纽建

筑物发生失稳、结构破坏，及其他影响枢纽工程安全运行的险情。

4、地质灾害：发生对枢纽工程安全造成影响的滑坡、崩塌等。

5、上游水库溃坝：指水库上游的中、小水库，发生溃坝事件。

6、上游大体积漂移物的撞击事件：山洪爆发、大风浪及上游水

库溃坝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大体积漂移物撞击坝前护坡、放水洞、溢洪

闸以及堵塞闸门等事件。

7、战争或恐怖事件：指战争或恐怖袭击，造成水库枢纽工程、

通讯、电力和交通设施破坏，及其他影响防洪安全的事件。

8、其它：指遭遇大风、雷击等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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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突发事件按后果严重程度、可控性、影响范围等因素，

可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以及

Ⅳ级（一般）。事件导致以下情况之一发生的，可定为相应级别的事

件：

Ⅰ级（特别重大）：

——水库水位达到校核洪水位及以上；

——大坝出现特别重大险情，抢险十分困难，很可能造成溃坝；

——库区大范围水质污染，水质监测项目有 4项及以上超标，且

至少 2项超标 2倍以上；

——生命损失不小于 30人，或直接经济损失不小于 1.0亿元，

或社会与环境影响特别重大。

Ⅱ级（重大）：

——水库水位超过设计洪水位，但低于校核洪水位；

——大坝出现重大险情，具备一定的抢险条件，险情基本可控；

——库区较大范围水质污染，水质监测项目有 4项及以上超标，

且至少 2项超标 1倍以上；

——生命损失小于 30 人且不小于 10 人，或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亿元且不小于 0.5亿元，或社会与环境影响重大。

Ⅲ级（较大）：

——水库水位超过防洪高水位，但低于设计洪水位；

——大坝出现较大险情，抢险条件较好，险情可控；

——库区局部水质污染，水质监测项目有 1～3项超标，且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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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超标 1倍以上；

——生命损失小于 10人且不小于 3人，或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0.5

亿元且不小于 0.1亿元，或社会与环境影响较大。

Ⅳ级（一般）：

——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但低于防洪高水位和设计洪水位；

——大坝出现一般险情，且险情可控；

——库区局部水质污染，水质监测项目有一项超标；

——生命损失小于 3人，或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0.1亿元，或社会

与环境影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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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

2.1 流域概况

马宋水库坝址以上流域形状呈桑叶形，支流分布有 5条，流域平

均宽度为 8.78km，干流坡度 0.0037m/m。流域位于山东古陆台鲁沂山

地区丘陵区北侧，整个流域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其中，山区占总面积

35%，丘陵区占总面积 45%，平原区占总面积 20%，一般高程在 100～

300m之间，最高点车罗顶海拔高度 321m。山丘主要由玄武岩组成，

上游北鄌郚东北地区局部为石灰岩，下游朱汉、马宋主要为片麻岩构

成，风化严重的丘陵表面由破碎的风化物覆盖。平原地区多为砂壤土，

整个流域植被条件较差，水土流失严重。

马宋水库所在的白浪河流域地出泰沂山北麓，属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区，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燥少雨；夏季炎热，暴雨集中，秋季

干旱少雨，冬季寒冷少雪，温差变化大。多年平均气温在 12.4℃，最

低气温一般出现在 1月份，极值为-19.8℃，最高气温多出现在 7月份，

极值为 40℃。

暴雨是造成本流域洪水的主要原因。流域内产生暴雨的天气系统

主要为气旋、锋面及台风等。暴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气旋是本地区

产生暴雨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台风天气系统是造成本流域特大暴雨

洪水的重要原因，“74.8.13”特大暴雨洪水就是由 1974年 12号台风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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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宋水库流域降水年际、年内分配不均，变差较大，年降水量多

集中在汛期，据流域内 1960～2007年实测降雨资料分析，多年平均

降水量 604.9mm，6～9月份降水量为 427.3mm，占年降水量的 70.6%。

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降水量最大年份为 1964 年，年降水量

1029.3mm，降水量最小的年份为 1981年，年降水量为 335.7mm，丰

枯比 3.07。

2.2 工程和水文概况

2.2.1 暴雨洪水特性

暴雨是造成本流域洪水的主要原因。流域内产生暴雨的天气系统

主要为气旋、锋面及台风等。暴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气旋是本地区

产生暴雨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台风天气系统是造成本流域特大暴雨

洪水的重要原因。

白浪河属雨源型山溪河流，河道流量随季节而变化明显。每到汛

期暴雨集中，洪水涨落迅猛，峰高量大，洪水历时短，根据实测流量

资料分析，较大洪水峰现时间为 2~4 小时，次洪水历时一般 10~32

小时左右，而枯季，河道流量比较小，时有干枯断流。

2.2.2 水库工程概况

马宋水库位于昌乐县营丘镇驻地北 2km 处，白浪河中上游，始建

于 1959 年 11 月，1960 年 6 月基本竣工，经 2008 年除险加固工程后，

达到现状规模。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180km
2
，总库容 1215 万 m

3
，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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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容 646 万 m
3
，兴利水位 85.30m，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

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水库枢纽工程包括大坝、溢洪道、

放水洞三部分。

水库大坝由主、副坝组成，总长 4550m，主坝长 131m，坝顶高程

87.60m，防浪墙顶高程 88.80m，坝顶宽 6m，最大坝高 12.5m。坝前

坡为预制砼板，坝后坡为草皮覆盖。

溢洪道位于大坝北端，全长 550m，建有七孔溢洪闸，闸底板高

程 80.00m，平面钢闸门，闸门尺寸 8×5.85m，闸下游设交通桥，最大泄

量 1674m
3
/s。

放水洞位于主坝桩号 0+008 处，进口底高程 80.40m，配备 125KN

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平面钢闸门，闸门尺寸 1.0×1.6m，设计流量

2.84m
3
/s。

马宋水库基本情况详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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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马宋水库基本情况表

水库名称 马宋水库 工程总投资 4976万元

正

常

溢

洪

道

型式 宽顶堰

管理机构名称 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 设计单位 昌乐县水利局 堰顶高程 80.0米

主管部门 昌乐县水利局 施工单位 马宋水库工程指挥部 堰顶净宽 7×8(孔×宽)米

所在地点 昌乐县营丘镇 建设

日期

开工 1959年 11月 闸门型式 平板钢闸门

所在位置
东经 118°59′53″ 竣工 1960年 6月 闸门尺寸 5.85×8(高×宽)米

北纬 36°32′54″ 基本地震烈度 8度 最大泄量 1674立方米/秒

所在河流 白浪河 设计地震烈度 8度 消能型式 消力池

集水面积 180平方公里 高程基准面 1956黄海基面 启闭设备 卷扬式

水

文

特

征

多年平均降水量 604.9毫米

库区

迁淹

赔偿高程 87.00米 非

常

溢

洪

道

型式

多年平均径流量 0.1687亿立方米 移民高程 87.00米 堰顶高程

设

计

重现期 50年 淹没耕地 0.4064万亩 堰顶净宽

洪峰流量 1254立方米/秒 迁移人口 1071人 最大泄量

洪水总量 0.3353亿立方米
工程

量

土方 139.49万立方米

输

水

洞

型式 钢筋砼有压箱涵

校

核

重现期 300年 石方 4.96万立方米 断面尺寸 1.6×1（高×宽）米

洪峰流量 1825立方米/秒 混凝土 1.67万立方米 进口底高程 80.4米

洪水总量 0.4967亿立方米

主坝

坝型 均质坝 闸门型式 平板钢闸门

水

库

特

征

调节性能 多年调节 坝顶高程 87.60米 最大流量 2.84立方米/秒

校核洪水位 87.19米 最大坝高 12.5米 启闭设备 卷扬式

设计洪水位 87.02米 坝顶长度 131米 泄

洪

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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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限制水位 84.50米 坝顶宽度 6米 断面尺寸

正常蓄水位 85.30米 坝基防渗型式 帷幕灌浆 进口底高程

死水位 80.50米

副坝

座数 2 闸门型式

总库容 1215万立方米 总长度 4419 最大泄量

其

中

调洪库容 707万立方米 最大坝高 7m 启闭设备

兴利库容 646万立方米 坝顶宽度 3.5-4.5m

大

坝

安

全

状

况

安全状况：2007年 4月鉴定为三类

坝。2008年 12月~2010年 9月进行

除险加固工程；2010年 9月通过竣工

验收，主要加固内容包括：大坝工程、

溢洪道（闸）工程、放水洞工程、管

理及水文设施工程。工程总投资 4976
万元。

死库容 27万立方米

工程

运用

最高洪水位 86.94米

工

程

效

益

防

洪

设计
保护下游潍坊市区 40万人口，

20万亩耕地
发生日期 2018年 8月 19日

实际 7330万元 最高蓄水位 85.30米

灌

溉

设计 1.47万亩 发生日期 1997年 10月 6日

有效 1.02万亩 年最大供水量 512万立方米

最大实灌 0.66万亩 发生年份 1993年

供水量 144万立方米/年 水质污染情况 无污染

城

市

供

设计 277万立方米/年

下游

情况

河道安全泄量 504立方米/秒

实际 230万立方米/年 铁路 胶济铁路 22公里

绿

化

应绿化面积 110.1亩 公路 济青高速 27公里

已绿化面积 110.1亩 城镇厂矿 2潍坊市区 0公里

管理保护范围 4315.6亩 耕地 20万亩

确权土地面积 4315.6亩 人口 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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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情和工情监测系统概况

1、水情监测系统概况

马宋水库 1960年建成后，早期水库管理机构不健全，早年期间

无降雨、库水位、泄量等观测资料。自 1970年后汛期 12段 12次、

枯季 1段制观测降水量，每日 8时（或 6时）观测库水位、泄量。洪

水时水库水位观测次数较少，多数年份的洪水不能进行入库洪水还原

计算。

2、工情监测系统概况

马宋水库现有的工程监测项目有：溢洪闸沉陷位移监测、大坝渗

流监测。主要仪器设备包括：经纬仪和水准仪。溢洪闸沉陷位移监测

包括：基准点 2个，监测点 8个；大坝渗流监测包括：主坝 2组 8根、

左副坝 3组 10根、右副坝 3组 9根共计 27根大坝渗流测压管。

2.4 历次病险症状及处置情况

1、水库维修加固情况

水库始建于 1959年 11月，1960年 6月基本竣工蓄水，后经多次

加固达到现状规模。

1961年 7月，主坝背水坡坝脚片石砌体加固。

1985年，大坝加高 0.3米。

1986年，对主、副坝统一培厚 1米。

1987年，主坝及右副坝干砌石护坡至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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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对水库灌区进行防渗处理。

1999年，对溢洪道陡坡进行防冲加固。

2008年 12月～2010年 9月进行除险加固。

2、蓄水及泄洪情况

马宋水库自 2010年 9月 30日竣工验收后，最大泄洪流量为 2018

年 7月 23日 8时至 2018年 9月 1日 8时，遭遇“安比”、“摩羯”、

“温比亚”三次台风侵袭后，马宋水库入库总水量 4654万 m3，水库

泄洪水量 4270万 m3，最大泄洪流量为 700m3/s。

3、地震及地质灾害情况

水库兴建以来，工程所在流域没有发生地震、地质灾害和工程重

大险情。

2.5 水库泄流曲线、库容曲线

表 2.5-1 马宋水库水位、库容、面积、泄量关系表

水位（m） 库容（万m³） 水面面积（㎞²）
泄水建筑物泄量（m³/s）

溢洪道全开

79 0 0 0

80 15 0.07 0

80.5 24 0.16 0

81.5 135 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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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8 0.67 22.3

83 383 1.07 116

84 563 1.86 249

85 765 2.56 413

85.3 820 2.6 467

86 976 2.76 601

2.6 汛期调度运用方案

1、正常洪水调度计划

中小洪水是指经水库调节后，下泄流量不大于下游河道安全泄量

的洪水。

根据分析确定的汛中限制水位和不同频率的设计洪水（正常洪

水），绘制马宋水库 2022年度防洪调度图（不泄水区和限制泄水区），

确定中小洪水调度方案：

①马宋水库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8 月 15 日控制水库蓄水位为

85.30m。

②雨前水位低于汛中限制水位 84.50m，且雨后水位仍低于

84.50m时，闸门不开启。

③当雨前水位为 84.50m时，日净雨低于 145.00mm的情况下，

预报雨后水位不超过 87.02m（即限制泄洪区允许最高水位），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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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或等于 504m3/s的流量控制泄洪，以免危及下游安全。

2、非常洪水调度计划

标准内较大指经过水库调蓄后，下泄流量仍大于下游河道所允许

的最大安全行洪量，但仍未超过水库工程现状防洪标准的洪水，遇此

类洪水，下游需准备防洪抢险，水库要加强警戒。

当雨前水位已达到汛中限制水位 84.50m，日净雨量超过

206.4mm，达到校核防洪标准 300 年一遇，水库达到允许最高水位

87.19m，溢洪闸闸门全开泄洪。

3、超标准洪水调度方案

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本着“防重于抢”的原则，从实际出发，

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科学、合理地调度，最大限度地利用水

库调、蓄洪水，达到兴利除害这一目的，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汛前，备足防汛料物，划分好大坝防守地点长度，指定抢

险道路，乡镇、村庄抢险队负责人，在汛前来认领防守坝段，做到见

信集中迅速，抢险有条不紊，确保大坝安全。

（2）上坝时间：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 87.02m，根据洪水预报预

计仍会上涨时，最高库水位有可能达到 87.19m时，昌乐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批准由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发布预警预报，通知防汛队伍上坝。

（3）防汛队伍：防汛抢险队迅速上坝，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4）防汛条件、料物储备情况

防汛条件：照明有防汛路灯、手电筒等工具；交通工具有机动车

6部；通讯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脑及派人送信村村相传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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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手段，及时将险情送到需转移的村庄、单位。

防汛料物储备：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自备防汛料物。物资保障。

（5）群众转移：根据洪水淹没范围，落实群众安全转移地点、

线路、组织领导及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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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发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3.1 工程安全现状分析

马宋水库 2010年除险加固工程完成后，其防洪设计标准为 50年

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300年一遇。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在

运行过程中需加强工程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2 可能突发事件分析

1、标准内较大洪水

标准内较大洪水指经过水库调蓄后，下泄流量大于下游河道所允

许的最大安全行洪量，但仍未超过水库工程现状防洪标准的洪水，遇

此类洪水，下游河道及两岸需准备防洪抢险，水库要加强警戒。险情

发生部位主要在溢洪道及下游河道。

2、超标准洪水

超标准洪水指超过水库现状防洪标准的洪水。当发生超标准洪水

时，应本着“防重于抢”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

设备，科学、合理地调度，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库调、蓄洪水，达到兴

利除害这一目的。

超标准洪水可能导致水库工程出现的险情

1、入库流量远大于出库流量，洪水不能及时下泄，库水位急剧

升高，洪水从坝顶全线漫堤，逐步向主坝的老河槽集中，形成大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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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溃坝。

2、由于高水位作用，大坝出现滑坡、渗透破坏、淘刷等重大险

情。

3、输、泄水建筑物荷载超过设计安全值，导致输、泄水建筑物

出现失稳、裂缝等，危及工程安全。

险情发生部位包括溢洪道、下游河道及大坝坝体。

3、工程隐患

可能存在的隐患：一是大坝坝体发生渗流异常、渗漏、裂缝、滑

坡等；二是输、泄水建筑物出现裂缝、变形、倒塌等；三是放水洞出

现漏水、地基渗透破坏和冲刷破坏等各种隐患。

4、Ⅷ度以上强烈地震：水库大坝设计Ⅷ度地震烈度设防，当发

生Ⅷ度以上强烈地震时，水库枢纽工程可能发生的险情：一是大坝发

生裂缝、滑坡、坍塌、液化等险情；二是溢洪道闸墩发生位移、失稳、

倒塌等险情；三是溢洪闸闸门或启闭机发生变形，导致泄洪闸启闭失

灵等险情；四是机架桥发生倒塌。

5、上游水库溃坝以及大体积漂移物的撞击

由于水库上游小水库溃坝、大风浪等原因，造成大树、木材、船

只等大体积漂移物撞击坝前护坡、放水洞、溢洪闸等工程，可能导致

水库枢纽工程出现断裂、裂缝、变形、等重大险情；还可能堵塞溢洪

道、放水洞。

6、战争或恐怖事件：一旦发生战争及恐怖事件袭击，水库枢纽

工程及交通、通讯、供电等设施遭到破坏，可能导致大坝溃坝，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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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通、通讯、电力中断，使水库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有效地组织抗

洪抢险。

水库险情种类及等级见表 3.2-1。

表 3.2-1 险情的种类以及发生的部位和等级表

预警

级别

可能突发

事件
可能的突发事件描述

Ⅳ级

一般

蓝色

洪水

•可能遭遇 50年一遇洪水；

•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低于允许壅高水位和设计洪水位；

• 6h降雨量已达 30mm，中短期天气预报近期可能有较强降雨。

地震 • 遭遇地震，坝体出现细微裂缝。

恐怖袭击 • 恐怖分子袭击大坝，造成水库大坝出现一般险情，且险情可控

工程事故

• 坝体出现细微裂缝；

• 坝体局部渗漏不严重；

• 溢洪道有 1孔闸门无法开启。

Ⅲ级

较严

重

黄色

洪水

• 根据洪水预报，可能遭遇 50年以上 100年以下一遇洪水；

• 库水位已超过允许壅高水位，但低于设计洪水位；

• 降雨量大，6h雨量已达 50mm；入库流量增大较快；中短期天气预报

近期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地震 • 遭遇地震，坝体出现多处纵向、横向裂缝。

恐怖袭击
• 恐怖分子袭击大坝，造成水库大坝发生较大险情，有可能影响大坝安

全。

工程事故

• 坝体出现多处纵向、横向裂缝；

• 坝体局部渗漏较严重；

• 溢洪道有 2孔闸门无法开启。

Ⅱ级

严重

橙色

洪水

• 根据洪水预报，可能遭遇 100年以上 1000年以下一遇洪水；

• 库水位已超过设计洪水位，但低于校核洪水位；

• 降雨量很大，3h雨量已达 50mm；入库流量迅速增大；中短期天气预

报近期仍有较强降雨。

地震 • 遭遇地震，坝体发生局部滑坡，有可能导致漫顶。

恐怖袭击
• 恐怖分子袭击大坝，造成水库大坝发生重大险情，有可能导致库水突

然下泄。

工程事故

• 坝体出现局部滑坡；

• 坝体出现大面积渗漏；

• 溢洪道 3孔闸门均无法开启，并遭遇 50/100年以上一遇洪水。

Ⅰ级

特别

严重

红色

洪水

• 根据洪水预报，可能遭遇 1000年及以上一遇洪水；

• 库水位已到校核洪水位及以上；

• 降雨量很大，3h雨量已达 100mm；入库流量迅速增大；中短期天气预

报近期有较强降雨，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地震 • 遭遇地震，坝体发生大滑坡，很有可能导致漫顶溃坝。

恐怖袭击 • 恐怖分子袭击大坝，造成水库大坝发生特别重大险情，很有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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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险情的种类以及发生的部位和等级表

预警

级别

可能突发

事件
可能的突发事件描述

库水突然下泄、甚至溃坝。

工程事故

• 坝体出现大面积滑坡；

• 坝体出现大面积渗漏，且下游出现翻砂冒水现象；

• 溢洪道 3孔闸门均无法开启，并遭遇 100年以上一遇洪水。

3.3 突发洪水事件及其后果分析

3.3.1 突发溃坝事件后果分析

1、大坝溃决因素

马宋水库溃坝主要因素有：漫顶、渗流破坏、结构破坏、放水洞

或泄水洞破坏，管理不当等。

2、溃坝模式分析破坏模式

溃坝模式分析是大坝风险分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各种可能

出现的外荷载，分析在荷载作用下，大坝各组成部分(包括挡水、输

水、泄水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可能出现的破坏形式，并分析是否可

能发展成为溃坝事件，最终形成荷载—建筑物—破坏—溃坝的途径。

水库大坝溃决是在内部薄弱环节和外部荷载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可能

方式很多。内部薄弱环节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外部荷载的出现也具

有不确定性，不同的荷载组合会出现不同的溃决模式。如果在水库大

坝发生溃决事故前就能够分析出可能发生的溃决方式和可能性，则对

于水库大坝的安全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针对性地预防溃坝灾

害的发生和减少溃坝带来的损失。

综合分析，大坝可能的溃决模式有以下 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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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坝体、坝基集中渗漏或管涌或人工抢险干预或干预无效或大

坝溃决。

(2)坝下埋管发生接触冲刷破坏或人工抢险干预或干预无效或大

坝溃决。

(3)坝体渗流管涌破坏或坝体失稳或坝顶高程降低或漫顶+管涌

或人工抢险干预或干预无效或大坝溃决。

3、影响范围情况

详见洪水淹没范围图。

3.3.2 突发溃坝事件后果分析

1、可能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条件

经调查，造成马宋水库水质污染的发生条件主要有以下 2种：

（1）车辆事故污染。马宋水库上游现建沿河交通道路。运输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会造成固体、液体或气体直接或间接污染水库

水体。

（2）水库上游和水库周边村庄的生活及生产污染。居民日常生

活中的污水、垃圾、畜禽粪便和生产中使用的农药、化肥残留物是造

成水质污染的另一个原因。

2、主要处置措施

为避免水库出现污染问题，在库区周边严格限制新建污染型企业

及污染项目；同时应由工程环境管理人员制定相关管理措施，防止其

它人为因素污染水库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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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护措施如下：

（1）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源的调查与识别对突发性水污染

事故发生的调查，采用普查和详查相结合的办法，对工作中的每一环

节都进行仔细分析，确定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源。在确定突发性水

污染事故发生源的基础上，详尽收集与整理基础资料，建立水环境参

数数据库，并确定危险因素及危险类型，建立事故危险数据库，对突

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源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因素、污染方式、危险程

度、排放浓度、排放量、持续时间等因素都要登记建档。特别是对那

些易引发重大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单位，应根据其毒性程度、拥有量、

位置等分类建档。

（2）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风险评也称危险度评价，是预防、预

测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以实现水资源系统安

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系统中存在的有害因素、

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与辨识，判断系统发生事故危害的可能性，从而制

定管理决策和防范措施。对那些污染事故诱发因素多、威胁性大的企

业，通过风险评价，提供防范措施的科学依据。另外，在风险评价的

基础上，还要研究污染事故发生的应急措施，控制污染，把损失减少

到最低程度。

（3）消减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风险的措施

①建立库区水质监测系统，加强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源的管

理，加强污染源的调查，对不合格的企业令其停产、限期整改，对污

染严重的企业，令其关闭或转产，对布局于环境敏感地区的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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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迁出，对有毒、有害化学品运输，工业废物的处置等应建立严格

的防范措施、管理制度。对有毒、有害化学品生产企业、仓库等易发

水污染事故的场所，安装预测报警装置。当水库发生污染事故，水质

受到污染时，应迅速停止引水，立即开展水质监测，调查事故发生原

因，及时上报水质和事故信息，并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待水库水质经

监测合格后才能恢复引水。

②加强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发生源的安全设施投入。库区两岸临

水线应设置围网，以隔离垃圾入库，防止儿童溺水。

③对水库上游河道两岸的污水进行严格控制管理，防止其排入河

道。

3.4 可能突发事件排序

1、超标准洪水；

2、地震；

3、战争或恐怖袭击；

4、人为破坏；

5、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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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险情监测与报告

4.1 险情监测与巡查

4.1.1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部位、内容、方式、频次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部位：大坝、溢洪道、放水洞、电站。

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大坝坝顶有无裂缝、变形；坝面有无位移沉陷、裂缝、滑

坡、表面冲刷；砌石护坡有无翻起、松动塌陷、架空；背水坡、两岸

肩和坝址附近土有无滑坡、塌陷、崩岸淘刷、集中渗流、流土、管涌；

排水体反滤设施是否堵塞和水不畅、有无冲刷；坝基渗流量的大小以

及其透明度和颜色有无异常变化。正常情况下，每次仔细检查观察坝

坡有无变化,如裂缝、坍坑、错动等现象。在汛期 50毫米以上的暴雨、

地震、一次涨水１米以上的情况下，随时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发生；每

遇五级以上大风，在刮风过程中和风后，进行检查时，都要对大坝迎

水坡进行仔细检查。

（二）溢洪闸道

1、闸门有无变形，钢丝绳有无锈蚀、磨损、断裂，止水设备是

否完好，有无漏水，闸门启闭是否灵活，有无振动；控制设备制动是

否灵活，机电安全设施是否完好，润滑油、防护油是否合格；外线电

源和备用发电机组电源的并入和切断是否正常，燃料是否合格、充足；

泄洪闸机电设备整体运行操作（动力和人力）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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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出水口附近有无土塌方、滑坡、堆积物；护坡有无裂缝、

松动、架空，泄洪堰、边墙、底板、消力池等部位的砼有无裂缝、磨

损、冲刷、气蚀等破坏现象；水跃流态是否正常，有无折冲水流、摆

动流、回流。

（三）放水洞

1、闸门有无变形，止水设备是否完好，有无漏水，闸门启闭是

否灵活，有无振动；控制设备制动是否灵活，机电安全保护设施是否

完好，润滑油、防护油是否合格；外线电源的并入和切断是否正常；

机电设备（动力和人力）的整体运行操作是否可靠。

2、进、出口水流形态是否正常，有无漂浮物堆积，放水洞内砌

石有无裂缝、漏水、冲蚀，内衬钢管是否变形、焊缝是否漏水，沿管

壁周围是否存在绕渗，周围坝体是否存在渗透变形，出水口栅栏是否

堵塞壅水。

巡视检查分日常巡视检查、年度巡视检查和特别巡视检查。日常

巡视检查汛期水位低时每 7天巡查一次，超过 84.50m的高水位运行

时每天一次检查；年度巡视检查分两次，一次安排在 5月 30日前完

成，一次安排在 10月 1日；特别巡视检查安排在水库遇大洪水、大

暴雨、库水位骤变时不低于每天 2次随时检查。

4.1.2 监测、巡查人员组成及监测、巡查结果处理程序

（一）水库工程的险情监测、巡查工作由水库工程科组织熟悉工

程情况、责任心强、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监测、巡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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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库科负责整编、处理，经分管主任、主任审核、审查后，存入档

案备查。

（二）工程监测、巡查结果处理程序

1、工程监测、巡查人员把检查情况做好记录，发现险情，立即

报告水库运营维护中心负责人及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

2、经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复核后，写出险情情况及处

理意见，上报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水利局，并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防止险情发展；

3、经昌乐县水利局复核后，县防指上报市防指及包库责任人，

经县防汛专家组现场察看后，确定险情等级、提出抢护措施，有溃坝

危险时，昌乐县防指通知有关街道和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4、昌乐县防指和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组织调度有关成

员单位抢险。（查险及上报程序见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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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险情上报与抢险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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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险情上报与通知

（一）险情上报与通报的内容：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

可能引发的后果及应急解决措施。

（二）上报与通报的范围：上报至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及人民政府，

通报至可能影响的乡镇政府、单位。

（三）方式：采用卫星电话、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派人通知等

一切报警联络手段，及时将险情上报到相关单位及通报到相关村庄和

单位。

（四）险情上报程序、频次：由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或

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上报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昌乐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政府

1、向水库主管部门和上级防汛指挥部报告险情的方式。

首先由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负责人用电话向马宋水库暨白浪

河防汛指挥部和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险情发生的情况，

包括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险情基本情况描述以及由技术人员做出

的险情的危害性初步判断。报告险情一定要客观、实事求是，一定要

确保报告对象听清楚、听明白。

2、向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及其它相关部门

通报险情的方式。

向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报告险情，同时要

及时把险情通报给水库应急指挥机构的成员单位以及险情影响范围

内的乡镇、工矿企业以及铁路、公路等保护部门。对于持续发生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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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要根据险情的进展、变化情况随时向各有关部门报告并提醒作好

应急准备。

向上级各部门报告险情时，要把接报告的人员名单作好记录，并

把水库的联系电话以及联系人姓名通知对方。

（五）险情上报、通报频次：险情首次上报时，各级接到报告险

情要第一时间上报上级部门。重大险情通报时间，间隔 1小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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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组织体系

5.1 应急组织体系框架

上级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中心

昌乐县人

民 政 府

昌乐县水利局

审查预案

马宋水库工作
预

案

专家组会商、

分析、决策

昌乐县马宋水库突

发事件应急指挥部

批准、启动响应

事件调查、评估

及善后处置小组

各相关职能部

门协调配合

5.2 政府

马宋水库大坝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责任主体为昌乐县人民政府。

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对应马宋水库大坝突发事件的各职能部门的职

责、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组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工作。

刘 鑫：昌乐县政府副县长 电话：1350649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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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行政主管部门

马宋水库水行政主管部门为昌乐县水利局，其主要职责为：主要

领导参加应急指挥机构；协助政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参与并指导预

案的演习；参与预案实施的全过程；参与应急会商；完成应急指挥机

构交办的任务。其责任人为昌乐县水利局局长，联系电话：6221329。

李永金：昌乐县水利局局长 电话：6221329

5.4 水库管理单位

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作为马宋水库的运行管理单位，下

设综合科、工程科两个科室。由工程科负责大坝险情监测与巡视检查，

负责协助应急抢险调度；由办公室负责信息上传下达。各科室相互配

合参与预案实施的全过程；参与应急会商；完成应急指挥机构交办的

任务等。其责任人为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主任，联系电话：

6921184

丛相文：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主任 电话:6921184

5.5 应急指挥机构

马宋水库大坝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由昌乐县人民政府成立，为

昌乐县马宋水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由县长任指挥，由成员组成单

位为：昌乐县水利局、应急局、民政局、财政局、地震局、广播局、

气象局、公安局、交通局、电信局、卫生局、供电公司、移动联通公

司及营丘镇政府、红河镇政府、鄌郚镇政府和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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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心等。其主要职责为：

（1）负责对马宋水库抢险工作的全面领导。

（2）明确马宋水库防汛应急指挥部的成员及负责人的任务和职

责。

（3）组织专家会商，审定马宋水库应急抢险方案。

（4）指挥实施马宋水库应急调度和抢险。

（5）调集抢险人员和物资。

（6）协调各部门、人民解放军、武装部队的有关工作。

（7）发布危险区人员转移撤离命令。

（8）筹集马宋水库抢险救灾物资。

指挥部办事机构设在昌乐县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下设办公

室、后勤通讯、工程技术、机电照明、安全爆破、物资储备、安全保

卫及医疗卫生等 8个部门。紧急事件发生后，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

责分配到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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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昌乐县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

职 务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组 长 刘 鑫 县政府 副县长

副 组 长

徐盛丰 县水利局 副局长

李成威 县应急局 三级主任科员

丛相文 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 主 任

成 员

石文韬 营丘镇 镇 长

梁其坤 红河镇 镇 长

吕东方 鄌郚镇 镇 长

丛建祥 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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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昌乐县马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成员名单 职 责

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 负责马宋水库防汛的全面工作。

营丘镇、红河镇、

鄌郚镇

负责抢险队、后备队的组建，抢险车辆、工具的准备，

出险部位的抢险，下游河道的清障，下游群众的安全转

移等工作。

5.6 专家组

专家组由昌乐县人民政府成立，由分管水利的副县长任组长，县

水利局业务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单位由水利、气象、卫生、环保、

通信、民政及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5.7 抢险队伍

马宋水库应急抢险队伍由专业抢险队和群众抢险队组成。专业抢

险队由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群众抢

险队分常备队和后备队，由营丘镇、红河镇、鄌郚镇相关村庄、企业

群众组成。专业抢险队共 17人，负责水库常年的大坝监测、巡查、

维护及险情分析调度和应急抢险处理。群众抢险队常备队员 900人、

后备队员 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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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险情抢护

6.1 抢险调度

6.1.1 根据水库发生的险情，制定水库抢险调度方案

（一）抢险调度原则

在正常洪水即现状防洪标准内洪水条件下，确保水库不倒坝，内

涝不成灾。遇超标准洪水，力保水库不跨坝，保护下游人民生命财产

的安全为首要目标，认真落实遭遇特大洪水措施，全力组织抗洪抢险，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二）险情等级的确定

水库遭遇突发事件时，由县防汛抢险专家组根据险情，分析确定

险情等级。

（三）不同等级险情抢险调度方案

（1）当发生Ⅳ级险情时

由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加强对水库的监视和应对突发事件工

作的指导，将情况上报昌乐县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并通报水库防汛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密切监视水雨情、工情发

展变化。

（2）当发生Ⅲ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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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水库防指：全面负责马宋水库的防汛抢险工作。协调交通、供电、

电信、通信、公安、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组织防汛抢险队伍、预

备队伍及时到位，并负责组织相关区域群众转移工作。

营丘镇：负责组织指挥本镇 2700的抢险队（其中常备队 700人、

后备队 2000人），和需要的车辆运输；组织本辖区内群众转移。

各抢险队：担负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救灾等任务。

各防指成员单位均成立相应应急指挥机构，在水库防汛指挥部领

导下，指挥所属区域的防汛抢险工作。

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3）当发生Ⅱ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昌乐县防指：全面负责马宋水库的防汛抢险工作。协调交通、供

电、电信、通信、公安、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组织防汛抢险队伍、

预备队伍及时到位，并负责组织相关域群众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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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乡镇、部门单位职责和Ⅲ级险情时相同。

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4）当发生Ⅰ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请省防总办、潍坊市防办支援，组织机械、抢险队伍上坝抢险，

协调有关部门和防汛抢险队伍开展相关工作。

其他乡镇、部门单位职责和Ⅲ级险情时相同。

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5、水库应急抢险专家组组成

水库应急抢险专家组分为：雨水情分析组、水工组、洪水调度组、

等。

Ⅳ级险情：由水库运营维护中心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Ⅲ级险情：由水库运营维护中心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昌

乐县防汛抢险专家组派员指导。

Ⅱ级险情：请求潍坊市防指派员指导，昌乐县防汛抢险专家组、

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应急抢险专家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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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级险情：请求省防总派员到现场指导，潍坊市、昌乐县及水库

应急抢险专家组配合。

6.1.2 根据抢险方案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明确调度权限、执行部门

（一）库水位接近汛期限制水位时，由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根

据水雨情，报请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

后，适时进行放水、泄洪，控制库水位在汛限水位。

（二）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由马宋水库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提

出泄洪方案，报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

后，由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执行。

（三）当水库需要泄洪时，报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潍坊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后，由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知下游各有关单

位，做好防汛和安全转移工作。

6.2 抢险措施

为提高应对水库突发事件的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水库各工程

部位的巡视，做好水库防汛调度，发现轻微问题及时处理。

1、工程及设备的检查、维修

汛前做好枢纽工程、闸门及启闭设备、照明及动力设施、备用电

源、通讯设备、车辆机械、交通路线的安全检查与维修，使之任何时

候都能正常运行，全面落实好防汛料物、号料落实情况，立足于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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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工程观测，搞好洪水预报调度以及通讯保障，汛期在加

强工程观测、增加观测次数的同时，准备好有关控制运用与洪水预报

图表，随时与有关部门联系，掌握天气变化情况，做好雨情、水情和

工情的测报，保证调度及时、准确。

3、抢险措施：

针对马宋水库工程基本情况及自然地理位置，主要是“以防为主，

防重于抢”的原则，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提出基本的抢险措施。并由防

洪抢险应急指挥部指挥长负责指挥抢险。

（1）防风浪抢险

若当水库产生风浪对大坝产生严重冲淘破坏时，采用草席、草捆

等铺在大坝被破坏部位临水坡上，减轻冲刷。也可把编织袋、塑料膜、

用竹竿撑开后铺在水面上，减轻浪涌。护坡石因风浪冲坏、冲毁，则

在被破坏部位采取抛石护坡法、石笼抢护法、柴排防浪法、土工织物

防浪护坡法、土袋防浪护坡法等。

（2）坍塌、滑坡抢险

当水库大坝发生坍塌险情时，采用护脚固基防冲法，打桩、挂柴

排防冲法。沿坍塌部位抛投块石、土沙袋或铅（铁）丝石笼等进行护

坡，先从顶冲坍塌严重部位抛护，然后依次进行，抛至稳定坡度为止。

（3）漏洞、管涌或渗水抢险

发现大坝背水坡或基础出现渗流孔洞，采用“临水截渗，背水导

渗”的方法。在临水处找到洞口，若洞口较小，可急用棉花、草包或

编织袋包、土工膜等物质填塞、稻草捆扎成软楔堵塞。若洞口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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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用棉花、草包或编织袋包等物质填塞，稻草捆扎成软楔堵塞，截

断水流，再用蓬布、网兜覆盖后，盖压土袋、砂袋，并抛填粘土封堵

严实。

在背水坡用透水性较大的砂石、土工编织物或柴草反滤，通过反

滤，不让土料流失，从而降低浸润线，保持坝身稳定。切忌在背水坡

用粘土压渗，如此会抬高浸润线，导致渗水范围扩大和险情加剧。

1）临水截堵

a：用软楔、草捆塞法，

b：用铁锅、软帘、网兜、蓬布或土工合成膜布盖堵法，

c：用抛填粘土或临水筑月堤法。

2）背水导渗

a：筑砂石、土工织物或梢料反滤围井或反滤压盖。

b：筑无滤层减压围井或筑背水围埝来抬高水位。

c：修筑透水压渗台，以利导水。

（4)滑坡抢险

a：在滑动体坡脚外缘抛块石或沙袋作为临时压重固脚,以阻止继

续滑动.

b：顺滑坡体由上到下做滤水土撑.

c：滑坡坡脚做滤水后戗。

d：临水截渗。

(5)陷坑抢险

a：水上陷坑：翻出松土分层夯填，陷坑有水的需先将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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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下陷坑：用草袋、麻袋或编织袋装粘土直接在水下填实陷

坑，必要时再投粘土。

c：填筑滤料，建立反滤体。

(6)裂缝抢险

当坝体出现裂缝，沿裂缝每隔 3～5m挖一竖井截堵，深度深于

裂缝 0.3～0.5m，底宽至少 0.5m，并在临水面做前戗截流。背水坡有

漏水时，还应同时在背水坡做好反滤导渗。

a：开挖回填

b：横墙境隔断

c：封堵缝口

(7)防漫溢抢险

当遭遇超标洪水或根据预报，有可能超过坝顶时，防漫溢溃坝，

采取抢险措施：

a：土袋子埝。在坝顶临水坡顶部，距坝肩 0.5～1.0m处筑埝。

埝坝宽 0.5～1.0m。边坡不陡于 1:1，埝顶应超过推算洪水最高水位。

用草袋、编织袋等，装土七、八成满，不能绳扎袋口，以利铺砌。袋

缝错层铺砌。

b：在防护墙后筑砌石防漫溢墙。

6.3 应急转移

6.3.1 转移方案

根据马宋水库校核标准最大泄量和淹没风险示意图分析，马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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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下游将淹没 3个乡镇（街道）的有关村庄、社区、公园等，在紧急

情况下，首先应确保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安置，在此前提下，尽最大可

能的转移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人民财产。

根据危险区域的分布及人员情况的交通状况，人员应急转移共设

置安置点 6个，由营丘镇及昌乐县人民政府对组织撤离负总责，各村

村支书具体负责本村的人员转移，各村民协同乡镇派出所做好人员的

撤离安全。撤离用交通工具为各村的农用车及其他撤离。

6.3.2 规定人员转移警报发布条件、形式、权限及送达方式

1、转移警报发布条件

（1）遭遇超标准洪水，当水位达到允许最高水位 87.02m，预计

仍会上涨，可能发生洪水漫顶时；

（2）遭遇超设防标准地震或战争恐怖袭击等造成坝体发生结构

性破坏，无法抢护，或对渗漏等险情抢护失败、无能力遏止漏水扩大

时；

（3）依据已发生的洪水量级，进行水库调洪计算，水库泄量超

过下游河道安全泄量，对下游造成严重危害时。

2、转移警报发布形式

撤离警报利用有线、无线、视传、声传、送达等多种方法。

3、转移警报发布权限

由水库防汛应急抢险指挥部统一发布。

4、转移警报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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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防汛应急抢险指挥部发布转移信号指令。采用广播、电视、

手机短信或鸣笛等手段进行预警，撤离预见期较短时，采用分阶段分

区域发布方法，实施部分提前撤离。可在水库下游两岸适当地点设立

临时信号站，鸣锣、鸣号为通知转移信号。各信号站由相关乡镇政府

设立、组织、指挥。

6.3.3 制定危险区人员和财产转移后的警戒措施，明确责任部门

警戒措施有警示牌、警示线、人员把守、交通管制等。由昌乐县

公安局及武警部队负责。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确保人员、财产安全，

维持灾害时期良好社会秩序，避免趁机抢劫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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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保障

7.1 组织保障

1、马宋水库防汛指挥机构

根据省、市、县防汛工作的要求，防汛工作事关重大，必须由各

级领导亲自抓，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根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和“谁

管理谁负责”原则，成立强有力的防汛抢险指挥机构，做到正规化、

科学化、全面化。

根据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安排，成立由相关单位领导组成的马

宋水库暨白浪河防汛指挥部。指挥由昌乐县副县长担任；副指挥由昌

乐县水利局领导和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主任担任。成员由昌乐县财

政局、公安局、民政局、住建局、交通局、卫计委、气象局、供电局、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营丘镇、红河镇、鄌郚镇领导担任。

马宋水库防汛指挥机构详见附表。

2、防汛包库行政责任人、技术负责人

根据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安排，马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丛相

文；水库技术责任人丛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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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人民政府

白浪河暨马宋水库防汛指挥部

成 员 单 位

营
丘
镇
、
红
河
镇
、
鄌
郚
镇
政
府

昌
乐
县
交
通
局

昌
乐
县
供
电
公
司

昌
乐
县
气
象
局

昌
乐
县
移
动
、
联
通
公
司

昌
乐
县
马
宋
水
库
运
营
维
护
中
心

昌
乐
县
武
装
部

昌
乐
县
财
政
局

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图 5-1 马宋水库防汛领导机构框图

3、成立专业组

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明确专业分工，成立工程技术组，由丛建

祥任组长；机电照明组，由孟先军任组长；物资储供组，由赵延和任

组长；通讯联络组，由张建勇任组长；安全保卫组，由董江伟任组长。

各小组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做好工程检查，年度巡查安排在汛前、

汛末，由工程技术组及机电照明组全面检查维修；汛期日常巡查由工

程技术负责；特别检查由工程技术组组织各专业小组联合巡查，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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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遭遇大暴雨、水库水位骤变和高水位运行时，做好记录。必要时组

织专人对可能出现险情的部位进行连续监视，轮流蹲守观察，随时掌

握工程变化情况，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

4、实施《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和工作方式

（1）当发生Ⅳ级险情时

由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加强对水库的监视和应对突发事件工

作的指导，将情况上报昌乐县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并通报水库防汛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密切监视水雨情、工情发

展变化。

（2）当发生Ⅲ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水库防指：全面负责马宋水库的防汛抢险工作。协调交通、供电、

电信、通信、公安、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组织防汛抢险队伍、预

备队伍及时到位，并负责组织相关区域群众转移工作。

营丘镇：负责组织指挥本镇 2700人的抢险队（其中常备队 700

人、后备队 2000人），和需要的车辆运输；组织本辖区内群众转移。

各抢险队：担负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救灾等任务。

市财政局：协调安排抢险资金；安排险工隐患处理、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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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毁修复等经费。

市公安局：a负责维护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秩序，确保抗洪

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车辆畅通无阻；b依法查处盗窃、哄抢抢险物料

及破坏水利、水文、通信设施的案件，打击犯罪分子；c确保抢险救

灾通行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受灾地区灾民的生活安置和救灾工作。

市水利局：a负责组织做好雨水工情监测；b负责防汛抢险技术

指导工作。

市交通局：a负责所辖公路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确保道路畅通；

b优先运送抢险物资、设备等；c为紧急抢险和撤离人员及时组织提

供所需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

市卫计委：负责组织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监测天气形势，及时提供天气预报、台风预报及

雨情信息。

市城市供电公司：a负责所辖电力设施的运行安全；b保障防汛

抢险、排涝、救灾的电力供应。

市通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a负责通信设施的防洪安全，

确保防汛通信畅通；b保障抗洪抢险应急通信手段的畅通。

市广电局：负责组织抗洪抢险宣传报道工作，及时报导灾害性天

气警报和防灾抗灾知识。

各防指成员单位均成立相应应急指挥机构，在水库防汛指挥部领

导下，指挥所属区域的防汛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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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3）当发生Ⅱ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昌乐县防指：全面负责马宋水库的防汛抢险工作。协调交通、供

电、电信、通信、公安、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组织防汛抢险队伍、

预备队伍及时到位，并负责组织相关域群众转移工作。

其他乡镇、部门单位职责和Ⅲ级险情时相同。

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4）当发生Ⅰ级险情时

①指挥机构

指挥长：刘 鑫

副指挥长：徐盛丰、李成威、丛相文

成员：水库防汛领导小组各成员

②职责分工

请省防总办、潍坊市防办支援，组织机械、抢险队伍上坝抢险，

协调有关部门和防汛抢险队伍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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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乡镇、部门单位职责和Ⅲ级险情时相同。

③工作方式

指挥长、副指挥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现场工作。

5、水库应急抢险专家组组成

水库应急抢险专家组分为：雨水情分析组、水工组、洪水调度组、

等。

Ⅳ级险情：由水库管理局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Ⅲ级险情：由水库管理局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昌乐县防

汛抢险专家组派员指导。

Ⅱ级险情：请求潍坊市防指派员指导，昌乐县防汛抢险专家组、

水库管理局应急抢险专家组配合。

Ⅰ级险情：请求省防总派员到现场指导，潍坊市、昌乐县及水库

应急抢险专家组配合。

7.2 应急防汛队伍保障

马宋水库应急抢险队伍由专业抢险队和群众抢险队组成。专业抢

险队共 17人，由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

成，负责水库常年的大坝监测、巡查、维护及险情分析调度和应急抢

险处理。群众抢险队分常备队和后备队，常备队共 900人，由营丘镇

700人、红河镇 100 人、鄌郚镇 100人组成；后备队共 2000 人，由

营丘镇 2000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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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抢险物资保障

马宋水库自备的抢险物资有：编织袋 9000条、砂石料 2000m³、

桩木 2m³、电缆 300m、铁锨 40张、镐 20把、聚乙烯绳 500m、雨衣

20套、安全绳 8条、雨靴 25双、手电筒 20个、铁丝 0.9吨、救生衣

70件、救生圈 10只、冲锋舟 1艘、机动船 1艘、扩音（喊话）器 12

个、强光电筒 4个、安全帽 8个、救援抛绳器 2套、锣、鼓、哨 12

套、报警器 2个、便携式发电机 2台、75KW发电机组 1台、75KW

移动式发电机组 1台备存于水库防汛仓库。

7.4 通讯保障

在常规通讯未中断情况下，防汛抢险指挥利用公用通讯网（有线、

无线、电脑网络）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无线电台、无线电对讲机、

传真机来指挥抢险工作；当水库遭遇到 100年一遇以上洪水时，公用

有线、电脑网络通讯设备可能遭到破坏，通信中断时，由防汛抢险指

挥使用卫星电话随时下达命令和调度方案。

7.5 其他保障措施

预案启动后，水利部门负责做好工程的巡查、抢险和应急处理；

地震气象部门做好临震预报和天象预报；计划、交通、物资、供销、

经贸、财政部门负责做好防汛物资的供应、储备、调运工作，电力部

门负责优先保证防洪抢险供电；卫生防疫部门的医疗卫生小分队要立

即奔赴防汛抢险一线和转移人员安置点开展救护、防疫工作；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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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安监部门要对调运食品做好质量卫生监督检查，保障所调运食品

的卫生和质量安全；广播、电视部门负责做好防洪宣传和天气形势、

防洪指示的传播工作；电信部门负责保证通讯畅通，及时传递信息；

民政部门做好现场抢救人员和转移人员的安置工作。公安部门除协助

保障道路畅通外，各小分队应立即赶赴抢险一线、危险区域和安置点，

维护秩序，打击偷盗、破坏等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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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响应的启动与结束

8.1 启动与结束的条件

8.1.1 启动应急响应的条件

1、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挡水建筑物：发生严重的大坝裂缝、滑坡、管涌以及漏水，大面

积散浸、集中渗流、决口等危及大坝安全的可能导致垮坝的险情。

泄水建筑物：输水洞或溢洪道严重断裂或堵塞，大量漏水浑浊、

启闭设备失灵等可能危及设备与工程安全的险情。

2、其他原因如地震、地质灾害、战争、恐怖事件、漂移物体、

危险物品等可能危及大坝安全的险情。

地震：导致大坝严重裂缝、基础破坏等危及大坝安全的险情。

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地质灾害导致水位严重壅高等危及大坝安全

的险情。

人为破坏：危及大坝安全的恐怖事件。

上级宣布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3、超标准洪水

4、其它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可能危及大坝安全的险情。

8.1.2 应急响应结束条件

水库险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或排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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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决策机构与程序

启动和结束应急响应的决策机构是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1、启动程序

水库遭遇突发事件，导致水库将发生或已经发生险情时，具备应

急响应启动条件时，马宋水库运营维护中心或水库防汛领导小组根据

险情情况及时报告给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昌乐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接到报告并核实后。立即向昌乐县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响应

的请示，并同时向潍坊市、省防汛指挥部报告。昌乐县人民政府行政

首长决定启动应急响应，并组织应急响应的实施。

2、结束程序

当水库的重大险情或危险区内的险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或排除

时，由市防汛抢险专家组现场核实后报昌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市防指根据核实报告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结束应急响应请示报告，

经市人民政府市长批准后结束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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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宣传、培训与演练

9.1 宣传

由昌乐县马宋水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昌乐县广播电视

台、昌乐县通讯等宣传部门配合，定期对马宋水库影响区域内公众进

行宣传和报道水库大坝存在的风险情况和应急处置措施，使公众了解

和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案和对策。

9.2 培训

预案制定后，由昌乐县马宋水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各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水库职工和公众每年进行两次培训，使政府与

相关职能部门、水库职工及公众能了解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充分理

解各种预警信号以及紧急撤离的过程和地点。

9.3 演练

预案制定后，由昌乐县马宋水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各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水库职工和公众每年进行一次预案演练，以熟

练掌握并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能

力，保证应对突发事件的迅速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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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

附表

附表 1：马宋水库工程技术特性表

附表 2：马宋水库历年运用情况表

附表 3：马宋水库水位、库容、面积、泄量关系表

附图

附图 1：马宋水库流域图

附图 2：马宋水库枢纽工程平面布置图

附图 3：马宋水库大坝横断面图

附图 4：马宋水库溢洪闸纵断面图

附图 5：马宋水库放水洞纵断面图

附图 6：马宋水库下游洪水淹没影响及群众转移图

附图 7：马宋水库防洪调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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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库特征参数表

水库名称 马宋水库

主坝

坝型 圴质土坝

建设地点 营丘镇 坝顶高程（m） 87.6

所在河流 白浪河 最大坝高（m） 12.5

流域面积（k㎡) 180 坝顶长度（m） 131

管理单位名称 马宋水库管理局 坝顶宽度（m） 6

主管单位名称 昌乐县水利局 坝基地质 玄武岩风化碎屑

竣工日期 1960.6 坝基防渗措施 粘土齿墙

工程等别 Ⅲ 防浪墙高程（m） 88.8

地震基本烈度/抗震烈度 8/8

副坝

坝型 均质土坝

多年平均降水量 604.9 坝顶高程（m） 87.5-87.6

设计

洪水标准（%） 2 坝顶长度（m） 4419

洪峰流量（m³/s） 1254 坝顶宽度（m） 4-4.5

3 日洪量（m³） 3353

正常

溢洪

道

型式 宽顶堰

洪水标准（%） 0.33 堰顶高程（m） 80

校核

洪峰流量（m³/s） 1825 堰顶净宽（m） 56

3 日洪量（m³） 4967 闸门型式 平板钢闸门

水库调节特性 多年调节 闸门尺寸 5.85*8

水库

特征

校核洪水位（m） 87.19 最大泄量(m³/s） 1674

设计洪水位（m） 87.02 消能型式 消力池

正常蓄水位（m） 85.3 启闭设备 卷扬式

汛限水位（m） 84.5

非常

溢洪

道

型式

死水位（m） 80.5 堰顶高程（m）

总库容（m³） 1215 堰顶净宽（m）

调洪库容（m³） 707 最大泄量(m³/s）

兴利库容（m³） 646 消能型式

死库容（m³） 27

其它

泄洪

设施

放水洞、泄量 2.8 立方米/秒

工程

运行

历史最高库水位（m）
86.94/2018.8.19

及发生日期

历史最大入库流量（m³/s)
881/2018.8.19

及发生日期

历史最大出库流量（m³/s)
700/2018.8.19 备注

及发生日期



昌乐县马宋水库防御洪水方案

57

附表 2 马宋水库历年运用情况表 单位：秒立米、万立方米

年份
最高水位 最低水位 年 年 最大入库 最大 年供水量 灌溉面积

/日期 /日期 来水量 弃水量 流量 泄流量 城市及工业 农业 （万亩）

1983 81.57/2.1 145 10

1984 83.7/3.4 81.7/6.8 510 380 10 17 390 0.98

1985 85.12/2.10 80.8/6.4 696 180 8 12 450 1.13

1986 85.31/12.4 80.7/3.1 752 140 12 10 505 1.26

1987 85.21/11.2 81.6/6.10 724 230 13 8 492 1.23

1988 85.32/3.4 82.7/9.20 754 270 11 16 382 0.96

1989 84.9/12.23 79/4.1 758 40 15 210 0.53

1990 85.21/3.1 82.1/6.29 724 210 9 9 230 0.58

1991 85.35/11.11 81.9/3.22 759 36 7 170 0.43

1992 85.16/2.10 82.1/5.20 698 180 5.5 24 290 0.73

1993 85.37/2.1 82.4/4.23 760 27 6 12 512 1.28

1994 85.24/9.31 83.1/2.20 729 250 7 26 403 1.01

1995 85.16/12.4 82.6/4.5 648 214 4 10 90 240 0.6

1996 85.37/10.18 83.4/4.2 260 20 4 96 340 0.85

1997 85.48/3.4 82.7/6.21 860 80 5 94 260 0.65

1998 85.5/9.10 81.5/4.17 870 429 4.5 240 88 280 0.7

1999 85.4/3.20 83/5.20 780 90 3 86 300 0.75

2000 84.9/2.1 82.1/6.1 710 70 2.5 92 240 0.6

2001 85.3/8.9 82.7/3.1 620 20 2.8 90 320 0.8

2002 84.7/2.3 82.1/6.3 450 110 1.2 8 83 267 0.67

2003 85.25/11.24 81.3/7.1 701 450 2.5 6 72 130 0.35

2004 85.4/3.8 83/6.5 670 360 1.8 5 45 210 0.53

2005 85.48/12.5 83.5/6.7 950 475 2.2 10 42 315 0.79

2006 85.49/2.15 83.5/6.10 650 501 2.4 4 15 70 0.54

2007 85.45/2.3 83.17/8.12 680 300 8 10 16 40 0.2

2008 85.3/8.30 81.5/12.10 530 952 9 20 18 25 0.13

2009 80.5/11.10 80.0/7.11 310 248 1.2 1.5

2010 81.65/10.18 80.14/8.22 20 0 0.8

2011 85.47/9.23 82.2/7.13 2569 2132 17 26 140 16 0.08

2012 85.45/2.29 83.75/8.7 2876 2856 12.5 10 94.8 35 0.27

2013 85.51/1.23 83.01/11.23 408 383 1.8 4.4 112 70.8 0.63

2014 83.13/1.1 80.00/10.31 0 0 0 0 120 52.3 0.66

2015 0 0 0 0 0 0 12.3 12.5 0.65

2016 0 0 0 0 0 0 0 0 0

2017 85.45/8.24 0 735 340 88 10 360 5 0.7

2018 86.94/8.20 82.34/6.25 5500 5099 880 700 320 20 0.25

2019 85.30/12.9 83.57/8.10 1824 1504 334 280 388 1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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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马宋水库水位、库容、面积、泄量关系表

水位（m）
库容（万 m

³）
水面面积（㎞²）

泄水建筑物泄量（m³/s）

溢洪道全开

79 0 0 0

80 6.4 0.07 0

80.5 27.2 0.16 0

81.5 95.9 0.35 0

82 143.9 0.67 22.3

83 266.9 1.07 116

84 424.8 1.86 249

85 606.6 2.56 413

85.3 672.8 2.6 467

86 848.4 2.76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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