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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包括江苏省苏南大部分地区、上海市大

陆部分、浙江省、福建省（除韩江流域）、安徽省黄山及宣城的

部分地区。《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水情年报 2020》（以下简称《年

报》）是太湖流域管理局水文局（信息中心）（以下简称“太湖

局水文局”）组织编制的全面反映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年度雨情、

水情概况的报告，包括天气形势、雨情、水情、河湖库蓄变量、

引排水量、引江济太、台风等情况以及水文情报预报等内容，可

为水旱灾害防御及水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年报》所用资料除特殊说明为报汛资料外，其余均为整编

资料。太湖流域江苏和浙江水（潮）位基面均为镇江吴淞基面，

上海为佘山吴淞基面；东南诸河水（潮）位基面均为国家 85 黄海

（Ⅰ）（除特殊说明外）。《年报》中太湖水位指环太湖望亭（太）、

洞庭西山（三）、大浦口、夹浦、小梅口 5 站水位的算术平均值，

太湖流域降水量及水位的常年值为 1991—2020 年的多年平均值；

水位除极值和特殊说明外，均为日均数据。本公报涉及的数据是

现有设施监测统计分析成果，未包括台湾相关数据。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各省市汛期起讫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江

苏省为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浙江省为 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

上海市为 6月 1日至 9月 30 日，福建省为 4月 1日至 10 月 15 日，

安徽省为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为便于分析，《年报》中太湖流

域汛期统一采用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东南诸河浙江省、福建省、



安徽省按照各自汛期起讫时间统计。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年报》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

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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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21 年，太湖流域梅雨不典型，梅雨期汛情平稳；出梅后接

连遭遇第 6 号台风“烟花”和盛夏连阴雨天气，太湖发生编号洪

水，最高水位涨至 4.21 米，流域河网水位普遍超警超保，多站水

位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东南诸河区浙江省降雨多发频发，台风

影响严重，钱塘江、浦阳江发生编号洪水；福建省降雨偏少偏弱，

旱涝并存。主要雨情、水情特点如下：

1、降雨总体略偏多，时空分布不均。

2021 年，太湖流域年降水量 1413.1 毫米，较常年偏多 12%，

降水空间分布总体呈南部大于北部，汛期降水量 1013.3 毫米，较

常年偏多 34%，其中 7 月降水量达 379.5 毫米，位列 1951 年以来

同期第 1 位。东南诸河区浙江省年降水量 1992.5 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多 23%；福建省年降水量 1498.0 毫米，较常年偏少 9%；安徽

省黄山市年降水量 1808.3 毫米，与常年基本持平。

2、梅雨不典型，雨量雨强均偏弱。

太湖流域 6 月 10 日入梅，7 月 11 日出梅，梅雨期 31 天，较

常年偏长 5 天，雨日 25 天，梅雨量 237.8 毫米，较常年梅雨量偏

少 11%，单日降水量达到大雨级别的仅 1 天。东南诸河区浙江省 6

月 10 日入梅，7 月 5 日出梅，梅雨期 25 天，较常年偏短 5 天，梅

雨量 262.5 毫米，较常年偏少 19%。福建省雨季自 4 月 24 日开始，

7 月 1 日结束，历时 69 天，降水量 661.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9%。

3、台风“烟花”影响时间长范围广，太湖发生编号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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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号台风“烟花”登陆太湖流域时恰逢天文大潮，在风、

雨、潮、洪“四碰头”影响下，太湖水位迅速上涨，发生 2021 年

第 1 号洪水，最高水位涨至 4.21 米，累计涨幅 0.74 米，位列台

风暴雨引起太湖水位涨幅的第 2 位。太湖退水期又遭遇类似“倒

黄梅”的盛夏连阴雨天气，使得太湖水位还未降至警戒水位又迅

速回涨至过程最高水位 4.17 米，水位超警长达 40 天。受台风“烟

花”影响，地区河网多站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4、浙江省多站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福建省洪水量级总体不

大。

受梅雨和台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钱塘江、甬江、鳌江南港

等主要江河控制站年最高水位超过警戒（或保证）水位，主要江

河发生 7 场编号洪水，其中甬江余姚等 11 站年最高水位超历史实

测最高，钱塘江上游衢江衢州站出现 1998 年以来最大流量。福建

省全年共 18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98 站次，其中闽江支流建溪出

现 4 年一遇小洪水，麻阳溪出现 25 年一遇大洪水。

5、台风登陆和影响个数偏少，强度偏强。

2021 年西北太平洋（含南海）共生成热带气旋 22 个，较常年

偏少 4 个。4 个台风影响或登陆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较常年偏少

3 个，第 6 号台风“烟花”先后在浙江省舟山普陀、平湖市登陆，

为 1949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浙江省内两次登陆的台风，对太

湖流域及浙江省造成严重风雨影响；第 9 号台风“卢碧”在福建

省登陆，造成福建省中部、南部沿海地区局部内涝严重；第 14 号

台风“灿都”和第 18 号台风“圆规”外围云系也给流域片带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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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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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气形势

1 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欧亚中高纬度环流经向度

大，东亚大槽偏西偏强，南支槽偏弱。

2 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弱，北

半球中高纬西风带呈四波型，以纬向环流为主，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强但范围较小。

3 月，大气环流呈双极型分布，中高纬环流为三波型，东亚

大槽偏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与常年相当。

4 月，中高纬大气环流为三波型，极涡呈单极偏心型分布，

强度偏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较常年偏弱，南支槽较常

年偏强。

5 月，大气环流的主要特征是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强

度偏强；中高纬完成了从冬季三波型向夏季四波型的转换，环

流呈四波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强，南海夏季风在第 6 候爆

发。

6 月，北半球的大气环流表现为极涡呈单极型分布，较常年

同期偏强；欧洲上空 500hPa 位势高度场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南北变化较大。

7 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且较常年同期偏强，西北太

平洋高压较常年偏西偏北，强度偏强。7 月共有 3 个热带气旋在

南海和西北太平洋活动，其中 2106 号台风烟花与 2107 号台风

查帕卡登陆我国，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持平。

8 月，北半球极涡呈单极型分布，强度偏强；亚洲大陆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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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为“两槽一脊”型；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偏西。8 月共

有 4 个热带气旋（风力 8 级以上）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

动，其中台风卢碧先后登陆我国广东和福建。

9 月，极涡呈单极型，中高纬度地区西风带呈 3 波型分布，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位置偏西。9 月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共有 4 个台风生成，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10 月，极涡主要呈单极型分布，位置偏离北极点靠近西伯

利亚；中高纬地区环流呈 5 波型分布，500 hPa 位势高度场在亚

洲东北部至东北太平洋一带为负距平，在北美至北极地区为正

距平；副热带高压呈狭长带状分布，几乎环绕北半球；西北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较近几年同期范围偏小。10 月有 4 个台风和 1

个热带低压生成。

11 月，北半球极涡显著偏强，欧亚中高纬环流呈纬向多波

动型，冷空气活跃，东亚大槽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均偏西偏

强。

12 月，北半球极涡呈偶极型分布，东亚大槽偏西偏强，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接近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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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雨情

2.1 太湖流域

2021 年，太湖流域年降水量 1413.1 毫米，较常年偏多 12%。

全年降水空间分布总体呈南部大于北部。与常年相比，各水利

分区中湖西区、杭嘉湖区、浙西区、浦东浦西区降水量偏多 8%～

29%，其余分区与常年基本持平。时程分配上，5 月、7—8 月、

10 月较常年同期偏多，3 月、9 月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他月

份较常年同期偏少。太湖流域及各水利分区年降水量与常年对

比见图 2-1，太湖流域各月降水量与常年对比见图 2-2。

汛前（1—4 月），太湖流域雨日 62 天，降水量 235.5 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 30%。从时程分配上看，1 月、2 月和 4 月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3 月与常年同期持平。从空间分布上看，总

体呈南部大于北部。各水利分区中降水量最大的为浙西区 291.7

毫米，最小为阳澄淀泖区 203.0毫米，其余分区降水量在 209.4～

266.2 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各水利分区均偏少，偏少幅

度为 24%～35%，其中太湖区偏少幅度最大。最大点降水量为浙

西区老石坎水库站 359.5 毫米。

汛期（5—9 月），太湖流域雨日 106 天，降水量 1013.3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34%。从时程分配上看，5 月、7 月和 8 月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6 月较常年同期偏少，9 月与常年同期

持平。7—8 月，太湖流域接连遭遇 6 号台风“烟花”和盛夏连

阴雨天气影响，降水量占汛期降水量的六成以上，其中 7 月降



4

水量达 379.5 毫米，位列 1951 年以来同期第 1 位。从空间分布

上看，汛期降水总体呈南部大于北部。各水利分区中降水量最

大的为浙西区 1249.6 毫米，最小为武澄锡虞区 788.2 毫米，其

余分区降水量在 852.9～1158.5 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

各水利分区降水量均偏多，偏多幅度为 8%～61%，其中浦东浦西

区偏多幅度最大。流域降水量超过 1200 毫米的笼罩面积为 3003

平方公里（占太湖流域总面积的 8%），最大点降水量为浙西区

市岭站 2047.0 毫米。

太湖流域 6 月 10 日入梅，较常年偏早 3 天；7 月 11 日出梅，

较常年偏晚 2 天；梅雨期 31 天，较常年偏长 5 天。梅雨期降雨

过程频繁，雨日 25 天，梅雨量 237.8 毫米，较常年梅雨量偏少

11%，单日降水量达到大雨级别的仅 1 天，为 29.5 毫米（7 月 8

日）。梅雨空间分布总体呈西南部大于东北部，各水利分区中

梅雨量最大的为浙西区 336.9 毫米，最小的为武澄锡虞区 199.0

毫米，其余分区梅雨量在 202.9～242.5 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

相比，各水利分区中除浙西区偏多 15%，其余分区均偏少，偏少

幅度为 9%～26%，其中武澄锡虞区偏少幅度最大。流域降水量超

过 300 毫米的笼罩面积为 2948 平方公里（占太湖流域总面积的

8%），最大点降水量为浙西区南庄站 447.0 毫米。

汛后（10—12 月），太湖流域雨日 33 天，降水量 164.3 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6%。从时程分配上看，10 月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多，11 月和 12 月较常年同期偏少。从空间分布上看，总

体呈南部大于北部。各水利分区中降水量最大的为浦东浦西区

189.1 毫米，最小为湖西区 144.2 毫米，其余分区降水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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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187.7 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各水利分区中，太

湖区和浦东浦西区降水量分别偏多 11%和 8%，武澄锡虞区和阳

澄淀泖区基本持平，其余分区均偏少，偏少幅度为 10%～15%。

最大点降水量为浦东浦西区祝桥站 312.5 毫米。

图2-1 太湖流域及各水利分区年降水量与常年对比

图2-2 太湖流域各月降水量与常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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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太湖流域年降水量等值面图

2.2 东南诸河

1、浙江省

2021 年，浙江省年降水量 1992.5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3%。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地均偏多，其中舟山、宁波、绍兴和

台州偏多 24%～55%，温州、衢州、金华和丽水偏多 11%～21%。

汛前（1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降水量 325.2 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少 14%%。与常年同期相比，丽水、温州和金华等地偏少

11%～25%，舟山、绍兴和台州等地偏少 3%～6%，衢州接近常年，

宁波偏多 2%。

汛期（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降水量 1490.7 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 34%。梅汛期（4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降水量 718.3



7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6%；台汛期（7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

降水量 772.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59%。

浙江省 6 月 10 日入梅，与常年持平，7 月 5 日出梅，较常

年偏早 5 天，梅雨期 25 天，较常年偏短 5 天。梅雨期出现三个

阶段性较强降水过程，全省梅雨量 262.5 毫米，较常年偏少 19%；

各地均偏少，但降水空间分布不均。

汛后（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降水量 176.6 毫米，较常

年同期偏多 30%。与常年同期相比，丽水、台州、温州、宁波、

衢州、金华、舟山和绍兴偏多 16%～66%。

2、福建省

2021 年，福建省年降水量 1498.0 毫米，较常年偏少 9%。

其中，南平、宁德两市偏多 5%，福州、莆田两市偏少 2～6%，

三明、泉州、厦门、龙岩、漳州五市偏少 23%～33%。

汛前（1—3 月）降水量 150.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50%，

九地市均偏少，偏少幅度 36～68%。

汛期（4—9 月）降水量 1145.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4%。

其中，南平市偏多 17%，宁德、福州、莆田三市偏少 2～5%，三

明、泉州、厦门、龙岩、漳州五市偏少 19～31%。雨季自 4 月

24 日开始，7 月 1 日结束，历时 69 天，降水量 661.0 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 19%。雨季共出现 3 场连续性降雨过程，仅 6 月

28～30 日降雨过程对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麻沙镇及邵武市下

砂镇造成较大影响。

汛后（10—12 月）降水量 201.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32%。

其中，宁德市偏多 99%，福州市偏多 58%，漳州、三明、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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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四市偏多 9%～25%，泉州、莆田两市偏少 11～12%，厦门市

偏少 50%。

3、安徽省黄山市

2021 年，安徽省黄山市年降水量 1808.3 毫米，与常年同期

基本持平。梅雨期 31 天。主汛期暴雨多，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

黄山风景区降水量较大，超过 3000.0 毫米，其中黄山风景区光

明顶站降水量最大，达 3249.5 毫米；休宁县南部四门～阳台一

带雨量超 2600 毫米。

汛前（1—4 月）降水量 381.7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3 成。

降水空间分布较均匀，强降水不多。1 月、2 月、4 月分别较常

年同期偏少 69%、35%、59%，2 月较常年同期偏多 15%。

汛期（5—9 月）降水量 1311.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成。

汛期降雨主要集中在 5 至 8 月，5 月、7 月、8 月分别较常年同

期偏多 45%、44%、46%，6 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9 月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5 成。

汛后（10—12 月）降水量 115.6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4

成，无强降水，多为小到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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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太湖流域年降水量等值面图（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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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情

3.1 太湖流域

3.1.1 太湖水位

2021 年，太湖年初水位 3.01 米，年末水位 3.01 米。年平

均水位 3.33 米，较常年（3.25 米）偏高 0.08 米；年最高水位

4.21 米（8 月 3 日），超过警戒水位（3.80 米）0.41 米，较多

年平均年最高水位（3.93 米）偏高 0.28 米；年最低水位 2.92

米（2 月 22 日），较多年平均年最低水位（2.87 米）偏高 0.05

米，未低于太湖旱限水位（2.80 米）。

全年，太湖水位有 4 次明显上涨过程，分别发生在 3 月、5

月、6—7 月、7—8 月。

2 月末至 3 月中，太湖流域持续阴雨，2 月 25 日—3 月 19

日流域累计降水量 114.0 毫米，较常年偏多接近六成，23 天中

雨日达 18 天，太湖水位从 2 月 25 日 2.95 米持续上涨至 3 月 22

日 3.23 米，累计上涨 0.28 米。

5 月，受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影响，太湖流域持续阴雨。5 月

10—26 日流域累计降水量 147.2 毫米，为常年的 2.4 倍。受降

水影响，太湖水位从 5 月 10 日 3.10 米持续上涨至 29 日 3.35

米，累计上涨 0.25 米，最大日涨幅 0.05 米（5 月 27 日）。

6 月 10 日入梅后，太湖流域降水增多，梅雨期流域主要有

四场降雨过程，分别为 6 月 12—19 日、6 月 25—27 日、7 月 1

—5 日、7 月 7—10 日，20 天累计梅雨量 228.3 毫米，占梅雨总

量的 96%。受降水影响，太湖水位波动上涨，太湖水位从入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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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米涨至出梅日 3.57 米，累计上涨 0.28 米，最大日涨幅 0.06

米(7 月 9 日)。

出梅后，太湖流域接连遭遇 6 号台风“烟花”和盛夏连阴

雨天气影响，太湖水位有两次明显上涨。受“烟花”台风影响，

7 月 23—27 日，太湖流域累计降水量 224.5 毫米，太湖水位迅

速上涨，7 月 27 日 23 时达 3.82 米，太湖发生 2021 年第 1 号洪

水，8 月 3 日涨至年最高水位 4.21 米，超过警戒水位 0.41 米，

累计涨幅 0.74 米，位列台风暴雨引起太湖水位涨幅的第 2 位，

之后水位平稳回落。8 月中旬，太湖退水期遭遇类似于“倒黄梅”

的盛夏连阴雨天气，8 月 10—16 日，太湖流域累计降水量 158.3

毫米，太湖水位再次快速上涨，8 月 17 日涨至过程最高 4.17 米。

全年，太湖水位有 173 天高于防洪控制水位，主要集中在 4

—9 月；有 124 天低于调水限制水位，主要集中在 1—3 月、11

—12 月。全年太湖水位超警 40 天，均位于汛期。2021 年太湖

日均水位过程线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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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21年太湖日均水位过程线

3.1.2 河网水位

1、地区河网水位

地区河网水位变化趋势与太湖水位较为相似。入梅后，流

域降水逐渐增多，地区河网水位波动上涨，各分区代表站水势

总体平稳，未超保证水位。7 月末至 8 月初，受“烟花”台风影

响，地区河网水位有一次明显上涨过程，并达到全年最高水位，

各分区代表站普遍超警，流域南部多站超保，多站水位创历史

实测新高。8 月中旬，流域遭遇类似于“倒黄梅”的盛夏连阴雨

天气，地区河网水位再次快速上涨，部分站点水位超保证。

湖西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较大洪

水涨落过程，其中王母观站于 7 月 29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为

5.75 米；常州（三）站于 7 月 28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为 5.42



13

米；坊前站于 7 月 30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为 4.86 米。

武澄锡虞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较

大洪水涨落过程，其中无锡（大）、青阳、陈墅 3 个地区代表

站均于 7 月 28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分别为 4.81 米、4.83 米、

4.69 米。

阳澄淀泖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较

大洪水涨落过程，地区河网多站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各代表

站中，苏州（枫桥）、陈墓（锦溪）和湘城站站均于 7 月 28 日

出现全年最高水位，分别为 4.59 米、4.33 米和 3.95 米。

浙西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明显的

洪水过程，个别站点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各代表站中，

瓶窑站于 7 月 26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 8.40 米，港口、杭长桥

站均于 7 月 28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分别为 7.90 米、5.67 米。

杭嘉湖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明显

的洪水过程，地区河网多站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各代表

站中，嘉兴、乌镇站均于 7 月 28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分别为

4.35 米、4.39 米。

浦东浦西区受“烟花”台风影响，7 月末至 8 月初有一次明

显的洪水过程，地区河网多站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代表

站中嘉定南门、青浦南门于 7 月 28 日出现全年最高水位，分别

为 3.51 米和 3.78 米。

流域内地区河网代表站水位过程线见图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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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湖西区河网代表站日均水位过程线

图3-3 武澄锡虞区河网代表站日均水位过程线



15

图3-4 阳澄淀泖区河网代表站日均水位过程线

图3-5 浙西区河网代表站日均水位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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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杭嘉湖区河网代表站日均水位过程线

图3-7 浦东浦西区河网代表站8时水位过程线

2、潮位

受台风“烟花”及天文大潮等影响，黄浦江潮位刷新历史

实测记录，流域共有 10 个潮位站达到或超过警戒潮位，3 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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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站超保证，其中浦东浦西区米市渡站最高潮位 4.79 米，超原

历史实测记录 0.18 米；黄浦公园站最高潮位 5.49 米，为有实

测记录以来第三高潮位。

3.2 东南诸河

浙江省受梅雨和多个台风期间较强降雨等影响，钱塘江、

甬江、鳌江南港等主要江河主要江河发生 7 场编号洪水，其中

甬江余姚等 11 站年最高水位超历史实测最高，钱塘江上游衢江

衢州站出现 1998 年以后最大流量；钱塘江来水量比常年同期偏

多；受 6 号台风和天文大潮等因素影响，河口沿海主要水位站

年最高水位均超过警戒水位，部分站超历史实测最高。

福建省共 18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98 站次，较 2020 年多 67

站次，其中，闽江支流建溪出现 4 年一遇小洪水，麻阳溪出现

25 年一遇大洪水。水口水库年最大入库流量 16300 立方米每秒。

安徽省黄山市 2021 年汛期出现多次涨水过程，但洪水等级

不高。新安江干流屯溪站共发生 6 次实测流量超 1000 立方米每

秒的洪水，支流练江渔梁站发生一次超警洪水，洪峰水位 114.81

米，超警戒 0.31 米，洪峰流量 2220 立方米每秒。

3.2.1 主要江河水位

1、钱塘江

汛期，钱塘江主要发生 3 场编号洪水：干流中上游发生 2

场编号洪水；支流浦阳江发生 1 场编号洪水。

（1）中上游干流。汛期，中上游干流发生 2 场编号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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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流域较强降雨影响，钱塘江干流中上游发生 2021 年

第1场编号洪水。常山站5月23日18时10分出现洪峰水位83.44

米（超警 1.44 米），相应流量 3180 立方米每秒；衢州站 24 日

0 时出现洪峰水位 61.91 米（超警 0.71 米），相应流量 4630 立

方米每秒；兰溪站 24 日 8 时 20 分出现洪峰水位 28.03 米（超

警 0.03 米），相应流量 7400 立方米每秒。。

② 梅雨期第三阶段，干流中上游发生 2021 年第 2 号洪水。

常山站 6 月 30 日 22 时 20 分出现洪峰水位 85.01 米（超保 1.01

米），实测最大流量 5000 立方米每秒；衢州站 7 月 2 日 0 时 30

分出现洪峰水位 63.48 米（超警 2.28 米），实测最大流量 6970

立方米每秒，为该站 1998 年以后出现的最大流量；兰溪站 7 月

2 日 7 时 30 分出现洪峰水位 29.54 米（超警 1.54 米），实测最

大流量 10000 立方米每秒。

（2）支流浦阳江。汛期，浦阳江发生 1 场编号洪水。

汛期，浦阳江发生 2021 年第 1 号洪水：诸暨站 7 月 25 日

17 时出现最高水位 12.04 米（超警 1.40 米），实测最大流量

808 立方米每秒；下游湄池站受上游洪水和下游钱塘江大潮汛顶

托共同影响，7 月 26 日 6 时 51 分出现最高水位 10.55 米（超保

0.85 米），超历年实测最高水位 0.07 米。

2、甬江

汛期，甬江发生 3 场编号洪水。

（1）台风“烟花”影响期间，甬江发生 2021 年第 1 号洪

水。余姚站 7月 26日 9时 10分出现最高水位 3.53米，超保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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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0.13 米；姚江大闸受上游洪水和风暴

潮等共同影响，7 月 26 日 1 时 50 分出现最高水位 3.38 米，超

保 0.78 米，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0.44 米。

（2）8 月集中强降雨期间，甬江发生 2021 年第 2 号洪水。

余姚站 8 月 14 日 19 时出现最高水位 2.31 米（超警 0.21 米），

姚江大闸 8 月 13 日 4 时出现最高水位 2.10 米（超警 0.10 米）。

（3）台风“灿都”影响期间，甬江发生 2021 年第 3 号洪

水。余姚站 9 月 13 日 20 时出现最高水位 2.92 米（超保 0.32

米），姚江大闸 9 月 13 日 18 时出现最高水位 2.80 米（超保 0.20

米）。

3、椒江

汛期，椒江水情总体平稳，干支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均未超

警。

4、瓯江

汛期，瓯江干流水情总体平稳，鹤城站水位未超警。鹤城

站 6 月 4 日 14 时 10 分出现年最高水位 9.02 米，实测年最大流

量 6200 立方米每秒（5 月 21 日）。

5、飞云江

汛期，飞云江水情总体平稳，峃口站水位未超警。

6、鳌江（浙江省）

汛期，鳌江发生 1 场编号洪水。受台风“圆规”影响，鳌

江南港灵溪站 10月 14日 19时 10分出现年最高水位 6.91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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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1.21 米）。

7、闽江

闽江干流发生超警洪水 3 站次。5 月 22 日，延福门水位站

出现年最高水位 68.60 米（超警 0.10 米）；竹岐水文站年最高

水位 6.38 米，未超警，相应流量 14200 立方米每秒。

闽江支流中，沙溪未发生超警洪水。5 月 8 日，沙县水文站

出现年最高水位 103.81 米，低于警戒水位 2.69 米，相应流量

1050 立方米每秒。富屯溪共发生超警洪水 26 站次。5 月 21 日，

洋口水文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110.74 米（超警 1.44 米），相应

流量 5400 立方米每秒。建溪共发生超警洪水 30 站次。5 月 23

日，七里街水文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99.06 米（超警 2.06 米），

相应流量 10300 立方米每秒。6 月 28 日，支流麻阳溪麻沙水文

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190.41 米（超警 2.11 米），相应流量 1810

立方米每秒，为建站以来实测最高洪水位，洪水重现期达 25 年。

尤溪未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11 月 25 日，尤溪水文站出现年最

高水位 103.44 米，低于警戒水位 1.06 米，相应流量 140 立方

米每秒；5 月 30 日，出现年最大流量 362 立方米每秒。梅溪共

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3 站次。5 月 18 日，闽清水文站出现年最

高水位 17.04 米（超警 1.24 米），相应流量 770 立方米每秒。

大樟溪共发生超警洪水 3 站次。8 月 6 日，永泰水文站出现年最

高水位 32.53 米（超警 1.52 米），相应流量 3530 立方米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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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晋江

晋江干流未发生超警洪水，支流发生超警洪水 5 站次。10

月 14 日，石砻水文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7.43 米，低于警戒水位

0.57 米，相应流量 1090 立方米每秒。5 月 31 日，石砻水文站

出现年最大流量 2480 立方米每秒。

9、九龙江

九龙江未发生超警洪水。8 月 5 日，西溪郑店水文站出现年

最高水位 4.97 米，低于警戒水位 2.53 米，相应流量 969 立方

米每秒；5 月 31 日，北溪浦南水文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4.84 米，

低于警戒水位 4.16 米，相应流量 977 立方米每秒。

10、交溪

交溪共发生超警洪水 3 站次。5 月 22 日，交溪白塔水文站

出现年最高水位 26.89 米（超警 0.89 米），相应流量 3400 立

方米每秒。

11、木兰溪

木兰溪干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2 站次。8 月 6 日，濑溪水

文站出现年最高水位 9.93 米（超警 1.53 米），相应流量 1280

立方米每秒。

3.2.2 潮位

1、浙江省

2021 年，有 3 个台风影响浙江省，受台风和天文大潮等因

素影响，浙江省主要河口及沿海水位站年最高水位均超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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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幅度在 0.34～1.19 米之间（其中，甬江口镇海站年最高水位

3.68 米，超警 1.18 米，超历史实测最高 0.40 米）。

2、福建省

受天文大潮影响，沿海潮位站共出现超警戒高潮位 141 站

次，超警幅度 0.07～0.9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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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量

4.1 太湖流域

4.1.1 太湖流域蓄水量

太湖流域（太湖、河网和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年末较年初

增加 0.975 亿立方米。其中汛初较年初增加 5.446 亿立方米，

汛末较汛初增加 12.41 亿立方米，年末较汛末减少 16.88 亿立

方米。

汛期，太湖流域（太湖、河网和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增加

12.41 亿立方米。其中河网增加 2.517 亿立方米，太湖增加 8.030

亿立方米，水库增加 1.860 亿立方米，分别占总蓄变量的 20%、

65%和 15%，太湖蓄变量占比最大。

1、太湖调蓄量

太湖蓄水量年末较年初增加 0.697 亿立方米。其中汛初较

年初增加 2.620 亿立方米，汛末较汛初增加 8.030 亿立方米，

年末较汛末减少 9.954 亿立方米。

2、河网调蓄量

太湖流域河网蓄水量年末较年初减少 0.241 亿立方米。其

中汛初较年初增加 3.036 亿立方米，汛末较汛初增加 2.517 亿

立方米，年末较汛末减少 5.794 亿立方米。

3、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太湖流域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4.610 亿立方米，较年

初增加 0.520 亿立方米，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61%。其中，8 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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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水库蓄水量年末蓄水总量 3.080 亿立方米，较年初增加 0.180

亿立方米，较常年增加 18%，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64%；18 座中型

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1.530 亿立方米，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56%。

表4-1 太湖流域大型水库蓄水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水库名 所在省市

年初 汛初 汛末 年末 蓄变量

蓄水

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

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

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

量

距平

（%）

蓄水率

（%）
全年

大溪水库 江苏常州 0.560 118 91 0.470 41 77 0.640 148 105 0.510 99 83 -0.050
沙河水库 江苏常州 0.460 59 78 0.460 7 77 0.500 66 84 0.400 38 67 -0.060
横山水库 江苏无锡 0.260 15 49 0.140 -61 26 0.440 62 83 0.230 1 43 -0.030
青山水库 浙江杭州 0.260 -48 74 0.310 -59 86 0.270 -63 76 0.370 -26 104 0.110

对河口水库 浙江湖州 0.380 119 58 0.330 9 52 0.590 133 92 0.460 170 72 0.080
赋石水库 浙江湖州 0.580 3 57 0.600 -21 59 0.630 -13 62 0.620 10 60 0.040

老石坎水库 浙江湖州 0.150 -36 28 0.150 -63 28 0.260 -26 49 0.160 -34 29 0.010
合溪水库 浙江湖州 0.250 -28 47 0.250 -10 48 0.360 3 67 0.330 -4 63 0.080

合计 2.900 11 60 2.710 -26 56 3.690 14 76 3.080 18 64 0.180

4.1.2 工程引排水量

1、沿长江主要口门引排水量

沿长江主要口门是指沿长江江苏段谏壁闸（含抽水站）、

九曲河闸（含抽水站）、新孟河闸、魏村闸、澡港闸、定波闸、

新沟河闸（包括节制闸和泵站）、白屈港枢纽（包括套闸、节

制闸、抽水站）、张家港闸、十一圩港闸、浒浦闸、白茆闸、

七浦闸、杨林闸、浏河闸等 15 个口门和常熟水利枢纽。全年沿

长江总引水量为 79.19 亿立方米，总排水量为 65.50 亿立方米，

引水量大于排水量。

时程上，汛前和汛后引水量大于排水量，汛期和梅雨期排

水量大于引水量；汛前、汛期和汛后引水量分别为 30.58 亿立

方米、28.10 亿立方米和 20.51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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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5%和 26%，梅雨期引水量为 4.346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5%；沿长江口门排水量汛前和汛后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汛期，

汛期排水量为 55.16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84%，其中梅雨期为

8.072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12%，汛前为 2.846 亿立方米，占全

年的 4%，汛后为 7.492 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11%，沿长江不同

时段引排水量统计见图 4-1。

空间上，湖西区和武澄锡虞区引水量大于排水量，常熟水

利枢纽和阳澄淀泖区排水量大于引水量；全年各分区引水量最

多的为湖西区，占沿长江口门引水总量的 36%，其次为武澄锡虞

区，占 29%，阳澄淀泖区和常熟水利枢纽分别占 18%和 17%；全

年各分区排水量最多的为常熟水利枢纽，占沿长江口门排水总

量的 39%；其次为阳澄淀泖区，占 24%；最小为湖西区，占 6%。

全年沿长江不同分区引排水量比例见图 4-2 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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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沿长江不同时段引排水量统计

图4-2 全年沿长江不同分区引水量比例

图4-3 全年沿长江不同分区排水量比例

2、杭嘉湖南排水量

杭嘉湖南排口门是指长山河枢纽、南台头枢纽、盐官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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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盐官枢纽和独山闸 5 个口门。全年排水量为 30.91 亿立方

米，主要集中在汛期，其中汛前排水量 0.315 亿立方米，汛期

排水量为 28.95 亿立方米，梅雨期排水量为 5.543 亿立方米，

汛后排水量为 1.641 亿立方米，杭嘉湖南排水量不同时段统计

见图 4-4。

图4-4 杭嘉湖南排水量不同时段统计

3、黄浦江净泄水量

黄浦江松浦大桥全年净泄水量为 181.6 亿立方米，其中汛

前为 55.53 亿立方米，汛期为 78.51 亿立方米，汛后为 47.60

亿立方米，松浦大桥净泄水量不同时段统计见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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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松浦大桥净泄水量不同时段统计

4.1.3 环太湖出入湖水量

全年，环太湖总入湖水量 130.2 亿立方米，主要来自湖西

区和浙西区，分别占总入湖水量的 67%和 23%，合计比例达到 90%；

总出湖水量 115.7 亿立方米，主要为太浦闸和阳澄淀泖区，分

别占总出湖水量的 28%和 24%，合计比例达到 52%。时程上，除

汛后入湖水量小于出湖水量，其他时段均为入湖水量大于出湖

水量；入湖水量主要集中在汛期，汛前、汛期和汛后入湖水量

分别为 30.41 亿立方米、74.92 亿立方米和 24.84 亿立方米，梅

雨期为 16.01 亿立方米；出湖水量主要集中在汛期，为 65.19

亿立方米，其中梅雨期为 10.11 亿立方米，汛前为 24.11 亿立

方米，汛后为 26.37 亿立方米。环太湖不同时段出入湖水量统

计见图 4-6，全年环太湖各分区入湖、出湖水量比例见图 4-7 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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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环太湖不同时段出入湖水量统计

图4-7 全年环太湖各分区入湖水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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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全年环太湖各分区出湖水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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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东南诸河

4.2.1 重要江河来水量

1、钱塘江来水量

钱塘江（富春江坝址以上，下同）全年来水量 322.5 亿立

方米，较常年偏多 15%。其中汛前 60.12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 19%；汛期 246.0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42%；汛后 16.47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50%，钱塘江不同时期来水量与常年

对比见图 4-9。

图4-9 钱塘江不同时期来水量与常年对比

2、闽江来水量

闽江竹岐水文站年径流量 376.9亿立方米，较常年偏少 32%。

其中，汛前径流量 44.41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57%；汛期

径流量 290.2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24%；汛后径流量 42.32

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36%。闽江竹岐站不同时期来水量与

常年对比见图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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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闽江竹岐站不同时期来水量与常年对比

4.2.2 水库蓄水

东南诸河浙江省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较常年偏多，福

建省年末蓄水总量较常年偏少。

浙江省东南诸河区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240.0 亿立方

米，较年初增加 17.59 亿立方米，较常年偏多 6%，占正常蓄水

总量的 74%。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217.4 亿立方米，较

年初增加 12.52 亿立方米，较常年偏多 6%，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75%；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22.59 亿立方米，较年初增加 5.070

亿立方米，较常年偏少 16%，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65%。

福建省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74.23 亿立方米，较年初

增加 6.980 亿立方米，较常年减少 3%，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64%。

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 59.85亿立方米，较年初增加 4.690

亿立方米，较常年减少 3%，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67%；中型水库

年末蓄水总量 14.38 亿立方米，较年初增加 2.290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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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常年偏少 3%，占正常蓄水总量的 54%。

表 4-2 东南诸河区大型水库蓄水情况表 单位：亿立方米

所在

省
水库名

年初 汛初 汛末 年末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浙

江

富春江水库 4.555 7 103 4.439 4 101 4.468 4 101 4.549 7 103
分水江水库 0.458 -16 60 0.390 -33 51 0.263 -44 34 0.407 -26 53
新安江水库 137.1 0 77 134.3 0 75 142.4 0 80 137.8 1 77
周公宅水库 0.405 -47 42 0.564 -28 59 0.756 6 79 0.621 -18 65
皎口水库 0.202 -46 26 0.238 -56 31 0.603 33 77 0.666 78 85
亭下水库 0.620 14 62 0.581 -4 58 0.739 8 74 0.640 17 64
横山水库 0.224 -40 29 0.197 -64 26 0.611 35 80 0.516 38 67
白溪水库 0.538 -43 37 0.380 -60 26 1.235 13 85 1.180 24 81

四明湖水库 0.489 -23 62 0.435 -35 55 0.692 16 87 0.717 14 90
珊溪水库 8.114 -24 63 7.491 -26 58 9.430 -18 73 10.03 -6 78
长潭水库 2.788 54 61 2.500 9 55 4.182 96 92 4.148 129 91

里石门水库 0.757 -1 62 0.969 16 80 0.804 -3 66 0.799 5 66
下岸水库 0.538 -27 50 0.569 -26 53 0.604 -9 56 0.671 -9 63

牛头山水库 0.689 -27 43 0.607 -45 38 1.450 22 91 1.275 34 80
汤浦水库 0.896 -36 48 0.875 -44 47 1.284 -19 69 0.898 -36 49
长诏水库 0.528 -40 39 0.668 -37 49 0.868 -10 64 0.825 -6 61
钦寸水库 0.864 -17 49 0.637 -41 36 1.463 50 83 1.430 37 81
石壁水库 0.329 83 60 0.383 49 70 0.390 119 71 0.383 113 70
陈蔡水库 0.075 -76 12 0.053 -89 9 0.407 5 66 0.339 7 55
南山水库 0.506 77 72 0.519 22 74 0.551 88 79 0.479 67 69
滩坑水库 21.53 -4 61 22.54 -12 64 25.40 -9 72 26.58 18 76

紧水滩水库 6.315 9 61 5.665 -16 55 6.141 -12 59 7.178 24 69
横锦水库 1.034 42 57 1.039 11 57 1.247 51 68 1.050 45 57
南江水库 0.440 50 48 0.576 28 63 0.492 43 54 0.525 79 58

湖南镇水库 10.88 19 69 11.50 12 73 10.42 -11 66 10.10 10 64
铜山源水库 0.739 103 61 0.910 51 76 0.719 61 60 0.707 94 59
沐尘水库 0.320 -12 42 0.505 0 67 0.427 26 56 0.451 24 60

白水坑水库 1.413 24 66 1.442 -9 67 1.445 18 67 1.439 26 67
碗窑水库 1.556 14 75 1.387 -14 67 0.940 -36 45 1.022 -25 49
合计 204.9 0 71 202.3 -5 70 220.4 -1 76 217.4 6 75

福

建

山仔水库 0.655 -7 48 0.621 -17 45 0.935 -4 68 0.676 -6 49
东张水库 0.310 -30 17 0.210 -35 11 0.987 -11 53 0.728 -8 39
水口水库 17.85 -7 76 17.94 -2 77 17.81 -7 76 22.56 13 96
洪口水库 2.882 -9 67 3.299 9 76 3.319 0 77 3.438 4 80
芹山水库 0.828 -21 36 0.645 -15 28 1.177 -14 51 1.080 -10 47

古田一级水库 1.748 -9 33 1.677 -2 31 3.186 -13 60 2.272 1 43
东圳水库 1.120 -3 40 0.829 -9 29 2.420 23 86 1.970 27 70
金钟水库 0.544 0 55 0.462 -2 47 0.801 9 81 0.616 7 62
惠女水库 0.370 -13 47 0.259 -27 33 0.533 -6 67 0.446 -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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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省
水库名

年初 汛初 汛末 年末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蓄水量

距平

（%）

蓄水率

（%）

山美水库 3.621 15 77 2.168 -4 46 4.011 9 85 3.253 7 69
南一水库 0.395 -11 29 0.470 -2 34 0.508 -23 37 0.405 -10 30
峰头水库 0.851 9 57 0.590 6 39 0.543 -30 36 0.390 -22 26
万安水库 0.645 -29 30 0.681 -9 32 1.220 -22 57 1.027 -11 48
白沙水库 1.444 8 78 1.042 -8 56 1.220 -9 66 1.640 19 89
池潭水库 5.390 17 77 1.464 -22 21 5.510 3 79 3.470 -10 50
安砂水库 3.940 -6 61 2.960 -16 46 3.960 -16 62 3.610 -11 56
水东水库 0.941 9 94 0.928 10 93 0.899 1 90 0.917 7 92
街面水库 10.53 -19 62 8.599 -21 50 9.514 -29 56 9.668 -24 57
东溪水库 0.161 -35 17 0.206 -24 22 0.674 -3 71 0.315 -19 33

沙溪口水库 0.927 -29 60 0.999 -16 65 1.430 1 93 1.370 0 89
合计 55.16 -8 62 46.05 -10 52 60.66 -10 68 59.85 -3 67
注：本表统计的水库均为大型水库；年初为 1月 1日，年末为次年 1月 1日，浙江省汛初为 4月
15日，汛末为 10月 16日，福建省汛初为 4月 1日，汛末为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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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要专题

5.1 主要雨水情过程

（1）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福建省出现强降水过程，多条河

流发生超警洪水。

受低层切变和西南急流共同影响，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

福建省西北部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有 16 个县（市、区）过

程雨量超过 100 毫米，过程最大点降水量为武夷山市首阳站

531.0 毫米。

受强降水影响，闽江支流富屯溪、建溪及其支流，鳌江支

流栏溪等 7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25 站次，其中麻阳溪麻沙站出

现建站以来实测最高水位。

（2）受台风“烟花”和盛夏连阴雨影响，太湖发生编号洪

水，超警历时长，部分地区河网站点水位超观测记录极值。

第 6 号台风“烟花”移速异常慢，且横穿太湖流域，影响

太湖流域的时间长达 6 天，在流域内滞留时间超过 24 小时，属

历史少见。受台风“烟花”影响，7 月 23—27 日，太湖流域普

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空间上南部大于北部，其中浦东浦

西区最大，达 322.7 毫米，流域 200 毫米以上的降水笼罩面积

占 61%，过程最大点降水量为浙西区的市岭站 761.0 毫米。

“烟花”登陆时又恰逢天文大潮，在风、雨、潮、洪“四

碰头”影响下，太湖水位迅速上涨，太湖发生 2021 年第 1 号洪

水，太湖最高水位涨至 4.21 米（8 月 3 日），累计涨幅 0.7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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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台风暴雨引起太湖水位涨幅的第 2 位，其中单日最大涨幅

达 0.21 米（7 月 27 日）；退水期又遭遇类似“倒黄梅”的盛夏

连阴雨过程，使得太湖水位还未降至警戒水位又迅速回涨至

4.17 米，9 月 4 日水位稳定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超警历时长

达 40 天。“烟花”影响期间，流域河网多站水位超历史实测最

高记录。

（3）第 9 号台风“卢碧”登陆福建东山，沿海多条河流发

生超警洪水。

受第 9 号台风“卢碧”影响，8 月 4—7 日福建沿海地区降

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部、南部沿海地区局部内涝严重，有 50

个县（市、区）过程雨量超过 100 毫米，过程最大点降水量为

长乐区三溪站 552.5 毫米。

受强降水影响，木兰溪、闽江支流大樟溪和梅溪、敖江及

支流牛溪和霍口溪、晋江西溪上游及支流坑仔口溪等 8 条河流

发生超警洪水。

5.2 引江济太调水

太湖局全年共实施了四个阶段的引江济太调度。

第一阶段（1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2020 年汛后，太湖流

域降水持续偏少，为保障流域冬春季供水安全，根据 2020 年 12

月建立的引江济太调水新机制，太湖局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启

动引江济太，并实施跨年度调水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2021 年

第一阶段引江济太期间（1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调度根据情

况适时调整，常熟水利枢纽闸泵联合调度引水，日引江水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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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万立方米控制，同时张桥水位按不超过 3.80米控制；

望亭水利枢纽按 80～100 立方米每秒入湖；太浦闸按 60 立方米

每秒向下游供水。期间，太湖流域降水量 36.8 毫米，较常年偏

少 42%，2 月 10 日太湖水位 3.02 米，较引江济太初期（1 月 1

日，3.01 米）上涨 0.01 米。

第二阶段（2 月 27 日至 3 月 22 日）：为保障流域冬春季供

水安全，太湖局于 2 月 27 日启动引江济太调水。期间，调度根

据情况适时调整，常熟水利枢纽闸泵联合调度引水，日引江水

量按 900～1100 万立方米控制，同时张桥水位按不超过 3.80 米

控制；望亭水利枢纽按 50～80 立方米每秒入湖；太浦闸按 60

立方米每秒向下游供水（3 月 3—11 日太浦闸倒流关闸期间，由

太浦河泵站 1 台机组按 50 立方米每秒向下游应急供水）。引江

济太期间，太湖流域降水量 88.0 毫米，较常年偏多 5%，3 月 22

日太湖水位 3.23 米，较引江济太初期（2 月 27 日，2.97 米）

上涨 0.26 米。

第三阶段（4月30日至5月27日）：受春季气温回升和降水

偏少影响，为保障5月下旬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座谈会顺利召

开和太湖安全度夏，太湖局于4月30日至5月27日组织实施应急

调水。期间，调度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常熟水利枢纽闸泵联合

调度引水，日引江水量按800～1400万立方米控制，同时张桥水

位按不超过3.80米控制（5月2—3日望虞河水位超警暂停引水）；

望亭水利枢纽按50～100立方米每秒入湖；太浦闸按60～200立

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5月3—4日太浦闸倒流关闸期间，由太浦

河泵站1台机组按5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应急排水）。引江济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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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太湖流域降水量161.0毫米，较常年偏多71%，5月27日太湖

水位3.33米，较引江济太初期（4月30日，3.12米）上涨0.21米。

第四阶段（12 月 7—31 日）：2021 年汛后太湖流域降水持

续偏少，太湖水位不断下降。太湖局于 12 月 7 日启动引江济太

调水。期间，调度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常熟水利枢纽闸泵联合

调度引水，日引江水量按 1000～1400 万立方米控制，同时张桥

水位按不超过 3.80 米控制；望亭水利枢纽按 50～80 立方米每

秒入湖；太浦闸持续按 60 立方米每秒向下游供水。引江济太期

间，太湖流域降水量 5.9 毫米，较常年偏少 85%，12 月 31 日太

湖水位 3.01 米，较引江济太初期（12 月 7 日，3.12 米）下降

0.11 米。

全年，望虞河常熟水利枢纽引水 151 天，引水量 12.64 亿

立方米；最大单日引水量 1482 万立方米（1 月 14 日）。望虞河

望亭水利枢纽引水入湖 105 天，入湖水量 7.195 亿立方米，最

大单日入湖水量 916 万立方米（1 月 9 日），引水入湖期间入湖

率 57%。通过太湖调蓄、结合雨洪资源利用，经太浦河向下游地

区供水 6.774 亿立方米，其中泵供 0.531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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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21年太湖水位及主要引供水时段图

望亭水利枢纽

引水入湖

7.195 亿立方米

太浦河向下游供水

6.774 亿立方米

常熟水利枢纽

引长江水

12.64 亿立方米

图5-2 2021年引江济太引供水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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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热带气旋

2021 年，西北太平洋（含南海）共生成热带气旋 22 个，较

常年偏少 4 个，其中，4 个影响和登陆太湖流域片，较常年偏少

3 个；第 6 号台风“烟花”先后在浙江省舟山普陀、平湖市登陆，

为 1949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浙江省内两次登陆的台风，对

太湖流域及浙江省造成严重风雨影响；第 9 号台风“卢碧”先

后在广东省汕头南澳、福建省漳州东山登陆，福建省沿海地区

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部、南部沿海地区局部内涝严重。第

14 号台风“灿都”对太湖流域东南部及浙江省造成明显风雨影

响；第 18 号台风“圆规”外围云系和冷空气共同给浙江沿海地

区带来暴雨影响。2021 年影响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的台风见表

5-1，2021 年影响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的 4 个台风路径图见图

5-3。

表5-1 影响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的台风统计表

序号 编号
中文

名称
鼎盛量级

登陆情况 降水影响时段

时 间

（月-日 时:分）
地 点 风力,风速 太湖流域 浙江省 福建省

1 202106 烟花 强台风

07-25 12:30 浙江省

舟山普陀

13级,38米
每秒 7月 23

—27日
7月 22
—28日

无影响

07-26 09:50 浙江省

平湖市

10级,28米
每秒

2 202109 卢碧
热带

风暴级

08-05 11:20 广东省

汕头南澳

9级,23米每

秒
无影响 无影响

8月 4
—7日

08-05 16:50 福建省

漳州东山

8级,18米每

秒

3 202114 灿都
超强

台风
09-17 19:00 日本福冈县福

津市

9级,23米每

秒

9月 10
—13日

9月 11
—13日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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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中文

名称
鼎盛量级

登陆情况 降水影响时段

时 间

（月-日 时:分）
地 点 风力,风速 太湖流域 浙江省 福建省

4 202118 圆规 台风 10-13 15:40 海南省

琼海市

12级,33米
每秒

无影响
10月 11—14

日
无影响

图5-3 2021年影响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的4个台风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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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文情报预报

6.1 水文情报

2021 年，汛期各省市向太湖局水文局（信息中心）报汛的

各类站点 1930 个，比 2020 年增加 84 个，其中江苏省太湖区减

少 1 个，浙江省减少 5 个，上海市增加 90 个；非汛期各类报汛

站点 912 个，比 2020 年增加 85 个，其中江苏省太湖区减少 1

个，浙江省减少 4 个，上海市增加 90 个。

太湖局水文局（信息中心）全年共接收水情信息约 3818 万

条，向水利部信息中心、省（市）水文部门发送水情信息约 376

万条，内部发送水情预警、报汛短信约 9 万条；全年编制并报

送水情月报 12 期、汛情快报 9 期、洪水防御动态 1 期、台风防

御动态 9 期，配合太湖局防御处向地方水利部门发布防御工作

提示 9 期。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全年共接收水雨情数据 4220 万

条，向水利部信息中心、太湖局发送信息 2561 万条，编制水情

快汛、水情分析、预报专报、抗旱应急调水专题、水库超汛限

专题等报告 373 期，发送水情短信 53.5 万条；汛期向气象及应

急管理部门共享基础数据 50 余万条，共享水情分析成果 250 余

份，协助应急部门开展汛期会商材料编撰 90 余份。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共采集水雨情信息 5800 余万条；向水

利部信息中心、太湖局和周边相关省市水文部门发送水情信息

2850 万余条，内部发送预警等短信 990 万余条，编写水情旬月

报 48 期，编写水情信息、水情特点分析总结、抗旱水情分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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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各类水情专报 1700 余期。

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原上海市防汛信息中心）

共接收水情信息约 782 余万条，向水利部信息中心、太湖局、

江苏、浙江等水文部门发送水情信息约 519 余万条；编制并报

送汛情快报 7 期，水情通报 20 期。

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共处理雨水情信息 1.5 亿份，

向水利部信息中心、太湖局等水文部门发送水情信息约 5955 万

条；编写水文旬报 36 期、台风暴雨洪水总结 3 份，及时根据防

汛抗旱需求提供雨水情、库情、旱情分析等材料；应急响应期

间每日 6 时、18 时向省防指报告江河水情和水库蓄水状况等信

息。

黄山水文水资源局共发送各类水文情报信息 500 余万条，

发送暴雨预警短信共 9000 余条。

在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的基础上，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内各

级水文部门积极开展水情基础分析研究工作，为流域、区域水

旱灾害防御及水资源调度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6.2 水文预报

2021 年，太湖局水文局（信息中心）全年开展水文预报工

作，共开展太湖及 8 个河网代表站水位日常化水位预报 161 期，

预报合格率达 91%，超警超保及淹涝风险预测 13 期，预报成果

通过邮件、短信、传真、微信等方式发布，为流域水旱灾害防

御提供了技术支撑。“烟花”“灿都”台风影响和盛夏连阴雨

期间，加密与水利部信息中心、华东区域气象中心会商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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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滚动开展太湖、河网代表站以及两河重要调度站水位预报，

涨水期滚动更新嘉兴、平望、陈墓等代表站过程最高水位预报，

为地方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域防灾调度决策提供有力支

撑。在 7 月 27 日平望水位已超历史实测最高记录且预报后期仍

有降雨的紧张时刻，连夜预报平望站将于 28 日 7—9 时出现最

高水位 4.45 米，将再次刷新历史实测记录，实际 28 日 9 时出

现最高水位 4.45 米，与预报完全吻合。7 月 2 日，浙江衢州站

发生了 1998 年以来的最大洪峰流量，面对严峻汛情，主动回应

地方关切，协助衢州市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精准预报洪峰

时间、洪峰水位和洪峰流量。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将日常化预报与洪水作业预报相

互衔接，水力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互为补充。汛前，与太湖局

和华东区域气象中心建立实时信息与预报成果共享通道，及时

掌握上下游水雨情信息和流域气象预报信息；完善苏南运河常

州、无锡、苏州三站预报方案，并录入省预报系统；调试沿江

沿海风暴潮模块和水库抗暴雨能力分析模块，率定参数，实现

全片区的省级重要预报站点，做到站站有方案、制作有系统。

汛期，太湖流域 18 个预报站点累计制作预报 2010 站次，站均

超 100 次，制作预报数量和频次均超过去年同期。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对全省 142 个预报站开展洪水预报，

全年共完成洪水预报 3700 余站次，风暴潮预报 34 期 340 站次，

关键洪水预报合格率 100%，优秀率 90%以上。尤其在防御台风

“烟花”期间，超前预测、滚动预报、精准预报洪水，为准确

分析海塘风险、水库拦洪错峰调度、泵闸工程开闸排水、滞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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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洪和人员转移避险等决策提供水文技术支撑。

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全年开展黄浦江及杭州湾的

潮位预报约 11000 潮次，预报合格率均达到 95%以上，并及时通

过上广台、东广台、微博等多个平台向社会公众发布。积极探

索风暴潮预报技术，在“烟花”“灿都”台风影响期间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风暴潮预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台风“烟花”

影响时，预测黄浦公园最高潮位将达 5.50 米，上游米市渡站最

高潮位将达 4.70m，超历史实测最高记录，7 月 26 日黄浦公园

站实测潮位 5.49 米，误差仅 0.01 米，米市渡站实测水位 4.79m，

误差 0.09 米，为防汛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针对城市防

汛新需求，增加了道路积水、水利分片、风暴潮等专题预报信

息的发布与报送，通过水务海洋公共信息平台等各渠道，滚动

发布道路积水预报专报 7 期、风暴潮预报专报 11 期、分片水情

预报专报 4 期，为防汛决策调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汛期按水利部要求开展 7 个预

报断面的日常化洪水作业预报，台风影响期间开展 14 个预报断

面的洪水作业预报，共发布洪水预报 600 余站次。

黄山水文水资源局根据水雨情发展对辖区内各预报站开展

模拟预报，全年共做模拟预报 175 次，实时预报 99 次、发布预

报专报 37 次。

针对多个台风影响，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区各级水文部门

及时响应和发布预警。太湖局水文局（信息中心）发布洪水蓝

色预警 1 次，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2 次。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发

布洪水预警 200 期，山洪预警 68 期，水利旱情预警 96 期，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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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各 1 次。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共发布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 3 次，黄色预警 1 次、橙色预警 1

次、红色预警 1 次。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共启动应急响

应 10 次，发布洪水预警 79 次，其中橙色预警 2 次，黄色预警 4

次，蓝色预警 73 次；利用气象未来 24 小时降雨数值预报和短

临预报，依托福建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共编制和发

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专题服务 55 期。黄山水文水资源局

根据洪水预警指标对黟县、绩溪、渔梁站发布洪水预警 12 站次。

通过及时预警、准确预报，为水旱灾害防御部门全面掌握汛情

动态、水文预警信息以及变化趋势，有效开展防汛指挥和调度

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6.3 工作亮点

在做好水文情报和预报工作的基础上，太湖流域及东南诸

河各级水文部门加强业务研究、提高预报精度、创新工作方式、

拓展服务范围，亮点纷呈。

太湖局水文局（信息中心）不断优化太湖流域洪水预报模

型和预报调度一体化系统，完善预报预警功能，强化预演能力，

细化预案修订，完善“四预”体系，提升流域风险防御能力。

优化沿长江、杭州湾潮位参数设置，完善格网化降雨数值预报

在平原区产流模型上的分配，提高太湖流域洪水预报模型模拟

精度；基于近年场次降雨洪水资料率定洪水淹涝风险快速评估

模型参数，新增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蓝藻预测模块，优化超标

特大洪水风险预警模块的逻辑功能和展示效果，进一步完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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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调度一体化系统。强调实战应用，多场景模拟预演，积极参

加太湖局组织开展的水旱灾害防御预演 3 次，利用流域预报调

度一体化系统动态预演流域骨干水利工程不同调度方式下的太

湖和地区河网水位变化过程及地区淹涝情况，为流域骨干工程

调度决策提供支撑。

图6-1 太湖局水文局以“烟花”台风预报降雨预演地区淹涝情况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防汛抗洪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汛前，通过“云上”开展全省水文测报

应急演练、“全链路”开展全省水文预报会商实战演练、“真

实突袭”开展水利网络安全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了江苏

水文现代化应急测报能力和水利网络保障能力。积极开展水资

源预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前夕，连续 18 日依据水

雨工情滚动预报太湖水位，开展太湖水位作业预报 24 次，预测

水位涨幅，提出调度建议，制作发布太湖专题预报 18 期，服务

水生态水环境保护，为护水控藻水量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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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江苏省水文部门“烟花”台风期间开展应急监测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超前滚动预报支撑防汛调度决策。面对

防御台风“烟花”期间，在台风生成第 2 天开始，密切跟踪台

风动向，加密与海洋部门会商，滚动预报沿海河口最高水位，

提前 88 小时预测钱塘江河口水位将接近历史实测最高水位，提

前 64 小时预测甬江河口镇海站水位将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提

前 34 小时预测舟山定海站水位将接近历史实测最高水位，为准

确分段研判海塘风险提供了坚实支撑。在台风登陆前 3 至 4 天，

精准预报江河洪水，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派员进驻省气象台

参加降雨预报会商，关键时期 1 小时 1 预报。提前 48 小时预报

甬江余姚站水位将超历史实测最高水位，提前 36 小时预报浦阳

江下游湄池站水位将接近历史实测最高水位，提前 53 小时预报

东苕溪瓶窑站水位将超保证水位，提前 4 天预报运河嘉兴站水

位将接近历史实测最高水位，精准提前预报为水库拦洪错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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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泵闸工程开闸排水、滞洪区分洪和人员转移避险等决策提

供水文技术支撑。台风“烟花”影响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共

拦蓄洪水约 15 亿立方米，甬江四明湖水库几乎全拦，削峰率

99.8%，减轻姚江流域 6%来水量压力；浦阳江石壁、陈蔡和安华

水库拦洪水量 0.63 亿立方米，降低干流诸暨（二）站水位约 0.9

米；西苕溪赋石水库几乎全拦，削峰率 96.3%，减轻西苕溪流域

15%来水量压力。

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2021 年依托“一网统管”平

台，深入研究汛情回溯应用，充实历史汛情智能回溯数据集，

加强特征值的搜集以及关联要素。在防汛指挥期间，将实时汛

情与历史数据进行相似性智能比对分析，模拟汛情可能发展的

趋势和灾害影响程度，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台风“烟

花”影响时，精准预报黄浦公园最高潮位，为防汛决策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撑。

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建设了涵盖全省 50平方公里以

上河流、水利工程、防洪设施、防洪低洼地等信息的水文数字

基础地图，开展了闽江流域主要县级城区防洪设施及南平市中

小河流重要临河乡镇洪涝灾害风险情况调查及相关风险评估，

为水文服务防汛提供多样化信息服务；作为水利部河湖水文映

射 8 个试点单位之一，建立了洪水预报淹没推演系统及多维防

洪模拟系统，实现了金溪将乐段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仿

真模拟和三维展示，试点工作成果得到了水利部领导的充分肯

定。

黄山水文水资源局多次开展站网、水情、测站联合应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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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实战演练，确定屯溪、渔梁等站 4 个洪水预警指标，为月潭

水库提供入库流量预测成果，推进新技术应用示范水文站创建

工作，实现各水文要素可视化改造，升级丰乐水库南北干渠流

量在线系统，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同时对黄山市引进农夫山泉

重大招商项目中 10 个取水点水源地进行流量测验和水质取样化

验工作，助力黄山市“水经济”发展。




